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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袁宏道的审美观及其游记艺术美

李 健 章

6 1世纪
,

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

这时
,

由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

社会各

种矛盾交互上升
,

新和旧 的冲突不断激化
。

特别是由于启蒙运动思潮的兴起
,

重新确认人的

价值观
,

从而否定过去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封建传统观念
,

要求个性解放
,

精神自由
。

袁宏

道就是在这样特定历史条件下
,

接受李费的
“

异端
”

学说
,

而形成自己思想体系和审美观的
。

袁宏道的审美观
,

在他写的大量游记中
,

表现最明显
,

最突出
。

他最爱登山临水
,

嗜泉

石成癖
。

曾说
: “

野性癖石
”

((( 由舍身岩至文殊狮子岩记 》 )
,

而尤爱泉
, “

当其与泉相 值
,

吾

嗜好忽尽
,

人间妖韶
,

不能易吾一盼也
”

((( 游苏门山百泉记》 )
。

袁宏道这 种 癖好
,

是和决定

他生活道路的家庭环境
、

社会背景分不开的
。

他幼年丧母
,

兄弟三人都受庶母虐待①
,

而其

父又是个科举仕宦迷
,

不断逼迫儿子去做官②
。

可是
,

当时朝政已极腐败
,

社会动荡
,

国家

多难
,

袁宏道对摇摇欲坠的明王朝前途绝望③ , 加以官场丑恶和宦海风波
,

更使他难于忍受
,

这在他的诗文中反映十分强烈④
。

更为突出的
,

是他青年时亲承李蛰启迪
,

深受当时启蒙思

潮影响
,

认为
: “

大丈夫当独往独来
,

自舒其逸耳
,

岂可逐世啼笑
,

听人穿鼻络首 ! ” ⑤因而迫

切希望摆脱封建束缚
, “

割断藕丝
,

作世间大 自在人
”

((( 龚惟长先生劝
。

然而
,

正 象 他在《偶

成 》诗中所感叹的
: “

弥天都是网
,

何处有闲身 !
”

冷酷无情的家庭关系
,

污浊黑暗的腐朽政治
,

萎靡不振的社会风气
,

炎凉势利的世俗人情
,

几乎现实生活 中所有的客观条件
,

都与他那向

往自由的美好理想和
“

永作逍遥
、

缠外人
”

((( 聂化南功 的生平宿愿格格不入
,

形成精神上 巨大

压力和无可转圆的尖锐矛盾
。

由于苦闷
、

仿徨和走投无路
,

促使他转而寻求山水的自然美
,

企图从中得到美的满足和心灵愉悦
,

聊作暂时的解脱
。

袁宏道认真写游记
,

描述山水之美
,

是从 28 岁初任吴县知县时开始的
。

他到任数月
,

即

遇特大水灾
,

因外出勘察灾情
,

得纵观吴中湖山之胜
。

由于忙 中乍闲和初开眼界
,

所 以触 目

成趣
,

觉得美不胜收
: “

一峦一壑
,

可列名山
,

败址残石
,

堪入图画
。 ”

((( 西洞庭 })) 他在《伯修》

尺犊中说
: “

弟在此无可乐者
,

独近 日勘灾而出
,

放舟五湖
,

信宿缥渺峰顶
,

遍观七十二峰之

胜
,

差觉得意
。 ”

这次因美的感受而 自鸣得意
,

不但增强他对山水的浓厚兴趣
,

而且通过观赏

体验和写游记的艺术再现
,

也提高对自然美的认识
,

在他的审美观中补充了许多积极因素
。

对山水之兴趣愈高
,

认识愈深
,

就愈觉官场卑鄙鲤姐可厌
,

清音与尘俗的矛盾便愈加尖

锐
。

支撑年余
,

袁宏道即借 口患病体弱
,

坚决辞去县官
。

他在《聂化南 》尺犊中说
: “

败却铁网
,

打

破铜枷
,

走出刀山剑树
,

跳入清凉佛士
,

快活不可言
,

不可言 ! 投冠数 日
,

愈觉无官之妙
。 ”

然而
,

刚离官场
,

家庭矛盾又突出起来
。

父亲怒其辞官
,

他不敢返楚
, “

乃为人贷得百金
,

为妻 子



居诸费
,

而走吴越
,

访故人陶周望诸公
,

同览西湖
、

天 目之胜
,

观五泄瀑布
,

登黄山
、

齐云
。

恋恋烟岚
,

如饥渴之于饮食
。

时心闲意逸
,

人境皆绝
” ⑥

。

这次将近半年的专程旅游
: “

足之

所踏
,

几千余里 , 目之所见
,

几百余山
。 ”

(({ 赵无锡》 ) 通过较长时间的观察
、

比较
,

他审美的

方法和经验
,

都有很大进步
,

比以前更加成熟了
。

由于江南山水固有的特点
,

他非常欣赏其

秀丽明净之美
,

认为
: “

东南山川
,

秀媚不可言
,

如少女
、

时花
,

婉弱可爱
。

楚中非无名 山大

Jll
,

然终是大汉
、

将军
、

盐商妇耳
。 ”

((( 吴敦之 》 ) 这次远游
,

是他一生中思想最活跃
、

积累感

性材料最多最富有创造力的重要阶段
。

他在《丁酉除夕言怀作》诗中写道
:

了得意人间事
,

经年’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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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旅人
,

愁因山水减
,

荡免父兄慎
。 ”

寥寥数句
,

概括了这一年脱去羁绊
、

放浪丘壑怡心 山水

的自由之乐
,

同时也暗示了进退维谷无地埋忧的不 自由之苦
。

以上情况表明
:

袁宏道的山水癖
,

实际是新的社会意识投射到信息环境方面在作家心理

上所引起的特殊反应
,

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

可以看作万历年间社会历史的折光
,

而不应仅

仅理解为个人的一种癖好
。

由于启蒙思潮对袁宏道的影响
,

所以不主故常
、

爱奇尚异穷新极变的意识
,

在他的审美观

中也居于主导地位
。

他认为自然界的青山绿水是宇宙间永不磨灭的最美事物
, “

天地如文人
,

精华不可刊
,

而其秀杰气
,

常在水与山
。 ”

((( 经华山》 ) 这和《文心雕龙
·

原道》说的
“

山川焕绮
,

以铺理地之形
, ……泉石激韵

,

和若球惶
” ,

所见略同
,

都是把自然美和艺术美相互比拟
,

确

认美 的客观性和永恒意义
。

所不同的
,

刘腮的论列
,

只是借以烘衬
“

性灵所钟
”

的
“

人文
”

之美
,

而

袁宏道所评断的
“

精华不可刊
” ,

则是由于对山水秀杰之气的深刻体察
。

在这样认识基础上
,

袁宏道进一步提出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信息感应问题
。

他认为
,

客观的永恒的山水之

美
,

不是人人都能领会
,

必须与主体的美好性灵和生活中亲身感受密切交融
,

主客体的情趣

相凑泪
,

方能充分获得美感的愉快
。 “

唯于胸中之浩浩
,

与其至气之突兀
,

足与 山水敌
,

故

相遇则深相得
。 ”

((( 题陈山人山水卷功 他在《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中
,

还和游伴谈到游览实

践的条件以及此时此境的心理状态对美感的影响
: “

今与客从开先来
,

敬削十余里
,

上烁下蒸
,

病势已作
; 一旦见瀑

,

形开神彻
,

目增而明
,

天增而朗
;
浊虑之纵横

,

凡吾与子数年淘汰而

不肯净者
,

一旦皆逃匿去
。

是 岂文字所得诊也 ! ”

在审美实践过程中
,

袁宏道特别重视主体个

性的作用
,

强调审美者
“

胸中之浩浩与其至气之突兀
,

足与 山水敌
” ,

以达到信息交流
。

这实

际也是对客体提出的更高要求
,

排去那些不能引起美感的平庸景色
,

为山水大致标出了美的

界限
。

对于审美的对象
,

袁宏道非常注意它的最富有表现力最能显示其个性的美的特征
,

欣赏

其导致美感的奇特性和新颖性
,

而尤爱千姿百态引人入胜的美的境界
。

对于山
,

他重
“

骨
” ,

爱
“

奇
” ,

认为能够表现 山的特征而显出奇异之趣的
,

全在于以石为主的
“

骨
” ,

而
“

骨
”

之
“

奇
” ,

则又在于具有鲜明艳丽的色泽和生动峻峭的形态
。

他说
: “

野性癖石
。

每登山
,

则首问嘎岩几

处
,

骨几倍
,

肤色何状
。 ”

((( 由舍身岩至文殊狮子岩记 ))) 因为他把这些条件作为审美标准
,

所

以对
“

弯窿
”

的
“

山虽高峻
,

然石近于质
,

貌近于顽
”

(《弯窿 )))
,

表示失望
,

而称赞华山
“

其奇
,

可直一死也
”

(《华山后记》 )
。

为什么华山的
“

奇
”

美值得为之一死? 他解释说
: “

凡山之名者
,

必

以骨
,

率不能倍肤
,

得三之一
,

奇乃著
。

表里纯骨者
,

唯华为然
。

骨有态
,

有色
。

黯而浊
,

病在色也
; 块而狞

,

病在态也
。

华之骨如割
,

云如堵
,

碎玉天
,

水烟雪
,

杂然缀壁矣
。 ”

(《华

山记》 )

袁宏道曾将山与水相比较
,

认为水性因物赋形
,

变态万千
,

最灵活
,

最美
; “

天下之物
,

莫文于水
。 ”

(《文漪堂记 ))) 他说
: “

今夫山
,

高低秀冶
,

非不文也
,

而高者不能为卑
,

顽者不能



为媚
,

是为死物
。

水则不然
。 ”

(同上 ) 对于水
,

他重
“

清
” ,

爱
“

活
” ,

对水的透明性和动态美
,

最感兴趣
。

他有很多关于水景之美的形象描绘
,

如
: “

新安江清彻见底
,

峰峦翠叠
,

隐隐见水

中
,

时有突出波面者
,

嵌空如湖石
。

江行之一快
一

也
” ; ((( 新安江行记》 )

“

百泉盖水之尤物也
。

吾

照其幽绿
,

目夺焉
; 日晃晃而烁也

,

雨霏霏而细也
,

草摇摇而碧也
,

吾神酣焉
` ”

((( 游苏门山

百泉记 》 ) 他把
“

活
” ,

看作最能体现水性的美的特征
,

所 以说
: “

但论活不 活
,

安 问 浅 深水
。 ”

((( 白鹿泉》 ) 活的水
, “

细则为罗毅
,

旋则为虎眼
,

注则为天绅
,

立则为岳玉
,
矫而为龙

,

喷而

为雾
,

吸而为风
,

怒而为霆
; 疾徐舒夔

,

奔跃万状
” 。

(《文漪堂记》 ) 活水
,

不但能充分展现自

身的
“

至奇至变
”

(同上 ) 之美
,

而且还能给定型的类于
“

死物
”

的山带来勃勃生气和强大活力
。

袁宏道从水和山的关系上
,

发现它们相得益彰的美妙之趣
。

他在描绘这种景色时
,

往往

因受美的感动
,

而文思腾涌
,

特放异彩
。

如写太湖西洞庭山
: “

山色七十二
,

湖光三万六
,

层

峦叠障
,

出没翠涛
,

弥天放 白
,

拔地插青
,

此山水相得之胜也
。 ”

(《西洞庭 》 ) 他认为
,

江南山

水所以特别美
,

就因为饶有这种相得之趣
。 “

江南山信美
,

隔水看堆蓝
。 ”

(《过三桥庄… … 》 )与

此相反
,

他指出
: “

山高水乏
,

石峻毛枯
,

见此皆山之病
。 ”

(《 天目一 》 ) 他这种山水相得的见解
,

实际是把
“

知者乐水
,

仁者乐 山 ; 知者动
,

仁者静
”

⑦ 传统的伦理观念
,

转变为统一的观赏山

水的美学准则
,

成为他审美理论中最具有积极意义的创见之一
; 而当这类审美实感刻画为形

象语言时
,

又成为他游记中最能体现艺术之美的精采部分
。

袁宏道文集中
,

现存游记 80 多篇
。

从 28 岁在吴县正式写游记
,

至 42 岁游华
、

高和苏门

百泉
、

前后 15 年
,

贯穿他的主要生活经历和文学活动的各个阶段
。

这些游记
,

是他散文中的

精华部分
,

反映了他的文艺观点和审美理想
,

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和美学意义
。

(一 )
“

看云 诸态冷
,

吊古 百愁生
”

“

看云 诸态冷
,

吊古百愁生
”

(《舟中》 )
,

是袁宏道初次作官赴吴县途 中所写的诗 句
,

反 映

了他对现实失望的情绪
。

他爱泉石
,

有时是取山水之美作为社会丑恶现象的对 立 面 而 予以

赞赏和描绘的
。

因此
,

触景感怀
,

随意发挥
,

就成为他的游记最明显的特 点 之一
。

如《游苏

门山百泉记 》
,

拈出
“

溺
”

字作全篇主线
,

借古代隐居苏门山的高人孙登之溺于山 水 与
“

今之溺

富贵者
”

构成对比的形象
,

以美衬丑
,

达到揭露 阴暗鞭挞现实的创作 目的
。

其中 有这样一段

对比的议 论
:

或 日
: “

投之水不怒
,

出而更笑
,

毋乃非情
。 ”
日

: “

有大溺者
,

必有大 忍
。

今之溺富 贵 者
,

泪没尘沙
,

受

人间摧折
,

有甚于水者也 ; 抑 之而更拜
,

唾之而 更澳
,

其 逆情反性
,

有甚于笑者 也
。

故 日忍者所以全其

溺 也
。 ”

这就象鲁迅称赞萧伯纳那样
: “

他使他们登场
,

撕掉 了假面具
、

阔衣装
,

终于拉住耳朵
,

指给

大家道
, `

看哪
,

这是蛆虫
’

! ”

⑧ 多么痛快啊 !

由于这类议论是因地因事有触即发
,

所以 内容多种多样
,

形 式 也变化不一
。

如
: 《钓台

记 》论严光
“

知不可用而不用
” ,

《孤山》因林通
“

妻梅子鹤
”

而论家室之累
, 《灵岩》论

“

亡国之罪
,

岂独在色
” ,

《兰亭记 》论
“

死生之际
”

和昭明《 文选》
,

以及《惠山后记》和《龙井》之论 饮 茶
, 《南

屏 》和 《云栖》之论高僧
, 《崔粤》之驳风水迷信

,

《齐云 》之斥刻石题字破坏风景
,

均自出心裁
,

悠肆而新颖
,

辞意俱美
。

这些议论
,

一般都从游览活动和亲身感受中引出
,

结合很 自然
。

如《高游第一》 ,

因少室

山之地势特殊
,

从不同角度证实它宜远观而不宜近视
,

便以山比人
,

引出
“

士患不特达
”

一段



议论
,

批判世俗论人重古轻今贵远贱近的陋习
,

为豪杰为众凡才所蔽而不得显于当时深感不

平
。

为着便于发挥议论
,

袁宏道还采用古人作赋的虚构人物对话形式
,

把写游记变为纯粹创

作活动
。

例如《游骊山记》 ,

先写
“

雪领而杖者
”

向他介绍骊山的烽火台
、

莲花汤
、

始皇家古迹
。

他因有感于这些王朝的衰亡
,

便用楚声唱了
“

吁暖乎兹山
,

祟三世兮
”

的吊古之歌
。

结果招来

骊山之神托梦辩冤
。

最后总结为
: “

天子之贵不能与匹夫争荣
,

而词人墨客之只词有时为山川之

九锡
”

这样异常的历史规律
,

表现对人的价值观的确认和对艺术美的热烈赞颂
。

这篇游记
,

无

论从结构美或语言美来看
,

都堪称上乘之作
。

(二 )
“

破 网取珊瑚
,

刊命竟奇傀
”

袁宏道特别敏于山水之美的信息感应
,

至于拚命追求
,

不顾一 切
。

他不但敢于身临危境
,

而且 以冒险为乐
: “

行庄途数十步
,

则倦而休
,

遇喊嗽转快
; 至遇悬石飞壁

,

下整无地
,

毛发

皆跃
; 或至刺肤踱足

,

而神愈王
。 ”

((( 由舍身岩至文殊狮子岩记》 )这种乐于冒险的志趣
,

他在

《游天门开》诗中
,

作过非常生动的自我描绘
: “

是时七月初
,

寒肌如粟子
。

引指人人危
,

回家

面面鬼
。

归来问童仆
,

毙须 白余几 ? 破网取珊瑚
,

判命竞奇傀 !
”

他认为
,

山水之异美多在险

僻奥秘处
,

这正如要采得美丽珊瑚
,

就应不惜钩破铁网
。

所 以他在经历天门开险境果然获得

满意的美感之后说
: “

世上无判命人
,

恶得有此奇观也 !
”

((( 游盘山记 )))

癖好奇险的审美理想和乐于
“

判命
”

的冒险精神
,

鼓舞袁宏道深入 山巅水涯探索红尘外的

奇观异景
,

领略那些使人目眩神移的自然美
。

因此
, 一

善于从险僻处发现人所罕道的山水雄伟

之美
,
以及善于用准确生动的笔触描绘这些惊心动魄的景色和美的感受

,

就成为他游记的另

一艺术特点
。

他游庐山
,

由于敢于 冒险
,

就发现狮子岩的
“

绝景
” ,

录下一段异常壮伟的美的

感觉
:

铁船峰当其面
,

紫钾凌厉
,

兀然如悍士 之相扑而见其骨
;
及斗困力敌不相下

,

则皆危身却立
,

摩牙

裂髯而望
。

大约
,

三岩皆以纯骨及面峰峭削胜
。

而狮 子岩最下
,

下不极
,

则石之怒不尽
。

铁船之高
,

不

能凌舍身岩而上
,

而狮子仰视其颠
,

岩与奇适 相值
,

溪涧近
,

则鸣悲激而石始活
。

狮子岩皆 据其胜
,

是为天池之绝景
。

( 《 由舍身岩至文殊狮子岩记 》 )

袁宏道由于深入到有利位置
,

取得最佳角度
,

仰视对面铁船峰奇伟峻峭的凌厉形态
,

似与自

己背负的舍身岩对阵相搏斗
,

因就不同的观察点分析产生这种特异美感的原因
。

这就把审美

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
,

不但为读者状其崇高之形
,

而且使人理解其禁鹜之性
,

从

而分享到作者当时亲身感受的美的愉悦
。

“

山水相得
” ,

是袁宏道审美的重要准则
。

他爱瀑布
,

长于描述瀑布之美
,

凡游记中写瀑

布之处
,

均形象生动
,

文采可观
。

《五泄二》 中
,

就有这样描写瀑布雄伟气派 的一段 壮 美 之

文
:

石壁青削
,

似绿芙菜
,

高百余仍
,

周 回若城 , 石色如水洗净
,

插地而生
,

不容寸土
。

飞曝从岩颠挂

下
,

雷奔海立
,

声闻数里
,

大若十围之玉
。

宇宙间一大奇观也
。

这就从视觉
、

听觉
、

动觉中
,

把许多休心动 目的奇异感觉组合起来
,

在高远广阔的空间内
,

盗立一个色彩鲜明气势磅礴富有实体感的美的形象
。

为着增强美的感动力
,

袁宏道采取一些

特殊的艺术手法
。

如刻画
“

石壁青削
”

之高和石色之美
,

衬出瀑布悬挂之高和水色之美的映衬

法 ; 以
“

绿芙菜
” 、 “

十围之玉
”

等令人神往的形质
、

色泽
,

比拟石壁和瀑布之美的比喻法
, 以

“

插地而生
” 、 “

雷奔海立
”

等对感官的强烈刺激
,

渲染瀑布雄伟气势的夸张法
。

而所有这些光

束
,

又都集中到所谓
“

宇宙间一大奇观
”

的最美的形象上
。



袁宏道非常注意 由于客体的具体条件不同而呈现各有其美的差异性
。

就瀑布而言
,

由于

地势和山石情状各不相同
,

所以瀑布也千姿百态
,

显现水形的多变性和美的丰富性
。

袁宏道

在 《高游第二》中
,

曾将卢岩瀑布与五泄
、

黄岩寺两处瀑布相比较
,

觉得它们都很美
,

但其形

态以及给人的感受并不一样
。 ”

见于五泄者
,

如奔雷
,

其观伟 , 见于黄岩者
,

如 立 玉
,

其观

逸
;
若夫苍寒霏微

,

帘披峭曳
,

此为最幽矣
。 ”

他对卢岩瀑布呈现这种最幽之美的客观条件
,

进行了仔细观察和描绘
:

其山石
“

削壁千初
” ,

雄伟奇特
,

但因中间陷入
,

如
“

割大瓮之半
” ,

所 以爆布离壁
, “

忽然 坠 空
,

千丝直下
,

激石为屑
,

散布一涧
” ,

又值
“

时方下春
,

日与烟相

薄
,

而瀑溅之
,

风复生态其间
,

正视不一色
。 ”

这就不但具有山水相得之趣
,

而且由于水力的

表现与山相反
,

使刚美和柔美得到和谐统一
,

所 以气韵轻盈潇洒
,

产生
“

最幽
”

的感觉
。

这种

美感的特点
,

如微风吹絮
,

薄雾笼花
,

幽静
,

细腻
,

委婉
,

柔和
。

这种艺术美所产生的感人

效果
,

也同样是
:

赏心
,

悦 目
,

快意
,

娱情
。

(三 )
“

虽 云 旧 山水
,

终是活丹 青
”

注意美的诸因素共性及其内在联系
,

善于综 合和从总体上进行观察
,

是袁宏道审美的主

要方法
。

他不但认为山与水不能分离
,

而且认为山水的自然美和创作的艺术美也完全相通
。

他观赏山水常联想到画
,

以画的意境验证山水之美
。

例如
:

他赞美西湖
“

虽云旧 山 水
,

终是

活丹青
”

(《饮湖心亭…… 》 ) ;
观天 目立玉峰

,

即联想
“

米南宫所谓 秀 瘦 皱 透
,

大 约 其体
”

((( 天目二》 )
。

因此
,

取法于画
,

运用丹青之笔
,

描绘自然界秀丽之美
,

又成为他游记的最引

人注 目的艺术特点
。

袁宏道善于将远近分散的山水景色组成幽美的画境
,

极力描述优游其中的美感享受
,

从

而取得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

如《西洞庭》 : “

余居山凡两 日
,

篮舆行绿树中
,

碧萝垂握
,

苍枝

掩径
,

坐则青山列屏
,

立则湖水献玉
。

一峦一壑
,

可列名山
,
败址残石

,

堪入图画
。 ”

这里
,

不但描写了风景如画的境界之美
,

同时也表述了作者心满意足的愉快之感
。

它是一幅气韵生

动的山水画
,

也是一首感物吟志优美的抒情诗
。

这种置自身于美丽画境之中的描写方法
,

往往由于外界景物之美触动作者的心扉情窦
,

交融激荡
,

而使美感的反应显得格外强烈
。

袁宏道在苏州写的《天池》中就有这样一段
:

行数里始至山足
,

道旁青松
,

若老龙鳞
,

长林参天
,

苍岩蔽 日
,

幽异不可名状
。

才至山腰
,

屏山献

青
,

画峦滴翠
,

两年尘土面 目为之洗尽
。

低回片暑
,

宛尔秦余
,

马首红尘
,

恍若隔世事矣
。

这是袁宏道任吴县知县第二年的二月所作
。

当时
,

他对作官 己万分厌苦
,

所 以一旦遇此幽美

之境
,

身心得到短暂净化
,

便有脱离苦海进入桃源仙境的美妙感觉
。 “

低回片暑
,

宛尔秦余
” ,

正是这种特殊美感的联觉的形象描绘
。

柳宗元《永州八记 》 ,

曾将热情的主观感觉移予无情的鸟兽潭鱼
。

袁宏道继承了这一艺术

手法
,

使景物具有积极能动的人情味
,

与游者共同活动于画境之中
,

把美的信息交流完全形

象化
。

如云
: “

西山之在几席者
,

朝夕设色以娱游人
” ; ((( 游高梁桥记 )))

“

山容殊闲雅
,

无刻露

态 ; 水至此亦敛怒
,

波澄黛蓄
,

递相亲媚
,

似与游人娱
” 、 ((( 由水溪至水心崖记》 )

“

青崖红树
,

夕阳佳月
,

各毕其能
,

以娱游客
” 。

((( 华山别记》 ) 这种表现方法
,

密切了审美主体与客 体 的

关系
,

无心转为有意
,

传神作态
,

吐款输诚
,

最能显示 山水的气韵情趣之美
。

从美的整体性来说
,

要将山水写
“

活
” ,

除刻画其本身特征外
,

还必须把附属于山水的人

和物都描绘得形象生动
,

富有情趣
。

袁宏道很注意这种艺术要求
,

在《云峰寺至天池寺记》中

就曾认真描摹庐山云雾形态之美
: “

云缕缕出石下
,

缭松而过
,

若茶烟之在枝
,
已乃为人物鸟

兽状
,

忽然匝地
、

大地 皆澎湃
。 ”

他甚至把山中和尚道士的神情也形容得惟妙惟肖
。

由于这些



描写
,

构成多层次美的集体
,

使游记的气韵格外生动
。

自然界景物
,

色彩最丰富
。

善于随类赋彩
,

是艺术家表现 自然美的重要手段
。

袁宏道游

记 中有很多色彩绚丽的写景片段
。

如在庐山远望所见
: “

下雏诸峦
,

晴霞如彩
,

光射澄湖
,

冶

波鳞鳞
” ; (《入东林寺记 )))

“

蟠湖清澈如片照
,

细见帆影 ; 湖中诸峦
,

或如蚀翠
,

或如砂斑之凸

起
。 ”

(《 由天池逾含蟠岭至三峡涧记》 ) 这类色泽秋艳景物鲜妍的画境
,

有时被他描绘得异常幽

美
,

如《天池 》所记
:

逾 岭而西
,

平畴广野与青峦紫逻相映发
。

时方春仲
,

晚梅未尽谢
,

花片沽衣
,

香雾丰霏
,

弥漫十余

里
,

一 望皓 白
,

若残雪在枝
。

奇石艳卉
,

!、习 一点缀
;
青草翠 怕

,

参 旅而出
。

这种境界所引起的美感
,

是柔和的
,

艳丽的
,

令 人留恋
,

无怪他做梦还觉
“

余芬犹在枕席间
” 。

名家作画
,

能令景物虽少而意常多
。

袁宏道也常选些普通景物进行白描
,

寄至味于淡泊
,

言

简而意足
。

如写西湖六桥望中之景
,

取
“

杨柳一络
,

牵风引浪
,

萧疏可爱
` , ; (《莲花洞》 ) 赞灵隐寺

的曲径通幽
,

则云
’ .

古木婆要
,

草香泉渍
,

涂涂之声
,

四分五路
,

达于 L臼厨
” ; (《灵隐加 表现北京城

外 二月春容
,

则举
“

柳条将舒未舒
,

柔梢披风
,

麦田浅鼠寸许
” 。

(《满井游记 ))) 这些简单描写
,

其

原型实境并无奇异之处
,

但经作者剪取
,

信手点染
,

便显出淡雅疏宕的自然之美
,

饶有画意
。

为着形象地表述审美过程中关的感受
,

袁宏道还大 鼠采用比喻的方法
。

如形容初见西湖

之美喜得神魂颠倒的情态
: “

山色如娥
,

花光如颊
,

温风如酒
,

波纹如线
。

才一举头
,

已不觉

目酣神醉
,

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
:

大约如东阿
二
E梦 中初遇洛神时 也

” ; 〔《西湖 一 》 ) 如描写初

次春游见 山水明媚之美的新鲜感觉
: ` ’

于时冰皮始解
,

波色乍明
,

鳞浪层层
,

清彻见底
,

晶晶

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
; 山峦为晴雪所洗

,

娟然如拭
,

鲜妍明媚
,

如倩女之醚面

而髻矍之始掠也
。 ` ,

(《满井游记》 ) 他用的比喻
,

多半是表现感觉的
。

如《华 山记》形容华山之奇

险
,

《湘湖》模拟珑菜之色香味
,

都用很多比喻
,

因为是 以亲身感觉为基础
,

所 以明白确切
,

收到较好艺术效果
。

袁宏道还常用夸张的方法
,

以突出客体自然形态对主体感官的刺激
,

增强美的现实感
,

提高心理反应的效用
。

如
: “

湖光献碧
,

须眉形影如落镜中
” ,

(《莲花洞》 ) 所表现的平静 柔 美

之感 ; “

嘎岩怪石
,

摩牙怒爪
,

森森欲攫 人
” ,

((( 程粤》 ) 所表现 的险峻壮美之感
; “

歌吹为风
,

粉汗为雨
,

罗纵之盛多于堤畔之草
” .

(《西湖
一

二 》 ) 所表现的罗绮香畜子艳美之感 ; “

荒草绵茫如

烟
.

蛙吹如哭
” ,

(《鉴湖》 ) 所表现的荒冻凄枪之感
。

不叩几看出
,

袁宏道是将夸张和 比喻
、

感觉

和描写统一运用以提高表现力的
,

所以 自然美的形象很鲜明
、

突出
,

艺术美的感染力
一

也异常

强烈
,

给 人印象特别深刻
。

袁宏道中期和后期的游记
,

更讲求篇章层次多样化的结构美
。

为避免布局呆板
,

在描写

景物过于密集时
,

便穿插一点淡化的记叙
,

类似作画的以淡破浓
。

如《由水溪至水心崖记 》
,

于紧张节奏中加了小段与牧泵老僧的闲话
。

为展现多层次美的画面
,

便采用画廊式的分层递

进法
。

如
: 《篙游第二 》 自

“

得涧
” 、 “

得山足
” 、 “

得 寺
” ,

至
“

寺 尽 而 岩
” ,

分四 层 渐 进 ;

《篙游第五 》 自
“

晓起
”

至见
“

石棕
” ,

曲折变化竟有八层之多
。

这种结构
,

能引人渐入佳境
,

充

分获得美感享受
,

既确切反映现实生活
,

又富有吸引读者的魅力
。

初步分析袁宏道的审美观以及反映在他游记写作中的一些具体表现之后
,

觉得其中涉及

的方面很多
,

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



首先
,

在反映 16 世纪我国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历史阶段 的时代精神方面
,

作为杰出文论家

和优秀作家的袁宏道
,

是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
。

时代烙印
,

在他的审美观和游记中显现十

分明晰
。

这里
,

可举万历二十九年六月上旬他游庐山写的《佛手岩至竹林寺记 》作为证验
。

这篇游记所描写的矛盾
,

正是资本主义新芽压在封建大山下欲出不得的现实的反映
。

列

宁评论托尔斯泰时说
: “

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
” , “

反 映 了

强烈的仇恨
,

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
,

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
、

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
。 ”

⑨袁宏道不了解当时社会的深刻变化
,

也象托尔斯泰对俄

国革命的
“

绝对不能了解
” ,

但他的思想和作品却反映了这个时期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特征
,

表现了那时先进人物向往美好生活和幻想的不成熟
。

从这方面深入研究
,

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

其次
,

袁宏道对 自然美的认识和审美理想
,

是他文 艺思想中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
,

表明

理论 向纵深延伸的重大发展
。

第一
,

他认为美是客观存在
,

大 自然本来就美不胜收
,

所以主

张
` ’

善画者
,

师物不师人 , …… 善为诗者
,

师森罗万象
,

不师先辈
”

((( 叙竹林集》 )
,

并成为他

反对拟古的理论根据
。

第二
,

他认为山之美在于石骨奇峭
,

这和他文论中重视作 家作 品 之
“

骨
”

是一致的
。

因为文学之美亦须有
“

骨
” ,

所以他特别称赞
“

才识卓绝
,

其为文
,

骨胜其肌
”

((( 送江陵薛侯入觑序 ))) 的作者和
“

劲质而多忍
,

峭急而多露
”

(《叙小修诗 》 ) 的
“

楚风
” 。

第三
,

他认为水之美在于不含杂质的
“

清
”

和富于变化的
` ·

活
” 。 “

清
”

和
“

活
” ,

表现水的纯真美和因势

而变的动态美
。

这和他强调诗文
“

无一字不真
”

((( 江进之》 ) 和
“

穷工极变
”

((( 黄平倩》 ) 的创作主

张也是一致的
。

而
“

真
”

和
“

变
”

又是他建立 自己文论体系的主要奠基石
。

第四
,

他还经常从感

觉上使 自然美和艺术美交相渗透
,

互为印证
。

如说
:

桃源
“

诸山之秀雅
,

非穿石
、

水心 之 奇

峭
,

亦无以发其丽
,

如文中之有波澜
,

诗中之有警策也
” ; ((( 由水溪至水心崖记》 )

“

凡水之一

貌 一 情
,

吾直以文遇之
。 ”

((( 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 》 ) 这就使审美感觉和创作构思 汇 合 为 一

了
。

再次
,

袁宏道的审美意识
,

与众不同
。

他不但最爱登山临水
,

对自然美有浓厚兴趣
,

而

且善于观察
,

比较
,

能从审美感受中作理性 的分析
、

研究
,

对山水进行评议
,

提出新的见解
。

如谓
:

西湖宜就低处看
,

少室宜从远处看
,

会稽诸山只能在 山阴道上欣赏
,

铁船峰之奇须至

狮子岩仰视方见 ; “

夏瀑如怒
,

冬瀑如喜
” ,

((( 篙游第二 )))
“

西湖最盛
,

为春
,

为 月 ; 一日 之

盛
,

为朝烟
,

为夕岚
” ; (《 西湖二 )))

“

上方山胜
,

虎丘以他山胜
” ; (《上方 )))

“

华山如峨冠道士
,

振衣天末
,

篙则眠龙而灌者也
。 ”

(《篙游第四 》 ) 对审美的角度
、

时间以及如何把握对象总体美

和神态美等一系列问题
,

他都作出明确论断
,

颇有
“

山水学
”

意味
。

这表明在审美理想和审美

能力方面
,

他都达到新的较高水平
。

审美认识的深化和提高
,

是和这个时期新 思 潮 新 文艺

连同传统文化普遍发展的有利形势分不开的
。

特别是戏曲
、

小说
、

音乐
、

绘画 等 文 艺 的蓬

勃发展
,

对美学的深化有很大影响
。

这种新形势
,

在当时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江浙一带
,

显

现更突出
。

袁宏道的审美观以及他的整个文论体系
,

正是在这个发展变化的中心地区苏州开

始形成的
。

因此
,

研究他的审美观
,

应联系当时文化发展的新形势进行考察
,

而剖析他的审

美思想
,

又将进一步看清晚明文学艺术发展的形势和趋向
,

这将给我们很多启示
。

注释

① 袁宏道 《游居柿 录》卷六
: “

长 伯修
,

次中郎
,

次即予
。

先母去世
,

大人未继
,

庶母刘 即掌家政
,

生二

弟
:

安道
,

宁道
。

母氏早丧
,

三孤备尝茶 苦
,

予不忍言之也
。 ”

② 宏 道被其父逼迫 出仕
,

曾一再向人诉苦
,

见《黄平倩庶子分
、

《陶周望宫谕》
、

《萧允升庶子》
、 《潘茂硕》

(下转 8 1页 )



同召生金阁》一样
,

无名的代殊砂担》也是通过人死之后
、

鬼魂再现的
“

变形
”

或
“

怪异
”

手法

来创造戏剧情境的
,

而月 作品借此展现了更为深广的内容
,

抒发了主人公更加动人的情感
。

《生金阁》写活人提审鬼魂 已是出人意料了
,

而《殊砂担》的作者想象更为大胆
,

他展开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阴间告状戏
:

王文用及其父亲先后被强盗铁幅竿白正害死
,

王妻被 他 霸 占
,

王

父的冤魂到地曹告状
,

地曹判官先是心不在焉
,

不理不睬
,

接着又与王父开玩笑
,

对原告的

痛苦毫不关心
,

在人命关天的大事面前
,

没
一

半点是非观念
,

最后又推诊职责
,

叫王父等天曹

来了再告状
。

这是一场情境完全变异的戏
。

以
“

怪异
”

或
“

变形
”

的戏剧情境展开这样的剧情
,

还有利于作者避免有可能因批判现实而招致的横祸
。

其它如关汉卿的《西蜀梦》 ,

也 是 通 过

关
、

张鬼魂的出现创造戏剧情境
,

从而抒发主人公
“

壮志未酬身先死
”

的无限惋惜之情
,

及其

强烈的报仇雪恨之意
,

比正常情境下人物情感的扦发要方便得多
,

也强烈得多
。

此外
,

元杂剧的不少悲剧作品
,

充分利用歌唱的特点
,

增强作品的悲剧感染力
。

这几乎

是元杂剧许多优秀剧本的共同特征
,

我将另文加以论述
。

注释
:

① 《王 国维戏曲论 文集 》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 9 8左年版
,

第 85 页
。

②④ 罗 念生译亚理斯多德《德学》 ,

人民文学 出版社 1 0 8 2年版
,

第了叨页
。

③ 《鲁迅全集 》第一卷
,

第 1 92 一 1 93 页
。

l
劲 见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

。

⑥ 《孟子译注》 ,

中华书局 1 9 8 4年版
,

第 15 一 16 页
。

⑦⑨ 《论悲剧—
一

兼及按照可能性或必然性处理悲剧 的方法》 , 《古典文艺理论 译 丛》 第 6 辑 35 页
。

⑧ 如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 ,

俄狄浦斯便是在不 明真相的 情 况 下
“

杀 父 娶 母
” 。

L 参见顾仲彝《编剧理论与技巧 ))o

@ 高乃依
: 《论悲剧 》 ,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六辑

,

第 ] 32 页
。

L 车尔尼雪夫斯基
: 《论崇高与滑稽》

, 《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 ,

卜卷
,

人民文学 出 版 社 1 9 6 5年 版

5 8页
。

L 林同华
: 《 中国美学史论集 》第 26 1页

。

@ L 英
·

赫谦特
:

((( 赵氏孤儿 )改编本标题》 ,

转引自《文学评论》 1 9 5 7年第三期范存忠 《 <赵氏孤儿>杂瓤

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

LL 见 《别林斯基选集》第
一
卷

,

第 73 页
。

L 参见谭需生《戏剧艺术的特征》
。

( 本文责任编样 张炳煊 )

(上接 6 9页 )

等尺犊
。

③ 宏道曾多 次向人表述对明王朝的绝望心情
,

见 《答梅客生 》
、

《冯琢庵师》
、 《答沈伯函 》

、

《答王继津

大司马》 等尺犊
。

④ 宏道曾连篇累犊地诉说作吴县知县的丑态和痛苦
,

详见《锦帆集 o}}

⑤③ 并见袁中道《坷雪斋文集》卷九
: 《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

⑦ 《论语
·

雍 也》
。

⑧ 《鲁迅全集》第四卷
, 《南腔北调集 》 : 《

“

论语 一年
”

o))

⑧ 《列宁选集》第二卷
: 《列甫

·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

(本文责任编抖 张炳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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