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冰心与梦莉散文的艺术特色比较 
 

 

        在文学创作中，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艺术技巧”，是作家所运用的

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塑造形象，反映生活的技能。它贯穿于文学创作的整个过程，从选

择题材、构思情节、塑造形象、提炼主题、安排结构，到遣词造句，都离不开艺术技

巧。我们要看一个作家的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作品，除了要有丰富的生活

的积累，高度的思想修养之外，还要有熟练的艺术技巧。鲁迅先生曾和青年作者的通

信中说：“但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巧。”他就是强调“内容的充实要与

技巧并进。”[1] (p110)  因此，文学创作的技巧与作家的思想感情、个性气质、生活经

验、文化修养密切相关。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才能有效地表现文章的艺

术魅力。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冰心与梦莉散文的艺术特色。 

 
 

第一节   人物描写比较 
 
        冰心笔下的人物描写，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经过深思后的结晶。 突出而写

得 好的就是“母亲的形象”，那充满了温柔慈爱、善良勤劳的美好品格。除了慈祥

伟大的母亲，温柔聪慧的姐姐和可亲可爱的弟弟外，冰心描写父亲形象也同样充满人

情味，是那威严、慈爱、勇敢的“军人”形象。当然，具体代表性的“姐姐形象”，

该属《寄小读者》中的作者自己了。此外，冰心还描写了一系列热爱祖国的青年、通

情达理的奶娘、真诚知心的良友，以及博学风趣的教师等众多形象。这些人物大多是

冰心自己亲近熟悉的人，他们性别不同，年龄层次有别，性格各异，以他们各自的风

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表达了一片温情。 

        冰心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大多不用浓墨重彩，也较少精雕细刻，只用素描的笔

法，淡淡数笔，人物形象就仿佛浮现在我们面前。自《我的奶娘》到《张嫂》再到

《记富奶奶》，分别塑造了三个不同的劳动妇女形象系列，其中的女主人公与作者有

着密切的关系，如与富奶奶的关系——已“亲如一家”了。她们的性格迥异：奶娘善

良忠诚，张嫂勤劳干练，而富奶奶亲切刚强，她们以自己的心地善良，勤劳能干，赢

得人们的敬佩。 

        我们先看《我的奶娘》中奶娘的形象：她长着“一对笑眼（一笑眼睛便闭成两道

缝），皮肤微黑，鼻子很扁”，而且“圆脸，大脚，粗糙的手”，看起来是个身体健

壮的劳动妇女形象。而且作者用这对“笑眼”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据说她是祖父

                                                 
[1]
 饶芃子，谭志图.文学入门[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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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的乡下人，她新死了一个三个月的女儿，乳汁很好，又和她的婆婆呕气出来的。

从此，她当冰心的奶娘，冰心就在她的爱的怀抱里而吃她的奶长大的。奶娘不仅善

良、朴实、忠诚、尽职。她的思想表现为“从善”，还突出地表现为“抗恶”，敢于

同善的对立面作斗争。她家的地和店面被东洋人占去，丈夫与日本人打官司，被气

死，奶娘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她希望冰心长大了“能像薛仁贵似的跨海征东”去打东

洋鬼，为她男人出气、报仇。冰心说：“我的抗日思想，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

的。” [1] (p285)因此在奶娘身上，从善与抗恶，两者在朴实善良的奶娘身上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 

       《张嫂》收集在《关于女人》中，是唯一一篇作者没有写“我的”两个字，冰心

说：“因为她不是我的任何人！她只是看祠堂的老张的媳妇儿。”作者对张嫂的外貌

这样描写：“稀疏焦黄的头发，高高的在脑后绾一个小髻，面色很黑，眉目间布满了

风吹日晒的裂纹；嘴唇又大又薄，眼光很锐利；个子不高，身材也瘦，却有一种短小

精悍之气”。张嫂是个能干的人，她今年才二十五岁。作者说：“我以为她已是三四

十岁的人，‘劳作’竟把她的青春，洗刷得不留一丝痕迹！”她整天忙个不停“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挑水、砍柴、洗衣、种地，一天里风车儿似的，山上山下的

跑……。” [2] (p332)寥寥几笔，冰心抓住人物外貌的特征，进行动作描写，如见其事，

同时揭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刻苦生活的一面。 

      《记富奶奶》中的富奶奶是冰心家里的保姆，她是满族人，“说一口纯正的北京

语”，是一位文静，说话轻声细语，而且外表上“举止端庄”的大人家。冰心称富奶

奶为“一个高尚的人”、“ 知心的人”。在 艰难的日子里，同甘共苦了十几年，

抗战期间，冰心家庭要搬到云南时，富奶奶因为有心脏病，冰心怕云南高原的天气会

影响她的病，准备荐她到一位教授家里去工作，但她坚持说：“您和先生两个人，绝

对弄不了这三个孩子，我还是跟您上云南”。[3] (p362)她好心的话语使得冰心流着眼

泪。此外，冰心还省下钱来帮助她女儿上大学。冰心说我们的孩子都相亲相爱，一直

是“亲如一家”。这里作者通过人物的语言思想来表达人物内心世界，而出现了一个

亲切体贴、和爱神妙的美好世界。 

        总之，冰心散文所描绘的人物并不多，但每次提笔，都抓住了人物特征，文笔细

腻，写得那样逼真、生动、有趣。 

        同样是写人物，梦莉散文中的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特征突出，给人以深刻难忘的

印象。如果说冰心笔下的“奶娘”、“张嫂”和“富奶奶”的忠诚、勤劳和善良的劳

动妇女形象，展现了高尚美好品格，那么梦莉的《李伯走了》，这篇获得第五届中央

                                                 
[1][2]

 冰心.冰心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 
 

[3]
 冰心.世纪之忆——冰心回想录[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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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广播电台纪实性作品奖的作品，也同样塑造了一个忠厚老实的厨师形象，从李伯

身上体现了下层劳动者的朴实品格。 

        李伯是一位身体健壮的老人，虽是六十多岁，但从外形、动作和干劲看，倒像个

五十开外的人，他“敦厚刚直，个子高瘦，整天穿着背心，脚着木屐”。在老板娘公

司和家中当了十七年厨师，具有高超的烹饪技术，烧得一手好菜。他每餐办的都是大

鱼大肉，好像酒楼菜一般的。他炒的几样菜，总是青翠碧绿，清新可口，美味佳肴。

他人很懂事，每次过年过节拜神的东西都为家里准备的样样俱全。李伯不仅善于关心

别人，而且做事认真，尽责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他很讲究每一顿饭菜，为满足大家

的胃口，或是询问味道，是太咸？太辣？还是不新鲜？等等。他 开心的是看见大家

吃光他煮的饭菜，“要是看到菜被吃精光，便乐得眉开眼笑，喜行于色。嘴里还会不

自禁地哼起几句潮州曲来”。[1] (p36)作者这样关注人物的神态刻划，笔墨分明地显示

出这位厨师的善良和可敬。 

        李伯一生恪守做人要忠诚老实的信条，他却不是俗语所说的“十厨九偷”，而是

那个“第十个”不偷的人。正如他自己说：“每天的菜钱足够大家吃的，根本不用我

贴钱，我不偷扣钱，大家也有的吃。”他就是这样老实，因此，获得大家的尊重与信

任。作为一个老华侨，为了生活，勤劳刻苦，离开祖国家乡十多年，年纪大了，他也

有自己的追求与期盼，“因感于己没文化，故尽力让儿女受高等教育，也为自己创造

安度晚年的条件”。因而，他把自己的储蓄和老板娘的资助寄回去，前年在家乡盖好

新房子，准备回到离别多年的故土潮汕安度晚年。 

        梦莉对“李伯”形象的描绘，不只是单写出他的外貌，还详细地描述他的高超厨

艺， 后注重指出他的高尚品格，表现作者对身边的“小人物”的高尚品格的感激之

情。李伯走了，同时，也带走了一个令人念念不忘和无私忠诚的人格精神。 

总之，冰心与梦莉笔下的人物描绘的共同点，是从现实的生活出发，以女性特有

的敏感和细腻，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从一个普通、平凡的人身上，写出他的不平

凡，把她们的男女主人公的品格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代表，显示出作品特有的艺

术魅力。 

 

第二节   景物描写比较 
  

        冰心曾说：“世界上 难忘的是自然之美”。[2] (p159)她陶醉于自然界的一切现

象，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感受清新的气息，优美的风光，能让人心情舒畅。冰心

                                                 
[1]
 梦莉.烟湖更添一段愁——梦莉散文集[M].曼谷：八音出版社，1998. 

[2]
 冰心.冰心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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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中的景物描写，并不是单纯的孤立的写景，而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情感，把内在的

深情和外物的触发溶在一起，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或者从中对人生哲理进行探索。 

        冰心的状物描写，常融入自己的感情，同自然景物串连在一起。如在《寄小读

者·通讯九》中，冰心因病住在沙穰青山的疗养院，病中孤独一个人时，通过眼前朋

友送的一瓶玫瑰花，在黑暗中，花能“知道现在独有她慰藉我，便一夜的温香不断—

—”。该文借助“意象”——玫瑰花，对花寄托自己的感情，花懂人情，人知花意，

人与花的情感交流表露得那样生动、那样体贴。 

        冰心欣赏大自然，不仅眼看，而且用心细想，从中领悟到人生的哲理。在《寄小

读者·通讯十七》中，作者在一次雪后游山时，在积雪中发现了七八朵大开的蒲公英

竟和梅、菊的耐寒程度一样。正因为蒲公英是平凡的花，从来被人轻忽，它的地位比

不上菊花的高雅 。作者说：“世上一切事物，只是百千万面大大小小的镜子，重叠

对照，反射又反射；于是世上有了这许多璀璨辉煌，虹影般的光彩。没有蒲公英，显

不出雏菊，没有平凡，显不出超绝。而且不能因为大家都爱雏菊，世上便消灭了蒲公

英；不能因为大家都敬礼超人，世上便消灭了庸碌。” [1] (p191)作者通过花寄托自己的

感情，先发议论，后说理。所以作者的结尾指出“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长处，一人有一

人的价值”。我们从中体会到梅、菊的高贵和清雅都是由蒲公英的平凡映衬出来的，

我们不能因此偏爱梅菊的优雅、高贵，而忽视蒲公英的平凡，应该正确的衡量它们的

价值。 

        冰心笔下的景物，除了艳丽的花草，还有景色秀丽的江湖，但她写得 美的是大

海，因为冰心是在海边长大的，她对海的印象很深。三岁时，她便可以对着大海默默

地坐上三个钟头，一方面说是寂寞，另一方面从小便对大海充满了神往。因而，冰心

爱写海，她说：“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2] (p67)翻开冰心《寄

小读者·通讯七》一文中，作者通过太平洋和慰冰湖的夕景的描写，抒发了对大自然

的热爱和对祖国母亲的思念。文章中，冰心根据自己独到的细微观察，描写海水之

色：海平如镜时，“海水竟似湖光，蓝极绿极”，当斜阳的金光铺洒海面时，海水便

“自浅红至于深翠，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的漾开了来。”这真是一场描写细

腻的美景。海上生活是作者每天度过的，虽是如此活泼、新鲜、有趣，但每当听到海

波声响，并因此“唤起了我童年的回忆”；心情的愉快，给眼前的景色也添上了美丽

的色彩，海是那么蓝，那么平，那么美。然后看着远空“银河一片星光”，“听得楼

阑下人声笑语”，忽又“感到家乡渐远”，而思念起故乡， 后在舟中的寂静，又引

起了她对母亲的依恋。在这里，作者的感情起伏变化，有欢喜、有忧伤，这样的感情

                                                 
[1][2]

 冰心.冰心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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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穿珠之线，把对大海的爱和对故土、母亲的思念紧紧相连，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效

果，感情委婉、描写细腻，足以打动人心。 

        同样的景物，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往往产生不同的色调。梦莉笔下描写的大自

然、秀丽山川、西湖美景都显得格外动人。她的文笔委婉，状物写景，绘声绘色，抒

发内心的情感如泣如诉，而且往往通过融景生情。 

        在《又是除夕夜》中作者写自己对恋人由衷的钦佩，这因为是他“清高的气质，

宽大的胸怀，渊博的知识……”在他们之间，留下一份深厚、良好的印象。整篇写的

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表达的是对远在异国他乡的恋人的思念。到了结

尾，又突然想起梅花。所以，文章这样写道“琪，你不是很喜欢梅花吗？梅花那种无

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高雅品格，正如你的气质，不只你欣赏，我也很欣赏……尤

其是梅花那种傲雪耐寒，经得起严寒袭击和折磨，更加令人钦佩。” [1] (p26)自古以

来，梅花代表的高风亮节和铮铮骨气，是中华民族的人格高洁的象征。梦莉就继承了

人们对梅花象征隐喻的想象与期待，借花寓意，以寒梅的高洁，隐喻其人格的伟大和

情感的忠贞，含有一种自强不息和催人向上的美德。 

        梦莉描写景物的篇章，几乎每一篇都运用独特的笔致，时时隐喻或是寄托自己内

心的感情。《片片晚霞点点帆》写的是她儿时在海边的家园，优美的风景，那柔软的

沙滩，动荡的海潮，是她童年短暂的幸福时光，总留给她深刻的印象。同时，沙滩和

海潮也暗示了一种人生不稳定的生活，海湾的波浪，平静之中总隐藏着不平静，生活

也一样，有时幸福，有时痛苦。“我以矛盾的心情，走在沙滩上，一步一步踩出了一

排脚印。潮涨得很快，前面的脚印刚印下，后面的脚印已被海水淹没了。” [2] (p60)梦

莉面对大海上的片片飘帆的思绪，把沙滩和海潮寄托她人生 真实的感情。 

        细读梦莉散文中多种色彩的景物，可说她写得 美、 有趣的就是月亮。月亮是

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象征。也是作家 为钟爱的意象。梦莉作品中多次提到月

亮，中秋明月多么美，但她从来没有直面去欣赏月光的美丽，而是常常与自己内心的

惆怅联系在一起，对月倾诉哀情。在《心中月色长不改》中，她写自己八月中秋独自

在天台眺望天上的明月，从而引出一段昔日的往事：年轻时曾和挚友相约望月，成为

他们俩中秋时节的约言。“多少次，我们总是借着月光，期待着‘相逢’！月圆等至

缺，月缺又等圆！” [3] (p126)她特别爱读巴金的佳作《月》，其中的一段话，深深地吸

引了她：“圆月有如一面明镜，高悬在蓝空。我们的面影都该留在镜里罢，这镜里一

定有某某人的影子。”多少年过去，她仍等待着中秋这一天，她满怀着脉脉深情，静

静地凝望着明月，就仿佛人在身边，多么美丽又忧伤的约会。她从泰国湄南河边的中

秋，联想到一年前在杭州西湖待月。金秋时节，绿色的湖水，满湖桂子香。其实她跟

                                                 
[1]
 梦莉.相逢犹如在梦中——梦莉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3]
 梦莉.在月光下砌座小塔[M].曼谷：八音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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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友相约，盼望在此共赏明月。真不幸，他因出差不能来，只在电话里留下几句短

语，而那天的中秋明月也不肯露脸，弄得她的心情多么悲痛。因而想起古人的诗句

“几度中秋见月来”，而她自己却是“心中月色长不改”。梦莉由自然的月色抒发自

己心中的深情，我们也看到了她的个性和心灵。 

        总之，冰心与梦莉笔下的景物描写，无论是玫瑰花、梅花、大海还是月亮，她们

的共同特征，就是将感情寓于景物之中，赋景物以生命，明明写景，却暗暗写情，做

到情景交融，情景相生。 

        

第三节   叙述形态比较 
 

        叙述是散文创作的一种主要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创作技巧。每一个

散文作家采用的叙述方法都各有各的艺术品格及创作特点。 

        冰心散文多是忆往事，记亲人与生活琐事，其散文中的叙述占据了文章的大半篇

幅。在她的散文中，大多是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以“我”作为文章的线索，倾诉

我所见、所闻、所感和所触，使读者感到文中所发生的一切，全是真人真事，从而产

生亲切感和真实感。冰心散文的自传部分、往事等，都以这种叙述方式为主。有些篇

章是以第三人称为叙述视点，但却很罕见。如：《梦》是冰心回想童年的一场梦。 

        综观梦莉的六十多篇作品中，爱情题材占了大多数。背景以中国大陆为多，调子

忧郁、凄清，常用第一人称抒情。我们看到，文章中这个“我”当然不能完全看成作

者自己，但也不可否认，当中有作者的生命实践，有作者对人生的思考，美好感情的

追求，也有她在人生体验过的喜悦和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作家在文章中的第一人称运用，有时叙述视点也有所不同。

冰心《关于女人》中，写的是她所亲近、熟悉的十四个女人，篇篇是冰心以“我”的

男性视角来写，叙述视点在文章中一以贯之。正如冰心所说：“以一个男士而写关于

女人的题目，其实，我以为女人的问题，应该是由男人来谈，因为男人在立场上，可

以比较客观，男人的态度，可以比较客气”。[1] (p255)而梦莉的爱情篇章，在叙述手法

上，“有的是自我直接抒写，有的是假借他人加以体现，有的甚至是改以男性口吻表

达情意”。[2] (p2)因而，第一人称的“我”有时是女性，有时却是男性，视点时有转

换，这也是梦莉富有新颖的一面，使她更易表达心声。如《锦书紧系两颗心》中的

“我”却以男性的口吻表达心声：“我听的是你留下的声音，看的是你的相片、信。

                                                 
[1]
 冰心.冰心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 

[2]
 海华编.茉莉花串——梦莉作品评论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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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声念叨的是你的名字，思念的是你的音容仪态，姗姗而行的身影，以及你温柔甜蜜

的爱……”[1] (p21)   

        具体说来，冰心与梦莉散文中在叙述方式表现出相同与相异的特点。 

 

一、书信体的倾诉式叙述 

        在叙述方式上，冰心采用了书信体抒发她内心的感情，突出表现在她的一系列通

讯里。如：《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和《三寄小读者》。前者是她的代表作，

作者的“我”作为叙述者记述了她赴美留学当中，把旅途的经历，异国的湖光山水，

写成一篇篇通讯，她寄情山水，把思念祖国、家乡、亲人的纯扑深厚的情感，写得清

新和谐，委婉动人。梦莉的爱情篇章，也有采用书信体抒发她的整个心灵和思想感

情。文章里的第一人称叙述了“她”或“他”的盼望，拿到信的不安，读到信的喜

悦，写信时的激动，信作为人物内心独白的一种叙述方式。信中提到“想起你也是同

样怏怏不乐的心境而远行，真是一种相思两地愁！我只有成天投入事物中，躲开这思

念的侵袭。” [2] (p29)作者利用书信的形式，揭示情侣间的内心奥秘，有利于倾诉心

怀。 

 

二、小说化的叙述笔法 

        在叙述方式上，以小说化笔法来写散文是散文作家的一种普遍形式。散文作家往

往借用小说手法的长处来写散文，梦莉也不例外。司马攻先生曾评论过梦莉散文的小

说化，他说：“其实这是你聪明的手法。是‘散文小说’，或是‘小说散文’，这都

没有关系，你文章中的虚虚实实，就由人家去猜想，其中余味，就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吧!”[3] (p202)梦莉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说到我创作的手法，我较喜欢用自由一点的体

裁来写散文，我的作品之中有一些是近于小说，但文中的其人其事，却都是离不开现

实。”。[4] (p20)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她的小说化散文的原因。而且在她的记述文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如：《小薇的童年》、《逃离狼穴》、《坎坷的命运》、《李伯走

了》、《泪眼问天天不语》等。 

    《泪眼问天天不语》中，作者以第三人称，写一个女人的悲剧故事。开篇作者详

尽地描述了车祸的场景与人物的出场方式，很有小说化的特点。试引一段： 

 

 

 

                                                 
[1][2]

 梦莉.相逢犹如在梦中——梦莉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
 司马攻.因为你是梦莉[C].曼谷：八音出版社，1989. 

[4]
 梦莉.烟湖更添一段愁——梦莉散文集[M].曼谷：八音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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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汽车，从泰国首都“曼谷”的拍南四路，通过素坤逸路，直 
    朝万佛岁府的是拉差医院疾驰。 
        当车将到是拉差拐弯，快上那蜿蜒山路的陡坡之前，车上的云云， 
    早已发现那部闯祸的汽车，倾覆在右边田野的残骸。 
        这时的她，睹状已经心惊胆战，六神无主，照车祸的现场看，更 
    预感到丈夫伤势的严重…… 
 

    此篇，不仅有故事情节，还有人物心理矛盾冲突，作者把云云激烈的内心奥秘，

使用独白手法，揭示了她的悲苦心态，使读者也免不了流下同情的泪。试引一段： 

 

         江明，只要你活着，我什么都能忍，几年来，我已从不计较你一 
    切的过失或弱点……只要你能活着，尽管我受多大的委屈，和饱含心 
    酸，今后，我会加倍克制和隐忍……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 
    么办？我们那嗷嗷待哺的孩子又该怎么办？命运之神，已使我们结合 
    在一起 ，我还能改变什么？又能奢望什么呢？ 
                                                《泪眼问天天不语》 
 
    通过人物心理的描写，使得故事的情节更充满着浓烈的感情色彩，凄楚动人。显

示了小说化的效果。  

可见，梦莉散文以小说手法取胜，这与冰心有很大的不同。在冰心散文里“很少

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较多的细节，而有的只是一缕幽思，一种挚情，一段佳

意，一股情绪。在表现上，也很少使用真实的细致的描写，而有的多是空灵的缠绵的

抒写。”[1] (p286)

总之，不管是书信体的感情抒发，或是小说化的叙述描写，手法不同，效果则

一，都使得她们的散文内容丰富，真挚感人。 

 

第四节    语言风格比较 
 

        高尔基把语言称之为“文学的第一要素”。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是通过语言

来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生活。正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部作品的成败，就要看它

能不能引发读者的审美感受，同时也是作家表现文体的一个重要部分。作家的语言运

                                                 
[1]
 佘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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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能体现他们的创作个性与文学修养。所以，研究作家的文体，分析语言是十分必

要的。 

 

一、冰心：清丽典雅的语言 

        冰心散文的语言风格突出地表现为柔婉、清丽、典雅的“诗似的散文文体”。而

“文字是那样的清新，笔调是那样的轻倩灵活，充满着画意和诗情，真如镶嵌在夜空

里的一颗颗晶莹的星珠。”[1] (p402)这个特征是通过多种艺术表现出来的，而 具体地

表现在两方面： 

 

（一）凝炼精巧的修辞手法 

      冰心散文的语言，以现代汉语为主体，是清畅流利的白话文，同时她善于选用多

种修辞手法来熔炼优美的文学语言，例如： 

 

1.比喻手法 

        冰心散文中的比喻，不仅运用在写景状物的语言中，也运用在描写抽象事物的句

子。例如：在《往事（二）·三》中，写的是月下的青山，一开始便有这样的文字：

“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无可比拟！仿佛万一，只能说是似娟娟的静女，虽是照人的

明艳，却不飞扬妖冶；是低眉垂袖，璎珞矜严。”这里作者把月比喻为“娟娟的静

女”，体现了语言的轻柔。在《再寄小读者·通讯四》作者向小朋友谈论生命的话题

中，虽这问题“很费我思索”，但她却这样巧妙地描写：“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

水，它从 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生命又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里聚集

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欠伸，在早春润湿的泥土中，勇敢快乐的破壳出来。”生命本

是严肃的话题，难以解释，而冰心却把它比喻成了“一江春水”和“一棵小树”，使

文字更加形象化，既富哲理。 

 

2.对比手法 

    对大自然的讴歌和赞美，是冰心散文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赞美大自然的词句

里，也描绘得真有趣。在《山中杂记·七》作者把海同山作对照：海阔天空，山却不

能给人这样的感觉，在山上的时候，有时只见一线天空。试引一段：  

 

 

 

                                                 
[1]
 转引自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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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是蓝色灰色。山是黄色绿色的。拿颜色来比，山也比海不过。蓝 
    色灰色含着庄严淡远的意味，黄色绿色却未免浅显小方一些…… 
        海是动的，山是静的。海是活泼的，山是呆板的…… 
        四围是大海，与四周是乱山，两者相较，是如何滋味……比如说海 
    上山上看月出……光景何等臃肿，崎岖，僵冷？而海上也是日出，光景 
    却何等妩媚，遥远，璀璨！  
                                                  《山中杂记·七》 
 
        作者通过对比描写，用山的窄小、呆板、臃肿来衬托海的广阔、活泼、妩媚，显

示出丰富感性的语言特征。 

 

3.排比手法 

        冰心运用多种形式的排比，突出的散文句子的节奏和音律美。如在《往事

（二）·三》中，是写在美国青山沙穰疗养院的一个冬夜，作者面对眼前充满了凝

静、超逸与庄严的月下，不禁想起病中的“我”的情思与乡愁。这里作者连用四个排

比段，是从否定的方向写这一段“往事”中难忘的印象： 

 

        今夜的林中，决不宜于将军夜猎……；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燃枝野餐……；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爱友话别，叮咛细语……；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高士徘徊，美人掩映……； 
                                                  《往事（二）·三》 
 

在《无家乐》一文中，讲的是作者为了陪同丈夫东渡日本，她远行之前，把小家

庭暂时解散，作者“无家一身轻”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心情。文中为了增强语言的整齐

美，意思密切关联的句子，运用排比手法。如： 

 

        平常你听不见的声音，也听见了； 
        平常看不出的颜色，也看出了； 
        平常想不起的人物和事情，也一起想起了； 
        多热闹，多灿烂，多亲切，多新鲜！ 

                                                  《无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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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拟人手法 

    冰心在《往事（一）十四》中描写与三个弟弟仰望星空，畅谈大海的场景。通过

姐弟的谈海，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海的女神妩媚、飘逸、威严的形象。采用了

拟人手法，将海拟为美女，海岛拟为侍从；将海霞比作扇旗，新月比作梳子。引用

“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诗句来描写女神的风采。这样，冰心把海的柔婉细腻，表

现得淋漓尽致。文中的句子，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女神的风姿：“曳着白衣

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在

“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在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阴沉！”[1] (p68)  通过冰心的妙

笔，“海的女神”的风姿就跌然在纸上，她把“海”变成活灵活现的“美女”，而且

性格是那样鲜明，形象是那样生动，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 

 

（二）古典诗词的融入化用 

    冰心曾在她的通讯中跟小朋友这样说：“愿你们用心读古人书，他们常在一定的

环境中，说出你心中要说的话!” [2] (p182)正是因此，在冰心散文的语言运用中，经常

借古人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情思，使文章为之生色，新颖别致。而且，“文笔是雅淡

的、简练的、融会了古人之诗文的。”[3] (p41)所以她在修辞上“爱浸些旧文学色汁水

进去”。[4] (p5)

    冰心经常用旧诗词化入散文中，营造气氛，表现思乡离别的情怀。这种语言的运

用，是她早期的散文非常明显的特征，尤其是在《寄小读者》的二十九篇通讯里，作

者叙写在美国的见闻，读来处处都可以看到。例如：她刚离开祖国独自在青天碧海的

太平洋舟中，常常想起“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的诗句。到了慰冰湖，

又忆起左辅的“浪淘沙”。试引一段： 

 

        水软橹声柔，草绿芳洲，碧桃几树隐红楼；者是春山魂一片，招 
    入孤舟。乡梦不曾休，惹甚闲愁？忠州过了又涪州：掷与巴江流到海， 
    切莫回头！ 
                                          《寄小读者·通讯十六》 
 

    为了寄托此中的乡心，她还把诗中的两句“乡梦不曾休，惹甚闲愁”刻在一片小

石抛入湖心。 

                                                 
[1][2]  

冰心.冰心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 
 

[3][4]
 林德冠，章武，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上）[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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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中在疗养院山中的生活，除了看书游山，就是与女伴谈笑。她又忆起杜甫的

“思家步月清宵力，忆弟看云白日眠”和苏东坡的“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

方”。[1] (p188)面对异国的风光，在朦胧的晓风之中，四周小鸟朝日轻美的歌声，“春

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诗句，[2] (p239)又自然地萦回脑海中。除了借用古典诗词

外，有时她还插入一些谚语如：“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3] (p190) 使语

言更加流畅，通俗易懂。 

    可见，这些诗句被冰心巧妙放置在散文中，达到了一种辞少意丰的效果，在语言

上有一种典雅的审美风格。 

    由于冰心对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比较深厚的修养，赴美留学时，又接受到西方文学

的影响，这种特殊的文化因素，在她的心灵里，得到了自然的融和。能把古典文学中

的辞章、语汇吸收融化，注入到现代语言中去。然后，经过作者的精心提炼、加工，

使之相互融合，浑然一体，形成独特的语言艺术：凝炼明快、清新婉丽，带有浓重的

抒情性，给人以如诗似画的美感。这种华美的语言，统称之为“冰心体”语言。如在

读冰心这篇名作《笑》，让人感觉到一种非常独特的、美妙的韵味。试引一段： 

 

        雨声渐渐的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 
    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的动 
    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笑》 
 
    再看，作者这样描写江南水乡： 

 

        一簇一簇的茅亭农舍，树围水绕，自成一村，水漾清波，树枝 
    低亚。当几个农妇挑着担儿，荷着锄儿，从那边走过之时，真不知 
    是诗是画。 
                                            《寄小读者·通讯四》 
 

    这一段文字，宛如一幅精彩图画，作者借鉴古典文学中炼字炼句的长处，精选词

汇，在清丽之中，又具有典雅之美。  

    冰心的语言不仅写得宛如图画，而且又显示出语言的音乐性。再看： 

 

 

                                                 
[1][2][3]

 冰心.冰心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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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樱花，一堆堆，一层层，好像云海似地，在朝阳下绯红万顷， 
    溢彩流光。当曲折的山路被这无边的花云遮盖了的时候。我们就像 
    坐在十一只首尾相接的轻舟之中， 凌驾着骀荡的东风， 两舷溅起 
    哗哗的花浪，迅捷地向着初升的太阳前进！ 
                                           《樱花赞》 
 

    这些摘自《樱花赞》的语段，作者注意到语言的音韵的匠心营构，使散文句句铿

锵，让读者体会到字音双全的美感。 

    总之，冰心语言的独特追求是“白话文西化”和“中文西文化”，所谓“冰心

体”。而且，对这种“文言词汇的运用，特别是大量古书语的直接引用，使冰心的文

学语言具备了精练简洁、蕴涵丰富的显著特征。”[1] (p154)正如冰心自己在《遗书》

中，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想如现在的作家能无形中融和古文和西文，拿来应用于新文

学，必能为今日中国文学界放一异彩”。[2] (p286) “冰心体”文学的产生，表示了中国

新文学的一种新倾向，同时，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与模仿。 

 

二、梦莉：柔美华丽的语言 

    读过梦莉散文的人，无不为她浓郁的感情所打动，也常常为她的美文所吸引。

“她的语言是美的，绮丽、隽永、飘逸，真是如泣如诉，绘影绘声。”[3] (p18)她注重

炼字炼句，追求散文的格调、语音、修辞的美，力求使散文真正成为“美文”。因

而，她的语言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 

    首先，梦莉经常借用古典诗词化入散文中。生为中华儿女的梦莉，自幼受过良好

的中国文化的教育，又有祖辈诗书之家的文学熏陶，奠定了她深厚的文学根基。她对

中国古典文学颇有研究，在古诗词修养方面造诣甚深。因此，她在散文创作中，不时

巧妙地借用中国古典诗词，来抒发自己的情思，使文章表达意境深邃，韵味十足。而

突出表现语言诗化的特点，书卷气浓重。就从散文的标题看起，无疑真是那样富于诗

意的标题，像《烟湖更添一段愁》、《相逢犹如在梦中》、《万事东流水》、《云山

远隔愁万缕》、《锦书紧系两颗心》等。其本身就是一句诗，这样形象生动的标题，

当然能吸引读者的兴趣。 

    在《又是除夕夜》这篇获得山西太原文学特别奖的散文中，整篇文章可以看到六

处诗句融汇在其间。在传统佳节的除夕夜，到处充满一片热闹欢腾的场景。开篇就借

用了两首诗。试引一段： 

                                                 
[1]
 林德冠，章武，王炳根主编.论冰心体.冰心论集（上）[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 

[2]
 佘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
 海华编.茉莉花串——梦莉作品评论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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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琪，屈指离别已有数年，“逝者如斯！”我记得唐朝戴叔伦有一 
    首诗：‘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现在的我，正属于万里未能归回的人啊！ 
                                                   《又是除夕夜》 
 

     这段文字以古诗词穿插写成，令人感到一股悲痛的气息扑在面前，具有诗意语

言的美。 

    接着，一首又一首的诗句不断的穿插。如：“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不

断，理还乱，是离愁”。这种诗句的引用，与文中主人公的心境，相当适合。又有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句，而后面引用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更强化

了爱情永远是铭记在心中，充满了深深地爱的感情。 

   《故乡的云》中，梦莉选取宋代著名女诗人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哀

婉凄绝的诗句，还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等诗句。这种诗句的运用能看

到她心中一片空虚与悲伤的样子，在语言上有一种淡雅美。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如果梦莉没有对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在词学方面很有造诣

的话，难以写出这样的文章。同时她的这些散文，也继承了中国传统诗词的委婉含

蓄、意在言外的审美传统。在语言表现力上凝炼、优美，令人深思。 

    其次，善用多种修辞手法。如比喻。通过梦莉作品，常看到她的比喻手法。如在

《寸草心》写“父亲的离去，是我心灵上 大的失落。如一只断了线的风筝的飘逝，

似一只孤雁被狂风骤雨卷入海中，然后被波涛吞噬。” [1] (p82)这里作者连用两个比

喻：“如”、“似”增加了语言的真实感，也看到她童年不幸的遭遇。在《人在天

涯》描述了一对情侣相隔万里的思恋之苦。借助于景物和恋人照片，借自然景象的变

幻抒写作者的憧憬自由，追求自在。“我也同样希望，你我泛舟于无际的海洋中！象

一对翩翩的燕子，在空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翱翔啊！”作者把一对恋人比做一对

燕子。除了比喻手法之外，文中还有排比手法。试引一段： 

                                                    

        在我劳累时，你给我力量；在我遇挫时，你给我信心；   
        在我苦恼时，你给我支持；在我孤独时，你给我安慰； 
        在我愉快时，你给我温馨与美好的遐想。 
                                                 《哪堪回首话当年》    
 

                                                 
[1]
 梦莉.相逢犹如在梦中——梦莉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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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善用四字格。综观梦莉散文，写出这样 突出的语言，就算这篇了，文中

写出恋人心声的一封信，试引一段： 

 

        玲：别梦依稀，往事历历，思绪万千，故爱心燃，沉痛心伤， 
    喉哽忍悲，有口难言，回顾当年，俩少相恋，爱心暗许，一起学 
    习，相互鼓舞，满腔热忱，时局恶变……为了前途，追求进步， 
    相约先后，远涉重洋，奔赴祖国，同攻学业，创造未来，谁能料 
    到码头一别，成千古恨！别后不久，讹闻频传，慑于现实，你坠 
    入了痛苦深渊，我也只能把感情深藏！ 
                                            《相逢犹如在梦中》 
 
    整段文字简练、整齐、美妙。读之，感到语言的节奏美。 

    此外，梦莉讲求遣词造句，选字用词仿佛字里有声有色，两全其美，使文章增添

了色彩。如在下面这一段： 

 

        一天夜晚，大地格外的黑漆漆，猛然一个闪电在窗口掠过，接着 
    就是轰隆一声巨雷，似乎房屋里的墙壁都震动了，接着奔腾万马一般 
    的豪雨倾泻而下。电闪、雷鸣、雨啸、风吼，一种震慑人心的声响， 
    充满了房间……渐渐，雷声远去，雨却更大，风也狂刮起来，整个 
    大地像在咆哮怒吼…… 
                                                   《小薇的童年》 
 

    这段文字，不仅使读者看到深夜的黑色，而且听到周围的多种声音。 

    梦莉多数篇章的词汇主要限于对童年苦难、爱情、亲情的追忆。如在读《小薇的

童年》中的一段句子：“当完全恢复知觉后，一种很无奈、无告的心情，又突袭了她

幼小的心灵。可是，她知道，叫也没有用，怕也没法，她得自己忍受，自己忍耐和控

制。” [1] (p103)读《关山有限情无限》中，“银翼一掠，划过太空，倏忽之间，它将把

你带到那遥远的异国他乡。飞机越飞越远，越来越小， 后，留下的惟有隐约可闻的

沉闷隆隆声。然后，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的双手却仍僵举在空中……”[2] (p54)

可见，这些篇章的语言写得自然、朴素、细腻，但读起来却感到比较凄迷，带有忧伤

的色调。 

                                                 
[1][2] 

梦莉.相逢犹如在梦中——梦莉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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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梦莉散文的语言是以现代汉语为主，是规范化的语言。梦莉虽是

泰华作家，祖籍澄海，是潮州人，但她几乎不用方言土语，这是她与众不同的特点之

一，本人认为，她已努力尽到一个华文作家的神圣职责。 

总之，从梦莉笔下的多种形态描写，无论是写人物，写景状物以及语言运用等方

面。不难看出，梦莉的艺术风格往往就是跟她的文体的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突破

了一般散文的普遍性。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永远名誉会长司马攻先生在为梦莉的散文集

写的《序》中指出：“文调就是那个人，因此，如果你要问我 ，你的文章是什么

体，我就说：‘是梦莉体。’因为你是梦莉。”[1] (p202) “梦莉体”文章 多收集在她

的第一本散文集里。如：《烟湖更添一段愁》、《故乡的云》、《又是除夕夜》、

《人在天涯》、《相逢犹如在梦中》等。那梦莉体是怎样的呢？王松先生这样给我们

的解释：“她的散文里有诗，诗里有画，画中有人的心声和行动，她把散文、诗、画

和小说等体裁揉成一体。”[2] (p138)  这就是有“梦莉体”之称的散文，也就是梦莉独特

的艺术风格。 

 
 
 
 
 
 

                                                 
[1]
 司马攻.因为你是梦莉[C].曼谷：八音出版社，1989. 

[2]
 海华编.茉莉花串——梦莉作品评论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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