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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是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巨大成就的文学家
,

他的文学

主张与创作实践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

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

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

明代 归有光 养气 文学贡献

归有光是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巨大成就的文学家
,

黄宗羲曾说
“

明有光之文振起于嘉靖之盛 独领时风众势
。 '

他的文学贡献得到

世人充分肯定 在当时的安亭湖畔 求学者络绎不绝 成为元明两代

古文家的唯一代表
。

幼年 归有光的母亲便离去 在其结婚之后 其

志同道合的妻子也先他而去
。

少年时代的归有光便开始其艰苦的读

书习业生活 压锡爵在其《明太仆寺寺丛归公墓志铭 》中便提到 厂归

有光弱冠之年便通六经
、

八大家之文 肩先生见其所为文 大惊
,

以

为当世无人能及之也 顿时名震四方 并选入南太学
。 ” 口叼日有光凭

其天资聪慧及勤奋好学 使得其最初的应试之路一帆风顺 而自

岁后 壮途之路险象丛生 使其耗尽毕生精力 承受着八上
“

春宫
”

不

第的痛苦
。

他一生仕途坎坷 石 岁才中三甲
。

在担任长兴知县期间
,

因得罪当地大户而遭受陷害 被贬掌管马政 后因病而去
。

一
、 `

旧月文第一
”

开启明文创作的新潮流

长期以来
,

归有光的散文被誉为
`

旧月文第一
”

对其文学创作给

予了极高的评价
。

在其六百多篇的各类文章中 启有大量有着不同

韵味的各类散文 其中有不少是对日常琐事的抒情记事 同时也不

乏有关心国家时事的经世之文 他的这些散文不但表现了对社会现

实
,

民众困苦的关注 而且也对社会现实有着较为深刻的批判与揭

露
。

在形式主义及复古潮流盛行的明朝时期 归有光能不随波逐流
,

写出非常清新的小散文 真的是难能可贵
。

同时 他还对扭转当时的

文风有着重要的贡献
。

清代著名史学家王明生就在 《钝翁类稿序》中

从散文发展史的角度 充分肯定了归有光的成就及贡献
。

明朝永乐

年间 肖时的文学是以杨士奇
、

杨荣等人的台阁体为主流 因为他们

都属于台阁重臣 放他们的诗文便充满着粉饰太平
、

歌功颂德的意

味 在形式上也显得非常呆板 对当时的文风影响深远
。

归有光奋起

矫正前代的创作弊端 开始推崇唐宋散文 强调要学习前代文人的

风格 同时还要自为其言
。

他对复古派的剿窃模拟尤为反感 并在

《与沈静福》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他指出 厂今世之文学以

啄句为工 不过剿窃前人之内容 而海内宗之 可谓悼叹耳
。 ”

在 《项

思瑶文集序》中 他还愤然指责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为
“

妄庸
”

之

人 扩
`

文章至宋元之名家 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 而世贞以蛆蚌撼

之 可悲亦
”

娜
。

民国初年 是社会风云激荡
、

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
。

留学东西洋

的新派文人 强烈的使命感 让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酝酿发

起五四新文化运动
。

出身科举的旧式文人 面对皇权终结
、

政治凋

敝
、

民生维艰 也是同样强烈的使命感 赴他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

化 思索出路所在
。

正是这样的大背景下
,

民国六年十月 蒋叔南作

天台山之游 在山凡九日 昼夜兼行 访胜探幽 搜索靡遗
。

略记行程

如下 第一日
,

由临海沿始丰溪官道至天台 宿清溪镇信行寺 第二

日 游赤城山
、

国清寺 宿高明寺 第三日 尽见螺溪钓艇 游真觉寺
、

佛

陇
、

寒风阔 宿华顶拜经台茅蓬 第四日 尽见华顶日出 游太白书堂
、

药师庵
、

华顶寺 双石梁飞瀑 肩上方广寺 第五日 游下方广寺 双

铜壶滴漏
、

水珠帘
、

龙游涧 返宿上方广寺 第六日 游万年寺
、

三并

坑 宿桐柏宫 第七日 游琼台
、

桃源
、

护国寺 肩广严寺 第八日 游

明宕
、

寒宕
、

方山 肩街头 第九日 游龙山 返城观县公署神桂
、

神

缸 竭忠节祠
、

学士第 仍宿信行寺圃
。

每次出游 蒋叔南的每日的行

程安排都十分紧密
。

出外旅游 蒋叔南有自己的独到方式
。

初冬时节是他最喜爱独

自出游的时候
。

因为这个时候
“

红叶之美丽为他时所无
, '

而
“

伴少则

心志相合 可以随处流连 油 中供给不繁 宿食便利
。

若成群结队而

来 是闹山 怠游山耶
, '

再比如对于旅途中携带之物准备方面的问

题 蒋叔南讲究物质与精神的一应俱全
。

正如他在 《天台山游记 》中

所写 厂内地交通未便 行旅艰难 游客对于携带物件亦当煞费斟酌

日用各物备带则困于搬运 少携尤觉不便
。

于海门出发时 整伤卧

具
、

食料
、

寒衣
、

漱器
、

文具而外 并携李白诗一部 台州府之 《水路道

里记 》两本 , 二倍远镜一付 携带相机一架 紫竹箫一支 雨衣一

袭 芒鞋一双 启兰地两瓶
,

旨余之旅行中所必不可缺少者
。 ”

蒋叔南云游四方 逐渐累积了一套独到的旅行经验
。

曾经有一

位叫苏竹影的旅行者认为旅行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一双鞋子 而蒋叔

南在 《我的旅游常识 》中提出 旅行中袜子比鞋子更重要
, “

远行之

袜 亦以布制为最相宜
, ' 。

他上黄山就是穿着妻子为他缝制的布袜
。

另外
“

手杖可以减少疲劳 扶持危险 亦登山涉水所不可缺者
, '

哪
。

长

期旅行经历让蒋叔南总结出赶超现代
“

驴友
”

的个性化旅游常识 始

后人以借鉴 同时他在旅行过程中记录下来的日志杂记也成为专家

学者研究民国初当地风俗习惯的重要历史典籍 尤其珍贵
。

同时 蒋

叔南好名山之余也积极邀请好友共游 期间曾邀请康有为
、

梁启超
、

黄炳洪
、

出版家张元济和蒋维乔
、

藏书家傅增湘等人游历名川胜水
,

山之怪伟 水之多端 激发了诸多名流的灵感 于是书兴大发 不断

挥毫泼墨 为世人留下了不少弥足珍贵的题刻
、

书画
、

诗歌和楹联
,

这既提高了名山大川的知名度
,

又为所到之处增添了文化的光彩
,

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尤为珍贵的文化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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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在 卜居安亭镇讲学的时候 便对后人的文学创作有着重

要影响
。

他认为 厂科举之学无可必得之理 冷所学者虽曰举业 而所

读者即为圣人之书
。 ”

归有光生活在明代
“

七子
, '

之交时期 在他们的

大力倡导下 出现了一股
“

文必秦汉 诗必盛唐
, '

的风潮
,

归有光也深

受这种复古思想的影响
。

但是 与其他文人一味地模仿不同 归有光

对古人作品的精神气质有着深入的领会 并反对形式主义的复古潮

流 最终形成其独特的文学风格
。

在 《震川先生小传 》中便记载 堆旦

甫先生为文经能得古人之风神脉理 启可谓当时文人不难抗行
。 ”

归

有光在文风上继承了 《史记》
、

《汉书 》的写实风格 并借鉴韩愈
、

柳宗

元的创作思想 开启了明清古文创作的新潮流
。

归有光强调文学的

实质在于
“

达意
”

而非迎合世俗 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描写生活日常

琐事的散文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复古思想的批判
。

这些散文记

录了与归有光本人相关的人与事
,

并渗透着作者本身的真实情感
,

实现了一种清新朴实的生活气息 脱颖于当时的文坛
。

同时 他还充

分肯定了宋元文人的成就 并对那些盲目推崇的人嗤之以鼻 他一

方面对复古主义进行着无情的批判
,

一方面广泛借鉴先秦文学及

唐
、

宋
、

元三代的古诗文 取其精髓 这被当时众多的文人所折服与

接受
。

他的散文与 《史记 》
、

《汉书 》及唐代文人的诗文有着密切的联

系 并有着其独特的文学风貌 对后世文学 尤其是清代的桐城派文

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

二
、 “

平淡
”

的艺术魅力 双者
“ `

侧然
, '

的艺术效果

在其众多的文学成就中 最为令人传诵的是其众多怀念女性的

作品 其 《张节母墓志铭 》中 肩着不经意的一种平淡 达到令
“

观者

恻然
, '

的效果
。

归有光散文的平淡体现在其所叙故事之中 其将目光

更多的关注平凡人及寻常事 这就使得心灵变得更为纤细 找到了

抒发感情的最佳途径
。

人人都有妻儿 而像其这样的写入文章怀念

的却不多 其文章之所以能打动人心 是因为其文字的实在及一往

情深
。

作为对生活有着深切感受的人 在其抒发情感时相当有克制
,

很少有悲天悯人之语 但有着
“

欲语还休
, '

的效果
。

在 《先批事略 》中
,

归有光写道 厂诸儿见到家人哭泣
,

以为母寝 伤哉
”

母亲已经永远

去世 而年少的儿女却认为母亲只是熟睡过去 见到家人哭泣才哭

泣 归有光便将这种冷静的笔法完美展现人生的冷酷
。

归有光运用

细节描写的方式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他曾坦言 岁余独好 《史记 》并

多在文章中借用其词句
。 ”

刚 如在 《李斯列传》中
,

归有光就详细描

述了李斯看到厕中之鼠及仓中之鼠的心理过程
。

这些笔墨看起来平

淡无奇 其实虽然细微 但有着点睛之妙
。

文章的风格有着很多种类 归有光的文学魅力就在于其
“

平淡
, '

韵味 而这种平淡并不是淡而无味 是一种有着缠绵韵味的文学风

格
。

其对行文的独特见解及前人的继承 使得其作品有着独特的文

学魅力 并影响着一代文学家
。

作为一名成功的诉说者 归有光将身

边的故事自然地叙述出来 其所表之情乃人之常情
,

自然能引起人

们的共鸣
。

其作品的真正魅力存在于其所言说的事物 并超越时代

的限制 实现了永恒的艺术效果及存在
。

归有光的文学作品是为自

己创作的 是其人生经历的记录 同时也是为故人而作 正是这些所

记之事及所表之情的平常
,

使得众多超越时空的读者也深受感染
,

并为后人留下了更多发挥的空间
。

归有光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重

要的贡献 他扭转了当时的形式主义思潮及复古主义文风
,

同时 他

还上承先秦及唐宋传统文学 下启姚鼎散文的先河 最终成为了唐

宋八大家及清代桐城派文学的重要纽带与桥梁 在中国文学史上起

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

三
、 “

为文在于养气
, '

朋代散文的杰出代表

为了提高写作水平
,

归有光提倡养气论 他指出 厂为文在于养

气 韩
、

孟的文章侧重于如何做人 苏轼的文章侧重于如何作文 两

者有着很大的差异 余偏重于后者
。 ”

当然 归有光与苏轼的文章养

气论也有一定的差异 苏轼偏重于如何提高文章的写作水平 进而

提升作者自身的内在修养 归有光认为此乃是唯一的途径 放有
“

气

充于中而文溢于外在 肩不期然而然者
, ' 。

归有光强调儒家的圣人之

道及其正气 其尤以诸葛亮的 《出师表 》及胡荃的 《高宗封事 》为范

文 强调
“

忠君
, '

及
“

爱国
”

这也显示出归有光高尚的人格境界
。

归有

光强调养气为了作文并不是最终目标 其通过作文而培养出来的正

确道德观影响到其他群体 以实现道德的教化
。

作为儒家文化的追

随者 归有光始终将道德标准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则 同时将伦

理准则作为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 扩
`

文章无关世教
, ' ,

只是教化的重

要途径
。

在诗歌创作方面
,

归有光强调诗歌创作应以教化为目的
“

先王以是成孝敬 美教化 移风俗
, '

眼
。

这些足见其对文学教化作用

的深刻认识
。

在文章功能方面 归有光不但立足于功利性 而且还包括审美

方面 这对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

在其困顿的一生中 归

有光始终将文学创作视为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

同时这些作品

也体现了归有光面对困难的精神及态度 是明代文学创作的里程

碑
。

那些进入其文学世界并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素材
,

将这些人
、

物
、

事等联系在一起就能很清晰地了解其创作的脉络
。

归有光追

求的是广义上的人文化成 并不是伦理观念的传递
,

其创作了大

量具有极高价值的文学作品 眉日是对人性的描述 其根植于人的

深情
。

所以
,

归有光的文学风格相对于其他文学修辞来看 站在了

更高的层面对文学的审美效果有着较为准确的把握
。

他的 《庄骚

太史所录 》就表达了传统文人的审美观 在这一文章中 他探讨了

文法的变化 从为文章的成功在于成熟的写作技巧及方法的灵活

运用 文法越富于变化 文章就更加新颖与工致
。

归有光对文章的

风格有
“

奇
, ' 、 “

正
, '

两种划分方法
。

孔子的论著及六经等都属于
“

正
”

的范畴 这些文章都不敢
“

出一毫意见见于法度之外
” 。

明末

清初的著名文学家钱益
、

黄宗羲等人对归有光尤为推崇 并将其作

为明代散文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

在归有光的一生中
,

他的文学创作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但

随着时代的变迁及文学观念的演化
,

其文学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称

赞 并对后世文学有着重要影响
。

钱谦益曾说 厂余小品文得益于同

县归熙甫
, '

并盛赞其人物描写传神 肩
“

如见其人衣冠笑语
, '

效果
。

归有光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并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

位 最终走向了在传统中求新
、

求变的道路
。

归有光在思想情感
、

文

学题材
、

语言风格及创作手法等方面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与探

索 尤其对晚明的小品文有着直接的影响 进而影响到中晚明时期

的文学风貌 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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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 目 本又为南阳师范学院专项项 目 《西方资本主义又化背景 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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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卢卡奇
、

瓦特
、

戈德曼为 中心 》 项 目编号
。。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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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受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 目

的资助
★作者陈丽英为 南阳 师范学院讲师

,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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