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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郁达夫散文的艺术美
!

左婷婷
（盐城工学院 学生处，江苏 盐城! ""#$$%）

摘! 要：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一位风格鲜明、富有才情的大散文家，他在小品、书简、游

记、杂文、日记、自传等诸多散文创作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字优美，笔调清新，感情惆

怅忧伤，书写了一篇篇充满人性的、诗情画意的自然。他的散文富有生命力，字里行间，人们

品出了他那真挚而丰沛的情感，并深深地被他的热情和诗意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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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郁达夫的散文，如行云流水中映着霞绮。他

和古代写景抒情之作不同，写到山水，尤其是他故

乡富阳一带的风光，不愧是一位大画师。他把诗

人的灵感赋予了每一朵花、每一片绿叶、每一块岩

石、每一株小草，让大自然的一切具有性格和情

味，再把风俗人情穿插其间，浓淡疏密，灵动浑

成［*］。在他的散文的创作中，处处体现着自然畅

达、热情坦荡的艺术风格。无论是以叙事抒情为

主、朴实真挚的小品《 还乡记》，还是直抒胸臆、清

新畅达的书简体《 海上通信》；不管是妙笔生花、

赋予自然丰富生命的游记《 西溪的晴雨》，或是侧

重议论、明白畅快的杂文《 说木铎少年》，或是他

的后期创作老练精密的自传《 水样的春愁》⋯⋯

每一篇散文我们都品味到他骨子里那一份内热和

诗情，这也是郁达夫散文最本质的东西。本文意

在浅析郁达夫散文的艺术美，主要从优美文字、惆

怅情感、自然主题三方面来看。

一、浓郁、清新的优美文字

郁达夫的散文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魅力，作

品中所创造的艺术美具有鲜明的个性。作者那捕

捉大自然的旷雄的生命气息，那物我皆备、情景融

贯的审美境界以及那绚丽多彩的笔致，在古今散

文中，可以说很少有人能达到这种神韵和意境。

“海上起了微波，一层一层的细浪，受了残阳

的返照，一时光辉起来。飒飒的凉意逼入人的心

脾。清淡的天空，好象是离人的泪眼，周围边上，

只带着一道红圈⋯⋯”

———郁达夫《海上通信》［"］*--

这段文字情景兼到，似油画一般绚丽、逼真的

海上风光描绘，如一首散文诗那样深邃、优美，富

有诗意。“微波”、“凉意”、“离人的泪眼”这几个

词用的很妙，“ 微波”既指海面的微波，也指人物

内心的波澜，“凉意”既写了风很凉，也写了人物

内心很寒。一切景语皆情语。“ 离人的泪眼”把

天空的云彩写活了，忧伤的云彩勾起了作者内心

的记 忆。“ 离 人 的 泪 眼 ”也 让 我 想 起 了 一 种

花———杜鹃，红红的，点点是离人泪。

语言文字美是郁达夫一直孜孜以求的，他在

《清新的小品文字》中就表示，“ 原来小品文字的

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它的细、清、真的三点。”为

了追求“不古而自古”的效果，他这样描写闽江的

秀逸，“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及她的曲，

珠江比不上她的静。”用“ 绿”、“ 曲”、“ 静”等字来

代替词，使语言变得格外凝重、精练和深邃。在后

期散文创作中，郁达夫更是剔除了过露的慨叹、过

长的句子以及过多的赘语，行文落墨从容、稳定，

纯净而又绚丽畅达。他认定散文创作秘诀有二：

“其一，是辞断意连，其二，是粗细对称”，可见作

家为文的精致与字斟句酌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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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对湖光山水的游览中，不是像一般

人游山玩水时那样，只是浮光掠影，留下一点泛泛

的印象，而是游踪所至，美景在目；心有感触，浮想

联翩。因而，他的散文具有明显的绘画美。他画

山、画溪、画瀑布、画怪石，各擅胜场。在他的笔

下，我们可以领略到大自然山水的千姿百态：天目

之峻逸、雁荡之苍茫、闽江之奇秀、沃野之风情、屯

溪之夜色、幽谷之飞鹰⋯⋯他以画家的洞察力、小

说家的想像力、诗人的表现力，在尽情地创造着自

然之美。

我们来看《感伤的行旅》中的一段描写：

庭外如云如雾，静浸着一庭残月的清光⋯⋯

夜雾从太湖里蒸发起来了，附近的空中，只是白茫

茫的一片⋯⋯南望太湖，也辨不出什么形状来，不

过只觉得那面的一块空阔的地方，仿佛是由千千

万万的银丝织就似的，有月光下照的清辉，有湖波

返射的银箭，还有如无却有，似薄还浓，一半透明，

一半粘湿的湖雾湖烟⋯⋯［!］"#$

这段文字中有较多的色彩描写，同时也是情

调描写；这是气氛，也是心境。随着色彩的涂抹，

人们也会感到自己的世界只剩下一缕思绪，并带

着这种思绪走进大自然的怀抱。这种色彩的点染

造成了远近虚实的层次，使自然景色有了一种若

隐若现、氤氲流动的朦胧美。看了郁达夫散文中

一幅幅优美的画面，不由得使人联想到陶渊明的

归隐：身在山中，心融天地，天人合一，其乐无限，

那种退尽人世火气与焦躁的情怀，令人如沐春风，

似饮甘泉。又使人想起了徐霞客的纪游：移步换

景，对景物极尽描摹精雕细刻之能事；满眼春光，

对山水极度透视和朗朗之快慰，人生美好之福祉

如此而已［%］"%$。

历来文学评论界对郁达夫的散文评价很高。

如易森在《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文

中讲道：“他的作品中透露出一种真挚，似乎还有

一个及其虚弱的声音在向你求救，那是灵魂的无

奈在低吟浅唱。在他优美而极富才情的文字背

后，是一种不加修饰的原始美。有人批评他用语

有时未免繁琐和重复，其实这是他内心袒露所必

需的一种表达。与那些刻意追求谋篇布局的人相

比，他的作品是一幢残缺而唯美的建筑。& ［’］

二、感伤、惆怅的情感底色

郁达夫在《 还乡记》一文中抒写了自己回国

后在还乡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一个久别祖国的

爱国者，回国后看到久久思念的祖国满目疮痍，心

情之凄凉可以想见。他这样写道：“ 我在车上吃

了个饱，带三分醉意，站在台上，用半支火柴剔牙

齿，凉风一阵阵地吹来，太舒服了”；然而“ 我正在

快乐时，忽而在万绿丛中看见了一幅美满的家庭

团叙之图———农夫一家三口在桑树影下笑乐，而

自己别妻离子、流落他乡，不禁悲痛欲绝”；接着

“看到车外灵秀的山野、溪流，又再次陷入沉默，

独自感伤”( ( ( ( ( ( 作家运用情景交融的写法，一

段风物描画之后，就抒发一段感慨，张弛有度，时

悲时喜。他的散文，尤其是抒情、写景的散文，特

别讲究情韵或情调，于音韵之外，文字之间透露着

一种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情韵美。这是我们在

品味郁达夫散文时须特别注意揣摩的［)］#。

《水样的春愁》既保留着郁达夫前期散文的

热情坦率，又具有他后期散文老练精密的特征，诗

意盎然，圆熟自然，荡漾着一股盈盈的诗意。

“在柳树影里披了月光走回家来，我一边回

味着刚才在月光里和她两人相对时的沉醉似的恍

惚，一边在心的底里，忽儿又感到了一点极淡极

淡，同水一样的春愁。”［!］%%*

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情绪。月光洒向湖面，

投下恍惚的影子，两人默默相对。其中之微妙，只

有经历了才会懂。我联想到徐志摩的一首诗《 沙

扬娜拉》：“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

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

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好像两者之间

有一种相同的情境美。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年代，作为

社会个体的人，在精神、心理和感情上，可以说是

经历了天上人间的沉浮。在“ 五四”高潮中，觉醒

了的一代知识分子曾经怀着热烈的情感、美好的

向往，冲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去寻求改造社会和

实现个人价值的理想与道德。“ 五四”落潮后，他

们很快就陷人了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之中。随

着社会的大变动，大批知识分子背井离乡，从农村

涌入城市，或出国留洋，国难家愁郁积于心，诸多

原因造就了 !* 世纪初一批孤苦的魂灵。他们

“不能升天，不甘入地”，“孤寂凄凉的在这虚伪痛

苦的世界中翻转”，于是苦闷、孤独、迷惘、彷徨成

了普遍的“ 时代病”。散文作为一种最自然的抒

情达意的文体，在这段时期备受青睐，不少作家从

这里找到了感伤情绪的最佳载体，郁达夫便是其

中之一。郁达夫笔下的“ 零余者”出生于一个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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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的时代，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畸形儿。当

时正值“五四”狂潮已退，大革命又失败的时期，

整个社会笼罩着一层煞气。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两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中国工人阶级还没

有自觉成为领导力量，故而也根本无法使当时的

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嗅到革命的气息。郁达

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社会生活的，他感伤

散文的背景与人物就展现了这一时代的状况。如

在《还乡后记》、《零余者》、《 一封信》、《 一个人在

旅途上》等作品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大都是社

会上的零余者，他们身上笼罩着现实生活的痛苦

气氛，虽然带着浪漫的情调，但经济上穷困潦倒、

精神上失去依靠，还往往被凄苦的物质生活所折

磨。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知识，以及他们所做的一

切都是当时社会以及那个时代所不能接受的。文

中的主人公们，在重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这

种“颓废”的反抗虽然没有像鲁迅的“ 呐喊”那样

有力度，但它却比高昂的呐喊更能感染人。作者

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为情造文”、文“发乎情”的

思想；否定旧文学“ 以理灭欲”、“ 怨而不怒”、“ 哀

而不伤”、“乐而不淫”的美学原则，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审美理念。郁达夫曾宣言，他“ 要辞绝一切

虚伪的秉性”，故而拿起笔来“ 只能赤裸裸地书写

自己的心境”［!］"!#。

三、洒脱、清净的自然主题

郁达夫总是把热情渗入风景描写中去，他笔

下的水色山光、林木花鸟的意象无不昭示着一个

不同于世俗社会的清净之所。在这里，一切世俗

的邪恶都被涤荡一空；一切渴求关爱的心灵都能

得到抚慰。此时的自然便具有了作为灵魂的憩息

地的功能，是疲惫身心得以舒展，怡情养性的佳

处；此时的自然是人化了的自然，是富有生命、充

满感情的自然，是饱含诗情画意的自然，正如他自

己所说：“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

他善于描绘山水的清新秀丽，但遮盖不住的

是凄楚的心绪。譬如在《 西溪的晴雨》一文中，作

者先写微雨中的西溪：

“天色是阴阴漠漠的一层，湿风吹来，有点儿

冷，也有点儿香，香的是野草花的气息；这中间不

见水，不见山，当然也不见人，只是渺渺茫茫，青青

绿绿，远无岸，近亦无田园村落的一个大斜坡”。

“日暖风和”的西溪，更是“一味的清明浩荡，飘飘

然，浑浑然，洞贯了我们的肠腑”。然而，“ 小河里

的晚烟”、龙妇吹起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

声，引起了作者感伤的心绪，因而又联想到了被贬

在黄州的苏东坡去赤壁时的夜游［"］""$ % ""&。

从上述文章的景物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美

好的梦想与眼前破败的现实，给郁达夫带来了极

大的失望与伤感，也可以说，这是理想幻灭在作者

心灵中暗淡的投影。作品里，郁达夫虽然为我们

营造了优美而耐人寻味的意境，但他更注重渲染

的却是“杨柳岸，晓风残月”，作者因时代而产生

的愁苦与郁闷、寂寞与感伤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十年代，郁达夫举家移居杭州，求田问舍，

寄情山水。他那颇得古代山水诗人精髓的游记，

表现出对自然美的卓越的感受和描摹能力。他爱

描摹江南的明山秀水，善于传达江南山水的性情。

画家刘海粟深有感触：“ 青年画家不精读郁达夫

的游记，画不了浙皖的山水；不看钱塘、富阳、新

安，也读不通达夫的妙文”。郁达夫在《 烟影》中

写道：“一江秋水，依旧是澄蓝澈底的。两岸的秋

山，依旧在袅娜迎人。苍江九曲，就有簇苇丝，几

弯村落，在那里点缀。你坐在轮船里，只须抬一抬

头，劈面就有江岸乌桕树的红叶和去天不远的青

山向你招呼。”［"］"’"秋水、秋山和秋叶在郁达夫笔

下是如此婀娜多姿、情趣盎然。他抒写幽静灵秀

的奇岩飞瀑，岑寂淡漠的江畔农舍，他的诗人的灵

感赋予每一朵浪花，每一片绿叶，每一块岩石，每

一株小草，以个性和情韵。从表层看，他在跋山涉

水时总是兴致盎然，无忧无虑，然而实际上他是将

自己的内心苦闷和落寞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郁达

夫认为，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减

淡，使人格净化的陶冶的工具。

郁达夫的各类散文之所以清新脱俗，抒写无

限的感情，因为他有一枝酣畅的笔。郁达夫出身

书香门第，() 岁赴日留学前，已读毕家中的 ) 万

卷藏书，堪称胸中藏书 (* 万卷了。后来在日本就

读和在上海时期，又购进 ) 万卷书。在新加坡

《星洲日报》工作时，购买千余册的外文书。他博

览群书，广闻强记，加之曲折的生活历程，使他在

创作中能以笔喻志，挥洒自如。他的心境散文的

描写看起来似乎漫不经心，一切都是信手拈来，由

人物外部活动描写作为线索，以情绪的变化完成

各部分的内在联系。他的游记散文：“ 随物以宛

转，与心而徘徊”。处处顺其自然，随心所欲，实

际上又丝丝相扣，颇有精巧、纤细之功。平中见

奇，平中蕴精，体现出直线结构中的变化和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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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高校学报协作组 (**- 年研讨会简讯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区域性高校学报协作组 (**- 年研讨会在盐城工学院召开。出席

本次会议的单位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编辑部；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淮海工学院期刊社；

南通大学期刊社；常州工学院学报编辑部；淮阴工学院学报编辑部；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苏

工业学院学报编辑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编

辑部；徐州建筑工程学院学报编辑部；三江学院学报编辑部；镇江高专学报编辑部；南通职业大学学

报编辑部；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宿迁学院的代表等共 !% 家学报和单位。

盐城工学院学报编辑部李军副主编主持会议，李建宇副院长代表盐城工学院致欢迎辞。会上，

胡维定教授、熊春茹编审、蒋国良副院长、杨定海社长、丁康主任、刘自检主任、朱中华主任、郑毅主

任、刘志新主任、林钢主编、周泽民主任、陈春云部长、卞宗元主任等作了大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

认为，在全国学报紧跟教育发展，努力为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成果展示搭建平台的形势下，

协作组的存在为相对弱势的高校学报携手共进提供了平台，大家相互切磋办刊经验，交流心得体

会，获益良多。

会议还就如何开辟稿源、如何办好特色栏目、期刊评比、如何进入期刊库、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进

一步提高办刊质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办刊中存在的共同问题也进行了畅所欲言的交流和探讨。

协作组组长淮海工学院期刊社张锐戟社长作了总结发言，他认为协作组能在相对松散的基础

上友情合作，相互支持、稳定发展、长期共存，走出了特色发展之路。学报应结合评估，重视评估材

料的准备，努力把刊物质量搞上去，走长远发展之路。

会议在热烈、真诚、友好的气氛中圆满结束。经商定，明年的区域性高校学报会议由常州工学

院学报编辑部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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