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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新教材根据四届教学的实践和对电大特点的认识，在原教材的基础上，集中了教学的内容，突出
了教学的重点，同时，还加强了教材的条理性，容进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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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
，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
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
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
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
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
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
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
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
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
，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
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
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
。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现，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
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
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
，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
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我
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
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胡
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臣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六    黑漆
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狼的狡猾，⋯⋯    第
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处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
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犬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
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
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
陈列起来，点上香烛，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
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气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
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屋里时，瓦楞
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损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
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
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
》。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情来，也就使我不能安住。
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
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
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
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
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
站住，预备她来讨钱。    “您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
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
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
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针刺一般，比在
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
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
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
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
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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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管这种事⋯⋯。”“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
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划，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
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世说不清。
”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中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
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意思
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  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
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
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
关系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
，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
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
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
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
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
了。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
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说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
，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
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待到
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    “还不是和
祥林嫂?”     “祥林嫂?怎么了?”我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
，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
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
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澹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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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这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是特为中央电大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编的。两年前，当中央电
大第一届语文专业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我们编过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央电大出版
社出版)。那时我们没有经验，以为一些著名的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赵树理
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一定很容易读到，再来印这些作品不但浪费纸张，也增加学
生的经济负担。后来才知道上述这些作品，目前在许多地方还是很难找到的。即使有，因为数量有限
，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我们收到一些电大学生的来信，对那部《参考资料》未将指定的必读作品全
部收入，表示不满。因此，现在我们重新选编了这部作品选，这里收入了电大学生学习中国现代文学
史的全部必读作品(长篇小说和多幕剧存目)。在确定选目时，曾参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
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考试大纲，尽量使中央电大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必读书，与自学考试大
纲所规定的书目取得一致。现在这部选集中的作品，绝大多数也是自学考试规定的必读书。这样，这
本选集不仅可供中央电大有关专业使用，也可供参加各省市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的同志们使用。 
  当然，中央电大过去出版的那一部《参考资料》，仍然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那里选了不少代表不
同风格、流派，目前又不易读到的作品。喜爱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而又希望扩大一点阅读面的人
，如果时间允许，不妨把那部参考资料中的有关作品也读读。    目前，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业
余高等教育正在蓬勃发展。在发展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就语文专业而言，忽视阅读原著就是
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一个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如果读过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极其有限
，那么很难设想他能有较高的语文水平。世界上有的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作家，却没有未曾读过大量名
著的作家。我们的语文专业虽不以培养作家为宗旨，却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
衡量语文水平的高低，至少看两方面的情况。一是阅读能力，即对作品的思想鉴别能力、艺术感受能
力、欣赏能力和分析能力。二是运用语言的能力，主要是写作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提高，都离不
开大量的阅读。特别是要在阅读语言大师们的典范性作品中，接受语言艺术的熏陶，提高欣赏能力、
分析能力。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来说，不同时期作家创作的作品，是我们所面对的最重要的第一
手历史资料。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当然要读教材。但教材主要起提供线索的作用。更重要的任务是按
照教材中的线索，在它的指导下自己去阅读有关的作品。一个学生如果能把一部教材从头到尾背下来
，却很少甚至没有读过现代文学作品，那不能算学过了现代文学史。背诵教材的要点，考试可能得到
高分。但不读作品，无论阅读能力或写作能力都上不去，结果还是低能。为要纠正高分低能的偏向，
也要切切实实地抓好阅读作品这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现在我们编选、出版这部作品选，希望为
大家阅读最低限度的现代文学作品提供一点方便。一些必读的长篇小说和多幕剧，因篇幅太大，只能
存目，则还要靠大家设法借阅。走自学或业余学习的路，困难之多是有目共睹的。但困难并不是不可
战胜的。与其怨天尤人，强调客观条件不好，不如奋起精神，与困难搏斗。那样，不但可能把不利因
素压到最小程度，而且在困难奋斗的过程中，人的思想意志也一定会得到磨练。                                             
                   编者                                                               198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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