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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历史背景、写作背景入手，对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进行了新的解读，并对其艺术性和审美意向

进行了剖析，体现了文学评论中新视角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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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背影”的历史背景和《背影》写作背景

《背影》是一篇回忆性散文，那么，回忆的是什么时候

的事呢？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 )-)& 年冬［)］（.’)*），一种

是 )-)/ 年冬［!］（.’!$#）。叙述的具体事实一致：该年冬天朱

自清的祖母去世，当时他的父亲在徐州任烟酒公卖局长

的差使交卸。朱自清自北京至徐州随父回扬州奔丧。丧

事完毕，朱自清与父亲一同启程至浦口车站分手。关于

具体时间，应该是 )-)/ 年冬天。这从《背影》原文中可以

算出。“其实我那时已二十岁，北京已来过两三次”。朱

自清 )*-* 年 )) 月 !! 日生于江苏省东海县，这一点已没

有异议，照此计算，)-)/ 年朱自清刚好虚 !# 岁。从来往北

京两三次看，那也应是 )-)/ 年冬天。)-)& 年朱自清从扬

州江苏省第八中学毕业，暑假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这年寒

假回到扬州，遵奉父母之命与武仲谦女士结婚，这是一个

往来；)-)/ 年春开学，暑假又回扬州家中住了五十天，这

是第二个往来；)-)/ 年暑假后，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哲学

系，这年冬天祖母逝世，朱自清回扬州奔丧，这是第三个

往来。

从大的背景看，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又是中国

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这一时期民族工业较为繁荣，思想

文化相对比较自由。)-)& 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恰在这一年朱自

清考入北大预科。)-)/ 年 ) 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

表胡适先生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从“一时代有一时代

之文学”的角度，提出文学改良，废文言倡白话。正式发

起了文学革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也是这一年暑

假，朱自清考入北大哲学系，并有幸成为胡适先生的学

生。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朱自清家中又发生了一

连串的家事，更增加了对“背影”的记忆深度。

作品的写作背景是研究作家作品不可或缺的条件之

一。)-!, 年，朱自清写了散文《背影》，发表于本年 )) 月

!! 日《文学周报》!## 期［$］（.’&"）。写此文时，朱自清到北京

才两个月。)-!, 年 * 月，经俞平伯推荐，朱自清往北京清

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住在清华园古月堂［)］（.’!""）。这年

)# 月，朱自清收到父亲来信：“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

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此信对朱自清的触动是很大的，并令他记起许多事。从

)-!# 年至 )-!" 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的朱自清先后在杭州、

扬州、台州、温州、宁波等地为生计奔波。)-!$ 年，朱自清

创作了小说《笑的历史》，因为以自己的妻子和家庭为模

板，曾惹起父亲的一场愤怒，父亲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此

后两年多，父子没有见过面。至于父亲的怒，朱自清确深

有感知并深切理解父亲的。“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

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

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

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

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

同时，父亲也开始转变对朱自清的态度，“他终于忘却我

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至此时，朱自

清的内心是无法平静的。!# 岁时的“聪明”与现在对父亲

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形成的反差，强烈刺激着朱自清。

)-!, 年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初期，国内的工人

运动、农民运动不断，这年 , 月 $# 日发生了帝国主义制造

的“五卅惨案”，从而掀起“五卅运动”。这一事件对朱自

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并专门为此写了《血歌———为五

卅惨剧作》（写于 )-!, 年 & 月 )# 日）；还有《给死者》写于

)-!, 年 & 月 !* 日，发表在《文学周报》)/- 期。这年 * 月朱

自清北上后，心中的思乡之情是很浓的，从发表在 )-!, 年

)# 月 !# 日《语丝》第一卷第 "* 期上的一首小诗《我的南

方》即可反映出此时朱自清的心绪飞扬：“我的南方，我的

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那儿是醉乡梦乡！五年来的彷

徨，羽毛般的飞扬！”这里已把他从 )-!# 年北京大学毕业

到 )-!, 年 * 月重返北京，其间的辛酸苦辣全都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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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首诗的具体写作过程是朱自清“初到北京，在一个

村店里，喝了两杯‘莲花白’以后，信笔涂出来的”［!］（"#$%）。

随着这种思绪的飞扬，勾起了无限的回忆，当手中拿着父

亲的来信，读着其中的内容，字里行间呈现的是一个难以

抹去的“背影”，&’&( 年冬天的“背影”。

二、关于《背影》的解读

《背影》以“白描”的文字，勾画了父子离别的凄切场

面，表达了朱自清对父亲的挚爱和深深的眷念之情，人们

从来只把朱自清的力作《背影》，当作父爱的咏叹调，却忽

视了作品的悲剧价值。对为儿送行，并艰难地为儿子买

来橘子的父亲的“背影”，作者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背景加

以烘托，是祖母去世、父亲赋闲、家境日益破败的氛围中

予以孕育与刻画的，从而以血和泪掺和的冷涩惨淡的色

调，在抒情主人公的心灵深处勾画出一个悲剧性的“背

影”形象。这种深入的解读已直切朱自清先生写实主义

的创作思维，不但体现了朱自清当时的心境，也反映朱自

清的家境乃至整个社会对作者的深刻影响。在文学作品

中，悲剧的价值是难以估算的，它对读者产生的震撼是喜

剧无法比拟的。《背影》的悲剧价值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它直接联系着人类本身最为关注的生老病死，祖母

的死和父亲的老在文本中是突现的；其二，人生自古伤离

别，文本既有父子与祖母的永久离别，又有父子的阶段性

离别；其三，历史环境的的阴郁而加剧的悲剧气氛。

&’)( 年 ( 月《人民教育》杂志指出《背影》“每字每句

都贯穿着父子之间的深厚感情”。这年十月，《人民教育》

杂志认为《背影》宣扬的是“感伤而颓唐”的父子间的私爱

和充满小资产阶级感伤主义的情绪，而这种情绪乃是官

僚阶级没落阶级的产物［%］（"#*&%）。这种动辄以阶级帽子的

批评方式是新中国成立后左倾意识形态错误导向的结

果，在这种判断下，往往出现前面是正确的认识，后面是

一个错误的结论。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背影》不但退出

了课堂，也绝少有人专门研究。&’(* 年第 + 期《雨花》刊

载甘竞存的《重读〈背影〉》，从主题、艺术构思、“父与子

“的形象、风格、语言、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再评析，以恢

复其名誉［%］（"#*&)）从此，尘封的《背影》得以“解冻”。

《背影》是朱自清“无法控制对父亲的思念之情，是

‘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也不尽然。《背影》里若是不会闹

什么错儿，我想还是平日的训练的缘故。我不大信任‘自

然流露’，因为我究竟是个国文教师”［)］（"#+*!），这是朱自清

的个人叙述。从中不难看出《背影》有着更深层的意义，

在写作技巧上，以“背影”开门见山，又以泪水中的背影自

然结尾，加之父子对话的详述和对父亲买橘子背影的形

象描绘，使“背影”贯穿全篇又直切主题，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 &’&( 年浦口车站父子送别的特别情境。透过“背影”也

可以反映出中国 +, 世纪 +, 年代前后的社会现实对中国

家庭、个人的影响，同时包括知识分子对此的忧虑和思

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第 & 期，蒋济永《〈背

影〉里的“背影”解读》从“背影”体现出的细心、体贴、不强

壮有力的人物形象特点提出一种看法：“我们在《背影》中

看到的与其是父亲的形象，毋宁是一个母亲的形象”，然

后作者用心理反射作用和转移作用来切入朱自清的内心

世界，用超过全文一半的篇幅来述说朱自清其他散文的

“女性意态化描写特征，最后指出作品之所以写父亲的背

影就是作者潜在意识投射的结果，而且作品以女性特有

的慈爱之心催人泪下，成为感动作者的魅力所在。”尤其

是最后一句要注意“从叙述的对象和角度看，也正因为他

写的是父亲的背影———母性般的爱，作者以一种眷念、深

情的笔调写作（女性化叙述），也就显得自然、真挚”［$］。

该文立足于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朱自清为什么能 选择

“背影”这一独特表现角度。这种挖掘文本，从心理学、从

写作意向化态势来深层解读文本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细心、体贴、不强壮等并不能和女性特征等同，不能

否认男人也有细心体贴的一面。&’+) 年写《背影》时的朱

自清已经不是 &’&( 年对父亲理解不够的风华正茂的朱自

清了。只有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和真正做父亲的酸甜苦辣

才能真正理解当年父亲的责任和重担。在车站父亲表现

出的细心、体贴正是中国传统父爱的体现，透过这表面的

细心、体贴，父亲内心又蕴涵何等的坚韧和刚强！买橘过

道的蹒跚动作及抱橘翻越月台的“不强壮”刻画，正是当

时拮据境况下父亲的真实形象，而文本正是通过一个年

迈父亲的蹒跚努力形象回忆的再现，展现了一个朴素、平

凡、感人的中国父亲形象。表达了朱自清对父亲的深情

思念和同情。父亲再不是年轻时的父亲了，饱经沧桑又

年迈体衰，但还要支撑着整个家，自己当时虽已 +, 岁，但

还在读书，并且父亲还在为自己操心。回想往事，虽已过

去 * 年了，但依然历历在目。

&’%( 年 ( 月 & 日，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

中，有这样一问“您的《背影》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怎样

发现题材？怎样产生的意境？怎样写成的？”朱自清的回

答是“我写《背影》，就是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

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是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

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

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

去［!］（"#%+$）。这段话已经表明写《背影》的引子，正如某个

历史事件的“导火线”。

对此，朱自清的三弟朱国华有一段话：“感情淳朴深

沉的散文《背影》虽然写的是父亲，但也是为我母亲写的。

&’+! 年大哥以他的前妻武仲谦为主角写了一篇小说，名

为《笑的历史》，大意是说旧家庭婆媳关系中缺乏欢愉，笑

也难得。父母读了以后有一些误会，大哥觉察之后，又写

了《背影》一文，感谢对二老养育的劬劳。想不到这篇短

文后来成为不朽之作，流传下来了！”［(］从这篇简短的话

语中可以看出《背影》虽说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其写作背

景确实和《笑的历史》有点关系；至于为谁而写，此说当然

没错。因为毕竟父母是一家人，朱自清在深情怀念父亲

的真挚言语中，内心不可能不怀念母亲，当然父子和好带

来的愉悦是全家的高兴。这是朴素中见真情的名篇。

吴周文先生在《朱自清艺术论》中指出“《背影》是朱

自清誉满文坛的名作”，“作品以父亲的‘背影’作为艺术

抒情的‘泉口’，由远而近，铺陈叙事，字字句句融注了惦

念父亲的感情和无以孝敬的痛惜之情，字真意切，荡胸涤

肠，袒露出感情的真挚美”［*］（"#&(%）。这段文字把“背影”作

为朱自清艺术抒情的“泉口”，形象揭示了该文的艺术感

染力和感情深度。

《背影》虽说是短暂平常的父子送别，但通过一些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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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叙述，尤其对买橘前后父亲那“青布棉袍，黑布马褂”

的“背影”的细致形象和蹒跚动作的描述，更加增深了父

子亲情的亲和力度！那么《背影》中的父亲是什么样子

呢？下面从文中的对话来看一下。（一）面对祖母死了，

父亲的差使交卸了，到徐州见到处境尴尬的父亲和满院

狼籍的东西，朱自清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

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二）本来安排一个

熟识茶房送行，但终不放心，还是决定自己送我。朱自清

再三回 劝 他 不 必 去，父 亲 只 说“不 要 紧，他 们 去 不 好！”

（三）上车后，我说到“爸爸，你走吧。”父亲望车外看了看

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四）买

来橘子后，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

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了一会说“我走了，到那

边来信！”［!］（"#!$）（五）我望着他走出去。父亲走了几步，回

过头看着我，说“进去吧，里面没人”。这五个特别加以引

号的父亲的话语完整叙述了“背影”发生的整个过程，同

时也是朱自清于 %$%& 年冬天回扬州为祖母送丧及返校并

与父亲同行，父亲送别朱自清的整个过程。父亲从丧事

前宽慰朱自清，到丧事后亲自为儿子送行；在车站为朱自

清买橘子；和儿子告别；及回过头来最后一次招呼。这些

无不透露着父爱的关怀。也许此时的父亲也已泪如泉

涌，但他不会当着朱自清的面流的。这是一个性格坚强

的父亲，又是一个充满父爱、周到体贴的父亲；从简练的

话语中又表现出一个做事果断又极负责任的父亲，同时

又是一个饱经风雨、年迈体衰的父亲；时下又是一个经济

拮据、持家朴素的父亲。

文中直接引用朱自清自己话语的只有一句“爸爸，你

走吧”，但朱自清在文中描述的流泪场面在送别时就有两

处。（一）“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

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

手攀着上面，两脚再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

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很快流下

来了”。朱自清之所以流泪从文中直观表现有三点：一是

父亲朴素的衣着；二是父亲蹒跚地走路形态；三是父亲吃

力地爬上月台的动作。这三点直接联系着他们当时衰败

和悲痛的家事、年迈体衰又卸职谋事的父亲、亲情送行又

即将离别的时刻。（二）父亲走后，“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

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

了”［!］（"#’(）。此时的离别场面刚刚完成，离别产生的内心

伤痛难以抑制，再次表现出朱自清当时复杂的心境。

三、关于《背影》的艺术性及审美意向

《背影》不仅是朱自清“感情的自然流露”，也是朱自

清先生文学创作的艺术结晶。《背影》的艺术性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选题的艺术性。题目如眼，“背影”这个题目给人以

直观形象的信息。就象电影放映前先出现了一个醒目的

名字，有一种图象在后的吸引力。这种视觉冲击是强有

力的，体现了作者选题的直观性、形象性。类似的还有像

《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绿》、《荷塘月色》等等。这种选

题的艺术又具有时空感，它能把我们带入一个特定的时

空，如《背影》会把读者带入 %$%& 年冬天的南京浦口火车

站月台旁。这种选题的艺术性还带有色彩感，《背影》中

的“背影”并非是一个黑影，而是一个肥胖的青布棉袍，黑

布马褂处在亮色映照下，暴露在车厢外月台上的一个背

影，视觉穿透的始点是在火车上，透过的是车门或车窗。

其中那朱红的橘子和暗色调的背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并为那冬天的车站的萧瑟环境增添了一团火焰，从而又

构成了一幅极致的油画。文学即人学，该题立足于人用

朴素的笔墨勾画了一个充满传统父子亲情的动人形象。

结构的艺术性。《背影》是一篇叙事抒情相结合的

“感情淳朴深沉”的散文，通篇以回忆为主，“想起 ) 相聚

) 相离 ) 想念”的叙事结构，前后照应，并把重心聚焦在

%$%& 年冬天父亲那难忘的“背影”的描述上。“背影”作为

一个艺术形象，已经具备了自己鲜明的形象识别系统，它

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视觉识别，如父亲的形体、衣

着、色彩等；第二，听觉识别，如父亲的言语、声音等；第

三，行为识别，如父亲的为人处世、具体动作等；第四，理

念识别，如父亲的思想及文化特质。这四个部分的综合

使“背影”的艺术形象鲜明化和深刻化。最后抒情加浓，

并使主题升华，体现了结构布局的合理性、呼应性和一致

性。从而凝炼营造了一个动静结合、色彩和谐、气愤感

人、时空特别的意境。

语言的艺术性。《背影》的语言具有朴素美，用的是

通俗易懂的白话短句，同时有着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而

这正是民族诗化语言的在新时期白话文中的延续和发

展。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评价朱自清散文“细

致凝重”，是“工笔画”。这体现了朱自清语言设计风格的

传神性。在《背影》中对父亲买橘的动作的描述，不是确

有工笔的神韵吗？郁达夫用“贮满一种诗意”来评价朱自

清的散文之美，真正道出了朱自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

感，用平静亲切的语言来表达，产生的是引人入胜、直达

心灵深处的共鸣和震撼。

《背影》的整体色彩是暗色调的，这和当时朱自清祖

母去世后悲凉的家境、心境是相应的。但内中又有一种

朱红的橘子的亮色，从而温暖了那情不自禁的“泪水”。

朱自清那以“和、亲、节、敬、适、中”为释义的“温柔敦厚”

的“诗教传统”，恰如《背影》中的“直面者”的执着追求。

对人、对事、对待自己人格的塑造都斑驳地融入《背影》的

述说中。在《背影》中，透过那暗色调的时空，确实有一个

正在追求，正在塑造中的伟大知识分子的人格化身。这

种审美意向是立足传统的，是以自然、朴素为特征的审美

意向。这种审美意向是注重形象思维的，当然又有色彩

与感觉的互动。正如那“背影”的变化，那最精彩、最深刻

的刹那的相对静止。这一“刹那”效果的捕捉成为《背影》

的画龙点睛之笔，形成了《背影》的“刹那”审美意向，并产

生了永恒的审美效果。同时，这种意向又是动静结合的，

和语言美、结构美一同形成了朱自清散文审美意向的重

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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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博士 !"## 人。在科技实力十分强大的条件

下，他们仍与美国 $ 所最著名的大学保持密切的

合作关系。这种强强联合，使得该中心平均每个

工作日就创新 " 项专利。此外，这家公司还随时

准备录用这些大学中成绩优异的学生。

措施四：政府在“产、学、研”结合的管理机制

中应有所作为

我们应逐步形成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

企业为主体，政府积极参与和引导的“管产学研”

合作机制，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这种合

作机制中，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制定合作发展的战

略规划、重大政策，协调重大合作项目等；科研机

构的职能应该是：着眼高技术的基础研发工作，提

供最新的技术和研究成果；企业的职能应该是：着

重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工艺创新，并将科研成

果商品化。实践证明，对成熟、有效的科技成果，

发挥行政干预作用，必要时给予倾斜政策和行政

支持，对成果转化工作将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产学研结合是中小企业

科技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的重要环节，搞好产学研工作，有利于推动企业技

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我们要坚定走产学

研合作之路开辟科研院所和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

的新渠道，通过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攻

关，解决一些行业共性、关键性、前沿性技术，重点

实施一批产学研项目，才能保持企业的持续发展

和构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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