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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成为中学语文教学的主导文类，但散文教学又存在

不良的倾向。只注意散文文类共性的研究，而忽视文本的个

性特征，“将所有的散文教成同一类散文”[1]；“不注重散文中

蕴涵的情感而去关注散文中所及的事物”[2]；不在文本内着

力，游离文本，作过度的解读和迁移；不能科学地了解学情，

教师选择教学内容全凭自己的一厢情愿，学生学不到对自己

切实有用的东西。那么散文教学内容到底如何确定？我以为

关键是处理好四组关系，找准四个着力点。

一、处理好文类共性与文本个性的关系，在文本个性上

着力

散文是介于文章与文学之间的边缘杂交文体，它形式自

由、取材广泛，写法灵活，风格多样，这既给教学提供了极广

阔的空间，又对执教者的驾驭能力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尽管

如此，我们如果能找准文类共性与文体个性之间的平衡点，

在把握散文的文体特征和文类共性的基础上充分彰显具体

“这一个”文本的个性，也许就能有效地应对这一挑战。从阅

读者的角度看，散文的共性最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要学到

精彩的文笔和恰当的修辞，以及灵活的构思技巧。二是要从

文中看到多姿多彩的世界，并学习作者观察这个世界的独特

视角。三是要从作者丰沛的情感中收获感动，从作者的睿智

和见识中得到启迪。我以为《荷塘月色》最显著的文本个性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精致的语言、深沉的情感、灵活的构思。
我们可以在这三个方面着力，来确定本文的教学内容。

郁达夫曾说过，朱自清的散文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

散文”[3]，《荷塘月色》就是全写口语，却能写出具有古典诗歌

质感的优美文字的典范，其中最精彩的当属文中四、五、六三

段对“荷塘月色”的描写。在这三段中，从第四段的“曲曲折

折”到第 6 段的“隐隐约约”，一连十几个叠词的使用，节奏鲜

明、音韵和谐，余音袅绕，具有一种音乐美，给读者一种“大珠

小珠落玉盘”的美感。描写荷花的句子最为经典，运用了拟人

手法，用形容女子娇美神韵和姿态的“袅娜”和“羞涩”来比拟

荷花，写出了荷花的情韵，赋予荷花以生命的活力和感情，还

能激发读者的想象。接着又用“明珠”、“星星”、“美人”来比喻

荷花，而构成了博喻，分别写出了荷花晶莹剔透、忽明忽暗、
娇艳欲滴的特点。写“荷香”的句子则用了通感的手法，用“远

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来比喻荷花的缕缕清香，用听觉来写

嗅觉，写出了荷花幽微清雅、沁人心脾的清香。炼字手法亦见

功力，如用“泻”字，使得“月光如流水一般”这一个很庸常的

比喻翻出了新意，写出了月光似锦似缎、光滑细腻的质感和

自上而下、全部倾洒的动感。《荷塘月色》就是通过以上种种

手法，诗意般地营造了一个静美、雅洁、自由、梦幻的荷月世

界，表达了作者淡淡的喜悦之情。而以上几种手法的成功运

用，在文本中处处可见，由于论者众多、不再一一分析。但我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像四、五、六这种具有诗歌质感的写景抒

情文字，无论怎样讲析是不够的，它一定离不开反复的朗读。
可以放声朗读，去体味它的音乐美；可以默读，去领悟它的意

蕴美；更可以精心设计比较朗读，即将学生对文本意蕴领悟

前后的朗读效果进行比较，帮助学生真正捕捉其精髓和神

韵。
作为抒情散文，《荷塘月色》的感情委婉、曲折、深沉，要

准确把握，实属不易。但不少参考用书在分析《荷塘月色》的

感情基调时只是简单地告诉人们整篇文章笼罩在淡淡的忧

愁和淡淡的喜悦互相交融的思想感情之中。绝大多数老师也

是简单采信这种说法，而不能抓住文本去作切实的分析。《荷

塘月色》抒发的喜悦之情为什么是淡淡的，而不是浓烈的？抒

确定散文教学内容的四个着力点
———以《荷塘月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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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忧愁之情果真是淡淡的，而不是浓重的吗？而“忧愁”与
“喜悦”这两种矛盾的感情是怎样融合在文本中的呢？面对这

些问题，很少有人从文本中去找答案。解决问题的路径首先

出了问题，而结论自然就值得怀疑，学生的阅读效益也就无

从谈起。那么，究竟如何透过一个个意象和场景去准确捕捉

作者的情思呢？笔者在第四部分将作具体的阐述。
相较于对情感的理解而言，问题更严重的恐怕是对《荷

塘月色》构思技巧的把握。一般参考用书对《荷塘月色》的情

感脉络作这样的归纳：这几天心里不宁静→独处求静→一无

所有→惦着江南，并进而分析文本贯穿始终的深沉的孤独与

苦闷的心绪。这样的解读诚然是没有错的，但是很少有人对

本文在选材和组材方面别出机杼的构思作进一步的分析。其

实，按照事物发展自然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思路：这几天心

里颇不宁静→来到荷塘边的闷热感受和蝉蛙的鸣叫使我更

不“宁静”→“我”强忍烦躁，欣赏荷塘月色→但仍觉“热闹”是
蝉和蛙的，“我”什么也没有→不由得怀想江南。如果我们仔

细比较这两种构思方法，我们应该发现作者的构思天衣无

缝、不露痕迹，其精妙之处，瞒过了无数读者的眼睛。一是材

料的取舍得当，作者有意隐去了去荷塘途中的袭人热浪和闷

热的生理感觉与心理感受；二是材料的组织巧妙，把蝉声和

蛙声放到欣赏完“荷塘月色”后面；三是材料的使用详略得

当，对“在院里坐着乘凉”、“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点到

即止，惜墨如金，而对“荷塘”与“月色”等浓墨重彩，突出主

旨。试想一样，作者如果过分渲染在“乘凉”时的闷热感受，并

把吵破宁静氛围、搅乱和谐韵律的蝉声和蛙声放到前面写，

能那么自然而然去描写宁静美丽的荷塘月色，去营造素淡朦

胧的情调吗？如果这样写只能使行文生涩、生硬，而失去浑然

天成的味道。
从众多媒体提供的有关《荷塘月色》的各种教学案例可

以发现，对语言的鉴赏分析是无可争论的教学重点；对情感

的把握争议颇多，这成了教学的难点；对几乎被人忽略的构

思技巧分析，则可以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把着力点放在这

三个方面，既遵从了散文的文类共性，更彰显了《荷塘月色》
的文本个性。

二、处理好事实与情感的关系，在情感上着力

散文文体的两栖性决定散文既是事实的文学，更是情感

的文学。“所谓事实的文学，指表述或反映某种客观事实或真

实存在的文学，其主要特征是现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意识

形态色彩较重；所谓情感的文学，指抒发真实情感或表现主

观感受的文学，注重对情感的发现，主张独抒情感，情感的表

露一般比较内敛含蓄。”[4]散文作为一种介于文章与文学之间

的“两栖”文体，就文章的特性而言，散文有外在的可以指认

的言说对象，具有写实性；而就文学的特性而言，散文又不作

纯“客观”的写实，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散文固然要呈现“事

实”，但更主要的是要抒发沉淀在“事实”下面的情感，正如王

荣生教授指出的那样：“诚然，散文是真实的人与事的抒写，

不联系被写的人和事，自然谈不上对散文的理解，但是，散文

更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离开了写作的这个人，更谈不上

对散文的理解。”[5]

《荷塘月色》既是事实的文学，更是情感的文学。相对于

妻子和儿子，生活在“家世界”中的“我”是真实生活中的作

者。“我”在月下来到荷塘也是事实，但荷塘月色中的“我”已
不是平常的自己，而是虚实参半的抒情主人公，正如文章中

所描述的那样：“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

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看到的“月下荷塘”，也是

虚实参半的世界，它既是自然界的“荷塘”，更是作者心中的

荷塘，“是世界上任何人从未见，也是平日的朱自清所未曾见

过的荷塘”[6]，是寄托作者情趣的载体，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心

中宁静、雅洁、美妙、自由的理想世界。“我”怀想中的“江南世

界”则完全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人文景观，作者借此表达了对

自由快乐生活的向往。而纵观全文，如果从《荷塘月色》呈现

给我们的客观世界走进寄托作者精神追求的情感世界，我们

就会发现，《荷塘月色》含蓄委婉地表达的是对自由宁静生活

的喜悦向往之情以及这种生活情趣在真实世界难以追求的

无奈。散文阅读，就是要从文本呈现的“事实”出发，通过对作

者个性化的语句章法的分析，最终进入作者丰富而细腻的

“情感世界”，而后者应是散文阅读的着力点和终极追求。

三、处理好文本内与外的关系，在文本内着力

王荣生教授把文本分为“定篇”、“例文”和“自读”大约三

种类型，《荷塘月色》在各种版本里都属于“定篇”。学习这种

定篇，是让学生透彻地领会这些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理解和

感受这些经典作品何以为经典，经典在何处的奥妙。我所说

的文本的“内”就是指作者呈现给读者的客观存在的文本，以

及这种文本的“思想和艺术”，而离开这个客观存在的文本，

向前追溯（如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背景等），向后迁移（对

作者思绪所作的引申延展。利用文本来学习语言和言语的知

识，文章和文学的知识，阅读和写作的知识———用王荣生教

授的话说，这些是“例文”“样本”的教学任务），我把这些“向

前”和“向后”延伸的东西叫做“外”。我以为散文阅读教学，最

根本的任务是要紧扣文本本身作权威的阐释和有效的品赏，

而向外的延伸要谨慎控制，以免冲淡教学的主旨。布鲁克斯

曾说过：“文学批评就是对作品本身的描述和评价。至于作者

的真正意图，我们只能以作品为依据，只有在作品中实现了

的意图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至于作者对创作的设想及他事

后的回忆都不能作为依据。”虽然在解读一个文本时，或许要

考虑作者生平经历、创作意图、心理倾向、时代背景等，但文

本才是分析的基础，如果背离了基础，那么什么也谈不上。最

靠得住的文本解读，应该符合文本的内在逻辑指向，一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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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产生申必须依据文本自身，内证是第一位的，至于对作

者思绪作引伸延展，那应是散“阅读”之后的事。现在的散文

教学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少课堂或借助了课文中的语

句，或借助于其他资源，师生作进一步延伸性谈论（往往扩展

到其他“外在的言说对象”），渲染并强化情感（实际上是概念

化、抽象化之后的“思想”“精神”），这种教学就“走到作者之

外”，“走到了课文之外”，“走到了语文之外”，“走到了人文之

外”，于是“把语文上成了非语文”。[7]我认为《荷塘月色》之所

以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淡化背景，渲染描摹，使

平淡的“景物”成为充满灵性的“情物”。因此，我在执教《荷塘

月色》时，开始不介绍写作背景，即不作向前的延伸，只是在

探究作者的情感时，稍带提及且不作延伸和深究。我以为如

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荷塘月色》能像《赤壁赋》那样成为永

恒的经典，那么，它打动后人的，一定是作品本身的魅力，而

不是其他。当然，如果是为了加深学生对作品情感的理解，并

给课堂增添一些人文色彩，那么有时可以作一点适当的延

伸。我在执教《荷塘月色》进行课堂总结时，进行了这样的内

容设计：今晚正是满月之夜，请你一人，或邀三五知己，去观

赏“明月松间照，莲动下渔舟”的美景，让“湖月照我影，送我

至剡溪”，可以去海边，领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博

大意境，还可以去江边，抒发“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

相似”的无限感慨，当然，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荷塘月色”，
因为“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样的内容设计是为了强

化学生对朱自清在淡淡月色下夹杂在浓厚愁绪之中的淡淡

喜悦之情的理解，同时也增添了语文课堂的人文色彩。

四、处理好体式与学情的关系，在两者的交集点上着力

根据文本体式和学情分析来确定教学内容是两条较合

理的路径。事实上，从这两条路径得来的结果可能会有以下

四种情形：完全重叠，部分相关，完全无关，互相冲突。那么，

面对这四种情形，我们如何来确定教学内容呢？王荣生教授

给出了答案：体式和学情之间的交集才是确定教学内容的核

心所在。从体式来看，《荷塘月色》是一篇写景抒情散文，客观

地说，使得这篇散文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四、五两

段的景物描写，因而对景物描写（手法、意境、情感）的分析自

然成为教学的重点，而对作者情感的把握又是重点中的重

点。从学情分析来看，学生感到最困难的是如何理解文中“喜

悦”与“忧愁”同时并存的两种情感，这成了教学的难点。于是

从文本体式分析得出的重点与从学情分析得出的难点在这

里形成了交集，而这一交集点成了课堂教学的着力点。
为了突破这一由“重点”和“难点”形成的“文集点”，我主

要从三个面着力。第一，四、五、六三段写景文字抒发的为什

么是淡淡的喜悦之情？仅以第四段为例即可窥探其中的奥

秘。“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零星地点缀

着”说明荷花仅有稀疏的几朵，而且也不是竞相怒放的，“有

羞涩地打着朵儿的”。“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

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缕缕”“渺茫”这些词写出了荷香断

断续续、若有若无、捉摸不定的特点。这样，苍苍茫茫的月夜，

“零星点缀”的“白花”，若有若无的“清香”，加上“不能见一些

颜色”的“流水”，共同营造了月下荷塘素雅，朦胧、静美的意

境。与此相呼应的，作者在文字中蕴含的情感也只能是淡淡

的，而绝不可能是浓烈的，奔放的。第二，全文抒发的果真是

淡淡的哀愁吗？不少“权威”的教辅用书都这样说，但仔细推

敲全文，此说就颇值得怀疑。文章开篇第一句：“这几天心里

颇不宁静”，一个“颇”字，已表明忧愁不会是淡淡的。第三段

中这些句子值得关注：“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好像超

出了平常的自己……”，其中“好像”、“像”的潜台词是说这一

切似乎不完全是真的。下文还有：“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

色好了。”“且”有暂且、暂时、姑且之意，说明受用这荷香月色

只是暂时的，是不会永久的。独特自由的荷塘世界是那样的

美好和令人神往，但似乎又只是自己的一种愿望，一种感觉。
这美好的景象似乎是不真实的或者最多只是暂时的，这就折

射出作者心底一种难以消解的浓重的愁绪。而且这种浓重的

愁绪使作者独处美妙自由的荷塘之时也不能消解，第六段有

“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话说得好重啊，最起码

不是刚刚自由地受用过荷香月色了吗？怎么能说什么也没有

呢？在作品最后，作者惦念有趣、自由、快乐的江南，但“可惜

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这一切只能说明，受用荷香月色

的喜悦之情只能是淡淡的，而现实的苦闷与忧愁却是浓得化

不开的。第三，如何理解文本浓愁与淡喜的内在的逻辑关系？

《荷塘月色》贯穿始终的就是一个“愁”字，而“喜”只是其中一

个插曲或衬托。一个无比忧愁的人，即使是遇到一件赏心乐

事，他也不可能是完全开怀的，完全忘情的，他的喜悦只能是

有节制的、暂时的、淡淡的，而这种淡淡喜悦不是更衬托出作

者的浓厚愁绪吗？

上面四组关系所涉及的八个方面的内容，大多可以进入

散文教学内容选择的视野，但是，通过权威的文本解读和科

学的学情调查来确定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作者独具质

感的精致语言的分析，领略文本特定的意境，体悟作者独特

的感情和情思，这些，才是确定散文教学内容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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