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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浮生六记》包括《闺房记乐》、《闲情记趣》等六则，再附上初版序跋、潘麐生题记，以及沈复生平考据。

      文章以夫妇二人和乐生活为主线，更涵括了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童年、居家生活，以及浪游各地的所见所闻。作品描述了作者和妻子陈芸二人自初见，便情投意合，婚后举案齐眉，初始种种环娱，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为布衣蔬食而蝇营狗苟，贫病交加，所幸有朋友襄助，亦能苦中作乐。本书文字清新真率，无雕琢藻饰痕迹。伉俪情深缱绻，至死不复；始于欢乐，终于忧患；漂零他乡之情在沈复笔端，更显悲切动人，眷恋久长。

      本次出版选开明书店民国本为底本，考以《雁来红丛报》本、霜枫社民国本、林语堂英译本，重新增加译注；并配上精美插图数十幅，便于读者朋友读懂，从中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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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价：

	与三白「布衣菜饭，可乐终身」，这就是芸娘的愿望。两人伉俪情深，意气相投，在萧爽楼的日子真如神仙眷侣，令人艳羡。他们的深厚感情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三白狎妓之事还是让人心生一种莫名的滋味。文人自古乐得风流，对妻子情深意切也不须拒绝萍水美人。
	闲，来静处，且将诗酒猖狂，唱一曲归来未晚，歌一调湖海茫茫。逢时遇景，拾翠寻芳。约几个知心密友到野外溪旁，或琴棋适性，或曲水流觞；或说些善因果报，或论些今古兴亡；看花枝堆锦绣，听鸟语弄笙簧。一任他人情反复，世态炎凉，优游闲岁月，潇洒度时光。
	在大理这般适合闲度时光的地方，开始翻这本久负盛名的书。浮生若梦，是非转头空，恩爱缱绻，人生碌碌。苏轼写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层想开了，晴天风雨都有趣味。浮生六记，看看闺房之乐书画之趣，也是风雅的。
	一直准备买这个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终于下手了
	情真意切，古文中文字旖旎，明事通理，博学雄辩的多见，而于日常生活见亲爱之人细水深情的却鲜少，大约是我看的太少吧，印象里，也便只有《项脊轩志》、《与妻书》、《浮生六记》罢了，读过却久久不能忘怀，想来，长留人心的，不过是一些极细小极微渺的东西，这些东西于人无甚相关，于己却久难忘怀
	．读到坎坷记愁的时候才觉得都是沈三白的痛语。 文辞未佳，然情切。 今春去苏州的时候特意去了仓米巷，不长的一条巷子。巷子口的人家探出一棵梧桐树，开着淡紫色的花，有人说，这是贫贱人家的花。 渣男元九写得最戳心的一句话是，“泥他沽酒拔金钗”
	，“浮”字取得好。短短六记，确感出人世漂泊，似真似幻，各种爱恨悲愁如过眼烟云，谁也逃不过在这凡尘中翻滚。然而所有的情绪和念头却是真实存在的，可亲可爱的。最喜欢的是家事变迁和芸的那段。阅读时以古人的角度来理解，否则读出的不是人生而是很多槽点。
	沈复的《浮生六记》，不过记载了乾隆年间一个书生家庭的日常生活，平淡朴实，却也真切有烟火气息。沈复一个知识份子，有他的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与浪游记快。我们从他的笔下了解到芸是一个有趣聪颖的女子。他敬她，爱她，他们是江南小镇上的一对神仙眷侣。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这本书是沈三白记录自己与夫人～算是回忆录吧。适合结过婚后的看，尤其女性。我一直相信夫妻关系是要经营的，有的夫妻越来越亲密，有的夫妻则越来越疏远，可为什么沈三白与夫人越来越亲密……去看书了
	沈复与芸娘，才子佳人，闲情逸致，生活着实有趣，但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最后却世态炎凉，如此落魄。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小清新的文笔，描写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连悲苦都不那么令人难过，更多的是惋惜。
	开心，送给好朋友的！Σ(????)?快递蛮快的，本来还怕书会在路上磕磕碰碰的，但是听到完好无损就更开心了～封面好看的～
	本以为沈复是个超凡脱俗的潇洒人儿，没想到潇洒人儿也耍流氓！不纳妾不是因为一妻制，是因为没钱啊！他老婆更绝，跟准小妾热火朝天，没纳成之后竟然因为这病死了！果然不该对封建妇男妇女抱太大希望吗亲
	作者与夫人的爱情纯澈明净，他们的生活怡然自得，真羡慕这样的生活
	后来也谈论古代诗人，觉得“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诗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两人人对月畅饮，相谈甚欢，有时也柳荫垂钓，芸娘甚至还女扮男装，跟着丈夫出门夜游。在读《浮生六记》时，总觉得林黛玉如果嫁了贾宝玉，过的应该就是这样的日子。
	内容还未看，先发评论，书刚拿到手对于封面甚是喜欢，清淡素雅，很和我的胃口。我是被书的简介所吸引，我很喜欢一些看起来会让人觉得安静淡然的书，而浮生六记正好属于我所喜爱的，现在书还未看，等看完书后再详评内容。
	作者笔下的“闺房之乐”，从两人年少时候到芸娘香消玉殒，感情真实无华。没有“在天愿作比翼鸟”的浪漫，却有“暗牵余袖”“留粥侍婿”的可爱和真挚。回到书本本身，纸质跟排版都不错，暂时没有发现错别字，值得购买
	我很享受前一段时间在办公室里出声朗读第一卷文言文时候的感觉，还有在读书的时候读到其中的情节，就好比自己就在沈复的身边看着他的故事在发展。很喜欢他的做人态度，更喜欢他妻子芸的通情达理和温文尔雅，史上难找的女子啊！
	《浮生六记》是沈复的自传体随笔，文学史地位颇高，影响非常大，给这本书做译文，第一要过的就是能否以最近的距离靠近原文的文学性，然后是沈复本人的情怀、情趣、认知水平，就是以上说的，同等的认知，同样的才华，相似的灵魂。这本装帧精美插画丰富，还有译注。所以，以前书架上有『浮生六记』的，都该换掉了
	生活的美与残酷娓娓道来，来世未卜今生休的又岂止是情缘？正因为平淡、真实而直接，所以更加动人心弦。前四篇尤其好。后面的异域游记反倒有些刻意在“记”，少了浮生的意味。少给一星也是因为到底还是一夫多妻制思想之荼毒。
	读完《浮生六记》，最大的感触就是，休闲，一点也不觉得累人，伤神。每每独到其中的一些片段还会于坐着产生共鸣。例如“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这是多么的会享受生活，多么惬意的比喻呀。还有其中关于插花的想法，让人不觉赞叹
	娶妻当若芸娘~可谓中国好妻子。人生苦短，浮生六记，酸甜苦辣，介于一身。想来每个人的生活虽不同，但都经历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辛酸。人生不如之十之八九，奈何我们身为凡人，只能在命运下苟延挣扎。
	像芸这样的姑娘真是完美的无可挑剔，乖巧可爱温婉妩媚心智聪慧，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上能孝敬公婆下能与丈夫的好友们打成一片，这样的姑娘也许注定要天妒红颜，沈复感叹“恩爱夫妻不到头”，人生本就是事如春梦了无痕
	娶妻当取芸娘 沈三白的悼亡 处处像对芸娘的赞颂 三白爽直 落拓不羁 芸若腐儒迂拘多礼 好多人读完 说浮生若梦 为欢几何 但这本薄薄37页的小册子 句句都像写给芸娘的情书 欢娱易过 转睫弥月 他们刻印章 愿生生世世为夫妇
	陈芸并不完全是个“规矩”的女人，因此可爱，沈复亦然，夫妻皆因对美的追求而超越。读到那些闺房之趣，真是心向往之——头巾既揭，相视嫣然。但其实陈十八岁结婚，活至四十一岁，也算是足够，她在最好的年纪，和最合适的人做了最好的事
	作者叙事有如拉家常娓娓道来，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不论翻到书中的哪一页，我们总会很容易地发现有不胜枚举的让我们深有感触的词句。细细地品读它们，又感到眼前豁然开朗，心旷神怡；合上书本，更有余音绕梁，不绝于耳的感觉，让人回味无穷，欲罢不能。
	书很好拉(?????)不过翻页有点不方便，嗯，纸质不是很好
	作者主要是撰写自己的一生经历，文中一半的笔墨是在描述和妻子相处在一起的日常点滴，令人感动也令人羡慕，期待遇到这样的如知己一般的并相守到老的夫人，当然，日常描写当中也能窥见到作者笔墨间的那种才学
	最爱芸女扮男装游庙的那一段，“冠我冠，衣我衣”，化女为男，“遍游庙中，无识出为女子者。或问何人，以表弟对，拱手而已。”
	此书精华在于闺房记乐与坎坷记愁，芸确为天下可爱之女子，亦不可苛求限于时代沈复的无力，主要要在一乐一愁中去感受生活之有趣之无奈，看到他们冲破封建礼教限制的真挚感情，看到将彼此感情作为唯一坚持的人性光辉，这些恰是超越时代的
	沈复不是文人。他的文字绝不矫柔造作、华丽繁复，只有诚恳诚实的浮生况味。趣与哀，是他一生互相缠绕互相延续的主题。可是说句俗一点的话，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美的追逐与喜爱。他和他的芸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伉俪。芸娘说：今世不能，期以来世。我相信，你们有来世，且会生生世世
	《闺房乐记》是全书最出彩之处，陈芸是我见过最有趣的人，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陈芸是这样的人，沈复是幸福的。既可以“处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而未尝稍失”，又可以看炊烟四起，吟赏烟霞。真让我羡慕哇。
	芸娘的一半可爱来自出阁前的天生聪颖，另一半来自初嫁后夫君的宽容。印象最深有两处，一是芸娘雇小炉温酒煮粥，满足他们踏青饮酒兼得的乐趣；二是沈复怂恿妻子女扮男装，夜游庙会。可惜后面也有纳妾招妓的故事，在那个时代正常，但也让人索然无味了
	在中国，像沈复和陈芸，像曹雪芹、孔尚任，他们追求对美的追求是愉悦纯然的，美的时候美到极致，美到人的理智相形见绌。美到最后他们将所有的美好砸碎，然后忍受着风流云散，香消玉殒，留个长命人放悲声，唱到老。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她知道万物皆会消逝，浮生是场悲剧，但她依然会美给你看。
	只看到把茶叶放在荷花心过夜，次日清晨烹雨水泡茶的穷风雅段子。不看陈芸在公婆前周全两难，里外难做，为不靠谱小叔担保借贷，老公失业落魄又乱作好人，又被”闺蜜”辜负，郁郁而终。这书深情到掉渣，适合大家清明节烧给前任们去学习
	里面有芸娘，这个被鲁迅评为中国古代最可爱的女子，就是沈复沈三白的妻子。可爱，因为在沈三白眼里芸娘有血有肉，知情知礼，除了可敬，亦可亲。古人向来羞于言说与妻子的恩爱，觉得这是不误正业；然而传唱与歌女的感情便被雅称风流倜傥，真是奇怪而变态的传统
	开篇就让我看到了一桩幸福的婚姻，虽然最终的结果并不是很美好，但拥有一个富有才华的妻子，对作者而言算得上是非常幸福。在古代总以“女子无才便是德”来衡量女性的标准之下，作者对妻子才华的赏识更让人眼前一亮。面对世俗并不拘泥
	很棒的一本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封面，文言浅白易懂，插画优美点睛，不错哦
	看了前面现存的四记，只觉得恍恍惚惚好似也过了一世，看闺房记乐的时候，只觉得辛酸的时候也是幸福；看闲情记趣也有想起童年时候的一些事情；看坎坷记愁哭了好几回；看浪游记快的时候，当然是写得极好的，只是宅如我，只怕是不知多久才能感到这样的畅快。
	读到芸娘死去的片段。。。难以抑制的掉眼泪，很小的时候语文书里的浮生六记从来没告诉我们，沈郎的后半生竟是如此的凄凉。也不知道青君后来怎么样了。本该被历史埋没的故事，就这样生动的浮现在我们眼前。世上一定还有很多沈郎和芸娘的悲剧吧。
	听多了对沈三白和芸娘爱情的称颂，所以看到三白兄对他狎妓的描述，我被震了。因为他对雏妓喜儿的温存体贴，以致“合邦之妓无一不识”，字里行间充满了骄傲与自得；但后来听闻喜儿几欲因他而亡，他不过感叹“咦！十年一觉杨帮梦，赢得花船薄幸名”
	读浮生六记使我有些感动，似乎与作者之间产生了同情。也许像作者自谦的那样，他的才情不是最高的，但是他的感情定是最真的。他的欢乐、他的忧愁、他的颠沛流离、他的花前月下。他描写的生活是那样普通也是那样普遍，消灭了时间，照耀到我们今天
	不敢说自己有经历过多大的压力 只觉人世愈来愈枯燥繁琐 人情往来总看不那么透彻 纷繁复杂构成了单调的生活 但是读此书 困意浓时却似清流 让人心静 亲近 相信 从书里看到 了鲜活的生命和久违的真实
	娶妻当取芸娘 沈三白的悼亡 处处像对芸娘的赞颂 三白爽直 落拓不羁 芸若腐儒迂拘多礼 好多人读完 说浮生若梦 为欢几何 闺房记乐 句句都像写给芸娘的情书 欢娱易过 转睫弥月 他们刻印章 愿生生世世为夫妇
	其实想了很久应该如何表达，他的人，他的文，都不是让人觉得惊艳。为生活中的絮絮小事，点滴情绪，诉诸笔端，却让我跨域两百多年感受到共鸣，读其文，确实能感受到他所写的自己的乐、趣、愁、快，情感回响不会因历史的长河向前，让人难以感受，每当文字映入脑海，情感的浪花再度涌起
	从未想和任何人对立，只是到这个时候，一切身心的感受、判断和决定，都只与自己相关。选择全线崩溃，再焦急的善意也无法替我承受生活。抱歉这是我唯一的坚持，抱歉我不觉得需要对谁说抱歉。今天看沈复，不一样的感动。得见天地之宽，此生无憾
	我常想，这样的人，不应该得到认可和提倡吗？为什么活得那么累？ 看到沈三白，总会对比贾宝玉。贾宝玉出家了，沈三白比他幸运，得到心爱的林黛玉，也比贾宝玉不幸，在红尘中煎熬。 人生八九不如意，人间正道是沧桑。
	沈复不就是古话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吗？没事游山玩水，喝酒听曲儿，为人慷慨但对生活毫无规划，可惜了活得这么理想主义的一对夫妻。还是很喜欢他笔下“轩临峭壁，飞凿小池，围以石栏，一泓秋水”的苏州，让人苦中也能作乐的生活。
	说是六记可就前面4记…看了第一记、他俩感情真好但是为嘛还要纳妾…
	书的设计简洁大方，很有味道，这个版本，没有全篇的翻译，只有关键字词的注释，个人觉得古文的意蕴跟国画一样在于留白和遐想，抛开现成的翻译，借助注释，细细读，细细品，仿佛穿越了百年，与沈复品茶谈天啊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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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精致封面。淡雅朴素的小插图。注解不多，读来亦只能不求甚解。
然而，这段三百年前的凡人婚姻却令我深深感动。
这使我的心增添了无畏和珍惜的因子，亦使我前行的步履分外轻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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