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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 , 朱自清的散文创作在 “五四 ”时期的成就应为最高 ,影响应为最大。从现实

关怀 、人间真情 、散文意境 、散文构思及其语言几个角度去解读朱自清的作品 , 阐释其散文艺术的美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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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朱自清的散文创作 ,杨振声先生在 《朱自

清先生与现代散文 》一文里就给予了他高度的评

价:“自新文学运动以来 ,合戏剧 、小说 、新诗 、散文

计算一下成绩 ,要推散文的成就最高 , ……在散文上

成就甚早并且提倡小品文 ,使它成为一时风气的 ,朱

自清先生便是最重要的一个 。”
[ 1] 12
细品朱自清的散

文 ,你会发现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散文是面向

人生的 。正如朱自清在他 1929年写的 《〈背影〉序 》

中讲到散文在 “近三四年的发展”时说:“……种种的样

式 ,种种的流派 ,表现着 、批评着 、解释着人生的各

面。”
[ 2] 5
朱自清从未与他所处的时代隔离 ,用文学写人

生 ,便成了他写作的当然宗旨。那真实的思想 、真诚的

情感 、真切的话语构成了一篇篇优美的散文 ,这些散文

感情真挚自然 、语言朴素简练 、结构严谨精巧 ,具有清

新 、委婉 、隽永的艺术风格。而且他后期的散文更洗炼

成熟 ,接近口语 ,其艺术感染力也更强。正如杨振声先

生这样评价:“他文如其人 ,风华从朴素出来 ,幽默从忠

厚出来 ,腴厚从平淡出来。”
[ 1] 16

1　现实关怀

朱自清散文的最大艺术特征就是面向人生 ,充

满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在中国上世纪的二三十年

代 ,炮火硝烟一直笼罩在中国上空 ,国内混乱 ,国外

又有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 ,而此时朱自清作为 “大

时代中一名小卒的我 ”
[ 2] 6
,当然与所处的时代没有

隔离 ,他用文学抒写人生 ,他的这种直面人生与鲁迅

的直面人生是有区别的。鲁迅的直面人生是剖开自

己的血肉 ,让人们看清一个民族的灵魂 ,更多是对国

民性 、人性的一种解读和批判 ,他重视抒写个体 ,通

过对个体灵魂的解剖来展露国民的劣根性 ,所以鲁

迅的文章表层总是阴冷;朱自清的直面人生则是另

一个层面的 ,同其他作家一样 ,他敢于揭示那黑暗时

代的罪恶 ,给人们呈现一幅又一幅的血泪画面 ,促使

人们警醒。但是他却运用散文这种文体来抒写 ,所

以文章显得柔和而温情 ,然而 ,柔和与温情的背后却

承载了作者几多愤怒与控诉。

在 《执政府大屠杀记 》中所揭露的军阀屠戮爱

国人民的血腥暴行 ,与鲁迅的 《纪念刘和珍君 》中那

种直陈事实 ,挥洒愤激的文字相比 ,颇有阳刚与阴柔

之别 ,但不同话语 、不同语气的背后情感是一致的 ,

都抒写了他们对反叛军阀的无比愤慨和对人民大众

的深情关怀。 《白种人 ———上帝的骄子!》一文中 ,

写在自己国家电车头等车厢里 ,却受到小西洋人凶

恶的目光的逼视而生的屈辱 、愤怒 ,矛头直指帝国主

义者。从这个小西洋人的脸上 ,朱自清先生读出了

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 ,他明白所有的中国人和他一

样没有尊严 ,他追究了这小西洋人飞扬跋扈的原

因 ———由于孩子的 “父亲 ,亲长 ,先生 ,父执 ,乃至同

国 ,同种 ,都以骄傲践踏对付中国人 ”,旨在呼唤一

个民族的觉醒 ,强烈地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情怀

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极度憎恨和严正批判 ,捍卫了炎

黄子孙的民族尊严 。周作人曾经说过 ,看待一个作

家的进步最直接的就是看他对待女性命运的态度 。

朱自清是个人道主义者 ,在 《生命的价格———七毛

钱 》中写了农村的儿童和妇女普遍的非人的 “人

生 ”。在人口可以买卖的黑暗的旧中国 , “人货 ”成

了商品的一种。 “人货 ”中 ,妇女孩子是价格低廉的

一种 ,女小孩又是价格最低的 “生货 ”,而低廉到七

毛钱便可买一条人的生命 ,更是超出人的想象 。然

而 ,这还只是被卖的女孩非人生涯的开始 ,等待她的

将是辗转被卖的命运:或卖为婢 ,或卖为妾 ,或卖为

妓 。作品写的就是这样的人间地狱 。通过对下层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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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存状态的关照来鞭笞时代罪恶 。这里 ,与同样

是写女性命运的鲁迅先生的作品相比 ,朱自清又体

现出了自己的特征。鲁迅对女性命运的关注重视从

女性本身灵魂深处去剖析和解读 ,祥林嫂的悲惨结

局时代有很大责任 ,但是她身边的人却是直接凶手 ,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麻木成了鲁迅关注的焦点 。祥

林嫂哭阿毛便是极点 。许多老女人寻来听故事 ,听

到挂在眼角两滴黄泪终于流到嘴角才散去 。这是一

种以 “看客 ”的身份去欣赏别人的苦难。朱自清则

是多从时代与人的关系出发 ,指斥黑暗社会是一切

罪恶的根源 。

所谓 “智者乐山 ,仁者乐水 ”。朱自清的一些描

写山水的名文 ,也都寓意着他的人生态度 ,山水中见

真性情 。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的魅力 ,不只在它

所描写的秦淮河的桨声 、灯影 、薄雾和微漪 ,更在于

它让人想起 《桃花扇》和《板桥杂记》所载的 “明末的

秦淮河的艳迹 ”: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

了 。 ……秦淮河的船之所以雅丽过于他处 ,而又有

奇异的吸引力的 ,实在是历史的影像使然了 。秦淮

河热闹的景像中夹杂着被逼以歌为业的歌妓的卖笑

生涯 ,虽则 “卖歌和卖淫不同 ”,对她们的身世 ,我们

“究竟应该同情的 ”,所以当所到 “一只载妓的板船 ”

经过时传来的响亮而圆转的清歌 ,清游中的作者却

感到了寂寞 。作品中充满了失落的惆怅和幻灭的情

思 。秦淮河繁华 、哀伤 ,一如明末。繁华的景象留给

作者的是哀愁 ,而这哀愁又来自于对繁华背后的不

幸人生的同情。其关怀现实的情结一目了然。

朱自清是个诗人 、学者 。坎坷的一生 ,让他对世

情有着精细的观察和体验 ,这也决定了他的创作笔

墨更多投向了人间的现实关怀 。

2　人间真情

散文是长于抒情的文体 ,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 ,

它可以更好地抒写作者的情怀 。朱自清的文章之美

是与他的抒情艺术分不开的。在朱自清那些以家庭

生活为素材的作品中 ,或感伤 、或温厚 、或幽默的人

伦之情 ,深深地感染着读者 、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正

如短短一篇 《背影 》感动着几代读者的心 ,就因为它

感情的真挚 、纯朴 。 《背影 》中父亲对儿子无微不至

的关怀和照顾 ,以步履艰难老父亲的背影成为中国

文学中一个经典镜头 ,感人至深 。有情才有文学 ,才

有 “美文 ”。纯真的情是朱自清散文的灵魂 ,决定着

他的散文如诗般的美 。重情是朱自清散文的最主要

特点。有人说朱自清的散文 “以情胜” ,是很有见地

的 。朱自清的文学活动从新诗创作开始 ,诗歌重情

的特点自然也影响了他的散文 。他的散文或描摹世

态 、怀人抒情 ,或即景写情 、融情于景 ,或融情入理 、

以理蕴情 ,无论叙事 、记人 、写景 、说理都贯注一个

“情”字 。朱自清散文的 “情 ”有着丰富的审美内涵 ,

或朴素率真 ,或丰腴华丽 ,或庄重严肃 ,或诙谐幽默 ,

或忧郁惆怅 ,或积极进取 。他的精神世界 、文化教

养 、社会观念 、审美品格 ,全由这 “情 ”字见出。

除了在上文中提及的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

是抒情的名文外 ,另一篇与此齐名的散文 《荷塘月

色 》也是。因为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才于夜晚

独自走向荷塘 ,去寻求享用那 “无边的荷香月色” ,

文章开笔便定下了抒情的笔调 ,让读者感受到了一

种人生的忧烦和于静谧的景色中寻求暂时解脱的心

境 。曲折的荷塘 ,田田的荷叶 ,如出浴美人的荷花 ,

像 “碧天里的星星 ”的花朵儿 ,花和叶下的脉脉的流

水 ,伴以月色 、微风 、清香 、树影 、灯光 、蝉声 、蛙鸣

……景色如此 ,似乎确定可以忘情于一时了 ,但联想

起六朝采莲之盛 ,却能回到现在 ,感叹人生碌碌 ,对

此美景 “早已无福消受 ”了 ,末尾想起 《西厢记》 ,又

勾起了对江南的惦记 , 更平添了一层游子的惆怅 。

这里的惆怅只是一种淡淡的愁思 ,然而却是伴随着

劳碌人生 、经久不去 、无法排遣的愁思 ,而在对荷塘

月色的欣赏中 ,又同时透露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

这种对美的生活的追求 ,在 《月朦胧 ,鸟朦胧 ,帘卷

海棠红 》、《绿 》、《白水漈》中 ,得到积极的表现 。尤

其是《绿》,对勃勃怒生的生命绿色的陶醉与惊诧 ,

只是喜悦 ,再没有一丝的惆怅。

除 《荷塘月色 》外 ,还有 《给亡妇 》中悼念亡妻与

深深的自我忏悔之情和 《儿女》中幽默的情趣和温

馨的气氛等 ,无不真诚而亲切。

3　精巧的构思

虽然朱自清的散文篇幅大都不长 ,但其构思却

颇具匠心。在 《背影 》中 ,作者两次写父亲的背影 ,

用笔却一详一略 ,可见其含蓄的力量。买桔子的背

影 ,用白描的手法细细描绘 ,离别的一刹那的背影 ,

却是略写 ,只一句带过:“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

的人里 ,再也找不着了 ,我便进来坐下 ,我的眼泪又

来了。”这个背影 ,作者没有再加以描写 ,但那 “走了

几步 ,回过头看见我 ”,和再三叮咛 ,已把那舍不得

和儿子分别的心情 ,为了谋生又不得不离去的苦况 ,

活画出来了 。几笔之中 ,作者当时那种悲酸惆怅的

心情 ,表现得含蓄而深沉 。这都是作者文字的技巧

和功夫 。而且作者在对背影的描绘时 ,不借助于什

么修饰 ,陪衬之类 ,只是白描 ,读起来清淡质朴 ,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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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浓 ,蕴意丰富。正所谓 “于平淡中见神奇 ”。

《春 》的结构严密 ,井然中见跌宕 。作品根据揭

示主题和抒情的需要 ,一共制作了五幅画面 。画面

之间的直接自然 、紧凑 ,并以前面四幅画面作为第五

幅画的铺垫 、烘托 ,从而开拓意境 ,揭示题旨:“一年

之计在于春 ”。在揭题后 ,最后奇峰突起。文章层

次清楚 ,脉络分明而又有变化 ,构思独具匠心。

《荷塘月色》虽说为了写心中的不宁静 ,但一路

看下来 ,却处处见 “静 ”:月光 、荷叶 、薄雾 、树木以及

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 ,素淡朦胧 ,明明是一个宁

静的夜晚 ,但作者写的却是 “心里颇不宁静 ”。现实

不允许 ,人生碌碌 ,于是有了淡淡的愁思。文章虽短

小 ,但作者善于灵活组织 ,选择意象 ,巧设 “文眼” ,

明暗交替 ,动静结合 ,组成一篇构思精巧的美文 ,让

人回味无穷 。

4　优美的语言

朱自清散文的语言之美 ,如早春晨曦 ,如晚秋山

泉 ,是有口皆碑的 。不然 ,何以能达到 “诗中有画 ,

画中有诗 ”呢 ? 时而质朴 ,时而清丽 ,时而纤浓 ,时

而又富有色彩 ,让人阅读之时呈现出视觉上的绘画

美 。如 《背影 》语言的质朴:在月台上父亲的背影给

作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的 “我走了 ,到那

边来信 !”“进去吧 ,里边没人 ”。质朴的语言 ,不仅

让儿子泪流满面 ,也让读者双眼模糊 。的确 ,作品语

言是质朴简单的 ,但其中的父爱是凝重的 。朱自清

正是选用了这种质朴语言表达出深深的父爱。再看

《荷塘月色 》描绘物象所用的词语 ,蓊蓊郁郁的树

木 ,迷迷离离的蝉声和蛙声 ,等等 ,读之是不是又多

了几分清丽。而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的语言魅

力 ,不只在它所描写的秦淮河的桨声 、灯影 、薄雾和

微漪 ,更在于它让人想起 “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 ”。

叠字及长短句的巧妙搭配 ,形成了朱自清散文

所特有的节奏感和韵律美。可谓圆熟流利 、句法自

然 、节奏爽口 。据统计 , 《荷塘月色 》中用了 26个叠

子 ,而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的叠字则有 72处之

多 。长短句的巧妙搭配 ,使其散文读来错落有致 、琅

琅上口 ,独具跌宕回环的听觉美感。

另外 ,朱自清散文之中的设譬新颖 ,也是观察独

到的结果。例如 《荷塘月色 》中以 “高楼上渺茫的歌

声 ”比喻微风送来的 “缕缕清香 ”,以小提琴上 “奏着

的名曲 ”来比喻荷塘上的 “光与影 ”,这样以音乐的

美来比喻香的风和月光月影 ,都是前无古人的 。

朱自清先生是 “五四 ”新文学的拓荒者和创业

者之一 。对新文学的最大贡献 ,是他所擅长的散文

小品 ,它们在新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首

先 ,他是继冰心等人之后又一位突出的小品散文家 ,

他以 “美文”的创作实绩 ,彻底打破了复古派认为白

话不能作 “美文 ”的迷信 ,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

务;其次 ,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和 “五四 ”中

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 ,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

的散文体制和风格;再次 ,他的散文具有极高的艺术

价值 , 《匆匆 》、《背影 》、《荷塘月色 》、《春 》等名篇 ,

一直被认为是白话美文的典范 ,历来一直被选为大

中学校的语文教材 ,它为培养文学青年和繁荣散文

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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