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郁达夫作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颇具影响力

的创造社作家，创作出了一系列风格独特的小说、

游记散文、小品随笔。他以忧伤、愤世的情怀在黑暗

污浊的社会里的倾诉和叹息引起了同时代诸多青

年人的共鸣，以真率、清丽的风格走上了“为艺术而

艺术”的高峰，也以良好的文学修养赢得了文坛的

赞誉。同时，作品中大胆、直率的病态心理描写也引

来了众多的侧目和非议。

社会总是在不断进步，时至今日，人们对郁达

夫有了更为客观中肯的评价，特别是对于他敢于冒

天下之大不韪去坦率暴露地描写性心理加以了肯

定。然而，许多人在谈到郁达夫的游记散文时，都不

约而同地在肯定其艺术造诣是“以清婉胜”时不免

惋惜地认为“时露愤激之音”，〔!〕说它们“充分表现了

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份子，在动乱的社会里的苦闷

情怀”。〔"〕即作品不免消极伤感。象《故都的秋》一篇，

认为当时郁达夫因被左联开除及国民党白色恐怖

等原因思想苦闷，在文章中流露出了低沉、伤感的

格调。笔者十分喜爱这篇文章，认为是古往今来写

秋的文章中真正懂秋的佳作，把秋的味道写得最为

透彻淋漓。多次研读之后，发现其实并非象一般人

认为的那样，是忧郁伤感的悲秋情怀。而是一反常

规，以别样的秋境写出了高雅脱俗、清淡纯朴的人

生境界。

《故都的秋》中，作者选取的景物都是属于街头

巷尾房前屋后常见的事物，象院子、驯鸽、牵牛花、

槐蕊、果树、秋雨、秋蝉等，而没去写人们津津乐道

的赏秋名胜：如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潭柘

寺的钟声等。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普通事物在他笔

下反而使人感到亲切、自然。因为作者对这些身边事

物反而有最深切的体味，自然随手拈来，却别有风味

且生动传神。然而笔者想到，郁达夫如此热衷于平常

事物的精致描绘，也与他向往清淡纯朴的生活有很

大关系。所以，作者在《故都的秋》中，无时无刻不表

现出对真实自然、纯净安详的生活状态的追求。他描

写秋蝉的残声时说：“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

才听得到”，而在北方“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

们的啼唱”，可见作者偏爱故都的秋还因为它比已都

市化了的南方更多一些久违的野趣和真实的人性回

归。作者曾说对于这一种利欲薰心的人，“我以为对

症的良药，就只有服一剂山水的清凉散”，因为“山

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

净化”。〔#〕可见作者写山水景物并不是单纯再现自然

之美，而是欣赏山水中表现出的别样人生境界。所以

作者在写秋雨时，特意加上了都市闲人缓慢悠闲的

声调。北方那种淳朴厚重、清醒安静，与南方追名逐

利、浑浑沌沌的生活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相形之下，

作者在面对一片批评、指责之声时，这种心态追求正

好体现了作者不附媚于庸众、敢于横清流而卓立，保

持高尚的情操与坚定的人生态度；自有面对芸芸众

生，我自灵魂在高处的清醒与独立。

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篇文章感动

人的是作者自己已化成了故都的秋的一份子，秋即

是“我”，“我”即是秋。秋的那种博大、悠远、深沉的意

境就是“我”的人生追求；秋的那种透彻、纯净的味道

就是“我”的性格写照；秋的脱俗、高雅就是“我”的人

灵魂在高处
———郁达夫《故都的秋》解析

邓宇萍，胡 峡
（西昌学院 四川西昌 $!%&!#）

摘 要：郁达夫的作品受争议较多，历年来一直有郁达夫作品难免颓丧消沉的评论。本文以《故都的秋》为例，解析了

郁达夫精神世界当中的另一层面。看到他苦闷当中坚守的高尚情操，困境中仍不流于世俗的卓立精神以及对纯朴清

淡的生活境界的真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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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观念；确实是“欣赏山水及自然景物的心情，就是

欣赏艺术与人生的心情”。〔!〕《故都的秋》在开篇说自

己不远千里辗转而来，无非是想“饱尝”这故都的秋

味，这看似疯傻的举动是只有真正爱秋的人才能够

理解的，那为什么独爱北方之秋呢？原因是江南之

秋“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

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只能

夹在众多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这平常之处

却态度鲜明地折射出了作者的人生态度：不愿人云

亦云、浑浑沌沌，追求透彻纯粹的人生；不愿和周围

庸俗的人交往，追求清洁高尚的境界。这一思想痕

迹在随后的文笔展开中处处可见。如作者在描写破

壁腰中的牵牛花时，不经意间的一句议论“我以为

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这

种审美选择并非是无来由的，它融入了作者的个

性、情感和情绪。作者喜爱的蓝色、白色显示出沉

静、安详的味道，与作者追求的冲淡平和、高尚纯洁

的人生境界正好契合，不要世俗的大红大紫，亦是

不要张扬、庸俗的个性选择。郁达夫一生都处在出

世与入世的矛盾纠葛中，他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写

了许多反映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如《薄奠》、《微雪

的早晨》、《春风沉醉的晚上》等，无不展示着这位作

者直白热情的胸怀，对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

的有着深切的同情。而《沉沦》虽说难免带上了忧郁

颓丧的气氛，根本上还是表现对封建势力罪恶的控

诉和反抗；另一方面，郁达夫以放浪形骸的方式表

示对统治势力的反抗和蔑视，引起了众多的非议，

加上郁达夫性格倔强，不轻易改变自己的文艺观点

乃至政治观点，以至于在一九二七年因与他人意见

不和而退出创造社，后来又被左联开除。被人说成

是游离于政治斗争之外的逍遥派。郁达夫在无人理

解的苦闷中，转而向往回归自然、远离喧嚣的生活，

这种思想在《迟桂花》及一些散文小品中表现明显。

但实际上终其一生，郁达夫根本上是一个真诚的文

学家和真诚的爱国者。他的田园情结最终并没有阻

碍他实际的爱国行动 （郁达夫因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苏

门答腊岛）。这篇《故都的秋》更是较多地映射了作家

真实的内心情趣及人生观念、性格追求等。把他内心

最本质的纯洁高尚的积极层面展露出来了，为他最

终的选择交代了思想上的根源。

细读全文，发现虽然文中虽有“悲凉、落寞”等字

眼，但全无消极颓丧之气，反而让人在沉静的秋的世

界里领略到生命另一种灵魂在高处的境界。特别是

文末有一段关于洋人、古人的议论，说虽然“秋之于

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的区别呢”，但这秋的

深味，是“非要在北方，才感受的到底。”南国之秋与

北国之秋相比，正如“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

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有什么比故都的秋

那种甘醇、实在、丰美和博大更令人沉醉的呢。这样

的秋境，这样的人生，笔者亦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

折去”，以留住这北国的秋天了。真正的秋味，是一种

超凡脱俗、清静高雅的境界。远远超过了那种忧郁、

颓废、萧索之感，文人们的颓废消极是对秋的误解。

因而，作者赋予了秋更高的人格内涵，打破了一般文

人学士只把秋当成忧愁伤感的抒写对象的局限。只

这一点，说明对此文“伤感、低沉之格调”的说法并不

算真正懂得郁达夫，懂得“故都的秋”的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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