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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江南 
读解《荷塘月色》的精神品格 

林科吉 

(偷西学院 中文系．重庆 永⋯ 4啦!68) 

摘要：朱自清的代表作《荷塘月色》，一般认为表现了“难得偷来片剖消遥”的主题。事安上．朱自清鲍对不主张偷闲．而是 

通过对荷塘月色的描写巧妙地实现“言志”，从而表现了朱自清独特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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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评论家认为，朱自清的代表作《荷塘月色》是既表现 

了对现实的不满 ，又囿于个人生活小圈子的复杂矛盾心理所 

产生的难得偷来片刻逍遥的淡淡情趣之作。的确，作为一个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其他处境类似者一样，在那个多事 

之秋，作者不可避免地胳^了苦闷彷徨之中。朱白清在北大 

读书期间亲历过五四运动的狂飚，体验了如火的激情，憧憬 

过美妙的思想，然后又经受了五四落潮期的失望与痛苦，咀 

嚼过失落与幻灭的苦涩，经过一段时间的辗转求索，于 19o,．5 

年受聘于清华大学，回到北京。北京曾是新思想的策源地， 

但第二年他却亲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太屠杀，他说自己是从 

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朱自清‘大屠杀记>)。1926年，朱自清从南 

方故乡回北京，中途在上海看到了工人罢工的情形，已感觉 

到了局势的紧张，嗅出了空气中的火药味。回到清华不久， 

“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来了．他十分震惊．于是写下了《荷 

塘月色》。 

在如此激烈动荡的时代，不可能抛却痛苦，避免彷徨，因 

为“现在这时代，确是教人徘徊的 (朱自清《那里走>)，作为知 

识分子大都体验过处境的窘迫和“无路可走”的尴尬。因此， 

幻想解脱与超脱，寻求逍遥与闲适，成了人们普遍的心理需 

求。那个时代的自杀率特高(《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自杀现 

象》民国春袱1998年第3期)，也从侧面反映了令人窒息的时代 

特征。那么．朱白清如果寻求暂时的解脱，“偷来片刻逍遥 ， 

本也无可厚非。文中他明确交代了“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接着叉说，“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 

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 

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似乎确是想偷闲。但若因此认定 

此文就是偷闲之作，将会面临几个难 解释的问题：第一，从 

其思想观点看，朱白清主张抓住现在的每一刹那，即使是片 

刻的迫遥，也可能荒废生命，何谓“难得偷闲”呢?第二，从作 

品本身看，如果作者仅为偷得片刻逍遥与闲适，必定会迷恋 

沉婿于荷塘月色的美景，乐而忘返。但作者并没有顺着此思 

路写下去。既然眼前美景如斯．足以放情于山水，也用不着 

合近求远苦忆江南了。其散文《绿》的写法就太不一样。若 

仅为偷闲，象前人所说，“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 

闲 ，则往往含有对过去的自我否定．“觉今是而昨非”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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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此意，相反表达了对自我的肯定。第三，人何一方面承 

认《荷塘月色》是朱自清最重要的代表作．一方面又认为作者 

花费偌大力气，工笔细描，所表达的不过是古老而传统的偷 

闲主题，岂不矛盾?难道就因为写景的技法独到就把它作为 

朱自清的代表作了?确实很多人欣赏的是作品丰富的想象， 

贴切的比喻，及通感修辞手法的妙用等等，这就难免给人舍 

本求末之感。 

读解此文应考虑到朱自清此时已年近而立．作了清华大 

学教授，本人叉勤于思考，已是相当成熟的作家。之前她发 

表了许多成熟之作，如《转眼》(1922年)、《匆匆》(1922年)、 

《毁灭》(1922年)、《背影》(1~o_5年)、《塑我自己的象》(1926 

年)等等，并几乎与创怍《荷塘月色》同时写了《那里走》。表 

明他已完全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朱自清当年的学生王瑶先 

生认为此文“通过对传统的‘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和高寒孤 

洁的明月的描绘，象征性地抒发了自己洁身自好和向往美好 

新生活的心情”(王瑶‘念朱自请先生)三联书店1987)．显然并没 

有说它是偷闲之作。笔者认为．此文主题不但不是消极的偷 

闲，相反，正是这篇散文最集中地表现了朱自清思想意识的 

积极一面，体现了其精神品格的独特性。 

朱自清天性纯厚．对人处事，为人为己都能一丝不苟。 

他当年的同事或学生无不异口同声地称扬他真诚温厚，从不 

偷工减料，敷衍塞责。他厌恶虚浮与急躁，主张一步一个脚 

印。在《毁灭》中他说： 从此我不再仰眼望青天．不再低头看 

白水，只谨慎我双双的脚步。”因为回顾年轻岁月总觉得自己 

那时好象浮云流水，易于变化．没有定性，实在是于世无补， 

对己无益。叶圣陶在《与佩弦》中说“佩弦并非玩世，是认真 

处世”的人。这不但是出于其天性，也与他的思想观点有密 

切关系。动乱年代，人们往往有朝不保夕之感，要及时行乐， 

朱自清也主张“刹那主义”，然而不是那种追求享乐的刹那主 

义，在一次写给好友俞平伯的信中说：“至于这刹那以前的种 

种，我是追不回来，可以无用过问；这刹那以后，还未到来，我 

也不必费心去筹虑。我觉得我们 ‘现在’的生活里 往往只 

‘惆伥着过去，忧虑着将来，将功夫都费击了，将眼前应该做 

的事都丢下了，又添了以后惆惟的资料。 Ⅲ并说“我探感时 

日匆匆底可惜，自觉从前的错处与失败．全在只知远处大处， 

却忽略了近处小处，时时只是做预备的工夫，时时都不曾作 

正经的工夫，不免令人有不足之感j” 所以，朱 自清笔下不 

大可能出现消极避世的 理想国”和“桃花源”，他决不会放纵 

自己在想^非非中耽误大好时光。 

朱自清不仅不主张偷闲，更是积极地追寻生命的意义和 

存在的价值。这首先在于他通过严格的自审获得了对自我 

清醒的认识。他学过哲学，后来从事国学研究。哲学中对生 

命的追问及传统文化的内省倾向对他肯定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在经历了五四的热潮，北大毕业回到故乡教书时。他常 

常思考自己的人生，一般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落潮期中， 

每每苦闷彷徨乃至于呼天齄地，而他已在失望之余，颇为严 

格地审视自己，并很快发现了真正的自我。这跟鲁迅当年的 

经验极其相似，鲁迅经历了一次挫折，便很快发现自己并非 

“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好汉。朱自请在 l9∞年给好友 

俞平伯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不必谈生之苦闷，只本本份份做 

一 个寻常人吧。”_l J在《毁灭》中，他把眼光投向自我，诗中抒 

情主人公没有走上自绝之路，而是热切地盼望回到 故乡”， 

并战胜了 死之国”的威胁，“丢去玄言，专崇实际”。他所经 

历的一系到事情，都能促使他自觉地思考人生。“三·--A” 

惨案后，他写了《塑我 自己的像》，小时的塑像“骑着一匹骏 

马．拿着一把宝刀 ，是一座将军的像，现在则是“用手衬着下 

巴”的思想者的像 当l妮7年“四-一二 的血雨腥风袭来，他 

感觉自己“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千猪人在无尽 

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 (朱自清‘一封信))。 

那本来就是一千大分化的时代，一般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感到 

选择的徨惑，一时之闻，“灭亡”、“幻灭”也成了文学创作的主 

题。很多人消极颓丧，很多人热烈狂躁。有朋友劝他加人国 

民党，好有千庇护和依靠，他没答应。他清楚 自己是彻底的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不能革命，又不能反革命，他已经看 

清了自己原来是平平常常的大时代的小人物．人们所谓的理 

想、希望、将来都不实在．都不可靠，紧要的是抓住现在的每、 

一 手 那，过实实在在的生活。总之他是勤于思考的人，其所 

处的时代，正值国家多事之秋，他又长时间呆在北京这个政 

治漩涡的中心、并亲身经历过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件，就促使 

他不得不经常思索理想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等同题，并及时 

地发现了本来的自我，得以实现自我的定位．找到了自己的 

根。所以能做到呐喊而不浮躁，苦闷而不颓废，彷徨而不述 

茫。其次是他对于真理的执着，而养成一身正气。朱自清先 

生1948年于贫病交加中去世时，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 

中说她“～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钡美国的‘救济粮’的骨气”， 

“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种“骨气”是在长期的人 

生考验中获得的，是在长期的人格修养中形成的。朱自请在 

《论气节》中分析了“气”与“节”，指出盂子的“浩然之气”的 

气”，乃是“集义所生”，也就是得之于正义与真理，只有站在 

正义和真理的立场上，才可能生出一身正气，才可能做到大 

义凛然而无所畏惧。朱自清正是把气节作为安身立命的基 

本尺度，他同意冯雪峰关于“‘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 

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的说法，这也可以说是朱 自清 

对自身的认识。因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投身于五四运 

动的浪潮；因为正义感的支撑．他愤而揭露执政府的血腥罪 

恶，写文章向外界报道真相 因为坚持自己为人的原则，他不 

受利诱胁迫，才能于贫病交加时拒领美国救济粮。在是非不 

明风雨如晦的时代，能守住自我，保持人格的独立，靠的就是 

“气节”与 骨气”。可以说，他既秉承了传统文化所提倡的浩 

然正气，具有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为国家 

民族的命运上下求索的精神 又没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人身依 

附感 所以在太是大非面前总显露出其铮悻的铁骨。不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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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所左右，更投有被时代浪潮所淹没。这种“骨气 与“英雄 

气概”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可以说在他二十年前所写的 

(荷塘月色》中已明白显示出来。反过来说，他“宁可饿死”的 

精神，正是他长期形成的品格的必然体现。所谓闲适逍遥， 

所谓淡拨忧伤，无疑是那个时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性 

的表现，但不能推论说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必然 

地追求感伤情趣。我们并非不允许作家忙里偷闲，苦中作 

乐，但不能一概而论。 

《荷塘月色》通过情景交融，写景抒情，表现出了朱自清 

的精神特质 作者首先交待了“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隐约 

暗示时代=背景，也为“我”的月下赏荷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然 

后正笔描写荷香月色，接着顺理成章由荷到莲，叉由采莲到 

江南。他巧妙地创造出独特的意境，以境寓怀。荷香月色是 

眼前之景，是实景，而江南采莲则是联想，是心境，这样由实 

到虚，向读者传达了其隐秘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情感。 

(一)被囤目的毒象 

在描写了荷香月色之后，作者笔头一转，却描写“荷塘的 

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 并“将这一片荷塘重重围 

住 ，“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树缝里虽也漏着一 

两点路灯光，却投精打采的”，更兼有“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 

蛙声”。这样的意象的创造，应值得特别注意，它造成一种被 

围困的感觉．并且作者有意从视觉与听觉两方面加强这种印 

象。这种被围困感，在朱自清的其他作品中也同样表达过。 

(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现在终日看见一样的脸板板的天， 

灰篷蓬的地；太柳高槐，只是太柳高槐而已。于是本本然，心 

上什／厶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的家。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 

颤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 在环境的包围与压迫 

下，自我形象就显得更加矮小了。<那里走》中说得更明白： 

但像我这样一个人，现在果然有路可走么?果然有选路的 

自由与从容么?⋯⋯我有时正感着这种被迫逼、被围困的心 

情．虽没有身临其境的慌张，但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颇 

有些惘惘然。” 

也许被围困之感早已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集体恶梦。 

作为读书人，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早已断绝．虽然可以 

自由择业了，但选择极其有限，更有各种社会力量的压迫．各 

种恶势力的摧逼，所以逗留在 夹缝中间”，既不能上也不能 

下，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同样失 

去了对上与对下的言说能力(王永诺(清官原型批判)文艺知识更 

新 论 1998年第5期)。 

(荷塘月色》的意境很显然传达了这种心灵体验，因而在 

作者笔下荷与月显得清新、神采洋溢，而其四周树色是 阴阴 

的”．远山是“隐隐约约的”，路灯光也是 没精打采的”．还有 

水里的蛙声和树上的蝉声．这个包围意象是非常明显的。而 

且，荷塘的鲜明与周围的阴暗．我的宁静与蛙声蝉声的聒噪， 

形成了一种对比而非调和。 

(二)关于“江南”的富意 

作者描写了荷塘月色后，即联想到江南采莲，并引了《采 

莲赋》和《西洲曲》，表明自己惦忆江南。这很容易使人误会 

为他怀念家乡，想念家人。其实朱自清的作品经常出现的 

“江南”、“南方”、“故乡”、“自己的国土”等是指同一概念。他 

在家乡教书时所写的《毁灭》说：“我流离转徙，／我流离转 

徙 ；／脚尖儿踏呀，／却踏不上 自己的国土!”叉写道：“我宁愿 

回我的故乡，／我宁愿 回我的故乡／回去!回去!”“归来的我 

挣扎，挣扎，／拨烟尘而见自己的国土!”这首诗的’故乡 等于 

“自己的国土”。叉如作者在《我的南方》诗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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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般地飞扬} 可见这几个词并非确指作者的 

家乡(朱自清在家乡的几年教书生涯很不顺心)，而是一种隐 

喻，是指作者理想中的王国，是一片神圣的净土。实际上在 

当时恶浊丑陋的社会是找不到世外桃源的，北京投有，家乡 

也没有。不能求之于外，只能存于他的心中．只有向内心去 

寻找，这就是他“心中的江南”。作品结尾时说：“今晚若有采 

莲人，这里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是没有流水的影子．是 

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 此“江南”绝不是存在 

于现实中的某个地方。 

(三)鲜明而独特的自我形象 

传统文化有向大自然皈依的倾向，在一般写景抒情作品 

中，情与景、人与物能高度融台，从而达到形神俱化的境界。 

朱自清的游记散文《绿》可以称得上是典型之作，文中的“我” 

内醉于湖光水色，被彻底融化和征服，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而《荷塘月色》的“我”却不一样，首先，“我”决不是以游玩者 

和观赏者的面 目出现的，而是以思考者的身份出现的，这就 

是《塑我自己的像》的“寻路的人”和“用手支衬着下巴”的思 

想者形象。此文的“我 背着手踱着步”．的确是一边走一边 

看一边想。文中实际描写荷香月色的只不过两段文字，所占 

篇幅的比例极小。可以说，“我”并不是要来寻找美景，而是 

为了寻找自我。荷塘一行，无疑更应看作是“我”的一次短短 

的精神旅行 ，是一次典 型的 自我寻找和自我发现之旅。其 

次，文中不但没有写“我”忘情于美景，反而写道：“但热闹是 

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跟(毁灭》“欢笑更显然是他们的 

了”语气完全相同)。对于“江南采莲的旧俗”．虽然风流热 

闹，但“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说明外界的纷扰并 

不足 动摇“我 心．因为“我”心中自有一幅明净的图画：“采 

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 ．莲子清如水。”我们分明 

看到的是不被外物所左右，不因环境而摇动，始终保持了精 

神独立性的自我形象。 

(四)《荷墙月色》的结构形式 

作者明显地采用了对比描写的结构形式，即荷塘月色与 

周围环境的对比，《栗莲赋》里描绘的情形与《西洲曲》里表现 

的情景相对比；而眼前的实景与联想的情景叉形成一种对 

应。在这种对照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要表现的内容。 

(五)朱作主题思想的一贯性 c下转第w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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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依法行政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此 不能仅仅看到某些 

行政指导行为没有行政作用法上的具体规定这一表面现象， 

就简单地得出行政指导不舍法的结论。 

行政指导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新型文化不断 

发展的条件下具有特殊功用的行政方式，它与现代依法行政 

理念相通相容，具有必要的合法性，特别适用于给付行政和 

服务行政领域。故应按照行政民主与法袷的要求来正确认 

识和运用，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 利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和实现相对人合法权益，更好地达成正当的行政 目的。作为 

现代市场经济与行政民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重大复杂的行 

政现象之一，行政指导的作用不可否定，其问题也会不断显 

露，这些都需要系统深人地加以研究，按依法治国方略和行 

政法治原则的要求并结合我国实际来加强行政指导制度建 

设，实现行政指导的法治化，以利于在行政实务中更好地实 

施行政指导行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1]勒内-选堆德 ．当代主要法律体g-．[M]．漆竹生译 ．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 ．1994 

[2]苏力．法话亚其丰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尢学出版社，t996 

[3]俞蒙根．儒家法思想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4]且松年 ．依法行政论垌[J] 中国法学．1997，(1)：12—15 

[5]孛林 行政鲁法的理惫[J]．宁夏社喜科学．1992．(5)：37—41 

[6]千叶正士．法律多元—一从日本法律文化近向一艋理论[M]．北 

京 中国政法太学出版社，1997 

[7]蔡圉智 ．行政法词典[M]．济南：山末大学出版杜．1螂  

【上接第4o页)此文作为朱自清最重要的写景抒情(言志)散 

文，与其诗歌《毁灭》，随笔散文《那里走》等，可以相互参照， 

从中可以看出朱自清作品主题思想的一贯性。尤其是《毁 

灭》一诗，虽写于1922年，但其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却与《荷塘 

月色》高度一致。 

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彷徨着的“孤独者”形象，处在黑 

暗势力的包围当中，因而一时找不到出路，但是由于有某种 

信念的支撵，并饺有沦为时代的落伍者，既不颓废，也不发 

狂 而这／卜信念的源泉，在于他独特的思想、高洁的品格，在 

于文中形象化描绘的荷塘月色和他心中的“江南 。所谓“白 

天里一定要说的话，一定要做的事，现在都可以不理”，正是 

要摆脱俗务的纠缠，摆脱环境的压迫，在幽美的自然之境中 

求得自我人格的印证。文章开头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而到了文章结尾可以看出，“我”在对荷塘月色的观照中，在 

对江南采莲的清丽画图的冥想中已归复于宁静。 

四 

如果进一步把朱自清的精神放到那个时代的人群中考 

察，我们更能领会到其可贵之处。在《动乱时代》中，朱自清 

划分出了三种类型的人：一是颓废者 一是改造者，一是调整 

者。颓废者彷徨失望以至于幻灭，于世无补；改造者多是青 

年，他们“精力足，顾虑少”，“要创造新传统．新原则，新中国， 

新世界”；调整者大概是些中年人，“这些人不甘颓废，可也不 

能担负改造的任务，只是大时代一些小人物” 中国的将来 

在于后两类人，但他们也非十全十美， 改造者自然是时代的 

领导人，但希望他们不至于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而“调整 

者原来可以与改造者相辅为用，但希望他们不至于保守太 

过，抱残守缺” 

朱自清当然是在调整者之列，但他并投有因为是大时代 

的小人物而妄自菲薄，并投有放弃对于社会的责任，更没有 

超脱了现实。这种积极的态度使其不同于中年知识分子另 

一 种人，这种人往往是透过一层柔软的轻纱 ，过滤掉了现实 

中那些刺目惊心的鲜血淋漓的东西，看到的是朦胧的平和的 

一 面。他们在时局纷乱生灵涂炭之时，能保持悠闲的态度和 

冷静的思维。对人处事会显得忠厚公允不偏不倚，搞创作可 

以从容地坐下来研究技巧，搞学术可以追根溯源地探讨来龙 

去脉，有人甚至考古成癖。他们始终只是书斋里看窗外的世 

界，始终都不能从自己搭起的“文化山”(鲁迅语)走下来．只 

能“独善其身”，也就与现实和民众隔着一段距离。在《论气 

节》中朱自清说这一代知识分子因为“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 

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 

八只脚’。他们只能保守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地落 

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那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 

躲在象牙之塔中，不愿也不敢落下地来，但是却有少数勇敢 

者象闻一多等大胆地站到了时代的前沿，投身于改造社会推 

动时代的洪流当中，朱自清最终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信念， 

表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最坚贞不屈的品格。他们之所以 

能够站住脚跟并不断前进，其共同点是既有强烈的使命感， 

又能脚踏实地，一步一十脚印，在解剖别人的同时解剖自己， 

在观察现实的同时分析历史．从而发现了自我，认清了自己 

的身份，进一步坚定了信念。他们所体现的精神，正是民族 

的可贵精神支柱，这也是阅读《荷塘月色》应该领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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