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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 魏 黻 邋 的 媾 麴 雹 藜

文学作品的结构,是对用以表现和突出

主题的题材 (人、事、景、物、情 )所作的

组织安排或艺术布局。它是整个艺术构思的

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揭示主题,增强美感和

引人入胜,都有直接的关系。文学作品的结

构,往往容易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特色与艺

术风格。散文的基本结构常常表班出以散开

为能事,引伸穿插,纵横错综,不 j句一格。

杨朔的散文独具风格,这是众有定评的。但

是,对于它的结构艺术,却存在着不同的评

价。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淡自己的看法。

抑扬错综,进退相问。曲此构戊他的回

廊婉转之态,颇能增强 读者 捺索 内容 的兴

味。这是杨朔散文结构的第一个持色。这一

特色,主要体现在主个方面 :

一、恰当反映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起

伏。比如 《荔枝蜜》,起笔写 “我” “
总、不大

喜欢
”蜜蜂。因为小时爬树叫它螫了一下 ,

痛得几乎趺了下来。之后, “每 迕 膏 辽 蜜

蜂,感情上疙疙∫氵丫丬∶|的 ,总不怎么纡朕∵。这

是思想感情的 “
ii″ 。班不

=r欢
蜜F条 ,i丕有

什么可写的呢?但后来,因为吃了蜜, “觉

得生活都是甜的”, “不攴动了情,想去看

看一向不大喜欢的蜜蜂
”。随之,细写了蜜

蜂的生活习性,如何酿蜜等;h;况 ,思想上对

它产生了好感。这是思想感情的 “扬
”。最

灼 :

后,由 蜜蜂的酿蜜,悟出了不少现实的人生

哲理——劳动人民辛勤的劳动,建设自己的

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
”。就这样,由讨厌

蜜蜂转为热爱它,甚至竟 “梦见了自己变成

了一只小蜜蜂”,更是思想感情的
“扬”。

这种思想感情的起伏导致了结构呈跌宕波澜

之势;抑是为了扬,退是为了进J由于全文

总是以赞颂蜜蜂为基调,这种赞颂的思想感

情的融注,使结构又显得诖严有致。

二、表达所写人物 的思 想、情 态 的起

伏。例如 《樱花雨》,先放开写了日本侍女

君子初出面时的文静、“胆怯″、“柔弱″情

态。她对于外国 “恶狼 ”的欺 凌,不 敢多

言,欲言却止;不敢细想, “看不见自己的

明天,更舌不见日本 的未来″。这 是一 种
“抑”的状态。接着写囚为一夜风雨,把樱

花催咧开嘴,她才出现了温柔的笑的情态 ,

行文初有所
“扬″。随后因突然停电了,她

“忍不住自言自语悄悄”说了一句: “
敢许

是罢工吧?” 柔和的 眼睛 里,跳 出两 点火

花,揭示出了她
“
怯生生的心灵里,也隐、藏

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叨”。这真具有含蓄

深沉、意犹未尽、策人深思的 “神味”;反映

在行文上,是进一步的 “
扬”。人物的这种

思想 情态的变化,制 约作品的 结 构,使之

曲折多变。然而,由于仝文是集中表现 “风

雨中开放的樱花,才真是日本人民的象征″

这一思想,由 于全文始终有作者喜忧起伏的

思想感情的灌注,就使结构井然有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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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映对 事物描 写的 似尽非尽 的笔

触。比如 《泰山极顶》,作者登山的目的在于

观日出,故以看日出贯穿全文。首先写 “爬

山那天,正 赶上个难得的好天
”,大有

“可以

看见日出”的希絮。一开头,就给人以欣喜

之感,这是 “扬
”。但是 “爬上了南天门,

走上天街”,天气却 变了,到 夜 色降 临之

时,竟出现了急人的景象: “山头忽然漫起

好大的云雾,又浓又湿,悄悄挤进门缝来 ,

落到枕头边上”,而且 “还听见零零星星几

滴 雨 声”冖— 看日出将 是不 可 能 了。这

瑕,力状天气不 佳,写 出 心头的 焦 虑。到

天明后,天气没有好转,果真不见日出。这

一段,陡然抑住,抑得连读者也为之叹i宛 ,

使行文充满先軎后忧、先信后疑,进而出现
“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这个

“
抑

”
,却 又

对下文的 “扬”
作了有力的铺垫与烘托;笔

调依然奇崛、奔放。最后,到了泰山极顶 ,

却望见了 “一幅无比壮丽的奇景”,看见了
“
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这轮晓日从我仰

、
l民

族历史的地平线上一跃而出,闪射着万道红

光
”;歌颂了 “如日之升

”、欣欣向荣的伟

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写到这骐,文势着力一

扬,倏然给人以精神和力量,达到了忧而后

喜、疑而后信的境界。类似这样的例子,在
杨朔散文中,还有不少,致使作浔!的结构呈

波涧起伏之势。

散文是十分讲求结构艺术关的。它要在
“水穷山尽之处,偏宜突起波澜”

(Ξ f泅 《闸

情偶寄》),从而给人以丰姿多采、峰回路转、

境界深邃的艺术感受,给读者以思索、回味

的余地。杨朔散文结构中的上述特色,就足

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些,都不是离开生活

实际或离开实际感受而杜撰的,而是从生活

出发,根据事物对立统一的法则,注意相反

桕成,符合认识规律的;是作者对艺术辩证

法纯熟运用的生动体现。
“文似看山不 茸平”,这已成为人们用

于谈文章结构的通俗语了o散文的结构更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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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铺直叙,单调板滞
·,而蓖在相皮相成,辩

证统一。这种起伏波澜、曲中有曲的结构艺

术,历来被人称为
“伏 脉”,就 像山脉 相

连、峰谷绵延、迂回伸展。因此,它极有艺

术魅力,能引人进入佳 境,叫 人有 攀 缘山

径、盘曲而上、愈上愈神奇的感觉。

杨朔散文结构艺术另一突出的特色是 g

开端有如雨后放晴,结尾有如清歌送耳。因

此,体会起来,叫人爽心,耐人寻思。它们

有助于作者思想感情和作品 主题 思 想 的表

达,从中清楚地体现了整个作品十分桁巧熟

练、窝有工力的构思和布局。

杨朔的作品,是 “
开门见山”的,但又

不是 “若一山壁立,当 门而峙”,而是如见

远山,“ 以缥缈遥映为胜
”

(Π:大之《姜斋诗话》)°

它往往以寥寥几笔,就 能立闪J将读者引入思

索的境地。它或写出特定的气氛,创造一种
·↓肯的境界;或点示出作者的思路,引起读者

的共鸣;或故设某种疑问,创造悬念,抓住

读者;或给全篇定下基调,暗示文路发展的

目标,等等,犹如一折引人入胜的、情味浓

郁的卉台戏。例如 《金字塔夜月》,是赞颂

埃及人民创造、珍惜古老的文明,将不断创

造△加关好的未来。它开头就写, “我
”于

夜月巾去金字塔,不是寻梦, “倒是想亲自

多衫t摸这个民收的活生生的历史
”。作者的

思路,一笔透露了出来。这个开头,牵动着

读者也同作者一道去了解这个文明古网的历

史的情思,颇有先声夺人之妙。在这方而 ,

《茶花赋》尤为精巧。开头写久在国外怀念

祖国,而不能见到她,就想画一幅体现祖国

特色的画, “时刻拄在Ⅱ艮前
”。这种感情是

真挚的,这个设想是自然的。但要以一幅画

来象征祖国而貌,却不易做到,因为一幅画

上的 竺零山碎水,一人一物∵不能够表现祖



国丰姿多采的面貌。这就为下文抒写茶花 ,

特别 是写童 子面花,以 它 象征祖国面貌 ,

伏下了笔墨。这个开头是新巧的,它隐而不

显,寓对祖国之深情于绘画之中,起到了策

人深思、启人联想的作用。
“-篇之妙在乎落句

” (周振甫《诗词例话

·结尾》)。 杨朔散文的结尾 ,大都体现了 “全

文之气在此凝集
”,堪称点睛之笔。它有引

喻,则贴切、深刻;有联想,则丰富、高远;有

诗意,则深邃、优美。如 《晚来急》一文是歌

颂葡属几内亚革命家葛伯勒坚毅乐观、不屈

不挠的斗争精神的,结尾写道 :

大西洋正涨夜潮,潮水滚滚而来,替起一大

片震撼天地的吼声。葛伯勒点起支烟,缓缓地谈

起他祖国的历史,他祖国的命运,亻刂刂泪网人民风

起云涌的斗争.⋯ ⋯¨他的话 音落进 汹涌 的潮

声里, 一时辨不清是葛伯勒在说i占 ,i】 饣:晚 湖江

呀1·
·̈ ¨̈

这个结尾,使读者看到葛伯勒爱国的心

潮已经溶入大西洋的滚滚浪潮里了;大西洋

的浪潮,正是无数个葛伯勒的 “烈焰腾腾的

热情”汇涌而成的巨大浪潮。它还会引人联

想,使人相信:晚潮都如此急,则曙光必将来

临,胜利即在眼前。这个结尾,真是言外有

意,耐人深思,情景相融,意境豁然。类似

这样的结尾,在杨朔散文中,开卷可见:或

补充以汶论,引 出和点明芋中所寓之
“
志

”
,

或通过抒情明示主题,开拓内容,等等,都
有使人沉思默想,心 驰神往,叫 人品 之不

厌、味之忘倦的魅力。白居易提出 “
卒章显

其志” (《 新乐府·序》),主张诗 的结尾 要揭

示主题,要将揭示的思想像火石花般地闪射

出来,做到奇突而有光采,从而深化思想。

杨朔散文的结尾,岜体现了这一点,犹如一

出使人看后不忍∴去的压台戏。因此,它决

不是所谓 “没把
‘
晴

’
点到

‘
眼

’
上

”而成了
“画蛇添足的勾当

”
(《 光明口报·文学》198

2年 8月 19日 )。 这些,皆出于作者苦心浇灌、

刻意创新的结果。

杨 朔散 文 结构 的首尾 互 应、彼 此 相

衔,特别值得一提。它们如黄鹂互唤、青山

对峙,可谓臻于结构佳境。前面提到的 《茶

花赋》就是。结尾写 “我得到了一幅画的构

思”,即 “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

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岜不正可以象征祖国

的面貌?” 这既是对 “童子面茶花
”扩绘的

结果,也是对开头的回应,扣住了篇首搁下的

心思粕嶷局,含蓄而明朗地歌颂了祖国的面

貌,给文章增添了颇有丰采的一笔,给读者以

回思无穷的余地,具有一种意想不至刂却在情

理之中的美感。由此可见,杨 朔散文在进行结

构时,总是同时考虑了开头和结尾的,不 因它

们各居一端而顾此失彼。梁代文论家刘勰主

张
“统首 尾”,强调 “

惟 首尾相 援
” (《 文

心雕龙·附会》)o杨朔在散文的开端结尾方面

真是苦心求妙,因
'而

具有独辟蹊径之功力。

杨朔写散文,很注重化散为聚,化平为

奇,在结构上做到严 密有 致。而 为了这-
点,他往往借助于衔接、转折的过渡方式 ,

使结构在一定的思想彩线钳制下,井然有序

地展开下去,显得熟练、精巧。这是杨朔散

文结构的又一个特色。

在杨朔 的 作 品 中,人、事、景、物、

情、意、理的转化或推进,不仅做到了自然

随和,毫不生硬,而且能使内容随之深化下

去。其中有由远及近,由实到虚,又由虚到

实,自 然而巧妙地为
“跳跃

”到下文,积蓄

气势,充满 了 哲 理。例 如 《走 进 太 阳 里

去》,一开篇就回忆抗战初期一支队伍从太

行山往河北大平原移动,到了平原地带,战

士们虽然十分困倦,但仍情绪饱满。在歌声

笑语中,说要
“比 着 走”, “走 到太 阳里

去
”。这是一句充满 希望 和信 心、感人 肺

腑、含意深刻的话,是 从斗 争中创造 出来

的、富有哲理的语言。但队伍怎熊走到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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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去睨?作晶搔下去写道: “这变前不见头

后不见尾的队伍,冲着东方,冲着刚升起的

太阳,照直走去,每个人身上都闪着一派金

光⋯⋯”原来是迎着太阳走!然后,文意一

转,即拉到眼前: “这文队伍当然走不进太

阳里去,却走到了天安门前。”从而过渡到

新中国成立六年来取得的伟大胜利的抒写与

歌颂「这在结构上是一个大的转折,作了很

好的过渡。在杨朔的作品中,乍ˉ看,过渡

有些生硬、做作,但他巧妙地采用了引而不

发的、 “
软过渡”的方式,使 “饮”

r勹 痕迹

一抹而逝。又如 《海市》,△ 在老宋家巾见

到撄设十分考究:像 “新婚的洞房”,于是

不禁赞叹道: “你们的生活真象神仙啊,窝
足得很。”按一般的结构行文,.必 然要写对

方正面的回答,但仵者却写道:“老宋含笑 ,

也不回笞,指着远处一带山坡问:‘ 吞那是什

么?’
”接着写 “

那是一片坟墓,高 高低低 ,

坟头~L·κ满蒿草
”。这仿佛是新答非所问 ,

所写的情景也同 “
富足”

不沾边,显得有斧

凿刀痕,而实际上是为了丰宫和深化内容 ,

引出过去生活的贫苦,用对比手法,说明是

变革才带来了
“
神仙

”
般的幸福生活。这比苴

接写出富足和幸福的生活,不仅内容更扎实

了,而月。结构上也出现了起伏顿挫的姿态。

杨朔散文善于创造一种新颖、别致的过

渡形式,除一般地起连接作用外,更有使内

容扩展、收拢、转折、深化的作用。这样 ,

作品往往在
“山重水复

”的曲折回环状态看

似 “无路
”之时,却 又辟出了 “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豁然开阔境界,将人物、事件、感

受和思想情怀,有机地、灵 巧 地组 织了起

来,使作品的内容浑然一 体,结 构 严密 有

致,给读者以甘美的艺术享受。

四

杨朔散文的结构,可谓盘马弯弓,以巧

服入。但必须强凋指出
',它

们不是有人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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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故荠蓊巧

”,而是 为了 宥效 地抒 写清

怀,拓宽主题,深化思想。为此,它是很注

意突现 “意旨”的。

散文中的 “
意旨”,与作品流露的作者

的思想感情、生活哲理密切相关,即大都是

情、意、理的结合。刘勰说写文章 “
贯一为

拯乱之药”
(《 如b雕龙·礼巴》)。 唐代诗人杜

牧也认为
“凡J为文以意为主”

(《 答应允书》)∷

饧朔在散文仓1作实践中,也深知这一点。他的

散文结构,不管是层次段落的井然安排,或
是过渡照应的巧妙有致,还是开头结尾的统

筹互应,都是以一思想感情贯之,都是为了使

淫、想表现得更充分、更深刻。这里主要靠有

一个明硗的 “
点” 和l“线”。点是集中、

凝聚所在,线是卢u以全篇的经脉。例如 《黄

河之水天上来》,金篇始终围绕 “
河流”

抒

写:由二门峡工程,写到长江大桥;由 戈驿

上的石油河,写到炼钢厂的钢铁洪流;由康藏

公路土的车流,写 到天安门前的队伍急流,这

些题材,都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

贯串,宛如 “驱万途于同归” (《 文̀也
、雠龙·附

会》)。 这样,从不同的 “一端
”把生活的珍

珠集巾串连到 “
意旨

”的链条上,做到了多

杆中求统一。囚此,形似 散 乱 的 人、事.

景、物、情,就 集 中地、强 烈 地 传 出 了
“
意”

或
“
神

”,好似众多的铁屑被吸聚于

一
块磁铁周围,又像满架的葡萄出于-根主

胯。宋人严羽说过: “语忌直,意忌浅,脉
忌置,味忌短。”

(《 氵仓浪诗话》)散 文 正 需

要j之 样,要 I`到立意集中鲜明而文势纵横 ,

紧凑严密。扬朔歆文的结构,正是如此。

另外,在杨朔散文中,恰当地而娴熟地

运用多种表达方式和比喻、象征手法,将写

人记事、绘景状物、l芸1肯述理,简洁而较自

然地穿织铺写,也是使结构形成错综变幻的

风姿的原因。比如在 《海市》中,开篇是以

抒情的笔调描绘海景,展开-幅精采迷人的

画面;中问是对 “烟笼雾绕”的海岛风光的

描写,活 i画 出奇面il支 腾的景象。而泪。插进了



对老宋一家的今昔对比记写,突出今天的生

活富足得如 “神仙
”

一样。因事抒情、即景

生情,最后发抒感慨 ,加以议论 :

⋯̈⋯朋友f我现在记的并不是那渺渺茫茫

的海市,而 是一种真实的海市。如果你到我的故

乡蓬菜去看海市蜃楼,时令不巧,看不见也不必

失望,我倒劝芯去看看这其实的海市,比起那缥

缈的幻景还要有意思得多呢。

这真实的沟市并非别处,就是长山列叱。

这样曲折动情的行文,使 结 构 隽水 多

姿,很好地反映了思想意旨。

五

杨朔散文的结构,刨 造俘如此富有持色,

为很多人所赞赏和学习,足有其多方面因素

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着意地、深入地认识、

理解和感受生活的底蕴。散文的结构实际上

是仵若对外界事物的独特感受、掀起的激情

在行文上的体现。杨朔长期从五彩斑斓的生

活中刻意地寻求、分析和思索存在的矛盾和

讨怙。他认为
“即使是很平常的日常生活 ,

如果抓住其中的矛盾,照样会有震动人心的

力量
”

(《 扶的感受》)。 而生活总是错综炱杂、

千姿万态的,囚此他还主jk“要尽可能抓注

主要矛盾,其它汰安臼1小矛盾,都应围绕着

这个主要的矛盾发展
” (<∞二干里江山”写作漫

谈》)。 由于这样,反映在他的散文中的结构

安排就曲折而严谨,实为生活本身的散文化

的反映,而决不是禹开 生 活、离开一 定的
“意旨

”
去故弄玄虚、追奇逐巧。

刘勰说:构思是 〃驭文之首术,谋篇之

大端’ (《 文'亡、醮龙·神.=》 )。 杨朔散文的结构

又是受作品的整个构思,即不仅包括立意 ,

还包括确定 作品的 基调、剪 裁等等 所制约

的,是整个构思的一个 重 要方 面。在 构思

中,他特别注意从
“动情的革

”
中寻苋诗意 ,

让诗意成为 散文中联系事 物和情 景的
“
契

机
”,成为各种表达方式全力表现的中J心

,

更成为结构全篇的 f中 轴
”

。他还特别讲宄
“
引而不发

”
,即不一下子说出,不直直地说

出,不轻易地将蕴含的深意
“
施舍

”
给读者 ;

而总是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激起他们探求

迫思的急切心,犹如古人说的
“
藏锋不露

”
。

由此,影响若结构显现出 “顿挫
″

的艺术。

在散文的结构艺术上,杨朔还力学古典

敞文的长处。他的作品中的风神韵埋 ,体蚬在

结构的各个环节,很有古代散义简洁深邃的

意味。例如在开端、结尾这些环节上, 《彗

浪花》和苏轼的 《前赤壁赋》,尽管反映的

思想感惜有根本的不同,但其神韵、展开的

自然景象,以及启开下文的作用,都具有同

工之妙。可见,杨朔对于古典散文传统的修

养,在结构艺术上,也有明显流露。

对于杨朔散文,有的评 论 者 断 宙:在
“优美的江词里藏着虚假

”,在 “
枯湛的构

思中渗有欺骗
”;在 “结构上的雷同也丧现

得较明显
”,说它是 “斤始提出一个问题 ,

中问阼些铺张渲染,写到 关键 处,笔 锋 一

转,打个比喻,点出本意”, “形成¨个公

式”o(均见《光b刂 口报·文学》1Q8杓三8月 19日 )

笔者 认为,这 样评价 杨朔 的 散 文 及 其结

构,是失 之简单 化的,是不够 实事 求是、

未作具体分析的。如果钻进去,仔细而全面

地探讨,就可体会到:它并不那么严重。即

使有比较明显的人工斧凿痕迹和某些矫揉造

作之处,也是属于创造中出现的一些不足。

对于这些,科学地予以指出,并加以科学的

分析,是有好处的。但他 散文中 的 特 色、

优点、成功之处,却是主要的,是值得今天

的散文创作借鉴的。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