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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风散文语言风格的转变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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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张晓风作为当代著名作家，以散文成就瞩目文坛。本文主要对其散文语言进行剖

析，运用汉语风格学、修辞学以及文艺学的相关理论和知识，从作品的遣词、造句、设格等角度

探析张晓风散文的语言风格及其具体表现，并加以总结。张晓风散文以１９６６年为界限，主要

形成了前后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柔婉繁丰与亦秀亦豪。最后剖析其散文语言风格转变的影

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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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风在当代台湾文坛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她在散文、戏剧和小说等文学领域均有涉足，但散

文的影响无 疑 是 最 大 的。１９９７年 台 湾 文 学 评 论

界将她推为“当代十大散文作家之一”，并曾这样

称赞她的散文：“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贞。篇篇

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璎珞敲冰”。她的散文作品颇

为丰富，同时语言风格富于变化。台湾文学评论界

亦将她称为“千面女郎”，她的丈夫林治平也曾这样

说过：“她随时都是新的，随时都在变，她写作的风

格在变，她做人的态度在变，她对事物的观察在变，
她越变越新，越变越成熟。”［１］可以说，随着张晓风

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个人生活阅历的增加，她的

散文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并走向成熟。
细观她的散文，语言有时古典庄重，有时时尚

幽默，有时蕴藉内敛，有时飞扬奔放，但总的来说

柔婉繁丰和亦秀亦豪是她前后两个时期的主要风

格。前期，她主要以描写自然和赞美亲情为母题，
作品包括《地毯的那一端》《魔季》《到山中去》等。
这一时期她的散文无论在篇章的组织、句式的安

排，还是在词语的选配和辞格的运用上都呈现出

柔婉繁丰的语言风格。１９６６年后作为后期，这一

年她在《十月的阳光》一文中写到：“我忽然明白，

写《地毯的那一端》的时代远了，我知道我更该写

的是什么，闺阁是美丽的，但我有更重的剑要佩，
更长的路要走”。［１］自此，张晓风散文的创 作 轮 廓

开始扩大，母题开始转变，不仅赞美亲情、自然，同
时也表现社会和人性，抒写念国思家的情怀。语

言风格也开始走向秀丽刚健，作品语言用词豪秀，
富有气势，笔法上精炼简洁，刚健有力。这一时期

的作品主要包括《愁乡石》《黑纱》《步下红毯之后》
等散文集。

一、柔婉繁丰

张晓风前期的散文或描写美丽的自 然，或 以

细腻的情感赞美亲情。不管是描写如诗如画的自

然景色，还是表现寸草春晖的亲情，大都以秀丽空

灵的文笔表达作者细腻纤敏的情感，展现出柔婉

繁丰的语言风格。她的散文语言精雕细琢，不仅

精心选用优美典雅、音律柔和的词语，而且善于运

用叠音词、颜色词，同时伴以枝多叶茂的句式、柔

美婉约的比喻和形象生动的摹绘。

（一）语词柔美，多叠音词

大凡表现儿女情长，离愁别绪；描绘和平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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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画面；描写风花雪月、莺歌燕语、和风细雨、
小桥流水的自然景象；抒写细腻缠绵、曲折复杂的

内心感受等的作品，大都表现 出 柔 婉 风 格［２］。柔

婉风格的作品，语句柔和优美，刻画入微，有不少

奇字艳 句，譬 笔 妙 语，优 雅 动 人 而 不 露 雕 琢 痕

迹［３］。张晓风前期的散文多表现 大 自 然 和 亲 情，
自然，她笔下的抒情散文便多出一份柔婉。而在

语言上，张 晓 风 的 散 文 语 词 柔 美 清 新，如“溪 水”
“温柔”“美丽”“玫瑰”“细碎”“遥遥”“光辉”“甜美”
“轻轻”“柔和”等词以较高的频率出现，这些词语

大多押“灰堆”“一七”“遥条”等轻细柔和的韵。并

且，叠音词在张晓风的散文创作中更是信手拈来。
笔者抽取了她早期几篇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作为样

本进行分析，整理出了如下数据（见表１）。
表１　张晓风早期散文中的叠音词使用情况统计

篇名 ＡＡ式 ＡＢＢ式 ＡＡＢＢ式 文章字数

《到山中去》 １３　 ０　 ２　 ３　７０７

《魔季》 ２２　 １９　 ３　 ３　１７３

《地毯的那一端》 ２３　 ２　 ２　 ２　３９２

《雨天的书》 １６　 １　 ５　 ３　４５１

《我喜欢》 １４　 ０　 ５　 ２　３１２

《秋天·秋天》 １３　 １　 １　 ２　１５２

由表１可知张晓风早期的散文善用叠音的修

辞手段，且主要集中在 ＡＡ式上。叠音修辞的运

用使 她 散 文 的 语 言 更 加 柔 美 秀 丽、缠 绵 细 致。
例如：

１．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困难，我从不知 道 成 家

有那么多琐碎的事，但至始至终我们总算找到了

一栋小小的房子了。有着窄窄的前庭，以及矮矮

的榕树。（《地毯的那一端》）

２．我喜欢美丽的小装饰品，像 耳 环、项 链、和

胸针。那样 晶 晶 闪 闪 的、细 细 微 微 的、奇 奇 巧 巧

的。（《我喜欢》）
张晓风作为女性作家，常通过温婉含蓄、柔美

空灵的语言将自身敏感而细腻的特殊情感、生活

体验和心理活动细致地表现出来。例１两句话用

了“小小”“窄窄”“矮矮”三个叠音词，营造了一种

轻松闲适的气氛，侧面表现了作者内心的愉悦，将
她烦恼过后的快乐展现出来，幸福溢于言表。例

２短短的一句话里连用了“晶晶闪闪”“细细微微”
“奇奇巧巧”三个叠音词，将作者所喜欢的小装饰

品的外在特征细致地描绘出来，其心中的喜爱之

情在读者面前一览无余。

（二）繁松兼具，疏放丰腴

“为了细腻地抒情，或者全面、周密地论述，常
用松句和繁句，表现出繁丰的 特 点。”［３］作 为 一 个

长于抒情的散文家，张晓风的内心无疑是敏感而

纤细的，她常以独特的视角和别出心裁的语言将

内心细腻的情感缓缓地抒发出来。她前期的散文

既有疏放的松句，也常夹杂着丰腴的繁句，成分细

腻丰满，枝多叶茂。例如：

３．每次，当我怀着敬畏的目光注视他，我心里

总羼合着 几 分 嫉 妒、几 分 懊 恼、几 分 痛 苦。为 什

么，当 我 发 现 一 个 人，秉 赋 了 我 所 钦 慕 的 诸 般 美

德，而 他 却 偏 偏 是 一 个 美 国 人 呢？（《小 小 的 烛

光》）

４．而那些细腻朴拙的瓷器、气象恢宏的画轴、
纸色半枯的刻本、温润无暇的玉器，以及微现绿色

的钟鼎，却凝然不动地闪着冷冷的光。（《细细的

潮音》）
叠用是一些基本结构相同，并有意识 地 叠 用

某个或某些词语的句子、词组［４］。叠 用 可 以 使 情

景的渲染、描述更加真切。叠用可以使感情的抒

发更为饱满［４］。通过句子成分的 对 比 分 析，可 以

知道，例３中“几分嫉妒、几分懊恼、几分痛苦”便

是采用了叠用的手段，使句子更加松弛，进而使感

情的抒发更为饱满细腻，充分表现了作者心中的

五味杂陈。如果改为紧句，抒情意味就不那么明

显了。例４是一个较长的繁句，此句用五个并列

的被修饰成分作主语，描写细致，语言腴厚，体现

了繁丰的语言风格，也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如今的

我们世故得无法被感动的一种无奈。

（三）善用摹绘，词语丰赡

繁丰风格的基本特点是应该突出的部分写得

极为充分，极为详尽，甚至连细 节 也 工 笔 细 描［３］。
张晓风的散文无疑将这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笔

下的散文无不通过摹绘辞格浓墨重彩地将自然万

物的钟灵毓秀精细地刻画出来，为读者展现出五

彩缤纷、诗情画意的美景。其使用摹绘辞格的方

式多样，尤以色彩词的运用最为典型。无论是《秋
天·秋天》，还是《雨天的书》《魔季》等的摹绘，色

彩词都常 出 现。仅《魔 季》一 文 就 出 现 了“浅 紫”
“嫩黄”“白莹莹”等３１处颜色词。例如：

５．相思树是墨绿的，荷叶桐是浅绿的，新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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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是翠绿的，刚冒尖儿的小草是黄绿的。还是

那些老树的苍绿，以及藤萝植物的嫩绿，熙熙攘攘

地挤满了一山。（《魔季》）

６．遥想墓地上的草早该绿透了，但今 年 春 天

你却没有看见。想象中有一朵白色的小花开在你

的坟头，透明而苍白，在雨中幽幽地抽泣。（《雨天

的书》）
张晓风对大自然的爱是十分深切的，她 常 以

天生的敏感力观察自然的一景一物，聆听花草的

呼吸，大自然神奇秀丽的风光被她用细腻的笔触

摹绘了出来。例５仅仅“绿色”一词便被作者用细

腻的文笔细分成“墨绿”“浅绿”“翠绿”“黄绿”“苍

绿”和“嫩绿”这６种具有近义关系的颜色词，以此

摹绘仅有细微区别的花草树木的颜色特征，这一

连串颜色词的描摹不仅使语言柔婉清新，而且使

句子枝多叶茂，繁丰腴厚。例６运用“绿”“白色”
甚至“苍白”摹绘出一幅雨天的情景，苍白的小花

在雨中的坟前幽幽地抽泣，勾勒出一幅悲惋的哀

景，抒写了作者内心的感悟：生命就像一场雨，你

曾无知地在其间雀跃，痴迷 地 在 其 间 沉 吟———但

更多的时候，你得忍受那些寒冷和潮湿，那些无奈

与寂寥。整体看来语言风格柔婉繁丰。

（四）常用比喻，温婉柔美

在张晓风 的 散 文 中，辞 格 的 运 用 比 较 常 见。
张晓风心思细腻，性格温婉，她前期的散文注重情

感的抒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对辞格的选

择。在她笔下，描绘类的辞格较常见，除了摹绘辞

格外，以清新贴切的比喻为甚，这也凸显了柔婉的

语言风格。例如：

７．那些叶片在风里翻着浅绿的浪，如 同 一 列

编罄，敲出很古典的音色。（《我有》）

８．他想来应该是一个神奇的魔术师 了，当 他

的魔术棒一招，整个地球便美妙地缩小了，缩成一

束花球，缩成一方小小的音乐匣子。他把光与色

给了世界，把爱与笑给了人类。（《魔季》）
例７将“叶片在风中的摇曳”比作“编磬”，比

喻生动形象，喻体十分温婉柔美，与“我”心中的一

腔怨烦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自然的美景感染

了“我”的心情。例８将“地球”比作“花球”和“音

乐匣子”，喻体温婉清新，将处于“魔季”的地球刻

画出来，从视觉和听觉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她对

春天的喜爱之情。散文语言中辞格的重要作用之

一便是有助于作者将复杂的情感融入语言中，把

难以言明的情感表达出来，营造出自己的一片抒

情天地。张晓风的散文常用比喻，且喻体温婉清

新，富有美感，不仅有助于抒发情感，也体现了作

者深厚的语言修养和卓越的美学追求。

二、亦秀亦豪

随着创作视野的不断开拓，张晓风的 散 文 以

１９６６年的作品《十月的阳光》为界限，后期语言风

格发生了较大转变。这个时期她仍以无限的温存

继续赞美亲情和自然，但更多地转向描写复杂的

社会、人 性 以 及 表 现 浓 浓 的 乡 愁 国 思，展 现 出 由

“小我”到“大我”的转变。语言也由此变得深沉简

洁，于秀丽之中又带有一股女性作家少有的刚健

英伟之气。所以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曾评论她：
“张晓风不愧是第三代散文家里腕挟风雷的淋漓

健笔，这枝笔，能写景也能叙事，能咏物也能传人，
扬之有豪气，抑之有秀气，而即使在柔婉的时候也

带一点刚劲。”［５］

（一）用语精妙，秀丽飘逸

张晓风作为台湾著名散文家，家学深 厚 的 她

从小接受了优质的教育，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精
深的 古 典 文 学 造 诣，以 及 超 群 的 西 方 艺 术 素 养。
她后期的散文语言精心铸造，文字意象繁复，语言

如同诗歌一样复沓跳跃，总体呈现出秀丽飘逸的

特点。同时语言中渗透着一股强烈而又富有个性

的生命意识，给人带来非一般的审美愉悦和人生

感悟。例如：

９．但如果奇迹是可祈求的，我愿意首 先 活 过

来的是我，我的清洁质地，我的致密坚实，我的莹

秀温润，我的斐然纹理，我的清声远扬。如果玉可

以因 人 的 佩 戴 而 复 活，也 让 人 因 佩 戴 而 复 活 吧！

让每一时每一刻的我，莹彩暖暖，如冬日清晨的半

窗阳光。（《玉想》）

１０．我兴匆 匆 地 去 找 朋 友 调 色 样，我 要 了 紫

色，那时候我新婚，家里的布置全是紫色，窗帘是

紫的，床罩是紫的，窗棂上爬藤花是紫的，那紫色

漫溢到书页上，一段似梦的岁月，那是个漂亮的阳

光日，我送色样到出版社去，路上碰到三毛，她也

是去送色样，她是为朋友的书调色，调的草绿色，
出书真是件兴奋的事，我们愉快地将生命中的一

抹色彩交给了那即将问世的小册子。（《步下红毯

之后》）

１１．撒母耳果真第四度听到 声 音，夜 空 烁 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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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柱 耸 立 如 历 史，声 音 从 风 中 来，声 音 从 星 光 中

来，声音 从 心 底 的 潮 声 中 来，来 召 唤 一 个 孩 子。
（《我在》）

从“清洁质地”“莹秀温润”“斐然纹理”“清声

远扬”“莹彩暖暖”“冬日清晨的半窗阳光”“紫色漫

溢到书页上，一段似梦的岁月”“生命中的一抹色

彩”“夜空烁烁”“声音从风中来，声音从星光中来，
声音从心底的潮声中来”来看，在词语的色彩、语

言的音乐性及词语刻画的意象等方面，这三例都

是情思悠 扬，辞 彩 缤 纷，生 动 形 象，富 有 音 乐 性。
语言整体呈现出秀丽飘逸的风格特点，同时又渗

透着作者对生命的独特感受和深刻认识。

（二）长短交错，刚健有力

随着创作视野的拓展，张晓风将更多 的 视 角

放在了人生和社会的探索上，这个时期的散文愈

来愈显示出思辨的哲理色彩，艺术上也愈来愈深

沉壮阔。在语言的组织上，多化用文言句式，且句

式长短交错。诚如余光中所说：“她的文笔原就无

意于妩媚，更不可能走向纤弱，相反地，她的文气

之旺，笔锋之健，转折之快，比起一些阳刚型的男

作家来，也毫不减色。”例如：

１２．生当清平昌大之盛世，结交一时之俊彦如

牛顿，能于切磋琢磨中发天地之微，知宇宙之数，
哈雷的 平 声 际 遇 也 算 幸 运 了。（《星 约·见 与 不

见》）

１３．血在腔中呼啸，剑在壁上 狂 吟，白 衣 少 年

策马行过漠漠大野。那一年，就是那一年啊，彗星

当空挥洒，仿佛日月星辰全是定位的镂刻的字模，
惟独它，是长空里一气呵成的行草。（《星约·上

一次》）

１４．从印度、尼泊尔回来，有小 小 的 人 世 间 的

得意，好山水，好游伴，好情怀，人生至此，还复何

求？还复何夸？（《情怀》）
不难看出，这三例笔法之精 简，语 言 之 刚 健。

例１２化用文言句式，长短交错，富有节奏，优美的

文字中透出劲骨，字里行间透出大气，诠释出作者

对生命的理解。例１３句式长短交错，短而急促有

力，长则气势畅达，用血、剑、大野、彗星、日月星辰

充当意象，突出作者敬畏生命、敬畏天地、敬畏造

物主神迹的诗意记录。例１４句式短小精悍，又夹

用排比和反问，语言刚健有力，表现了作者溢于言

表的喜悦，给读者带来一种身心律动的快感，在文

本接受和解读中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三）多用排比，气势畅达

张晓风后期的散文主题囊括人生和 社 会，由

“小我”走向“大我”，因而在辞格的选择上多偏向

排比，且排比中的词语愈发深沉壮阔，表现出丰富

的内容和畅达的气势。语言风格开始走向刚劲豪

迈，透 出 一 股 英 伟 之 气，极 大 地 增 强 了 语 言 的 力

量。例如：

１５．而终有一天，一纸降书，一排降将，一长列

解下的军刀，我们赢了！（《你还没有爱过》）

１６．我愿我的朋友也在生命中最美好 的 片 刻

想起我来。在一切天清地廓之时，在叶嫩花初之

际，在霜之始凝，夜之始静，果之初熟，菜之方馨，
在船 之 启 碇，鸟 之 迥 翼，在 婴 儿 第 一 次 微 笑 的 刹

那，想及我。（《初心》）
由上两例可看出，张晓风这个时期的 散 文 所

用的排比，其语言结构的相似和语言单位的并置

所带来的并不是浅唱低吟，温婉细腻，而是放声歌

唱，直抒胸臆。例１５写日军投降所用的辞格就是

由跳脱的意象所构成的排比，语言迅疾刚劲，气脉

贯通，自有一股凯旋归来的英伟豪迈之气。例１６
在阐释生命的体悟时运用排比，多四字分句，语言

短促紧凑，抒情隽永有力，将自己对人生的哲理情

思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同时也映照出作者的“智
者”形象。

（四）精选对象，宏大豪迈

张晓风前期的散文多描写自然亲情，描 写 的

对象多是小溪流水、花草树木等自然景物，大都具

有婉约的意味，语言整体也呈现出柔婉繁丰的特

点。后期随着她写作方向的转变，语言中所描写

的对象也变得宏大阔达，多描写沙漠、星空、宇宙

及帝皇等，由此呈现出一种刚健豪迈的语言风格。
例如：

１７．想当年一世之雄阿克巴大帝，生平武不可

当，仁而无敌，唯一能征服他的，竟是克什米尔的

山水。（《地勺》）

１８．又一颗流星划过天空，天 空 割 裂，但 立 即

拢合，造物的大诡秘仍然不得窥见。（《星约·我

已践约》）

１９．风吹来，在沙海，我在沙纹 间 重 绘 亿 万 年

前波浪的线条，在风声中复习亿万年前涛声的节

拍。（《戈壁行脚》）
“大凡表现雄图大略，歌颂丰功伟业，抒 发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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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感情，描绘奔腾的场面，赞美宇宙的浩瀚，描

写 壮 丽 的 山 河 等 的 言 语 作 品，大 都 用 豪 放 的 格

调”［２］例１７将创下丰功伟绩的阿克巴大帝作为言

语对象，对他的评价无比的精辟，言语之中带有一

股豪迈之 气。例１８描 写 流 星 划 过 天 空 的 景 象，
“天空割裂”“造物”等词宏大阔达，语言气势磅礴，
表现了宇宙的浩瀚和未知，是作者敬畏天地、敬畏

造物主神迹的诗意记录。例１９是作者游历大漠

时的感受，作者由此而联想到人生的渺小和沙海

的浩瀚，以及为生存所做的抗争，“亿万年前波浪

的线条”“亿万年前涛声的节拍”等言语豪迈阔达。
这是张晓风２１世纪前大多数散文的 风 格 变

化特点。近十几年来，张晓风的作品语言又有变

化的趋势，常以话家常的方式进行散文创作，以闲

叙的口吻叙述，以台语入文，颇有不动声色、返璞

归真的特点，这有待我们今后研究。

三、风格转变的因素

张晓风作为“千面女郎”，她的写作风格富于

变化，但并不是无迹可寻。２１世纪前她散文的语

言风格主要从前期的柔婉繁丰转变为后期的亦秀

亦豪，语言于秀丽飘逸中显出几丝豪迈刚健。其

散 文 风 格 的 这 种 转 变 是 诸 多 因 素 共 同 作 用 的

结果。
首先与作家的思想感情有 关。言 为 心 声，刘

勰曾说：“夫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现。”［６］１９６６年

以前的张晓风正处于稚嫩的青春时期，这个时期，
她以一个纤敏纯情的少女姿态看世界，目之所及，
主要是身边的亲人以及所处的自然环境，因而她

的思想感情主要放在了赞美亲情和领略自然风光

之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其早期散文柔婉繁

丰的 语 言 风 格。然 而，１９６６年 之 后，她 深 知 自 己

不能困于闺阁之中，而要佩剑走更远的路。这一

时期起，她虽然继续赞美自然，歌颂亲情，但更多

地转向描写乡愁国思和社会人生上，创作层面由

“小我”走到“大我”，因而她的语言风格开始转向

秀丽豪迈，甚至带有一丝壮阔深沉。

其次与作家的年龄有关。年 龄 不 同，其 认 知

水平、理解和感知能力的特点、心理特点以及言语

特征、言语喜爱都不一样［３］。由于 正 处 于 青 春 时

期，张晓风初期的散文语言较为感性，风格上偏向

大多数女性作家的柔婉繁丰。随着年龄的增长，
作者的认知、理解和感知能力等发生了改变，关怀

层面由此不断扩展，不再局限于捕捉和把握大自

然的美，也不仅仅关注亲情，还对社会人生和国家

民族表现出深切的关注和强烈的认同，文章也从

感性转移到知性，因而语言风格也由柔婉繁丰突

破到亦秀亦豪。
最后与作者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水平有关。张

晓风从小生活在书香世家，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
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她考入东吴大学中文系，系
统学习了东西方的文学知识。可以说她自身深受

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有颇高的古典

文学造诣和现代文学素养，因此可以驾轻就熟地

运用各种语言手段，在某一时期内转变并形成与

之前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当然，影响语言风格

形成和转变的因素错综复杂，这些只是主要的，除
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需要我们深入挖掘。

四、结语

台湾散文是世界华语文学一颗璀璨 的 明 珠，
可谓名家辈出，而张晓风无疑是其中的一员名将，
她以一支笔鹤立于台湾地区文坛，更以此游走于

语言风格的两极。前期，她的写作重点放在赞美

亲情和描写自然上，语言风格柔婉而繁丰。后期，
随着个人思想感情的转变、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

长，她开始手握健笔，凭借丰厚的学识突破个人写

作的小天地，将笔触及人生、社会甚至国家，同时

也突破了女性作家语言风格的藩篱，走向亦秀亦

豪。不管是前期的柔婉繁丰，还是后期的亦秀亦

豪，她都能做到收放自如，并且总能以一种真挚而

温厚的人文情怀，将自己对自然的体会、对生命的

感悟，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生动形象地展现在

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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