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实秋的孩子是谁生的 梁实秋散文孩
子(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梁实秋的孩子是谁生的篇一

在现代人的生活里，送行是和拜寿送殡等等一样的成为应酬
的礼节之一。“揪着公鸡尾巴”起个大早，迷迷糊糊的赶到
车站码头，挤在乱烘烘人群里面，找到你的对象，扯几句淡
话，好容易耗到汽笛一叫，然后鸟兽散，吐一口轻松气，噘
着大嘴回家。这叫做周到。在被送的那一方面，觉得热闹，
人缘好，没白混，而且体面，有这么多人舍不得我走，斜眼
看着旁边的没人送的旅客，相形之下，尤其容易起一种优越
之感，不禁精神抖擞，恨不得对每一个送行的人要握八次手，
道十回谢。死人出殡，都讲究要有多少亲友执绋，表示恋恋
不舍，何况活人?行色不可不壮。

悄然而行似是不大舒服，如果别的旅客在你身旁耀武扬威的
与送行的话别，那会增加旅中的寂寞。这种情形，中外皆
然。maxbccrbohm写过一篇《谈送行》，他说他在车站上遇
见一位以演剧为业的老朋友在送一位女客，始而喁喁情话，
俄而泪湿双颊，终乃汽笛一声，勉强抑止哽咽，向女郎频频
挥手，目送良久而别。原来这位演员是在作戏，他并不认识
那位女郎，他是属于“送行会”的一个职员，凡是旅客孤身
在外而愿有人到站相送的，都可以到“送行会”去雇人来送。
这位演员出身的人当然是送行的高手，他能放进感情，表演
逼真。客人纳费无多，在精神上受惠不浅。尤其是美国旅客，
用金钱在国外可以购买一切，如果“送行会”真的普遍设立
起来，送行的人也不虞缺乏了。



送行既是人生中所不可少的一桩事，送行的技术也便不可不
注意到。如果送行只限于到车站码头报到，握手而别，那么
问题就简单，但是我们中国的一切礼节都把“吃”列为最重
要的一个项目。一个朋友远别，生怕他饿着走，饯行是不可
少的，恨不得把若干天的营养都一次囤积在他肚里。我想任
何人都有这种经验，如有远行而消息外露(多半还是自己宣
扬)，他有理由期望着饯行的帖子纷至沓来，短期间家里可以
不必开伙。还有些思虑更周到的人，把食物携在手上，亲自
送到车上船上，好像是你在半路上会要挨饿的样子。

我永远不能忘记最悲惨的一幕送行。一个严寒的冬夜，车站
上并不热闹，客人和送客的人大都在车厢里取暖，但是在长
得没有止境的月台上却有黑查查的一堆送行的人，有的围着
斗篷，有的戴着风帽，有的脚尖在洋灰地上敲鼓似的乱动，
我走近一看全是熟人，都是来送一位太太的。车快开了，不
见她的踪影，原来在这一晚她还有几处饯行的宴会。在最后
的一分钟，她来了。送行的人们觉得是在接一个人，不是在
送一个人，一见她来到大家都表示喜欢，所有惜别之意都来
不及表现了。她手上抱着一个孩子，吓得直哭，另一只手扯
着一个孩子，连跑带拖，她的头发蓬松着，嘴里喷着热气像
是冬天载重的骡子，她顾不得和送行的人周旋，三步两步的
就跳上了车。这时候车已在蠕动。送行的人大部份都手里提
着一点东西，无法交付，可巧我站在离车门最近的地方，大
家把礼物都交给了我，“请您偏劳给送上去罢!”我好像是一
个圣诞老人，抱着一大堆礼物，我一个箭步窜上了车，我来
不及致辞，把东西往她身上一扔，回头就走，从车上跳下来
的时候，打了几个转才立定脚跟。事后我接到她一封信，她
说：

那些送行的都是谁?你丢给我那一堆东西，到底是谁送的?我
在车上整理了好半天，才把那堆东西聚拢起来打成一个大包
袱。朋友们的盛情算是给我添了一件行李。我愿意知道哪一
件东西是哪一位送的，你既是代表送上车的，你当然知道，
盼速见告。



计开

水果三筐，泰康罐头四个，果露两瓶，蜜饯四盒，饼干四罐，
豆腐乳四罐，蛋糕四盒，西点八盒，纸烟八厅，信纸信封一
匣，丝袜两双，香水一瓶，烟灰碟一套，小钟一具，衣料两
块，酱菜四篓，绣花拖鞋一双，大面包四个，咖啡一厅，小
宝剑两把……”这问题我无法答复，至今是个悬案。

我不愿送人，亦不愿人送我，对于自己真正舍不得离开的人，
离别的那一刹那像是开刀，凡是开刀的.场合照例是应该先用
麻醉剂，使病人在迷蒙中度过那场痛苦，所以离别的苦痛最
好避免。一个朋友说，“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
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我最赏识那种心情。

梁实秋的孩子是谁生的篇二

前几日，从新华书店读者俱乐部借得好书一本《梁实秋散文
集》，《梁实秋散文集》读后感。读后，真有“绕梁之音，
三日不绝”之感。他的古文底子深厚，博览群书，常从古文
中引经论据如信手拈来，读罢却是通俗易懂，如同三五知己
灯下谈话，看似稀疏平常，去蕴涵着人生的哲学，余味无穷，
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美的享受，梁先生不愧为散文大家。

他的散文是以幽默风趣见长的“闲适小品”闻名于世，我尤
其爱看他的“随想篇”中的文章，题目很简练，通常都是两
个字，例如“雅舌”、“女人”、“男人”、“衣
裳”、“饮酒”等等，包罗万象，说的都是些身边的人或事，
可以透过文章看到三、四十年代的生活气息。今天看来，依
然觉得趣味横生。从中还了解很多名词其实都由来以久了，
例如“代沟”，梁先生就写的非常详细，博古论今。代沟虽
是翻译过来的新名词，但是我们古而有之了，《尚书·远逸》
中就记载了我们最古的代沟之说。再例如“女人”，他刻画
的简直就是入木三分了，例如女人爱说谎，“若是能运用小
小的机智，打破眼前小小的窘僵，获取精神上的小小胜利，



因而牺牲一点点真理，这也可以算是说谎，那么，女人确是
比较的富于说谎的天分。”很多人都陪女人买过衣服，她口
中念念有词，或是式样不好，或是衣料太差，批评的一文不
值，究其原因，无非是价格太贵了而已，所以女人善于将自
己得不到的东西常归于不喜欢。哈哈，真可谓精辟。还如他
描写的女人的嘴，说“女孩子从小就口齿伶俐…等到长大以
后，三五成群，说长道短，声音脆，嗓门高，如蝉噪，如蛙
鸣，真当得好几部鼓吹！”他还归纳了两种类型，“长舌”
型和“喷壶嘴”型，读后感《梁实秋散文集》读后感》。他
在文章中虽都是论些小事，但却把一些陋习批评的体无完肤，
看后甚感快意。

他在“作文的三个阶段”中也写道，“文章的好坏与长短无
关，文章讲究气势的宽阔、意思的.深入，长短并无关系。…
所以文章过长过的短，不以字数计，应以起内容之需要为准。
…文章的好坏与写作的快慢无关。顷刻之间成数千言，未必
斐然可诵，吟得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亦未必字字珠玑。”使
我顿时矛塞顿开，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仿佛都找到了答案。
我之叙述惟恐不尽，使看者不解，现在看来，可能废话也有
不少。

我素有摘抄的习惯，常把一些觉得甚好的描写、叙述记于抄
本中，可读梁先生的散文，觉得字字如珠玑，无一处经不起
推敲，让我无从下手。他的散文通篇看似随意而为，与小处
却见大家风范，他的描写惟妙惟肖，他的叙述平淡、朴实，
正如同他所说的“绚烂之极归与平淡，但是那平不是平庸的
平，那淡也不是无味的淡，那平淡乃是不露斧斫之痕的一种
艺术韵味。”他如是说，也如是这样做的。

读一本好书，如交一位良师，受益终生。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梁实秋，当时
接触的是他的小语箴言。遗憾的是没有看过他的文集。



嗨，大嘴，你有多大啊，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上小学了，不过
那时我都上中专了。

巧是不巧？寻思着“书非借不能读也。”突发奇想，想从此
后沉下心来慢慢地读些向往已久的大家之书，好好膜拜膜拜
呢。昨天始借得一本书，也是散文，丰子恺的，计划囫囵吞
枣一天一篇，简单作些笔记，摘抄摘抄，最好再有大家伙儿
跟跟帖，一起谈论谈论读后的感受，级别呢，就和我这零起
点的差不离儿。

梁实秋的孩子是谁生的篇三

台北没有什么好去处。我以前常到动物园走动走动，其中两
个地方对我有诱惑。一个是一家茶馆，有高屋建瓴之势，凭
窗远盼，一片油绿的田畴，小川蜿蜒其间，颇可使人目旷神
怡。另一值得看的便是那两只骆驼了。

我心目中的骆驼不是这样的。儿时在家乡，一听见大铜铃丁
丁当当响，就知道是送煤的骆驼队来了，愧无管宁的修养，
往往夺门出视，一根细绳穿系着的好几只骆驼，有时是十只
九只的，一顺的立在路边。满脸煤污的煤商一声吆喝，骆驼
便乖乖地跪下让人卸货，嘴角往往流着白沫，口里不住的
嚼——反刍。有时还跟着一只小骆驼，几乎用跑步在后面追
着，面对着这样庞大而温驯的驮兽，我们不能不惊异地欣赏。

是亚热带的气候不适于骆驼居住。动物园的那两只骆驼不久
就不见了，标本室也没有空间容纳它们，我从此也不大常去
动物园了。我常想：公文书里罢黜一个人的时候常用“人地
不宜”四字，总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下台的借口，这骆驼之
黯然消逝，也许就类似“人地不宜”之故吧？生长在北方大
地的巨兽，如何能局促在这样的小小圈子里，如何能耐得住
这炎方的郁焦？它们当然要憔悴，要悒悒，要委顿以死。我
想它们看着身上的毛一块块地脱落，真的要变成“有板无
毛”的状态，蕉风椰雨，晨夕对泣，心里多么凄凉！真不知



是什么人恶作剧，把它们运到此间，使得它们尝受这一段酸
辛，使我们也兴起“人何以堪”的感叹！

其实，骆驼不仅是在炎热之地难以生存，就是在北方大陆，
其命运也是在日趋于衰微。在运输事业机械化的时代，谁还
肯牵着一串串的骆驼招摇过市？沙漠地带该是骆驼的用武之
地了，但听说现在沙漠里也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骆驼是驯
兽，自己不复能在野外繁殖谋生。等到为人类服务的机会消
失的时候，我不知道它将如何繁衍下去。最悲惨的是，大家
都讥笑它是兽类中最愚蠢的一个；因为它只会消极地忍耐。
给它背上驮上500磅的重载，它会跪下来承受。它肯食用大多
数哺乳动物所拒绝食用的荆棘苦草，它肯饮用带有盐味的脏
水。它奔走三天三夜可以不喝水，这并不是它的肚子里储藏
着水，而是因为它体内的脂肪氧化可以制造出来水。像这样
的动物若是从地面上消逝，可能不至于引起多少人的惋惜。
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世界，大家所喜欢豢养的乃是善伺人意的
哈巴狗，像骆驼这样的“任重而道远”的家伙，恐怕只好由
它一声不响的从这个世界舞台上退下去罢！

注：梁实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70
年代移居美国西亚图，80岁时怀着深深的遗憾重返台湾。

1．为什么作者认为“那两只骆驼”‘“值得看”？（4分）

2．文末说“像骆驼这样的‘任重而道远’的家伙，恐怕只好
由它一声不响的从这个世界舞台上退下去罢”，对骆驼的遭
遇，句中流露出怎样的情感？试简要说出其中的两种。（4分）

3．作品借物抒怀。联系全文主旨，请概述出作者在文中三个
划线句句子中所寄寓的情怀。（6分）

4．下列这篇散文的赏析，正确的两项是（4分）

a．第二段描写动物园中的骆驼，第三段描写儿时所见的骆驼，



作品通过这一对比描写，突出了“不能不惊异”的感受。

b．作品对骆驼的遭遇作了大量的描写，这些描写都有很强的.
感情色彩。寓主观色彩于客观描写中，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c．作品中的骆驼，可以看成是作者的自况。作者将情感倾注于
“骆驼”这一形象，并通过对其遭遇的描述，抒写了自己的
人生体验。

d．作品的感情富于变化：先是对动物园里骆驼遭遇的同情，
继而是对家乡骆驼的温驯的惊异，最后是对北方大陆骆驼的
命运的释然。

e．作品的文字平实，但在平实的字里行间，却流淌着一股源
于作者对人生经历的深沉思考而产生的充满悲壮色彩的情感
激流。

1．因为它们的遭遇与文章作者类似，并让文章的作者联想到
自己，引起自己无限感慨；由于那两只骆驼扮演的是悲剧的
角色，它们显得可怜，值得同情。

2．表达了对骆驼被迫退出了舞台的（1）无奈；（2）失落
（惆怅或痛苦）；（3）不平；（4）自嘲。

3．海外游子思归却有家难归的痛苦之情。（1）作者思归
（思亲）之情（2）台湾不宜自己久居（答对以上一点3分）
（3）游子（文章作者）有家难归的痛苦之情（4）对忍辱负
重的人（也就是自己）却不能够容于现实的感慨（答对以上
一点3分）。

4．b

c 解析: 1．无 2．无 3．无



4．a

文中的对比并不是为了“突出‘不能不惊异’的感受”，而
是为了突出骆驼的悲剧形象。d是对北方大陆骆驼日趋衰微的
命运，作者不是“释然”，而是不平与痛苦。e是作者的感情
基调“悲”而部“壮”。

梁实秋的孩子是谁生的篇四

梁实秋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在散文当中展现了他深
厚的文学素养。这篇散文围绕着不管是何朝代是何年代都不
会过时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孩子”。人一旦结了婚，多半是
要生孩子的，孩子可以说是维持夫妻之间婚姻关系一项很重
要的纽带，常常听到因为生不出孩子夫妻之间感情出现裂痕
而离婚的，但却很少听到因为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或者是一
位小公主，夫妻要闹离婚的。看来孩子被大多数夫妻视为婚
姻关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当生了孩子的妇女坐在一起聊天时，孩子通常都是她们经常
谈论的一个话题，有的父母甚至可以谈论自己的孩子到眉飞
色舞、手舞足蹈，乐不可支的`境界。在张爱玲的散文当中有
描述过这样一种风俗，就是在两三岁的孩子面前放上一大推
东西，让孩子自己去选，选到哪样就认定以后自己的孩子做
这项工作了，如果自己的孩子摸着一个大元宝，那更是能让
全家人高兴三天三夜。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许多
的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可谓是有着很大的期望的，甚至有的
父母还经常把孩子当做同别人比较的对象。但是只要你疼爱、
期望自己的孩子，就能按照你的想法以后发展下去吗？梁实
秋在文章里说孩子中比较最蠢，最懒，最刁，最泼，最丑，
最弱，最不讨人喜欢的，往往最得父母的钟爱。在文章当中
梁实秋引用了中国与外国的例子，来证明了不施管教，不去
教育而造成孩子无知无形的后果。一味的溺爱，娇纵自己的
孩子，可能无法达到你所期望的结果。



《孩子》这篇散文对我们现在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引发我
们去思考。管教孩子可以说是一门学问，如果总想抱着“树
大自直”的幻想，也许终将会是事宜愿为的。

梁实秋的孩子是谁生的篇五

提起梁实秋父亲，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是谁，大多数人都只
是知道我国著名的散文作家梁实秋，没有多少人清楚是谁培
养了这么一位文学家。

梁实秋与父亲合照

梁实秋父亲名叫梁咸熙，他的父亲也就是梁实秋的祖父曾经
参加过科举考试，后来成为了四品官员，而梁实秋父亲是为
秀才，曾经作为政府第一批主要培养的学习英语的人才，由
于自己曾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在孩子长大后又将孩子送往美
国学习。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思想开放，是一位进步人士，
曾经梁实秋与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程季淑谈恋爱的时候不小心
被梁咸熙撞见了，两个年轻人都不知所措，还是梁咸熙三言
两语化解了尴尬，自此以后，梁实秋与程季淑见面父亲都会
主动掏钱给梁实秋，嘱咐他要好好对待自己未来的儿媳妇。
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的开明和遇事不慌不忙镇定自若给梁实
秋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梁实秋的性格大部分都和自己的父亲
很相像。

据说，梁实秋父亲还是一位美食家，有的人说梁实秋酷爱美
食，却不知道梁实秋的这个爱好还是从小跟在父亲梁咸熙身
边养成的呢。梁咸熙最喜欢的就是厚德福饭庄了，由于去的
次数多了，也就和哪里的掌柜熟识了，还经常给饭庄提意见，
慢慢的，便开始投资入股，与掌柜一起将厚德福推向了全国。
要说梁咸熙这一生最大成就，那就是为祖国培养了这样的一
个散文家，翻译家，批评家。



梁实秋一生有两女一子，是与第一任妻子程季淑所生。

长女梁文茜，1927年出生在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
曾担任政协委员，是梁实秋的子女中唯一一个在大陆生活的，
1987年，梁实秋在台湾去世后，梁文茜想要去台湾奔丧，但
是因为当时台湾和大陆没有开放探亲，所以她不能及时送父
亲梁实秋最后一程，这在当时是重大新闻。梁文茜曾经在北
京担任过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现在已经八十几岁高龄了，仍
居住在北京。

独子梁文骐，在台湾是一名大学教授，他敬业，性情温和，
深得学生的喜欢，当年父亲梁实秋被贴上反动的标签，作为
儿子的他也收到了不小的连累。2007年的7月23日，梁文骐不
幸去世。

幼女梁文蔷，1933年出生在青岛，是著名的营养学博士，现
在住在美国的西雅图，作为小女儿，梁文蔷一直深受梁实秋
的宠爱，但是梁实秋从来不疏于对女儿的教育，在女儿坚持
不下去的时候他会给予鼓励，在女儿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他会
指引女儿前进的方向，虽然女儿没有子承父业，但是作为父
亲，他鼓励着女儿要坚持下去，所以才会有现如今的成就。
梁实秋的子女，虽然没有向梁实秋一样成为著名的学者，但
是他们各有各的领域，并且一直都坚持了下去，梁实秋是一
位好父亲，他一直教育自己的子女在孩子面前，他只是一个
普通的爸爸，不是什么散文家，批评家等等。

梁实秋是有两个妻子的，分别叫程季淑和韩菁清。梁实秋的
原配妻子程季淑，于1927年和梁实秋结婚，虽然两人受教育
的程度都很高，但是对于父母包办的婚姻并没有很大的抵触
情绪，相反，两人在见面之后互相被对方吸引，情投意合，
后来梁实秋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准备美国留学，他对程季淑
许下了三年之约，三年之后回国结婚，三年后两人在北京举
办了婚礼。



婚后不久两人因为战争，辗转了许多地方，1937年因为一些
原因他独自离开了北平，当程季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六
年之后了，再那之后二人一直形影不离，一家人幸福美
满。1974年，两人在美国的一处市场购物，一个梯子突然倒
了下来，正好砸到了程季淑，她被送往医院，但是因为伤势
很严重，在医院去世。梁实秋对程季淑的感情很深，还写了
《槐园梦忆》来悼念亡妻。可以说作为梁实秋妻子的程季淑
一生坎坷。

后来台湾的一家出版社在看到《槐园梦忆》一书之后，决定
出版这本书，并邀请梁实秋去台湾，梁实秋就是在这里遇见
了他的第二人妻子韩菁清，此时的梁老已经71岁高龄了。韩
菁清是20世纪40年代的明星，原名叫韩德荣，父亲是一名商
人她七岁的时候便成为了上海滩的一颗闪耀的明星，之后她
跟随父亲到了香港。后来她出演了一部电影从此踏入了演艺
圈。

她和梁实秋因为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词典》结识，两
人聊着聊着便聊出了感情，而摆在两人面前的除了年龄，更
多的就是他们的职业，因为职业差距很大，受到了许多人的
反对，但这并没有让他们彼此疏远，反而使他们更加相
爱，1975年两人在台湾结婚，两人一起度过了12年的时
光，1987年梁实秋去世。

梁实秋妻子虽然有两任，但是每一任都和梁实秋真心相爱，
也算是圆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