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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当代交义岁忆怠口冤家创 甲乍万几冷各比较

耿 宝 石

摘 要 文章对比论述了杨朔
、

刘 白羽
、

秦牧的散文风格
。

总的来说
:

杨朔散文的

风格
,

诗意盎然
,

意境深邃
,

清新优美 ;刘 白羽散文的风格
,

激情澎湃
,

大气磅礴
,

雄

浑壮美
;
秦牧散文的风格

,

寓教于 乐
,

博见多识
,

理趣横生
。

关键词 散文 ; 风格 ; 意象

杨朔
、

刘白羽
、

秦牧被誉为中国当代散文三大家
,

他们的创作风格各具特色
,

给中国文坛增添了光

辉
。

将其创作风格进行比较
,

对研究与欣赏散文都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

风格是作家创作成熟的标志
,

是作家主观创作个性与其作品反映现实的客观真实性相结合的产物
。

它一方面体现为
,

作为反映主体的作家所具有的主观特性
,

即作家对现实美 (包括 自然美与社会 美 )的独

特感受
,

独特认识
,

和作家进行传导活动的独特方法
;
另一方面体现为

,

作为反 映对象的现实所具有的 客

观特征
。

我们比较中国当人散文三大家的创作风格
,

认识他们各自的独到之处
,

应该从他们的各自创作个性

和反映现实的客现真实性角度
,

对他们散文的取材范围
、

选择意象
、

艺术追求
、

美的形态
、

文章结构
、

表现

手法
、

语言特色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比
。

一
、

取材范围

面对大千世界
,

由于每个作家经厉的不同和审美意识的有别
,

都有各 自的取材范围
。

即使取 材同一

范围
,

也各有自己的独特发现
,

独特感受
,

独特思考
,

独特认识
。

杨朔散文的取材范围
,

大体为四方面
,

一是抗美援朝的战斗生活
,

如 《鸭绿江南北 》
、

《万古青春 》的取

体
;
二是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

,

如《海市 》
、

《戈壁滩上的春天 》的取材
;
三是祖国的秀丽 山河

,

展现劳 动人

民 的心 灵美
,

如 《雪浪花 》
、

《香山红叶翅的取材
; 四是亚非纪行

.

展示 异国的风光和 战斗风 云
,

如 《 蚁 山 》
、

《樱花雨 》的取材
。

刘白羽散文的取材范围
,

主要有三大类
。

一是工农业战线上的新人新事新气象
,

如 《灯火 》
、

《青春的

闪光 》的取材
;
二是壮丽景物

,

赞美祖国
,

讴歌时代精神
,

如 《长江三 日 》
、

《 日出 》的取材
;
三是亚非纪行

,

表

现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
,

如 《樱花 》
、

《血写的书 》的取材
。

秦牧主张散文应该以
“

海阔天空
”
为领域

,

他说
: “

除了国际
、

社会斗争
、

艺术理论
,

风土人情一类的散

文外
,

我们还应该有知识小品
,

谈天说地
,

个 人抒情一类的散文
。

” ((( 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 )}) 他的散文取

材范围极为广阔
,

宇宙之大
、

豆芥之微都有所涉及
;
讴歌英雄

,

鞭挞丑类
;
描绘山川景物

、

日月星辰
,

状写

花鸟鱼虫
、

珍禽异兽
;
介绍古迹名胜

、

风土人情
;
漫话史实传说

,

趣闻轶事
。

丰富多采
,

不胜枚举
。

读了他的

《 英雄交响曲》
、

《手莫伸 》
、

《说狼 》
、

《花城 》
、

《潮汐和船 》
、

《海滩拾 贝 》
、

《面包和盐 》
、

《中国 的吉 卜赛 》
、

《壮

族和我 》等篇章
,

即可领略其取材范围之 广
。

本文于 1 9 9 3 年 8 月 2 3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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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选择意象

作家创作抒情性作品
,

总要基于各 自的审要理想捕捉最适宜表达创作主旨的事物
、

景观作为立意的

意象
。

三大家所写的抒情散文
,

各自选择了与自己抒发的情感相契合的意象
。

杨朔本着
“

一花一世界
,

一沙一精神
”
的方式誉择抒情意象

。

他善于从凡人小事
,

寻常景物中提炼诗

意
,

把触角伸向生活 和人们心灵的深处
,

选择香山一片经霜的红叶
,

浩渺烟波中的海市屋楼
,

一只小蜜

蜂
,

一朵雪浪花
,

一颗宝石
,

一坡樱花
,

一盏灯
,

一幅画
,

渔民
,

花匠
,

农夫
,

侍女
,

老向导
,

养蜂人
,

少年儿

童
,

人民战士
,

写成一首首扣人心弦的诗
,

绘就一幅幅赏心悦目的画
,

用诗情画意去讴歌推动历史前进的

人们
,

反映时代精神
,

发掘生活底蕴
,

揭示人生哲理
。

刘白羽选择的意象和杨朔迥然不 同
,

他说
: “

登高峰者千岩万壑
,

罗列心胸
;
临大海者

:

风烟浩渺
,

尽

收眼底
。 ”

((( 创作我们时代的新散文 》 )他喜欢选择高山
、

大海
、

急流
、

朝阳
、

启明星以及风狂浪险中逆流勇

进的一叶扁舟等雄奇
、

伟岸
、

勇武
、

刚毅的意象
,

热心捕捉沸腾的工地
,

燃烧的战场
,

顽强的奋斗
、

勇猛的

挺进
,

一些蕴藏着血与火
,

显示着力量和 生命的场景
,

用于构成他抒情散文大型交响乐般的雄浑宏伟的

旋律
。

秦牧选择的意象又与杨朔
、

刘白羽的意象形成鲜明对比
。

秦牧认为散文应该帮助读者增进知识
,

开

阔视野
,

陶冶性情
。

这一观点统帅着他所有的抒情散文
、

叙事散文和说理散文
。

在抒情散文中
,

他选择的

意象丰富而新奇
,

几乎包罗万象
,

海滩上
,

五光十色的贝壳
:

伞贝
、

钟螺
、

冬菇贝
、

蜘蛛螺
、

花瓣贝
、

天狗螺
;

大自然雄奇的景观
:

辽阔的草原
,

浩瀚的沙漠
,

遥远的海岸
,

汹涌的潮水
;
还有古战场

,

社援坛
,

欧洲 的风

雪
,

远古的公社
,

人和狼的搏斗
,

黑人战士的豪言
,

果真是纵横十万里
,

上下五千年
。

杨朔选择清新
、

秀丽
、

和谐
、

安谧的意象
,

很适宜展示他酷爱的优美
、

阴柔之美
;
刘 白羽选择雄伟

、

勇

武
、

奔放
、

豪迈的意象
,

恰好与他崇尚的壮美
、

阳刚之美相 契合
;
而秦牧选择丰富多采

,

新奇有趣的意象
.

则最能表现 他喜好的情趣美
、

人情美
、

幽默美
。 _

泛大家所选择的意象与各 自赏 识的美的形态达到 了高度

的统一
,

使抒情散文的外延与内涵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

三
、

艺术追求

杨朔是诗人型散文家
。

他以诗为文
,

认为
“

好的散文就是一诗
”

( 《 < 海市 > 小序 》 )
,

因此
, “

常常追求

诗的意境
”

((( < 东风第一枝 > 小跋 》 )
。 《荔枝蜜 》情真意切

,

诗味醇厚
。 “

我
”

的感情波涛
,

因感受到蜜蜂身

上贮藏的催人奋发向上
,

使人动情移性的力量而狂涌奔流
。

进而
,

由物 及人
,

从品质高尚的蜜蜂联系到 心
一

灵美好的农民
,

揭示出人生的真谛
;
人应该

“

为自己也为别人
,

为后代子孙酿造生活的蜜
。 ”

《茶花赋 》以人

拟花
,

以花喻国
,

从赏花联想到生活的美
。

欢雪浪花 》把浪花冲击礁石的景象 同渔民老泰山意味深长的话

语融为一体
,

情景相生
,

熔自然美与心灵美于一炉
,

形神兼备
,

创造 出诗的意境
,

展示 了万众 一心所佣有

的伟力
。

刘白羽是位战士型散文家
。

他最善于表现时代最强音
,

其散文处处跳动着时代的脉博
,

字字闪耀着
I

时代的亮色
,

句句响彻着高亢
、

激越的音符
。

刘白羽把饱满的激情
、

浓烈的诗意和深刻的哲理三者完美地

揉合在一起
,

选取典型画面
,

捕捉富有雄伟特色的意象
,

进行深入挖掘
,

广泛 拓展
,

然后用饱蘸激情的如

椽 巨笔
,

浓墨重彩地把诗意
、

哲理抒发揭示 出来
。

双长江三日 》描绘 长江激流勇进的魂魄
,

展现革命者战风

斗浪的豪情和
“

斗争就是幸福
”
的诗意

,

抽绎出
“

战斗— 航进— 穿过黑暗走 向光明
”
的哲理

,

鲜明的体

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与时代精神
。

《灯火 》以
“

灯火
”
为意象立意

,

纵横联想
,

写在 日寇铁蹄践踏下
.

北平小巷

的灯光
;
解放战争夜行军途中

,

老 乡窗 口的灯光
;
建国后

,

农村水利发 电站的灯光
,

接着 满怀 激情地抒发

到
:

这灯光不仅指引我们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

而 且还将把整个世界照亮
,

这是共产

主义的火光
,

是真理的火光
,

是马 列主义的象征
,

文中的
“
灯火

”
即是实指

,

又是虚指
,

是景与情的融合
,

情

与理的融合
,

是诗意
、

哲理的融合
。

秦牧是位学者型的散文家
。

他崇尚知识性
、

趣味性和 思想性三者有机地结合
,

主张
“

寓共产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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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闲淡趣味之中
” 。

他的散文充满知识和健康的情趣
,

通过玩味揭示哲理和真谛
。

《未地 》写福建沿海妇女

发髻插着三支短剑似的装饰物
,

是明代妇女准备和突然来袭的楼寇搏斗的装束遗迹
;
成人死后人硷时在

脸上盖白布的风俗
,

原是明代遣民羞于见九泉之下先人
,

激励后代的一种葬仪
。

通过讲风俗
,

给人以抗敌

爱国教育
。

《庄稼和蛇 》通过对庄稼的丰歉与蛇的多少 月仁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现象的分析
,

揭示了由

多重矛盾所构成的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

进行了唯物辩证法教育
。

秦牧散支如同一部形象生动的百科全

书
,

使读者从宏观到微观丰富了知识
,

扩大了视野
,

受到了教育
。

四
、

文章结构

杨朔很讲究结构艺术
,

付诸苦心
,

刻意求工
,

每写一篇文章都是
“

再盆剪裁
,

安排布局
” ,

对文章的开

头
、

结尾
、

衔接
、

转折尤为重视
,

潜心求索
,

再三推敲
。

著名戏剧大师曹禺曹撰文高度评价《雪浪花 》
: “

整个

篇幅都充满了结构的美丽
,

有起
、

有承
、

有转
、

有合
,

写得匀称
,

写得舒坦
。 ’ ,

(曹禺
:

《雪浪花 》
,

载《文艺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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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散文往往带有故事性
,

不仅
`

神不散
” ,

而且
“

形
”

也集中
,

其结构严谨精巧跌宕多姿
。

具体表现

为
:

欲扬先抑
,

起伏有致
。

《荔枝蜜 》从
“

我
”
不喜欢蜜蜂起笔

,

以梦见 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结束
.

含蓄地表

达了对蜜蜂的挚爱
。

文章中间
,

波斓迭起写
“

我
”
感情的变化

,

文笔由抑而扬
“

我
”

对蜜蜂的夔情由不爱而

挚爱
;
把握焦点

,

结构全篇
。

《雪浪花 》全文紧扣雪浪花的魂魄
“
咬劲

” ,

以老泰山意味深长的话
“

是叫浪花

咬的
”
为焦点

,

把景与情
、

物与志
、

人与事统一在
“

咬劲
”
上

;

首尾 圆合
,

穿插伏笔
,

如 《茶 花赋 》 ;
烘托铺垫

.

卒章显志
,

如 《香 山红叶 》 ;
不直不露

,

婉转曲折
,

如 《泰 山极顶 》 ;
以虚衬实

,

以无胜有
,

如 《樱花雨 》 ;
真假映

衬
,

虚实相生
,

如 《海市 》
。

刘白羽举文的结构
,

服从干他的
` ’

激情
、

诗意
、

哲理相融合
”

的艺术追求
。

又章结构 自由灵 活
,

不拘一

格
,

以写意结构 为主
。

《青春的闪光 》采用时空交叉的写意结构
,

文章把天安门工地上青年建筑工人的
“

黑

红的脸膛
,

明亮的双眸
”

作为中心意象
,

展开纵横驰骋
、

上下翻腾的跨跃时空的联想
。

写开 国大典时天安

门的
“

男孩子那红彤彤的笑脸 女孩子那亮 晶晶的眼睛
” ,

抗美援朝前线的鸭绿 江边
,

鞍山钢铁公司的高

炉旁的
“

红彤彤的脸孔和亮 晶晶的眼睛
” , “

在遥远的途程上
,

我看 到更多更多的红彤彤的脸孔和亮 晶晶

的眼睛
。

”
这种结构造成对

“

祖国一青春闪光
’ ,

这一立意的多侧面描写
。

上文提到的 《灯光 》也是时空交

叉的写意结构
。

《长江三 日 》采用写实结构
,

以江津号江轮
“

十一月十七 日
”

从重庆朝 天门码头起锚顺 流而

下的时间顺序和地点转移为线索
,

依次描绘沿江景物
,

抒发情感
,

发表议论
, “

十月十九 日
”

船抵武汉
,

旅

行结束
,

至此
,

文章亦煞住
。

秦牧散文结构
,

多是以某种事为中心或触发点
,

用鲜明的思想红线牵动着想象的翅膀
,

在久远
、

广阔

的时空领域中纵情翱翔
,

丰富的联想
,

繁富的类比使文章产生悠长的历史感和庞大的立体感
,

具有无限

深度和强大力度
。

《土地 》以土地为中心写古今中外一系列有关土地的故事
:

春秋战国时代晋国公子重耳

亡命途中
,

老农献土
;
中国皇帝分封诸侯时

,

举行授土仪式
;
上个世纪

,

殖民主义者威逼太平洋岛屿上的

土人
,

把泥土撤向天灵盖向他们投降
;
近代破产的中国农民被迫到海外谋生

,

离开家园时
,

从井里取 出一

撮土珍藏着称之 为
“

乡井土
” ;
而今驻守海岛的人 民战士 日夜保卫着祖国的每

“

一寸土
” ,

当家 1故主的农民

辛勤耕耘
.

改造荒 山
,

把祖国大地织成一片锦绣
。

作者通过对土地的联翩浮想
,

揭露了剥 削阶级和侵略者

的贪婪
、

残忍
,

赞美了劳动人 民热爱祖国
、

保卫祖国
、

建设祖国的美好情操
。

《花城 》以南国的年宵花市为

中心展开洋洋洒洒的描述
。

写北京人逛 厂甸
,

上海人逛城陛庙
,

苏州人逛玄妙观
,

从眼前的摆在地上的鲜

花为触发点
,

联想到
“

水中的鲜花
” 、 “

海中的鲜花
”

、

艺术的鲜花
。

作者围绕花市涉古道今溯本求源
,

写得

纵横摔合
,

收放自如
,

为我们描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生活画图
,

充分地展现了我们时代的明媚春光
。

五
、

表现手法

表现手法是作家的艺术构思的内在活 动
,

化为物质存在 (写成文章 )的重要手段
,

它受艺术构思的制

约
,

为创作主 旨服务
。

对一部文艺作品而言
,

表现手法不能脱离开所表现的内容而孤立存在
,

它总是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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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 内容融为一体 ` 抒情散文往往运用托物言志
、

借景抒情等手法
,

但不同作家所托的物
、

所借的景
、

所

言的志
、

所抒的情
,

是截然不同的
。

杨朔
、

刘白羽
、

秦牧无一例外
,

都使用了托物言志
、

借景抒情手法
,
但体

现在各自的作品中
,

其养别是甚为明显的
。

所选取的景物
,

所选择的意象各有爱好
;

志与情
,

三大家也各

有侧重
,

各有特定的角度
。

这已在本文一
、

二
、

三部分论述过了
,

不再赘言
。

这里
,

侧重论及三大家运用其它表现手法的各自特色
。

杨朔散文追求诗意
,

竭力创造深邃的意境
,

他擅长把描写
、

叙述
、

抒情
、

议论熔为一炉
。

《荔 枝蜜》中
,

叙述
、

描写融入抒情
,

饱含着挚爱深情叙述蜜蜂之事
,

描写的动作情态
,

句句为
“

情语
” ,

处处见诗意
;
文中

抒情
、

议论是在叙蜜蜂之事
、

摹蜜蜂之态的基础上进行的
,

抒情多用叙述 口 吻
: 。

喝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

得生活都是甜的
” , “

这黑夜
,

我做了一个梦
,

梦见 自己变成 了一 只小蜜蜂
” ,

用 叙述方式抒发对蜜蜂的赞

美
、

向往之情
;

议论则有依据而发
,

有感触而发
: “

蜜蜂是在酿蜜
,

又是在酿造生活
;
不是为自已

,

而是为人

类酿造最甜蜜命生活
。

”

运用熔为一炉的表现手法
,

综合多套笔墨
,

极大地增强了文 章的 表现 力
,

出色地

表现了
“

蜜蜂精神
” ,

成功地塑造了蜜蜂这一艺术形象
。

刘白羽 以战士的目光看待生活
,

胸怀饱满激情
,

周身涌流着热血
,

他说
: “

如果作者不把血
、

感情流注

到 文章里
,

文章 又怎能有燃烧热情
,

有光彩呢 ? ” ((( 论特写 》 )他笔 带雄风纵情挥洒
,

激情驱使他常常难 以

自禁
;
直抒胸臆

,

大发宏论
,

文章带有较浓的政论色彩
。

《长江三 日 》中
,

作者夜航江上
,

面对翻滚 咆哮的江

涛
,

思潮随之汹涌彭湃
,

于是激情放纵奔流
,

对读者直抒胸臆
: “

你觉得你自己和大 自然是那样贴近
,

就像

整个宇宙
,

都罗列在你胸前
,

水夭
、

风雾浑然一体
.

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 自己正和江流搏斗 向前
。 ”

接着

按捺不住地向读者发出呼唤
: “

曙光就在前面
,

我们应当努力
” ,

让人 们认识到
: “

我们全部生 活不就是这

样战斗
,

航进
,

穿过黑夜走向黎明吗 ? ” 又鼓舞道
: “

想一想
,

掌握住航轮
,

透过 闪 闪的电炬
,

从惊骇浪涛中

寻 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
,

这该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啊 ! ”
然而意尤未尽

,

再引述说
,

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

极 了
: “

前进吧 卜
· ·

… 这是多 么好啊 ! 这才是生活啊 !
’ ,

《 日出 》中作者望朝阳初升
,

顿受启悟
.

于是满怀欣喜

地 写出了 自己的独特发现
、

独特认识
: “

太阳出升正 如生活 中的新事物一样
,

在 它最初萌芽 的瞬间 却不易

被 人看见
。

看到它
,

要登得高
,

望得远
,

要有一种敏感的视觉
。 ”

在这里
,

我们确实感受到 了作者流 注到文

章里的浓重感情和殷殷热血
。

秦牧散文题材广泛
,

知识性强
。

其表现手法一大特色是旁征博引
、

繁富类 比
,

娓娓而谈
、

自然成文
,

叔

事
、

抒情
、

说理如春风入怀
,

沁 人心脾
。

《潮汐和船》仿佛把读者带到潮水涨落的海滩
,

凝视着 深深的海洋
,

目送鱼船扬帆远去
,

倾听着作者讲述从古至今的航船发展演变的历史
,

从渔民挖制的世界上第一条 独木

舟
,

到今天先进的原子破冰船
,

这中间经历了多少变革
:

古代北欧人驾着原始的航船出海时
,

要随身带着

几 只鸟
,

以备驶入茫茫大洋中用它帮助辨认方向
;
七八世纪

,

波斯和阿拉伯船
,

用椰子皮制成的绳索缝船

板
,

用脂膏和粘土涂塞缝隙
,

这些演变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
“

人类的文 明积累
” ,

钦敬人类的勇敢
、

智慧

和毅力
。

《壮族和我 》如同与读者促膝聊天
, “

我
”
分析自己的血统

,

考察壮族与傣族语 言
,

证明壮族和傣族

是有过密切血缘的
,

于是认识到 自己误解过的那户壮族人家
,

还是自己遥远的亲威
,

从而加重了 自己 愧

悔的心情
,

深化了 民族团结的主题
,

通过这
“

现身说法
”
收到 了感人 至深的效果

。

秦牧散文表现手法的另二特色是在写作手法上比较灵活
,

因篇而异
,

文笔多变
,

同是说理散文
,

则说

理各有干秋
,

《面包和盐 》以欧洲人把面包和盐作为最尊贵的礼物待客的习俗为例
,

来说明
“

伟大寓 于平

凡之 中的道理
” ; 《菱角的喜剧 》是由

“
菱角的异 中求同

” ,

谈简单化
、

绝对化理解事物的偏颇
; 《吃饭与吃

人 》则 以寓言形式揭露个人主义的罪恶
。

同是抒情散文则感情色彩有别
,

《社被坛抒情 》是思接千里
、

情通

古今
; 《榕树的美髯 》则托物抒怀

,

连类设喻
。

同是叙事散文
,

则叙述不拘一格
,

《壮族和 我 》是追怀往事
,

阐

发民族团结问题 i(( 摸鱼老手 》则以作者所见所闻
,

直叙一代新人的高尚品质
、

优美情操
。

六
、

语言特色

杨朔散文是诗化的语言
,

即体现了散文语言的优美
、

清新
、

活泼
、

细腻
,

又融进了 诗歌语 言的气蓄
、

隽

永
、

精粹
,

富于音韵美的特点
。

《雪浪花 》中
,

老泰山那句
“

是叫浪 花咬的
”
中那个

“

咬
”

字
,

是何等形象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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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可感
、

传神 ! 读着这
“

咬
”
字

,

令人感受到浪击礁石的韧劲
,

循着这
“

咬
”
字

,

使人洞察到老泰山质朴的气

质和宽广的胸怀
,

联想到人民创建新江山坚韧不拔的意 志
,

深切体会到作者的创作主 旨
。 《茶花赋 》中

“

我

一脚踏进昆明
,

心都醉了
” ,

一个
“
踏

” ,

一个
“

醉
” ,

真令人叫绝
,

为之倾倒 ! 这两个动词把作者那种
“

久在异

国他 乡
”

对祖国的深切思念
,

而今回到祖国怀抱的兴奋喜悦
,

表达得淋漓尽致
、

入木三分
。 “

踏
”
是写实

,

“

醉
”
是夸张

,

一实一虚
,

合情合理
。

这两个传神的动词
,

用在文章开头
,

也为表达作品主题做了极好的渲

染和铺垫
。

杨朔散文的语言贮满诗意
。

如
“

一根细线从断崖绝壁挂下去
,

急风一吹就好像会吹断似的
。

其实不是

线
,

是一条羊肠小道
” , “
瞧那漓水

,

碧绿碧绿
,

绿得像最醇的青梅名酒
,

看一眼也叫人心醉
” , “

山头忽 然漫

起 r 好大的雾
,

又浓 又湿
,

悄悄挤进门缝来
。 ”

散文句式多变
,

参差不齐
,

避免了呆板平淡
,

给人 以欢快
、

跳跃感
。 “

满树刚开着浅黄的小花
,

并 不出

众
,

新发的绿叶
,

颜色淡红
,

比花倒中看些
” , “

它们从来不争
,

也不计较什么
,

还是继续劳动
,

继续酿蜜
,

整

日整月不辞辛苦
。 ”

句子中常常镶嵌
“

那
” 、 “

那么
” ,

使语调柔和
、

舒展
。

如
“

满野噢哩嗡嗡
,

忙得那蜜蜂忘记

早晚
” , “

一望那海天茫茫
,

空明澄碧的景色
” , “

就是那么一股香甜
” 。

刘白羽散文语言绚丽多姿
,

喜欢用色彩斑斓的词汇来显示文采的焕发
。

《长江三 日 》中描写瞿塘峡观

日出的壮丽景色
,

先写
“
乌沉沉的云雾

,

突然隐去
,

峡 顶上一道蓝天
,

浮着几小片金色浮云
,

一注 阳光像闪

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
。
”

接着写
“

远远前方
,

无数层峦叠障之上
,

迷蒙云雾之中
,

忽然出现一团红雾
” , “

绛

紫色的山峰
,

衬托着这一团雾
” , “

就像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
” ;
然后 又写江流

“

色彩 缤

纷
” , “

两面 巨岩
,

倒影如墨
” , “

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
” ;
过 了一会 儿

“

红雾更红更亮了
” ,

最后写到
“

金黄

色的朝阳
”

喷薄而出
。

这段镂金错采般的精心勾画
,

令读者心往神驰
,

获得了美好的艺术享受
。

他往往用铺排的句式创造磅礴气势
,

遣词造句
,

笔酣墨饱
,

尽情挥酒
,

以求患肆汪洋
、

淋漓尽致
。

如

《怒海 》中
, “

是多么辽阔无边的海洋阿 ! 海风在 吹拂
,

海波在荡漾
。

这大海
,

是革命的海
,

是战斗
一

的海
,

是怒

海
,

它奔腾
,

它激荡
,

它欢唱
,

它为每一新的胜利欢唱
。 ”

用铺排句式渲染 了大海的宏伟的气势和无穷的伟

力
,

赋予大海以大无畏的英雄形象
。

秦牧散文语言
,

形象丰富
、

通俗亲切
、

朴实厚重
、

风趣 活泼
。

秦牧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作家
,

可却像一个

天真的孩子
,

他向读者动情地倾诉着 自己的见闻感触和爱憎悲欢
,

娓娓道来
,

明白如话
。

具体表现为
:

通

俗幽默
,

富有情趣
。

《花城 》中引用北方民谣
,

写道
: “

糖果祭灶
,

新年来到
,

姑娘要花
,

小子要炮
,

老头子要

一顶新毡帽
”
这段风趣的话

,

不仅烘托 了浓烈的节 日气氛
,

也出色地表现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心理特征
。

《不老 》中写道
: “

在停滞的社会里
,

许多人精神的衰老时时跑在肉体衰老的前头
” , “

不少人 其实不过三 四

十岁
,

就扎着个
`

长者
’

的架步
,

不敢越矩
,

老态可掬 了
” , “

鬓角嘴巴上才钻出几条白发黄须
,

就四处号叫
`

老了
,

老了
。 ’

像 自己给 自己念 咒语似的
,

果然不过几年
,

就老得不成样子了
。

还有一些人
,

三十出头就担

忧着寿板问题
,

忙着到祖坟上去种树备用了
。

更有一些简直可以叹为观止的
`

小老头
’ ,

才十一二岁就老

成持重到像个戏台上的院公
、

员外
,

年纪轻轻就忙着留须 了
。 ”
作者描绘 了一些精神萎靡者的老态

,

批判

了这批
“

老者
”

的灵魂空虚
,

未老先衰
。

综上分析
、

比较
,

可以清楚地看出杨朔
、

刘白羽 秦牧的散文风格确是各其特色
,

独树一帜
。

杨朔散文的风格
,

诗意盎然
,

意境深邃
,

清新优美
;
刘 白羽散文的风格

,

激情澎湃
,

大气磅礴
,

雄浑壮

美
;
秦牧散文的风格

,

寓教于乐
,

博见多识
,

理趣横生
。

〔责任编辑 邵京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