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朱自清的散文，常使人感到总是那么富有诗

情画意，如有形的画，似无形的诗，给人以梦里寻幽，

朦胧依稀的感觉，犹如进入了一种梦的境界。而这种

“满是梦”的境界，正是朱自清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在

总结前人散文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创作体验造“梦”

的结果。散文易学难工，古今写作的章法各异，要达

到“满是梦”的境界，散文创作的主体就必须有“梦”

的体验，造“梦”的艺术，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朱自

清以自己在散文创作实践中不懈的造“梦”，让读者

在欣赏中寻“梦”，获得一种“梦”的感受，进而实现了

他散文创作的最高追求。

一、“梦”的体验———造“梦”艺术的基础

朱自清从自己散文创作的切身感受和体会中，

认识到散文造“梦”对于获得“满是梦”的散文审美效

果的极端重要性。而对于散文梦境效果的体验，则是

造“梦”的前提和基础。他认为“梦中的天地是自由

的，任你徜徉，任你翱翔”（《说梦》）。在梦中，虽是“初

夏”，“却可以看见烂漫的春花，舞秋风的落叶⋯⋯”，

身居中国，“却能到神圣庄严的罗马城，纯朴幽静的

!"#$#%&’村。”看到跨越时空的景象，重见昨日“树梢

的新月”、“山后的晚霞”、“田间的萤火”、“水上的箫

声”、“隔座的茶香”、“记忆中的少女”（《山野掇拾》）。

“从‘现在的梦’里走出，追寻旧梦的踪迹，正如追寻

旧日的恋人一样”（《(忆)跋》）。以一种寻梦的角度

去品评梦的意境和境界，在朱自清给他人所写的各

种《序》和《跋》中有着相当充分的表述，而这一切的

体验和感受，既是朱自清作为一个阅读欣赏者寻

“梦”的过程，也是他作为一个散文大家从审美的角

度对散文美的一种追求，同时也是他散文创作的一

种原动力。《〈忆〉跋》一文写出了他作为欣赏者对原

作的寻梦过程———对作品的神韵领会，既用“心眼

看”“梦”，更用“肉眼看”“梦”，也让我们看到了他造

“梦”的实践———将本属于论说文体的跋写成了一篇

精巧别致的散文，以一种诗化的语言和形象的描写

向广大的读者介绍作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梦的

体验和感受，朱自清对于自己的散文创作有了一个

明确的最高追求目标和理想归宿———“满是梦”的散

文创作境界。因为“在朱自清看来，散文创作的主体

必须造‘梦’，欣赏的客体应该是寻‘梦’”。〔*〕因而，朱

自清在散文创作的过程中总是力图“学些本事”，“做

几个好梦”（《说梦》），并最终由那些“长长短短，深深

浅浅，肥肥瘦瘦，甜甜苦苦，无数无数的小梦”构成了

他“满是梦”的散文艺术境界（《(忆)跋》）。

二、善布文“眼”———“梦”的切入点

古人云：“揭全文之旨，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

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

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朱

自清以善设“文眼”来营造散文入梦的切入点，将

“眼”的布设作为散文“梦”境营造的一种极为重要的

艺术手段，通过艺术的概括和集中，把散文的艺术性

和思哲性辨证统一起来，进而收到“既能透露散文的

心意，又蓄含着文章结构的组织意念，还能微示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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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方法的信息”〔!〕的效果。通过“眼”的布设，使散

文的剪裁详略得当，结构虚实有度，从而达到情景交

融，形成“梦”的意境。

在《绿》一文中，朱自清开篇即写到：“我第二次

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这“惊诧”

二字，便是全文的“眼”。而“惊诧”的原因就在于梅雨

潭水色之绿的可爱和奇异。为此，作者在以“闪闪的

绿色”、“汪汪一碧”、“醉人的绿”、“平铺着、厚积着的

绿”等等大量的笔墨，对“绿”作了多角度、多层面形

容的同时，进一步采用比喻和比拟的手法，充分的引

发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使读者对“绿”产生如梦似幻

的感觉：

他松松的皱颉着，象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

摆弄着，象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

着，象“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

令人想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

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一色———但你却看不

透她！我曾见过北京十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

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

峻而深密的“绿壁”，丛叠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似

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又太

暗了。

在这里，朱自清用“少女的裙幅”准确的写出了

清风拂过涟漪起伏的水纹的情状。用“初恋的处女的

心”准确的写出了水面摆荡的轻柔。用“明油”、“鸡蛋

清”和“皮肤”作喻，不仅写出了水的明亮，而且给人

一种触觉上的感受，写出了水的“滑”、“软”、“嫩”。在

给读者一种逼真的视觉感受的同时，让人充分体味

到了梅雨潭“绿”的量感和质感。虽不直接写“绿”，但

通过将梅雨潭的水色和许多名胜之地的水色的比

较，以人们熟悉的景物，向人们暗示出梅雨潭“绿”的

浓淡是最为适合的，它的明暗也是恰到好处，梅雨潭

之绿就这样通过人们的想象和联想，有了较为具体

的感触。“惊诧”这个“眼”的布设，引发了读者对“绿”

进行一种寻梦似的探求，而《绿》一文对“绿”的描绘，

一字一句都尽显惊诧之情，字字句句尽显惊诧的缘

由，“绿”的奇特和醉人使作品形成了“梦”的意境，收

到了引人入梦的效果。

在“眼”的布设上，朱自清常于不经意中显神奇，

给人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感觉。而“眼”的布设，也常常

和抒情融和在一起。“眼”的布设和巧妙运用则加速

促成了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有机

体。在《荷塘月色》中，作者以起句“这几天心里颇不

宁静”为“眼”，用小路的“静”、荷塘景色的“静”，月色

朦胧的“静”构成了荷塘的“静”，以此反衬自己“心里

颇不宁静”。以荷塘四面的蝉声和蛙鸣、江南故乡采

莲的热闹情景，进一步反衬荷塘的“静”，并揭示出

“心里颇不宁静”的原因———惦着江南。通过描写客

观景物的静，更好的抒发了作者自己心里的“颇不宁

静”之情。而在《冬天》一文中，作者以“温暖”二字作

为全文的“眼”，将它与三个不相关联的片段串联成

一个整体，既表达了兄弟之情、朋友之情，更表达了

对亡妇的怀念之情。

善于布设文“眼”，使“眼”成为散文抒情的饱和

点和布局谋篇的焦点，将“眼”作为入梦的切入点予

以精心的营造，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以“眼”为媒，融

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朱自清的这种造“梦”艺术使

得他的散文创作产生出了更加深邃的“满是梦”一样

的意境。

三、以文作画———“梦”的营造方法

朱自清很重视形象美的创造，善于通过以文作

画来营造富有诗情画意的散文“梦”的境界。他在《山

野缀拾》中说：“作文便是以文字作画，他叙事、抒情

写景，固然是画，就是说理，也还是画”。由此可见，诗

情画意就是作者追求的一种散文“梦”境，以文作画

则是作者的一种造“梦”方法，通过以文作画达到对

散文含蓄朦胧、富有诗情画意的“梦”的境界的营造。

第一、以诗化的语言写景状物。

别林斯基说：“诗的本质就在于给不具体的思想

以生动的、感性的、美丽的形象。”吸收了中外文学艺

术创作有益经验的朱自清，在其散文创作中，十分注

重语句的整散结合和长短变化，善于象写诗一样追

求散文语言音韵的和谐美。他常以诗化的语言给散

文营造出“梦”一般的朦胧画景，如“在朦胧的他儿时

的梦里，有像红蜡烛的光一跳一跳的，便是爱”（《"
忆#跋》）；“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

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荷塘月色》）；

“在那被洗去的浮艳下，我能看到她们在有日光时所

深藏的恬静的红，冷落的紫，苦笑的白与绿”（《歌

声》）。他运用大量的比喻来描绘景物和创造意象，使

寻常的人、事、景、物以新的神韵和意趣呈现在读者

面前，如将荷叶比作“亭亭的舞女的裙”（《荷塘月

色》）；把“新鲜的微风”比作“爱人的鼻息”（《歌声》）；

将“ 过 去 的 日 子 ”喻 为“ 被 微 风 吹 散 的 ”轻 烟（《 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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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大量的诗一般的语言以及诗一般的写作手法

的运用，使朱自清的散文既有浓浓的诗情画意，也有

深邃而优美的意境，充满了耐人寻味的诗意，成了诗

化的散文。其含蓄的意蕴、丰富的情感、优美的形象，

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回味的空间。

第二、紧扣地域特色，运用移步换景的变化来

营造所勾勒的景致。

在《欧游杂记》中，随着作者游踪和观察点的变

化，作者写了五国十二个地方的“踪迹”。《威尼斯》一

文则采用了风情与游踪双线交叠的手法，展现了一

种和谐自然的美。作者在文中勾画出了一幅以圣马

克广场为中心的威尼斯主要名胜的游览图，也显示

了威尼斯的艺术氛围，但主要还抓住了威尼斯水城

的特点。“威尼斯”是“海中的城”，大运河象反写的!
横穿全城，代替了街，小河道便代替了胡同，连接大

小河道的便是轮船和被称之为“刚朵拉”的小船。“远

处是水天相接，一片茫茫。”“海水那么绿”、“那么

酽”，“中国人到此，仿佛在江南水乡”。而公爷府“从

运河中看，好象在水里”。威尼斯著名的夜曲，便是在

河中有红绿灯的船上唱出。“在微微摇摆的红绿灯球

底下，颤着酽酽的歌喉，运河上一片朦胧的夜也似乎

透出玫瑰红的样子。”作者以层叠的画面充分显示了

威尼斯海中城的独特风光。《瑞士》则主要写山，“逛

山的味道实在比游湖好”，作者以散点式的图景勾勒

了这个被称为“欧洲公园”的瑞士山国的风貌。在山

上看湖，“湖水一例是淡蓝的”，水在不同的景况下变

幻的光景也只能在岸上或者山上才能整个儿看见；

在山上看山，“阿尔卑斯有的是重峦叠嶂”；在山上看

城墙，“墙依山而筑，蜿蜒如蛇”；在山上看雪，“阿尔

卑斯山上积雪老是不化，越堆越多。在底下的渐渐结

成冰，最底下的一层渐渐滑下来，顺着山势，往谷里

流去，这就是冰河”；在山上看瀑布，“瀑布左一条右

一条的，多少让山顶上的云掩护着，清淡到像一些声

音都没有”；在山上看日光，日光照在雪上，虽然是淡

淡的，却“乍看耀得人睁不开眼”。作者以山为观察

点，采用移步换景的方法，通过对“山、湖、城墙、雪、

墙、瀑布、日光”等景物的描写，完成了对瑞士具有山

河特色的“欧洲公园”的整幅画面的勾勒。总之在《欧

游杂记》里，随着作者观察点的变动，写出了所游之

地各自不同的风光古迹和地域特色，虽各自相对独

立，但组合起来则编织出一幅展示欧洲城市风姿的

艺术画廊。

第三、采用动静互衬和转化的方法来营造作品

的意境。

为了栩栩如生再现人、事、景、物，朱自清在写作

中常常将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结合起来，通过突出

客观事物动与静的辨证关系，达到营造作品“梦”境

的效果。他在散文《绿》中写到：“这个亭踞在突出的

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

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踞”、“浮”二字将本来处于

静止状态的亭栩栩如生的予以再现，给无生命的亭

增添了诱人的生命气息。《南京》一文里写鸡鸣寺后

面的平台：“没有垛子，真像平台一样。踏着茸茸的草

子，说不出的静。夏天白昼有成群的黑蝴蝶，在微风

里飞；这些黑蝴蝶上下旋转地飞，远看象一根粗的圆

柱子。”动静转化，先写近观中飞舞的动态的蝴蝶，再

写远观所见成群的黑蝴蝶的情景，既写出了平台的

静，也显示了群蝶旋飞时，所散发出的生命气势。

第四、运用色彩营造作品的意境。

列宾说：“色彩即是思想”。色彩的调色板就是感

情的调色板。朱自清善于通过色彩的调配来增强视

觉的形象，从而为作品营造出一种“梦”的意境，给人

以心怡神悦的感觉。如果说《冬天》一文，作者运用摄

影艺术、色彩的调配，将乌黑的铝锅、雪白的豆腐、橘

黄的灯光等物象组合叠印放大，成功地拓展了读者

的视觉空间的话，那么，《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

红》则可以说是其善于运用色彩的代表作。

上方的一角，斜着的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

长；⋯⋯帘子中央，着一黄色茶壶咀似的钩儿———就

是所谓软金钩么？”“钩弯”垂着双穗，石青色；丝缕微

乱，若小曳于轻风中。纸右一圆月，淡淡的青光，遍满

纸上；月的纯净，柔和与平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从

帘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缠的海棠花。花叶

扶疏，上下错落着，有五丛：或散或密，都玲珑有致。

叶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

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的雄蕊，历

历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妖娆了，枝

欹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支臂膊。枝上歇着一对黑色

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帘里。⋯⋯

在作者描写的这幅宛如美妙的水彩画里，帘子

是“绿色的”，钩儿是“黄色的”，穗子是“石青色的”，

月光是“淡青色的”，花是红艳的，叶是嫩绿的，花蕊

是黄色的。而背着月光，向着帘子的八哥则是黑色

的。在这短短的篇幅里，作者竟调用了五六种颜色，

既有冷色的青、绿，也有暖色的红、黄、金。五颜六色

的点缀，冷暖色的调配，使整个画面动静结合，浓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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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宜。作者的情感随着色彩的变化而变化，借助色彩

传递情感，融情于画，将线条和颜色化作文字语言，

使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梦”一般的境界。

第五、运用比较和对比的方法增强意境的感染

力。

为使描写对象的特色更加突出、真切，更富有情

趣，同时也更富有画面感和立体感。朱自清常常运用

比较和对比的方法来造“梦”。他在《桨声灯影里的秦

淮河》中说：“秦淮河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

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好”。因为

“这几处的船不是觉得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

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通过比较，突出强调了秦淮

河船的特点。而在《回来杂记》一文中，写“飞机过北

平城上时”，看到“那棋盘似的房屋，那点缀着的绿

树，那紫荆城，那一片黄琉璃瓦”不由得发出了“在晚

秋的夕阳里，真美”的感叹。然而经过进一步的仔细

体察后却发现：京城虽古风依然，但岁月的潮水已使

旧貌难原了，萧条、冷落的北平是不一样了，已在“潮

水中晃荡”。对比的运用既加强了文章的画面感，更

强化了作者对北平的失望，增强了文章的意境内涵。

诗情画意的造“梦”艺术，使朱自清散文获得了

一种诗画相配的效果，使人在欣赏之时有一种“双

美”的感受。将散文以一种有如一幅有形的画、又似

一首无形的诗，诗画交融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既

是朱自清对古代诗论、文论、画论的借鉴、融汇、化用

的结果，也是朱自清散文“梦”境形成的途径，更是朱

自清散文与传统散文的区别所在。

四、梦梦相连———“满是梦”的境界

为了达到“满是梦”的境界，朱自清常常采用环

环相扣的造“梦”方法，以朴素真挚的感情、缜密精巧

的构思、情景交融的意境刻画、委婉细腻的描写，营

造出一个个“无数无数的小梦”，以“梦的颜色加添了

梦的滋味”（《!忆"跋》），进而构成了他“满是梦”的

散文。如他在《荷塘月色》一文中，就营造了三幅亦梦

亦幻的画面：第一幅写荷，第二幅写月，第三幅则写

塘岸。三幅画面由里到外、由高到底、由远到近，从不

同的角度和层次，勾勒出月夜荷塘的景色，整个画面

动静结合、浓淡相宜、虚实相间，从而展出了富有立

体感、慑人心魄的荷塘美景。

《春》是一篇描写自然风光的贮满诗意的散文。

文中以充满活力、轻松愉快的基调，描绘了我国南方

春天所特有的春风拂煦、细雨连绵、花木争荣、绿草

如茵的景色。而这幅春天景色的展示，作者采用了由

面及点，由全景到特写的一组画面的呈现来表达的。

开篇第一幅画面是全景：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

切都象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

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散文开头，用“盼望着，盼望着”两个词语的重

叠，强调了人们对春天的急切的渴盼，然后寥寥几笔

勾勒出了春之山、春之水及春之太阳，从总的方面勾

画了万物复苏的春天的特有的景色。

然后作者推出五个特写画面，展示春天的景象。

第一个特写镜头，写春草：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

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

一大片满是的。

拟人化的手法展现出了小草破土而出的顽强生

命力。“嫩嫩的”写出了草的质地，“绿绿的”写出了草

的颜色。嫩绿则抓住了春草的特点，与夏草之茂盛、

秋草之枯萎完全不同，同时春草蔓延得快。“园子

里”，“田野里”，“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一个“满”

字，写出了春草之无处不在，长势迅猛。这是直接写

春草之可爱、惹人。接着作者以人衬草，借孩子们爱

在春草上玩，间接地写出了春草之可爱：

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

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软的。

这是虚写，通过写孩子们自由自在地在草地上

“坐”、“躺”、“踢球”、“赛跑”、“捉迷藏”，写草地的舒

适、柔软。也进一步写出了春草的柔软。

第二个特写画面，则是春之草木争荣：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

了花赶趟儿。红的象火，彩的象霞，白的象雪。

这里是一幅动人的画面。写出了春花之争相竟

放，花满枝头的情景。也描绘出了花的色彩及形状。

不仅如此，在万花丛中，还有无数的蜜蜂喧闹着，成

群的蝴蝶飞舞着。遍地的野花点缀着：

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

飞来飞去。野花遍地都是⋯⋯

这真是一幅热闹的春之图景。在这春花满园、甜

香扑鼻、蜂蝶翩飞、野花遍地的春天里，春风也悄然

而至：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象母亲的手抚摸着

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

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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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品展示的第三个特写画面。这幅画面写

春风，作者先“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名句，以触觉感受

来描写春风温暖的特点。接着运用比喻进一步写春

风之轻用：“象母亲的手抚摸着你。”再用味觉感受写

春风夹杂着的、特有的“泥土气息”、“青草味”、“各种

花的香”以及风中传来的婉转的笛声。风本来是无

形、无味的，但作者运用多种表达手法，从多方位描

写春风，写出了春的立体感，强化了春的氛围。

第四个特写画面，则是描绘春之雨：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象

牛毛，象花针，象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

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儿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的逼你

的眼。

在这里，作者首先点出了春雨连绵的特点，用了

一连串的比喻：“象牛毛、象花针，象细丝”，写出了春

雨之细、之多、之密以及连绵不断，而“斜织着”则惟

妙惟肖地描绘出了春风轻柔吹拂下雨所特有的形

状。然后由远及近，用一个“笼”字，写出了春雨象薄

薄的烟雾笼罩着大地的画面。而雨中的树和地上的

草，却“绿得发亮”、“青得逼眼”，给人一种春雨润物，

万物清新夺目的感觉。

在以写景为主的四个画面之后，最后一个画面

则突出了春天里人的活动：

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

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

个都出来了。

以上五个画面，作者采用虚实动静等手法，从侧

面来写春天，正如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所

说：“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山之精神写不

出，以烟霞写之”。通过画面的一一展现组成了一个

隽妙无比、具有诗情画意烂漫无比的春天。整个画面

既有立体感，又有层次性，浓淡相宜，疏密相间，好

“梦”一个接着一个。类似的还有《背影》一文中的四

次背影，四次眼泪；《〈忆〉跋》中对春、夏、秋、冬四季

夜色的描写等等。都充分展示了朱自清在散文创作

中不懈造“梦”的艺术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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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 江苏教育出版社，"###年$月版!
" 萧忠华!《散文写作例话》! 四川大学出版社，%&年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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