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惊喜，是心灵的沟通。 这一切都缘于一个“情”字，前

世的情缘在这里暗合神契。 他二人前世一个是神瑛侍

者，一个是绛珠仙草。 一个有施水之恩，一个怀还泪之

念。 这样唯美的相遇，可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

间无数”，自然不能用凡夫俗子的眼光去审视。 所以，在

宝玉的眼里，黛玉那“弱柳扶风”的 身 姿 就 显 得 脱 俗 飘

逸，“风露清愁”的眉目就显得温婉可亲，通 身 的“灵 淑

之气”更让他神清气爽，难怪他要 发 出“女 儿 是 水 做 成

的骨肉”之类的奇论。 宝玉也看得真仔细，连目中的情、
两靥的愁、较比干多一窍的心、闲 静 时 的 姣 花 照 水、行

动处的弱柳扶风都看出来了。 作者没有直接的落笔于

林妹妹服饰的描写， 而是巧借宝玉之心理更多的去传

神传情，令人叫绝。
结合上述， 通过寄人篱下的身世， 清丽高雅的气

质，木石前盟的约定，我们可以想 见：黛 玉 的 穿 着 佩 戴

一定会是朴素而不艳丽， 淡雅而不刺眼， 得体而不张

扬。 唯如此，我们才会觉得她更有一种“疏影横斜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美。 这也许正是黛玉形象感人

至深的地方。
★作者单位：湖北武汉市江夏实验高中。

论《拟行路难》中“布白”的艺术魅力

万元洪

字的结构，又称 布 白，因 字 由 点 画 连 贯 穿 插 而 成，
点画的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分，虚实相生，才完成一

个艺术品。 空白处应当计算在一个字的造型之内，空白

要分布适当，和笔画具有同等的艺术价值。 所以大书法

家邓石如曾说书法要“计 白 当 黑”，无 笔 墨 处 也 是 妙 境

呀！ 这个道理，建筑的设计最能说明：首先要考虑空间

的分布，虚处和实处同样重要。
布白重要，书法如此，建筑如此，艺术上更是如此。
宗白华指出，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

那，即美学上所谓的“静 照”。 静 照 的 起 点 在 于 空 诸 一

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 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

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他们

各自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 谓 万 物 静 观 皆 自

得。 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

了人的性灵。 所以，周济说：“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

来。 ”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

诞生的时候。
所以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留白，使得

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物理绝缘，自成境界。
朱光潜也说：“美是孤立绝缘的艺术形象。 ”
鲍照的《拟行路难》就是这样一首擅长空灵的艺术

佳品，一首布白适当的诗歌明珠。
诗是这样的：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

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

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 吞声踯躅不敢言！
诗歌这种文学样式，其区别于其他学科，是以比喻

的方式来认识世界。 本诗当然也是如此。 起笔写水泻地

面、四方流淌的现象。 很明显，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

人的比兴手法。 “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水”流的

长远，是由“水”的多少决定的；是平坦无阻还是一路颠

簸？ 这是本体。 至于喻体即比喻人生的什么，作者并没

有说明，而是采取了“布白”的方式，给读着留下了巨大

的想象空间。 当读者在欣赏、吟咏这首诗的时候，结合

作者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探究作者的生平和命运，进

行作品的二次生成，自然就能理解。 当读者结合鲍照的

经历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明确感受到那流向“东西南

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出身门第

高低贵贱不同的人，“水”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地

势”高的“水”走的远，“地势”低的“水”走得近，就好比

“门第”高的“人”爬上高位，“门第”低的“人”沉沦下僚，
“出身”贵的人走得顺，出身“贱”的人命运坎坷，并由此

看出当时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 这种笔法，正好

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导致的悲愤抑郁心

情。 正因为曲笔的使用，“布白”的运用，寄激情于平淡，
才给读着留下思考的空间，否则，就 会 显 得 直 白，对 诗

味造成伤害。
接下来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灵深处。 他并没有

直面人间的不平去高声呐喊， 而是首先以 “人生亦有

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 人 生 的 错 位 现 象，并

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 继而

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自己，“举杯”“断绝”倾 吐 心

中悲愤的《行路难》之歌声。 这里诗人有意“布白”，回避

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 而是着笔于如何从怅

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 这种口吻和笔调，
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 的 愁 苦 以 及 悲 愤 的 情 感，造

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 尾， 作 者 本 想 吐 露 真 情。 “心 非 木 石 岂 无

感”，人 心 不 是 草 木 和 石 头 ，不 可 能 没 有 感 情 ，比 较 而

言，诗人的心性比一般普通人更为敏感。 诗人面对社会

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没有感慨。
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怒，已极 度 膨 胀，随 时 都 有 可

能“井喷”。 必须尽情宣泄，必须放声歌唱。 然而出人意

料的是， 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

不敢言！ ”到了嘴边的宣泄，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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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制住了。 反动的门阀制度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

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地步了。 这正是人间极大

的不幸。 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

很清楚了。 沉郁不舒，这正是“布白”之功。
这首诗托物寓意，欲 言 又 止，达 到 了 启 人 思 索、耐

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从作者的情感表达方式来说，本诗

迂曲婉转，虚实结合。 “布白”的存在，使得本诗充满艺

术的张力。
难怪清代沈德潜评价本诗说：“妙在不曾说破。 ”
★作者单位：湖北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西地平线的张力

仲忠诚

《西地平线上》让高建群明白了“世间有大美”这句

话，“世间有大美”和“世间的大美”的区别在于，“世 间

有大美”既要写世间，又要写大美，要 通 过 写 世 间 来 表

现大美。 3000多字的一篇散文要写出西地平线这一世

间不容易， 要表现出大美而不显得空洞或突兀更不容

易。 多角度选取富有张力的片段，渲染出大美的效果。
这篇散文写了三个片段的画面：
第一幅画面是这样构成：车在定西高原盘旋，让人

联想起定西高原起伏连绵的高山， 此时的天已经有些

暗淡， 隐隐约约的几颗星星很好地衬托出此刻天地间

的苍茫。 人在垭口，很好地突出从低处向上仰望这一视

角，“眼界突然开阔起来，在苍茫的远方，弧状的群山之

巅，一轮血红的落日像一辆勒勒车的轮子，静静地停驻

在那里”，这种视角有助于突出宽广背景下的落日。
此时此 刻，与 其 说 苍 茫 暗 淡 的 背 景 衬 托 了 血 红 的

落日，不如说血红的落日 改 变 了 那 苍 茫 暗 淡。 此 刻 的

落 日 没 有 了 光 焰，当 然 没 有 了 刺 人 眼 目 的 光 芒 ，她 的

颜 色 如 同 写 春 联 时 的 红 纸，充 满 了 柔 和 、美 丽 、安 谧 。
这 样 的 感 受 表 达 很 有 层 次 ， 柔 和 是 说 落 日 的 色 泽 特

征，不 强 烈，不 刺 激，这 样 的 落 日 是 美 丽 的 ，美 丽 的 内

涵同样也是宽广的，作者 也 似 乎 不 想 让 读 者 得 出 某 种

强烈特征的美丽感受，只 是 让 你 感 到 这 是 一 种 可 以 品

味消受的美丽，消受之中 油 然 而 生 的 安 谧 之 感 甚 至 给

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景和情的关系此刻完美地融合

在一起。
落日的最后是“在沉入西地平线以下那一刻，是跳

跃着，颤抖着降落的。 它先是纹丝不动，突然，它颤抖了

两下，往下一跃，于是只剩下了半个。 ”“在停驻了片刻

以后，它突然又一跃，当我们揉揉眼睛，再往西看时，它

已经消失了。 ”雾霭又取代了一切。 如果说上一个层次

描写落日之后重在写人的感受， 这一个层次直接落日

的有情。 “半个的它继续依恋地慈爱地注视着人间，好

像有些贪恋，不愿离去，或者说不愿离去正在注视它的

我们。 ”
待这一切消失，一切都为雾霭所取代，见到的那一

场奇异的风景，恍然若一场梦境。 梦境一样的奇异风景

在灰重的雾霭的衬托下再次得到凸显， 言有尽而意无

穷。
第二幅画面是写在罗布淖尔荒原上见到的落日。
人在罗布泊，落日在背后。
罗布淖尔荒原上的大地和天空，浑沌一片，也是灰

蒙蒙的，和着罗布泊的荒凉，沉重之感笼罩世界。 此刻

的太阳也“像一枚灰白色的五分钱硬币，容易被人忽视

地停驻在西边天空”，太阳的存在居然对周遭没有一丝

一毫的改变，用来改变的是放起了《泰 坦 尼 克 号》的 用

萨克斯吹出来的音乐， 这音乐更给人带来一种梦幻般

的死亡感觉。
最辉煌的落日在不经意的一次回头中， 一轮停滞

在西地平线上的血红的落 日 何 以 能 给 人 辉 煌 的 感 觉，
“回光返照”是最好的表达，落日的光不仅“我们互相看

着对方的脸，每个人的脸都泛着红 光”，而 且“我 们，我

们的车， 还有刚才那死气沉沉的罗布淖尔荒原的黑戈

壁，此刻都罩在这一片回光返照中”。
罗 布 泊 初 见 落 日 时 的 混 沌 荒 凉 到 眼 前 的 辉 煌 灿

烂，巨大的视觉落差中适当其时的《泰 坦 尼 克 号》萨 克

斯音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悲壮的死亡和伟大庄严的联

系，“回光返照”着的辉煌是对死的悲壮的最好的注解。
第 三 次 落 日 的 景 象 作 者 着 力 运 用 侧 面 衬 托 的 手

法，作者虽没有直接看到落日，却突出了落日映照的火

烧云，那火烧云，灿烂地，热烈地烤红了西边半个天空，
烧红了大地上的一切物什。

火烧云映照的辽远的西地平线， 广阔的欧亚大平

原一片红光， 人走向其中就会让人自然联想到史诗般

的英雄形象： 曾经在东北亚草原上游荡过许多年的彪

悍的匈奴民族，还有另外一位跃起魁梧高大身躯，率领

铁骑，兵分两路，一路打通伊犁河 谷，一 路 翻 越 阿 尔 泰

山最高峰———友谊峰，西征花剌子模，直到欧洲的叫成

吉思汗的英雄。 最后以普通似我等的卑微平庸突出英

雄民族史诗英雄留给世间的惊世骇俗。
文章的最后，作者以日本画家东山魁夷“雄伟的风

景”和是中国画家张大千“世间有 大 美”两 句 话 来 照 应

前文并深沉抒情。 “雄伟的风景”容易理解，“世间有大

美”是要联系全文三个片段景象内涵来深刻体会的。
什么叫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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