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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之汞

”
的欢歌

—  《绿》 浅 析

惠 仁

以抒情散文的构思和笔法来写作的。所以 ,

人们更习惯于称它为抒情散文。

实际上, 《绿》是二者兼有之。它是以

对著 j舄 风景区的 “游踪”
为线索,运用抒情

散文的构思方法与表现方法来写景抒情的。

因此,不仅有浓烈的抒情色彩,而且可以采

用大段直抒胸 涫的方法,充分表现作者的情

感。所以,更确切-点说,我们应称它为游

记性的打怙散文。抒惜 散 文的特 征是 主要

丨臼,但又不可忽略它有另刂于 《荷塘月色》的

某种游记特色。这大概岜算是作者构思上的

一种匠心吧 !

《绿》在构思上的真正特色,在于它能

够以色带景,以色拟人。

试看 《绿》这一别致的标题吧 :

作者既不书名为 《梅雨潭记》,又不书

名为 《梅雨潭扣叫不》,也不书名为 《奇异的

绿》,却独独取了一个 《绿》字为名儿,这

也是作者一种独特的感受与精心的设计。

但是,精心的杓思,不是凭空而生的。

它是作者深入观察的产物。朱自清先生认为

生活与大自然中,到处蕴藏着诗。他说: “

花和光固然有诗,花和光以外还有诗
″, “

山水田园固然有诗,⋯ ⋯仅一些颜色,一些

声音,一些 味觉,一些 触觉,也 部 可以有

诗” (<诗与感觉》)。 颜色、声音、味觉、触

觉,在朱自清先生的感觉之中都是生命的一

部分,都是有生命的。因此,它对那洋溢着

生命活力的绿色,有着异常的敏感,便不是

张

提起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我们似乎还沉

醉于 《荷塘月色》所给予我们的清醇的美感

享受巾。现在,让我们再来欣赏一篇与 《荷

瑭月色》格调迥异的 《绿》吧!它将使我们

进入另一种涛样的意境,它将给予我们新的

享受与启迪。如果说 《荷塘月色》是一曲民

族风格鲜明的 “小夜曲”,那么 《绿》则是
“生命之泉

”的欢歌。它们以不同的格调、

不同的旋律,谱写了 “生命之歌″,表现了

相近的主题与贯一的情环,它们是一邡凑曲

的两个乐章。

以色拟人 构思奇巧

《绿》与 《荷塘月色》,虽然都是抒情

散文,但是,它们的体 裁特 征,却 不尽 相

同。

《荷塘月色》,是以每凵必见的日常小

景为镜头的。作者心有所思,信步而行,触

景生情,注情于景,即兴点染,抒写成篇。

虽也算得上有某种 “游踪”,并使用了
“
移

步换形”的方法,但重点不在于向读者介绍

某一景物的来龙去 脉和 “游” 的过 程,因

此,并无游记散文的特色。

《绿》则不同。它是朱自清先生的游记

散文 《温州踪迹》中的一篇。它是整个游记

散文的一个部分。它既与前后文章有着不可

分割的联系,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它虽然不

乏记叙与说明,读后能使人对某一特定的风

景区有桕对完整的了解。怛就全文看,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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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了。所以,他见 “绿”生情,全部的

构思集中到
“绿”这一点上。在 “绿”字上

巧做文章,在 “绿”字上大做文章,从 “绿”

中开 掘主题,这正 是朱先生 构思的 独到之

处。

标题上,只 见一个 “绿”
字,优美、奇

舁、洒脱、干净、禽蓄,一 切胥 在不 言 辶

屮。这个 “绿”字,是 全篇文章 的文 眼。

绿,在文章中,是景物的象征、人的象征、

生命的象征。我们要理解文章,也要紧紧地

抓住和扣紧 “绿”这一个字。

气韵生动 淋漓尽致

一、起笔见 “绿”,兴贯全章 :

第一自然段 -— 第一部分。

《绿》写的是△岩每而潭止吴 ⋯馅的 “

绿”。

仙岩,山 名。今淅汪温州地区瑞安县东

北四十五公里处、大罗山西南的风景区。梅

雨潭是其中一个风景点。

整个仙岩的风景如何?竹∶者并未直接回

答。但是,开章启句便是g “
我第工次到似l

岩的时侯,我惊诧于梅 |雨 潭的绿了6”

文中曾提到第二次游览之时,正值 “伙

季的薄阴天气
”

;Ⅱ刂《缘》的写作时闸却是

一九二四年二月八日,正值初春季节,其间逾

时数月。但作者念念不忘仙岩之游9记忆是

那样的清晰,运笔时如初游者乘兴而挥洒成

篇,这也足见仙岩之美了。两次游览,竟时

隔不到十¨个月,也可见仙岩的吸引力了。

更何况旧地重游,克有 “
惊诧”之感!这就

艮可见仙岩之述力了。因此, “第二次
”、

“惊诧”等语,均 有寓 描写、烘 托于 交待

之中的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一开始就

把全文所要表现的中心 —— “
绿

”,呈现出

米,使它成为最为瞩目的中心,这是一种开

篇着 “
绿

”,奇峰兀起的表现手法。它同时

还具有悬念的作用。因为,故地蕉游,往往

亲切之感有余,新鲜之感不多。但是,重游仙

岩梅雨潭,却不仅犹感新鲜,而△i^竟至于 “

惊诧”,那 “绿”色 的神 奇的诱惑 力亦在

不言之中了。可是,那 “
绿”,倒底是怎样

的一种情层呢?读者急于 “看见”
它,而迫

不及待地读下去。这样一来, “
绿”便不仅

是读者深深关注的中心,而且,也是作者和

读者之间藉以产生强烈共鸣的焦点了。这就

决定了 “绿”
贯串全文的特殊地位。

二、绿从源头来,绿在深潭积 :

第二自然段——第二部分一一飞瀑之下

见 “绿意”。

人们急于 “见到”梅雨潭的 “绿”,想
明白个究竞;然而,这奇异的 “

绿”,却是
“犹抱琵驽半遮面”,千呼万唤难相见-——

作者于第二部分却着意于梅雨瀑。为什么要

肯志于梅可氵孓?竿 -:J交 待得十分明白——

'“梅丙瀑是 i′ 瀑布潭
”。这里既点出了 “瀑

”

与 “潭”之氵白i的澍i京关系;同时,也暗示了

作者的表现意图。

梅雨潭,既然是一个富有
“
离合神光

”

的瀑布潭,那 么,如何才能活灵活现、淋漓

尽致地表现它,才能使读者如临其瀑,如触

其潭,如见其 “绿”呢?它那 “
离合神光

”

倒底从何 而j来 呢?这是一个颇 费斟 酌的问

题。为了戍功地解决这些难点,作者采取了

多角度、多侧面的烘托、渲染与正面的工笔

刻画相结 台的描 写方法。因此,这里 首先

着意于梅雨瀑,正 是为了更好地 描写 梅雨

潭。

Il。 讠L我们着 ¨赁乍吉是如何描写 这个
“梅雨潭之母”-ˉ 一悔卜1藩 的J巴

!

作者通过点出淹Hj搀 是 “仙岩三瀑”
中

的最低一瀑,使梅l丙瀑一开始就有一种可见

感、可触感和 亲切 感。接 着又使 用了 “
未

见瀑,先闻其声
”的柚写方法,渲染了即将出

现的瀑布。然后,通过正面描写的方法,使

一瀑之水跃然纸上: “抬起头,镶在两条湿

湿的黑边已的,-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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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万仞之间,银瀑飞泻,已经十分壮

观了,还要加上
“
一带”、 “镶着湿湿的黑

边″,便使得梅雨瀑不仅壮观,而且,还富

有一种神采飞动的奇异风致。读到这里,我

们似乎暂时忘却了一直悬念着的梅雨潭,而

倾心于这个飞流直下的梅雨瀑了。

谁料,作者笔锋一转,文章二度出现新

跌宕一 ⋯他又着意于梅雨亭了。

其实,这也是窝 “
不料

”
于

“可料”之

中。梅雨亭本身,便是仙岩一景,且角度适

中,远远仰望可见梅雨瀑,俯瞰,可见梅雨

潭,也算得上最佳观察点、透视点了,更何

况它的姿采给这银瀑与碧潭增添了神韵 :

“
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 的岩石 上,上

下都是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

在天宇中一般。
”
作者以气势高远的寥廓苍穹

为背景,烘托着一只舒展双翼、蹲弹欲飞的

苍鹰,这该是一幅何等壮美的诗意图。其 “

浮″字,尤为传神,表 现了梅 雨亭静 而欲

动,意动却静的神采尖奕昀形彖。它
“三面

都是山,象半个环儿猁看
″。好一个

“猁”

字,在朱自清先生的笔下,山山、水水、亭

亭,都漫溢着生命的泉流,都充满了人的情

味。它们都是活的、动的、亲的、可舜的。

“
人如在井底了。”

更是通过入的奇异而富

有美感的享受,既总 括了对于 梅雨 亭昀描

写,又为鸟瞰 梅雨 潭做 了充分铺 垫。接下

去,便应展现梅雨潭的丰姿了吧 !

不料,作者再转笔 锋,文 章 二度 跌宕

--他把人们的视线又引向了半空之中: “

这是一个秋季的薄阴(微阴)天气。微微的云

在我们顶上流着。”不用 “黔1” 而用 “流”
,

突出 了微 云 如 “脉 脉流 水”的 形 象。作

者为什么要插八对于云的描写?∷ 一是交待游

览季节,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铺挚即将出现的

“绿意”—— 薄̄阴之中,万物呈润泽之态 ,

那 “绿意”于润泽之中更分外可感。至此 ,

经笔 洚数转,文 势 数 宕,描 写 上 几度 迂

回,仵者终于开始向我们透出潭边的
“
绿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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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潭 边之上,草丛之中都能充 满
“
绿

意”,可见淖中的 “
绿意”

确实是 “
满溢”

的了还要加上一个 “油油的”,更给人一种

举目可见伸手可触的感觉。狄天之中,尚不

乏 “油油的”的春绿,那绿潭中的 “
绿

″又

该 是何 等媚丿\?至此,读者 的心已力那汰

天中的 一泓 生 机勃然、绿 意如 溢 的 “
舂

绿
”

所陶醉,更急于看个究竟。

刀阝料,作者笔锋缓转,文章四度回宕。

仵者以 “炉火纯肯
”之功,稳稳地驾叹着自

已的文势。他仍然不急于使那 “
撩拨”人心

的 “
绿

”正面出现,而是侧笔而过,又 去田

挽那前面 “
带住”的梅雨潭了。

瀑布冲打着山岩,拍击着潭面,自 然是
“分外 的 响”了。此 为 瀑 布之 声。 共 态

呢? “
冲下”、 “扯成″、 “撞击”、 “乱

溅着”、 “纷落着”、 “随风飘散
”、 “送

入”、“钻进〃、“寻它不着″;其形呢?忽
如被扯成的 “

大 刂̀
丿
L绺”,忽如 “飞花 碎

玉”,忽而又象 “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忽
雨又象 “

自梅丽″;时 而象美 丽轻 飑的杨

花,时而象顽皮可爱的 f寅珙儿” (小天使

)。 这些形象都是玲珑可爱的;这些动作 ,都

是充满着生机与青春的活力、充满着情感、

招人怜爱的。对于梅雨瀑的描写,堪称淋漓

尽致。在此基础上,作者点出
“梅雨瀑”得

名之由,自 然而不赘,恰到好处。

通过这一部分描写,我们不但可以进一

步领会朱先生观察的深入、细致,而且可以

具体地领略它关于散文中描写手法的理论。

他说: “逼真等于俗话说的
:活

脱
’

或
‘
活

象
’,不但象是真的,并且活象是真的,唯

其如此,才能气韵生动”。(《 论“逗真”与“如

画”》)正因为如此,朱 先 生笔下 的瀑 布才

如此神采飞扬。

但是,朱先生显然不是为描写瀑布而描

写瀑布的。这∵切,都是为了烘托、铺垫那

姗姗而 现的 “梅 雨浑
”·同 时,也是为 揭

示
“
绿

”的底蕴与奥 秘,做一种 铺 垫与 暗



示。读劲这里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朱

熹的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 (《 读书偶得冫),更何况瀑下之水,不
仅 “活”,而且 “深”。

三、 “汪汪-碧″的 “
女儿绿″

:

第三自然段 Γ一 第二部分。

通过正面描写与直按扌氵:情 ,集 巾塑造完

荚的 “
绿〃的形象,抒 发作者七活教情,烦

吐作者之衷肠。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依然不是梅雨潭的

全貌,而首 先是 她引;“招引 肴″我们 的 “

闪闪的绿色〃的 “
离合神光

″。这又是一种
“未见其潭,先见其光

”的描写方法。离合

神光,形容潭水透过各种景色之隙,所闪现

出的那种时 i总时现的神翕的光彩和光感。
“ik节”、 “孓石”、 “探身”、 “鞠

躬
”穿过百穹门,这一系列动作,表现了离

合神光的强烈吸引力与游者急切的心清,其

作用仍然是烘托、渲染 “潭”。经过重重曲

折, “我们”终于 “追捉
”

到那神光之源了

一一出现在面前的,是汪汪厂̂碧 的梅雨潭 !

“汪汪
”
形容水的流势、状态,翁蕴话其源不

蜗其 势勃 勃之 意。
“一碧

”
包含两 方I酊 志思 :

一是 “
一片绿”。这里朱先生显然是继承了

我国古代语言中传统用法,古人习惯于用数

词来直接形容,常常是省Ⅱ品量l司 的;二是形

容毫无杂色,宛如清清一色之碧玉,即 “浑

然一碧”之意。
“
汪汪一署

”
四个字极为凝炼

地勾勒出梅雨潭
“
亮相

”
时的舒廾姿态。这时 ,

“瀑布在襟袖之间”。虽然我们对它向往良

久,-旦可 按触它时,必 然首 先要 去
“
拥

抱它″。可是,这时,那 “汪汪一碧”的水却

反而使我们对瀑布视而不见,心中只有潭水

之色了。这种对比,显示了 “江汪
一

碧”的
“梅雨潭″的特有的奇绿那种巨大征服力。

然
'而

,这还仅写在 “潭边”而已 —̄ “我的

心 随 潭水 的绿 而摇荡”—— 早已不能 自

持了。
·

以下,便 是集中 笔力来 正面 诎与那荡

人庀、魄的 “绿”了。

谁料,这 “绿”竞神奇得不可名状、无

法形容。结果,作者只能用一个 “醉”字,

通过人的具体感受来突出它。单只这样,描
写毕竞是不具体的,何况作者按捺不住对 “

绿”的始爱之情,于是,乃千方百计地想把

它描绘出来。

先写它的形状:仿 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

叶铺若;但重点却仍是突出它 “
满是奇异的

绿呀”!作者用实 体之物 比喻,仍 不 能尽

兴,于是再度用自己的情感来渲染它:“绿
”

得只想叫人张开两臂去抱住她,可抱又抱不

若—— “这平铺着、厚 积着 的绿,着 实可

爱1”

再写它的均致: “她松松的皱结着,象

少妇乜肯的裙幅。”这里不仅出现了一位美

丽的少 t∶ 叉其钶邻的身姿,更 引人的是它那

长裙白然地 堆在身后 地上所呈 现出来的松

松、软软、亮亮、又极其柔和自然的活的波

纹。用这种I彡 象来比喻潭水的绿色波纹,实
在是犭刂致极了。

∶又写它的光 i≯ : “明亮”巳着实可爱 ,

还再给她加一
“滑滑”的触感;再给她涂上

一室 “盱j油”,最后,还要使她象蛋清那样

的软,那样的嫩;这真是层层加
“色” ,恣情

点染,使那 “醉人的绿”,更加溢于纸~L了 。

还要写 它的 “纯”: “又不杂 些丿1尘

氵i1,宛 然一块 温 润的碧玉,只 清 清 的一

色”。虽说是 “清清的”,却使人看不透她
——清而深邃——这正是它的奇异之处。

这样层层点染,仍不足以表现 “绿”的

斋异。于是,作者又通过比较法来突J丨 她 “

绿”得 “恰到好处”。比较的对象,都是举

国闻名、众 所 周 知的胜景一一北京什刹海

拂地~的绿杨、杭州虎跑寺深密的 “绿壁”以

及西湖、△淮河。但它们与梅雨潭的 “绿”

相比,不是 “太淡”,就是 “太浓”,不是
“太 i月

”,就是 “太 暗
”,都 为 之黯 然失

色。奇异出于 “
恰到好处

”,这也是描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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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辩证手法Ⅱ己!

尽管如此仍然无法写尽梅雨潭的 “
绿

”

所具有的那种不可名状的美。于是,作者改

用苴接拟人的方法,进一步将自己的情感 ,

注入到景色中去:

“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

么比拟得出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得蕴蓄

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

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一一那醉人的

绿呀!” 深邃为凝 蓝之 因。而蓝 天融 入水

中,那更是无 町比拟的美了。天水
一

碧,蔚
为奇观。此乃 为作者 “

神 来之 笔”。但 这

种 “神来之笔”不是凭空产生的,正是深入

观察、诠察 “锱铢之辨”的结果。正如朱先

生所主张的: “诗人的触觉,得穿透熟悉的

表面,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那里有新鲜的

东西″ (<诗与感觉》)° 朱自清先 生散 文 (

特别是 《绿》 )所创造的意境,正是蕴蓄在

事物
“底里

”
未为他人发 现 的 “新 鲜 的东

西”、 “新鲜的感觉”、 “
特别的滋味”

所

形成的。

行文至此,大有文尽其墨,尚无法表现
“绿”的神 奇之 势。比 喻、拟人、工 笔细

雕、层层加色,都不能如意。最后,便通过

作者的丰富的联想与热烈的抒情来进一步表

现 “绿”之神奇了:

“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

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

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

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能舍得你呢?我用

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

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你了。”

至此,作者的描写,已淋漓尽致,情感

也发展到最高潮了。最后,又以一个惊人的
“神来之笔”结束描写与抒情 :

“我送你-个名字,我从此叫你
‘
女儿

绿
’,好 么?”

“女儿绿
”

为
“女儿红”之变用。绍兴

一带,有一种传纺习惯:于生女儿时,将酒

·IOg。

坛埋入地下j待女儿长大成人出嫁时,取出

待客,其味醇厚,酒名为
“
女儿红”。作者

与 “女儿红”的醇甜来比喻 “绿”,不但渲

染了她的 “醉人”,而且留下了久久不散的
“香 味”,令 入 田 味 不已。特 别是 “好

么?” 这-款款地、 婉温地 商量口气,更
是倾情于景,突出其景的好方法。

四、首尾照应, “绿″上加 “绿”
:

第四自然 段— 第四部 分。为 全 文收

束。这里不仅为了创造-个和谐的结构美、

音乐章节美的效果,更 重要 的是 在充 分描

写、抒情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 “绿”,一
切都归结刭 “绿”

字上来。并且使这奇异的
“
绿”,鲜明地镌刻在读者心中,永葆一种

美感的享受和美育的效果,

青春的象征 生命的欢歌

不难 看出,作者 笔下的 梅 雨瀑、梅雨

亭、梅雨潭,都是 充满了生枉1的。那 奇异

的 “
绿

”
色,更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作者

在 “
绿”

中所寄寓的情感,也不象 《荷塘月

色》那样,笼 罩着一层 “
淡淡 哀愁

”的 纱

幕。整个笔调是轻快的,节奏是跳跃的,情
感是奔放、热烈的。

这是因为 《绿》写于大革命的前夕。当

时受了 “五 四”
战 斗精神洗 礼的朱自清先

生,也同时处于大革命酝酿时期那种特有的

探索、上进、热烈追求、大胆幻想的思潮的洗

礼中。因此写出象
“
绿

Ⅱ
这样充满青春活力的

作品,是十分自然的。 《绿》,可以说是朱

自清先生这-段思想主 流的 真实写 照。所

以,我们说, 《绿》是由青春的旋律所谱成

的-曲生命之泉的欢歌。

概括起来, 《绿》的主题思想是:通过

对梅雨瀑、梅雨亭、特别是梅雨潭奇异的 “

绿
”色的描写,表现作者对于祖国山河的真

挚、深沉的爱;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

美妤的追求,抒发了作者积极向上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