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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创作中主体情感的积聚与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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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散文作为一种主情的文学形式，写作主体 自身的情感因素体现得很强烈。本文拟就情感之于散文创作的重要性以及 

散文创作中的情感积聚与外化的具体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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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literature form of expression of affection，the prose expresses strongly the feeling ofthe writer．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 

crete form offeeling accumulation and expression in the process ofcomposing the prose and expotmds the importance ofprose compos~ with feel—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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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o世纪8o年代末写作理论界提出“四体论”创作观 

以来，“写作主体”便成为了写作理论研究的重要概念。为数不 

少的研究者强调培养主体的观察、感受、想象、思维和表达能 

力，无疑这些论述是正确的，但如果忽视了“写作主体内心情 

感的积聚和外化”，写作活动便会缺少鲜活性与灵动性。事实 

上 ，情感象血液一样贯注和渗透于写作活动的各个环节，一切 

写作活动都离不开情感，而在各种文学样式中，散文和诗歌一 

起被称为“主情”的文学，这表明在散文创作中主体情感的积 

聚和外化十分重要。 

一

、散文创作中主体情感的积聚 

(一)善于提炼生活中的情感现象 

人们每天都会发生许多充盈各种复杂情感的事件，“生活 

中的情感现象”普遍而又广泛地存在着。散文创作者必须深 

入生活，甚至亲自体验这些情感活动。散文创作主体必须依 

据生活中的真实事件积聚情感，但散文的注重写实毕竟不同 

于新闻的真实性，我们不能用新闻的真实性苛求于散文创作 ， 

作者应当同时也必须对生活中的情感现象进行集中、提炼，使 

之更能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这就要求作者要善于从生活事 

件中发掘情感因素。 

散文因其文体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写很大的题材，即使 

选择了重大题材也很少从正面直接落笔。这就要求作者注意 

生活中的细微末节，要善于“从一粒沙里见世界，在半瓣花上 

说人情”。一花一叶，一草一木，对生活的点滴感受，只要包含 

着一定的生活情趣、情味，都可以成为散文的好材料。一群蜜 

蜂，一个背影，几株白杨就能写成一代散文名篇 ，所以衡量散 

文创作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写作内容，而在于积聚和抒发情感。 

(二)积聚真情实感，敞开心灵，抒写个性 

散文创作一般采用主观人称“我”的观察角度进行表述， 

要求写出“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用“我”的眼睛观察生 

活，用“我”的心感受生活。在散文作品中，“我”基本上就是作 

者本人的视角 ，是作者经历和情感 的真实写照。如鲁迅的散 

文《藤野先生》，就是记叙鲁迅 自己在 日本留学期间的真人真 

事 ，文中的“我”就是鲁迅 自己。通过“我”的眼睛，记录了藤野 

先生高大的形象和无私的品质，真切而感人。曹靖华《小米的 

回忆》中，则是由小米引出了对鲁迅先生的回忆，写出了“我”与 

鲁迅先生的深厚友谊和“我”对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优秀的 

散文作品大都能以真情打动读者。散文作者若无真切的感受 

和体验，读者就难以通过作品去体会作者的感情。那种“为赋 

新词强说愁”，强不悲为悲，强不喜为喜的写法，是无法引起读 

者感情共鸣的，真情实感是作品打动读者的先决条件。吴伯 

箫说：“说真话，叙事实，写实物，实情，这仿佛是散文的传统。 

古代散文是这样，现代散文也是这样。”散文作家所抒写的大 

都是自己所亲历、亲见的人和事，写自己体验最深的情感和思 

想。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 ：“不可以无我。”“我”始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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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情感喷发的源泉，散文创作要善于将“我”对生活的理解 

和感受 ，“我”的爱、恨，通过文字传达给读者。散文创作最忌虚 

情假意，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是有情还是无情，情真还是情 

伪，情深还是情浅。作者要在作品中流露真挚、深切的情感，这 

就要求对生活的感受要深，要从深层次意义上创造性地体验 

和感受生活，才能获得对表达对象的真情实感。 

二、散文创作主体情感的外化 

积聚真情实感是散文创作的重要前提，之后还必须具备 
一 种善于把真情实感充分表达出来的勇气和能力 ，也就是实 

现情感的外化。一般而言，情感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所谓“此中 

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实散文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把看似无 

法言传的情感充分表达出来，让读者窥视作者的内心，与作者 

产生情感共鸣。那么散文作者如何将 自然形态的情感变为艺 

术化的情感呢?归纳起来看，散文作品中主体情感外化的方 

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通过叙事，自然流露 

作者的情感蕴含在对事件的叙述过程中，这种方式显得 

非常含蓄，有韵味，尤其是一些怀念朋友 、缅怀故人的回忆性 

散文经常运用此法 自然流露出丰富情感 ，作者看似不动声色 

的叙事，其实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深厚真挚的情感。如杨绛 

的《回忆我的姑母》记叙了她姑母杨荫榆看似寻常而又很不寻 

常的坎坷一生 ，使读者真正认识了这位刚烈多情而又颇有些 

骨气的女性，而一改在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得到的关 

于杨荫榆的认识，同时也透露出了作者对姑母的深切怀念之 

情。丁宁在散文《愧疚》中有一段非常成功的叙事： 

她(母亲)问我，为什么好久不背书了?我告诉她 ，我现在 

读的是新书，不用背。她似乎很诧异，问我手中拿的什么书，我 

说，是一个叫朱 自清的人写的。母亲要我念一段给她听，我只 

好照办。在蟋蟀的催促下，我们进了房间，坐在温暖的炕上。 

母亲高兴地点上小油灯，我便逐字逐句地朗读《背影》。这篇作 

品，是学校老师刚给我们讲过的。还没念完一段 ，母亲便欣喜 

地说：“这书好懂。”当我念到那位父亲为远去的儿子买桔子，蹒 

跚地穿过铁道，又爬上月台，儿子瞧着他的背影流眼泪的时 

候，我母亲竞也哭了。我念完了，她还久久不平静。过了一会 

儿，她说：“这书写得太真切 了，就像你爹去高丽国，每次我看着 

他跨 过东河大桥，他只留给我一个背影，这一辈子看 了他多少 

背影!可现在，一连三年没见他的背影了!” 

这段文字叙述了母亲听“我”读朱 自清《背影》一文的一段 

往事。直写“母亲”，虚写“父亲”与“母亲”之间感情生活，真可 

谓文中有文，文中有情，字字句句洋溢出的真情。通过叙事而 

流露情感的方式，实际上是叙述和抒情两种方式的结合。不 

过，此时作者的目的在于间接表露感情，并不求事件过程的精 

细完整，有时甚至一个细节也能透露出作者多种复杂的情感。 

(二)融情于景，以景透情 

情景交融是一种艺术境界，是景色氛围和主观情感的有 

机结合。情是主，景是从，写景必须为抒情服务。杜甫《春望》 

中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历来被认为是以情染景 

的典范，“花”“鸟”本无情，但因作者感伤国破，怨恨离别，他觉 

得花也溅泪，鸟【乜惊心，花鸟这些 自然景物也就成了杜甫外化 

情感的凭借。 

散文作者要善于通过景物营构一种氛围，来为 自己的情 

感寻求一种合适的“栖身之所”。朱自清通过荷塘、月色、山、树 

等的描写 ，巧妙地设计了一幅恰到好处的画面来体现 自己的 

情感 ，作者是在“颇不宁静”的心境下写《荷塘月色》的，心中有 

淡淡的喜，“觉得自己是一个 自由的人”。同时又有淡淡的愁， 

“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为了表现这种淡淡的喜和淡 

淡的愁，作者选取的是朦胧之景，以朦胧之景来衬托淡淡之 

情，可谓绝妙。 

(三)托寓于物，藉物言情 

散文作品强调情感的表达要自然和谐，主要体现在作者 

是否找到了与内心情感吻合的客观外物，使主观情感和某种 

物象融为一体。这些物象客观上都具有某种特质，如高山的 

伟大崇高、大海的宽广深沉 、翠竹的高风亮节、青松的坚忍不 

拔等，它们各 自具有被人格化和固定化的品质。散文作者常 

常从这类物象中寻找与自己情感具有一致性的特征，运用象 

征手法或借代手法，使物我相融，物中有我，从而更好地传达 

情感，感染读者。茅盾的《白杨礼赞》，选择了西北高原上随处 

生长的白杨树，抓住了它挺拔坚强的“伟丈夫”品格，借此抒发 

自己对解放区抗 日军民的赞扬和崇敬心情。陶铸的《松树的 

风格》，以松树类比共产党人。郭沫若的《银杏》以银杏树的气 

质象征抗 日精神。这些作品都是物情结合的典范精品。而生 

活中看似平常的普通物件 ，有时也能成为寄寓作者丰富情感 

的对象 ，请看冰心在《一只木屐》中的这段文字： 

我默默地倚伏在船栏上，周围是一片空虚——沉重，时间 
一 分一分地过去。苍茫的夜色，笼盖了下来。 

猛抬头，我看见在离船不远的水面上，漂着一只木屐，它 

已被海水泡成黑褐色的了。它在摇动的波浪上，摇着、摆着，慢 

慢地往外移，仿佛要努力地摇到外面大海上去似的。 

啊!我苦难 中的朋友，你怎 么会知道我要悄悄 离开?你 

怎么知道我心里丢不下那些把你穿在脚下的朋友?你从岸上 

跳进海中，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着我? 

作者由一只木屐联想到穿木屐的日本朋友，表达了自己 

告别朋友那种依依不舍的感情 ，可以说，作者的依恋全部“装” 

在这一只普通的木屐之中了。 

以上三种情感外化方式，不能完全割裂开来。优秀的散 

文作品往往是情感外化方式的多样性与和谐性的完美统一。 

当代写作界大力提倡写“真性情”，我以为最能体现写作 

主体真性情的文体当首推散文。作为散文大家 ，他们都有属 

于 自己的独特新颖的情感模式，即个性风格。但怎样成功地 

实现内心情感的外化，这一问题始终是摆在每一个有志于散 

文创作的人面前，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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