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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寞的隐士文风探讨
——评析周作人的散文与人生

汪丽景
(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平和冲淡”，被认为是开拓了中国散文的取材范围，达到了美学的较高境

界。其深度原因是一个隐士所选择的落寞与隐选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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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入散文成熟后的艺术风格．可用“闲适恬

淡，平和冲淡”8个字来概括。的确与其兄鲁迅小品

文辛辣讽刺批判的风格相比。周作人是显得相当温

良恭俭了。先不说革命时期政治上的是是非非仅从

周作人的散文来说，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已是不容

忽视。其散文的“平淡”、。平和”已达到美学的最高

境界。他的文章无论是随笔还是文理评论都有着心

平气和的说理特点，极难找到剑拔弩张的句子。他

散文的“平淡”之处，不是不用技巧，相反倒是匠心

独运，只是不露痕迹而已。周作人总是以平淡作为

他孜孜追求的理想。如《喝茶》中“喝茶当于瓦屋纸

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入

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尘梦”。【1田

一、落寞与隐逸

在“五四”时期．周作人与其兄鲁迅一样扮演着

战士的角色，是一位敢于大胆直言的新文化运动的

先锋人物。他的散文不乏激昂抗争“浮躁凌厉”的文

字，如《天足》、《祖先的崇拜》等，但随着激烈的阶级

斗争和新文化战线的分化。周作人思想开始动摇与

混乱，感到无路可走，又要寻找新的出路，他的内心

十分复杂苦闷。于是在一番挣扎和选择后。离开了

主流文学阵营。他在生活情趣上，热衷于闲适和隐

逸，在散文写作上，也就竭力表现闲适和隐逸情思，

如写品茶饮酒、谈狐说鬼、评古籍、玩古物、谈做梦、

赞玩具等。从表面上看，周作人仿佛轻松起来，实际

上在冲淡平静的文字底下，深藏着诸多的苦涩与无

奈，如他散文中的一系列意象——苦雨、苦茶、苦竹

等。周作人回归了自然田园．回归了自我性情。回归

了隐逸生活，为人为文趋于淡泊、平和、闲适，自觉

地表现出对现实人生的超越。这样对个体热情的关

怀，就开始取代社会的群体关怀，文学重心开始转

移，为人为文散发出较为明显的隐逸气息。胡适指

出“他向往的实则同山村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

的。”仞废名也说他有点像陶渊明。这便是周作人思

想超越之所在，不再固守着过去的一切。自觉地进

行角色的转换。

这种转换支撑着他走完了80多年的人生旅

途。解放后鲁迅头上的光环，并没有笼罩着周作入．

他有一个阴影，就是众所周知的“汉奸文人”。但人

民政府还是允许他选择独特的生活方式，请他翻译

希腊及古典文学名著，并且是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

古典文学作品。据有关资料表明，周作人总是按时

向出版社供稿，出版社按月预付他稿费。。文革”前

17年，周作人的生活是单调平淡，每天伏案翻译，甚

至还可以找到乐趣，偶尔和寥寥无几的、同他一样

潦倒的来访文人闲扯一通。而在。文革”中。他被断

收稿日期：2008—03—13

作者简介：汪丽景(1955一)，安教南陵人．黄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万方数据



·86· 黄山学院学报 2008年

了经济来源，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一直与世无

争，苦渡余生的周作人，终于大难临头，在劫难逃

了。当然那也不是一个老人的境遇，而是整个民族

的一场灾难。人们用“多寿多辱”来形容他是恰当

的，他的寂寞甚至延续到他辞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他的作品仍然被文坛遗忘，文坛上甚至不约而

同对这个“名字”保持集体沉默。然而没有周作人的

新文学史注定是不完整的。在改革开放的火红年代

里。人们掀起的“周作入热”便作了最好的说明。

二、隐士与“平和冲淡”

周作人希望自己作个隐士，谈天说地，喝茶饮

酒，在日常生活的草木虫鱼中涵养心性，参悟人生。

就在其兄长鲁迅写杂文和短论，名之为“匕首”和

“投枪”，扮演着“战士”的角色，呐喊和战斗的时候，

弟弟周作人早已偃旗息鼓。散文意境发生了新变。

散文风格也由早期的“浮躁凌厉”转入“平和冲淡”。

散文写作任心随意，意味深长。开闲谈之风气，有自

然之美感，成一派之宗主，具体特点如下。

他的散文平淡中有情趣。在周作入看来．人生、

写作无不是一种“消遣”，通俗点说，就是好玩，那趣

味是必不可少的。周作人说：“我很看重趣味，认为

这是善也是美⋯⋯平常没有人对于生活不取有一

种特殊的态度，或淡泊若不经意，或琐琐多所取舍，

虽其趋向不同。却各自成为一种趣味。”pp9因此在周

作人这里，“趣味”是一种人生态度与审美情趣的统

一。是人生价值的评定与审美追求的统一，是为人

的风格与作文风格的统一。周作人追求趣味的丰富

性。如《故乡的野菜》，文章从家乡的野菜这一看似

平凡而琐碎的事物写起，素材虽平和质朴，却自然

成其清新的野趣。引人人胜。通过对野菜的细致描

写。勾画出一幅浙东古朴清纯的民俗画卷，流露出

品花赏草的闲适情趣，也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深情

怀念。这篇散文的趣味性表现在文中对3种野菜的

详细介绍。穿插了具有民间性和趣味性的引述，“荠

莱马兰头，姐姐嫁在后门头”、“黄花麦果韧结结，关

得大门自要吃，半块垒弗出，一块自要吃”。象这样

随意道来的语言风格，煞是迷人。作者以恬淡的心

情，闲适的语气，将清新的意境刻画得细致生动，让

文章显得清淡简朴却又生动活泼，令人深深地感染

了那种乡间生活的野趣。

周作人在闲淡中见天趣。他在1921年6月曾

提出了一个“美文”的理念，并发表了一篇《美文》。

“美文”理念的主要特点是幽默、雍容、漂亮、缜密。

周作人对于现代散文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开拓了

散文的取材范围，他真正做到了林语堂先生所说

的：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这类散文写得

情趣盎然。追求趣味、表现天趣是他散文一以贯之

的审美态度。

所谓“天趣”就是反映与天理运动变化求一致

的超乎社会现实的自然界的情趣。这类记述大自然

风物的散文常常写得清新、自然、朴实、洒脱。充满

人情物理和科学常识，给入一种清朗俊逸之美。如

专门叙写草木虫鱼的《苍蝇》、《金鱼》等。《苍蝇》不

足2000字．却通过儿时快乐的游戏．以及小孩谜语

歌、希腊史诗、传说、短歌、法勃儿的《昆虫记》、我国

的《诗经》、日本的俳句等大量的材料来旁征博引，

借助美丽的神话、传说故事、诗文等来说明苍蝇的

可爱。作者把世间这种微不足道、又受人类厌恶的

生物，写得趣味盎然，给人以阅读的娱乐。《金鱼》平

淡中不乏生动。从他对金鱼、鲫鱼和鲤鱼三者的比

较中明显地感受到了他崇尚自然、朴实而又通达的

审美趣味。

三、隐士文风之艺术渊源

周作人在无奈中选择了抒情小品文学作为自

己精神的“避难所?，但这种“闲适”的文体却获得了

意外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写作心境的恬适淡泊。他

在养病期间，阅读了几十种佛经，将思想中原本有

的人道主义思想与佛教的普渡众生、忍辱、施舍等

教义结合起来．结合了希腊古典文学的和谐、均衡、

宁静之美，从而构筑了周作人独特的精神世界。于

是他在散文创作中对现实人生保持一种既积极又

冷观的姿态，一种平静的隽智的心境，即使写较为

重大的或容易引发激烈情感的主题，他也力求以冲

淡不显激烈夸张的姿势来表达。情感是淡淡的。文

字是淡淡的，不急不躁，不紧不侵，以从容的心境给

读者讲述着一桩桩生动的故事．一件件有趣的民

风、民俗。在最动荡的岁月。最激烈的人事面前也显

得相对平和与从容。他从小喜欢佛学，尤其是生病

后深感个体生命的脆弱，更是大量研究佛经，深受

佛家“轮回观”及“自修胜业”思想的影响，虽然作为

文人与生俱来的使命感难以摆脱，但洞悉人生之难

万方数据



第6期 汪丽景：落寞的隐士文风探讨 ·87·

后。沉溺于自己的。胜业”中大量书写闲适小品，以

此远离纷乱的尘世，保持冷静的远观。于是他写下

了《苦雨》等一组散文，所论均为生活琐事，淡淡的

情感浸润在简单素朴的文字里．当人们在称道周作

人闲适散文的同时，也会批评他的“弱质人格”气

质，逃避现实，转向闲适情趣，表现出浓郁的士大夫

的隐逸气。实际上周作人的闲适是一种豁达与超

然，超越了人生的苦痛哀乐，是常入难以企及的人

生境界。清茗淡雨，草木虫鱼，远山近水，平淡闲适，

这既是人生之较高境界，也是诗学的境界。实际上

周作人的内心是苦闷的，他自嘲。有些闲适的表现

实际上也是一种愤懑。在某种意义上。隐逸是他保

持自己思想独立的一种自救方式。

周作入散文境界最大限度地溶入了“自我”。他

的散文之所以存在思想力量和艺术价值，还在于他

在处理自我和现实人生的竞争中融入了本身的性

格、气质。人们说，他有铁的温雅。铁与温雅两种对

立的气质因素并存于周作人身上。据说当周作人的

孩子在吵闹。妻子在发火，周围乱成一团的时候，他

依然可以安安静静地写自己的文章。做自己的事

情。其兄鲁迅说过，他的这种事情我是做不来的!也

正是这样的心情，造就了这样一位以平和冲淡为特

点的作家。

他的语言艺术平淡无奇。散文中语言的最高境

界是真实简单。周作人散文所创造的“神人合一、物

我无间”的境界，得益于他的语言艺术。周作人散文

风格的朴淡首先是缘真而来，作者以真情唤起读者

共鸣，不虚不火，不急不躁，只让暖流诚意于言语中

间化为一股清流淡淡地浸润读者的心。作者的语言

古朴、老道，但精炼、自然，读起来极平常、平易，其

实又不失深厚、隽永．在口语基础上杂揉古文，形成

一种耐读、有味的文字。如他的散文代表作之一《乌

篷船》，笔调委婉，言语自然平和。无论是写船，写乘

船游景．或是借此表达悠悠的思乡之情以及闲适的

人生态度，笔墨都是极其朴素、自然。“小船是一叶

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位离你要有两三寸，你的

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

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时泥土便

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稍不小

心，就会船底潮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

水乡的一种特色”。Illl07周作人用纯熟的生活。寥寥

数语就把小船的情景和趣味勾勒了出来。

白话文也可以朴素直陈而不失文学感染力。这

就是周作入散文的语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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