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鉴赏散文的语言该从哪里入手呢？可以从文章的用

词、句式、修辞、语气入手感悟并分析。 



1、词语。可以先把它分成两类：口语化的和书面语

性质的。看文章中以哪种为主。一般来说，作者的偏好是

比较明显的，他要使文章显得质朴自然、亲切平和，就有

意多用口语词，有的为了显得突出生活气息，还有意选用

一些俗语，引用一些人们的日常对话。如果是这样，我们

就可以说它的语言特点是“质朴自然、平实通俗”。与此

相反的是，有的文章有意多用书面语，喜用成语或那些古

雅优美的词汇，它的用语远离日常生活，仿佛是精心打磨

过的艺术品，它一般不引用俗语，要引用也多是经过锤炼

的诗词或名言，这种语言特色可以称之为“精工典雅、绚

丽优美”。 



         2、句式。同样我们也把它分成两类：散句与整句。前

者句式不整齐，长短错落，显得灵活多变，几乎和日常对话

的句式相同，让人感到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这种语言可以

说是“自然平实”。如果文中好用整齐的句子，如对偶句、

排比句，或者虽不是这两种句式，但是句子的长度大致相同，

比如喜用四字句，那么这种语言就可说是“典雅精致”。 



        3. 修辞。如果文章里面喜欢用比喻、比拟等方法，我

们可以说它的主要特点是“形象生动，文辞华丽”。反之

有意避免使用这些方法，甚至故意让文句显得粗俗浅显，

我们就可以说它“通俗朴拙”。如果多用排比、夸张的方

法，表达一种激越豪迈之情，我们就可以说它“豪迈奔放

”。 



        4、语气。对一种事物的态度也可以从语气上表现出

来。有的文章热情洋溢，有的却冷嘲热讽，有的委婉含蓄，

有的一针见血。对那种写优美之景或物以抒发喜悦之情的

文章可以说它“清新自然”，对丑恶事物的揭露毫不留情，

爱憎分明的文章可以说“辛辣犀利”，含而不露，款款道

来的文章可以说“含蓄蕴藉”，善用类比，时不时让你会

心一笑的文章可以说“幽默睿智”。 



以上是大的方向，显然对于一道题目来说，它可以是

问的文章中间的一段话，也可以是问的整篇文章。这时我

们回答问题就要有所区别了。一般而言，前者要求我们从

词句和修辞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回答是要指出它在这些方

面的特点，如用叠词，用整句，用顶真等方法，然后要分

析它写的是什么内容，采用这种语言起到了什么效果。如

果是就全文来谈语言特点，一般是要求我们从风格化的角

度来回答。 



常见的语言风格 

        1、平实质朴。这种文章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显得

亲切而平易近人。它的语言以口语化为特征，喜欢用一

些俗语以使文章充满生活气息，不刻意追求文采，也不

喜欢用比喻等修辞方法。这方面，周作人的散文可以说

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下面以汪曾祺的《胡同文化》为

代表。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

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

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

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

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

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

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

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这一段你看他用“豆腐”作喻体，引用北京人的日常

口语“东去！”“西去！”等是那样亲切自然。 



又如这一段：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

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

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

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

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

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

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

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我们仿佛看到了北京的日常生活。 



2、精致典雅。这种风格可看成与前一种相反，这不

是让你进入日常生活而是要让你远离日常生活，要带你

走入理想的境界。因此它多用美好的字眼，对一个事物

也常常是不厌其烦地渲染。采用多种修辞方法，尤其好

用比喻、排比、拟人、对偶，它有意避免俗语，采用所

谓雅致的语词。这种风格可以用《我的空中楼阁》作代

表。 

        山如眉黛，小屋恰似眉梢的痣一点。  



        十分清新，十分自然，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

的角度上。世界上有很多已经很美的东西，还需要一些点缀，

山也是。小屋的出现，点破了山的寂寞，增加了风景的内容。

山上有了小屋，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辽阔无边

的天空掠过一只飞雁，是单纯的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

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 

        同样是用比喻，它的喻体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到的了，而

所描绘的小屋也不再是常见的房子，而变成了一种理想的境界，

最后三句比喻连用构成博喻，化静为动，让人联想无穷。 



3、幽默风趣。它常常在平中见奇，对平凡的人或事

加以引申类比，得出一个出人意表的结论，让人会心一

笑。这种文章在中学课文中较少，钱钟书的《读〈伊索

寓言〉》可作代表。 



比我们年轻的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和我

们年龄相差得极多的小辈；我们能够容忍这种人，并且会

喜欢而给予保护；我们可以对他们卖老，我们的年长只增

添了我们的尊严。还有一种是比我们年轻得不多的后生，

这种人只会惹我们的厌恨以至于嫉忌，他们已失掉尊敬长

者的观念，而我们的年龄又不够引起他们对老弱者的怜悯；

我们非但不能卖老，还要赶着他们学少，我们的年长反使

我们吃亏。这两种态度是到处看得见的。譬如一个近三十

的女人，对于十八九岁女孩子的相貌，还肯说好，对于二

十三四岁的少女们，就批判得不留情面了。 



所以小孩子总能讨大人的喜欢，而大孩子跟小孩子之间就免

不了时常冲突。一切人事上的关系，只要涉到年辈资格先后

的，全证明了这个分析的正确。把整个历史来看，古代相当

于人类的小孩子时期。先前是幼稚的，经过几千百年的长进，

慢慢地到了现代。时代愈古，愈在前，它的历史愈短；时代

愈在后，它的阅历愈深，年龄愈多。所以我们反是我们祖父

的老辈，上古三代反不如现代的悠久古老。这样，我们的信

而好古的态度，便发生了新意义。我们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

敬祖先，也许只是喜欢小孩子，并非为敬老，也许是卖老。

没有老头子肯承认自己是衰朽顽固的，所以我们也相信现代

一切，在价值上、品格上都比古代进步。 



        这段语从人们对孩子的评论入手，经过类比推论，

最后引申出来人们信而好古是为了显示比古人进步的结

论，突破了我们常规思维。你又不得不承认作者的说法

有一定道理，对人们这种常见的弱点的提示是不是让你

开心一笑呢？ 



        4、凝练传神。作者特别注意使用最准确鲜明的动词

和形容词，好多时候要突破词语的常规用法，变成词类活

用。如《拿来主义》中的：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

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

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

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

“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

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

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

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

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

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这一段里的“捧”“挂”“碰”是不是很有深意？

按照一般的表述方法是这样说的吗？比如对“送

去”“拿来”“送来”“抛来”“抛给”的强调是不是

达到了字斟句酌的程度？你甚至感到这种文章的语言枯

瘦到文言的程度了。 



        5、犀利辛辣。这种语言风格一般存在于杂文中，

表现为态度鲜明，对奸恶事物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鲁

迅的很多杂文都具有这种特点。它可以进行嘲讽，也可

以进行夸张性的丑态刻画或者进行类比以揭露其实质或

者加以引申得出鲜明的结论。如《我若为王》。 



       我若为王，自然我的妻就是王后了。我的妻的德性，

我不怀疑，为王后只会有余的。但纵然没有任何德性，

纵然不过是个娼妓，那时候，她也仍旧是王后。一个王

后是如何地尊贵呀，会如何地被人们像捧着天上的星星

一样捧来捧去呀，假如我能够想像，那一定是一件有趣

的事情。 

       这一段进行夸张性的形象刻画。  



        我是民国国民，民国国民的思想和生活习惯使我深深

地憎恶一切奴才或奴才相，连同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们。请

科学家不要见笑，我以为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

全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

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耻辱，最大的悲哀。我将变

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

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

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 

       这一段铿锵有力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6、含蓄蕴藉。这种文章它不把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明

白地说出来，而委婉曲折地透露出来一些迹象。它常常喜

欢在写景中来表情达意。如《故都的秋》，它写的是北平

的秋，表达的是对故都的秋的喜爱，这没有问题。但是再

探寻一下，他喜欢的是它的什么，为什么喜欢就不易弄明

了。文中虽然明白地说了爱其“清、静、悲凉”，这和一

般人所赞美的秋是两样的，尤其是为什么喜欢它的“悲凉”

呢？这需要我们细细品味，还要从文内读到文外，才能有

较好的理解。《花塘月色》也一样，作者为什么而喜？为

什么而愁？是要人细心品味的。 



        7、清新明快。这种文章写的是清丽的景， 

表达的是愉悦之情。如《泪珠与珍珠》： 

        我读高一时的英文课本，是奥尔珂德的《小妇人》，

读到其中马区夫人对女儿们说的两句话：“眼因多流泪水

而愈益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益温厚。”全班同学都读

了又读，感到有无限启示。其实，我们那时的少女情怀，

并未能体会什么忧患，只是喜爱文学句子本身的美。又有

一次，读谢冰心的散文，非常欣赏“雨后的青山，好像泪

洗过的良心”。觉得她的比喻实在清新鲜活。 



记得国文老师还特别地讲解说：“雨后的青山是有颜色，

有形象性的，而良心是摸不着、看不见的，聪明的作者，

却拿抽象的良心，来比拟具象的青山，真是妙极了。”

经老师一点醒，我们就尽量在诗词中找具象与抽象对比

的例子，觉得非常有趣，也觉得在作文的描写方面，多

了一层领悟。 



        8、豪迈奔放。常常用大量的排比句式来造成文章的气

势，所写对象也常常是雄伟高大的事物，表现的情感是激

昂彭湃之感。《安塞腰鼓》可作代表。 

         一捶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

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击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

面前。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

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

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

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哇！——安塞腰鼓！  



        这腰鼓，使冰冷的空气立即变得燥热了，使恬静的阳光

立即变得飞溅了，使困倦的世界立即变得亢奋了。     

        好一个安塞腰鼓！    

        百十个腰鼓发出的沉重响声，碰撞在四野长着酸枣树的

山崖上，山崖蓦然变成牛皮鼓面了，只听见隆隆，隆隆，隆

隆。    

        百十个腰鼓发出的沉重响声，碰撞在忘却了一切杂念的

观众的心上，观众的心也蓦然变成牛皮鼓面了，也是隆隆，

隆隆，隆隆。    

       好一个安塞腰鼓！ 



        可以看出，我们在归纳文章语言风格的时候并不只

着眼于语言本身，还要看文章所写的对象，要看作者所

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进行综合考量。实际上这也不难理

解，因为语言是为内容服务的，要表达什么样的内容自

然会选用相应的语言。 



        还要注意的是即使从风格来看，同一篇文章中也可

能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比如，《胡同文化》的大

部分语言都表现出生活化、口语化的特点，归为平实自

然，但是结末部分却有这样的语句：“西风残照，衰草

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如果让你来分析这一句

的语言特色，显然不能说是“平实”的语言，相反，它

应属于“典雅”一类。 



       结构是散文包括一切文章的组织法则。 

       人们常把主题比作散文的灵魂，材料比作散文的血

肉，那么结构也就是散文的骨架了。一篇散文的内容必

须得依靠结构固定并显示出来，结构是作品思想内容的

形式体现。所以，鉴赏散文，对其结构进行剖析，也就

好比是对散文进行人体解剖一样，这对于我们了解散文

的内部构成与联系，深入到散文的骨子里头仔细理会其

奥妙所在有着重要意义。 



散文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 

直线结构、横式结构、网状结构三种类型。不论采取什么

结构形式，都应求其自然，不宜造作。       

        散文的直线结构：散文的结构形式之一。也可以称为

纵式结构。就是指按时间顺序来安排组织材料，即以所谓

的顺序或平铺直叙的方式来结构作品。      

        其优点是线索单纯明晰，思路自然流畅。      

        平铺直叙也可以写出好散文，但处理不好也容易流于

平淡呆板，关键在于作者写作水平的高低。直线结构也不

排斥少许适当的插叙插说。    



        散文的横式结构：散文的结构形式之二。即以平行、

并列的方式安排组织材料，便于叙述同时而不同地点的人

和事，或同时同地的不同的人和事。      

        它在外部形式上，可以有适当的关联照应，也可以省

去联结的“针线”，但必须有内在的联系。      

        形散神聚的特点往往更多的在这种结构的散文中表现

出来。 横式结构也可以容纳平等、并列的纵式叙述。  



        散文的网状结构：散文的结构形式之三。即以纵横

交错、经纬组织的方式安排组织材料，能够容纳比横式

结构更复杂的内容。如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这

种复杂的结构要求作者有更高的驾驭能力，做到头绪多

而不紊乱，经纬相交而井然有序。      

        在结构外形上，相织相交处可以紧密些，也可以松

散些，可以形神不散，也可以形散神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