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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散文的哲学追求和审美意蕴

戴荣里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王鼎钧的散文作品近年来得到海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从散文文本角度分析者居多。
文章梳理了王鼎钧的撰文历程，以知人论世的研究手法探讨王鼎钧先生在散文创作中所体现的哲

学追求和美学意蕴，以期促使对王鼎钧的散文作品的学术研究更加广泛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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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鼎钧先生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为一名著

名散文家，近年来得到了众多海内外华文学者的追

捧和关注。王鼎钧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他的散文作品

不仅被选进中学课本，还经常作为高考作文的背景

材料。大陆文化学者中更是兴起“王鼎钧热”。毋庸

置疑，王鼎钧的作品正以他独特的文化魅力赢得读

者，吸引学者作进一步研究。遗憾的是，多数学者对

王鼎钧的文学研究还流于表层，只是从王鼎钧的文

学创作体裁或题材上肤浅把握王鼎钧的创作经纬，
没有深入剖 析 王 鼎 钧 的 艺 术 追 求 所 蕴 藏 的 哲 学 高

度；有的学者仅仅从乡愁美学等角度以偏概全地解

读王鼎钧的文学作品，使得这样一座金光闪闪的大

山黯然失色。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学术研究已经不适

应海量信息的社会和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学术体系，
更何况对王鼎钧这样一位写作跨度大且十分睿智的

作家而言。
一、王鼎钧的生平及近年来王鼎钧文学作品的

研究现状

王鼎钧的 一 生 是 漂 泊 的 一 生。１９２５年 王 鼎 钧

出生于山东苍山兰陵一个耕读之家，自幼和普通北

方农村的少年一样，经受过基督教的洗礼；此后辗转

四处在 流 亡 学 校 上 学，抗 战 末 期，弃 学 从 军；１９４９
年，随国民党军撤离大陆到台湾，此后在台湾担任过

报纸副刊主 编、广 播 电 台 栏 目 主 笔，从 事 过 教 师 工

作。５１岁时，移居美国至今。王鼎钧先生一生经过

农村生活的凋敝、战乱时刻的流离、逃离大陆的思乡

和身在异国的寂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世间的一

切都在挤压着这个始终不渝的写作者。生活的颠沛

流离让他失去了安逸的享受空间，却让他得到了丰

富的艺术创作宝库。这样的经历注定为一个勤勉的

写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无

论是母亲的善良、北方乡村的淳朴、流亡路上学生之

间的体恤、在台湾谍战时期军界的尔虞我诈，还是到

美国的布道散谈，王鼎钧始终以文学之心感受着这

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以如花妙笔书写着这个无限丰

富的时空。和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他的作品越老越

多，越老越耐读。
王鼎钧的文学作品题材众多、汪洋恣肆，长达半

个多世纪，历经七个国家，感受五种文化、三种制度。
王鼎钧自入台湾后，从投递第一篇文学作品摆脱生

活的窘境之后，便一发不可收。随后写了大量的文

学作品，涵盖诗歌、小说、戏剧、广播剧、散文等多方

面的文学体裁。一方面这些文学著作尝试为王鼎钧

打开了描述世间人情的通道；另一方面也为王鼎钧

在文学艺术创作之路上的触类旁通，杂糅各种创作

技巧，提供了一种可能。当王鼎钧最终选定散文作

为自己后半生的挚爱文体之后，从事其他文学体裁

所带来的技 巧 性 写 作 套 路 使 他 的 散 文 更 加 光 彩 夺

目、引人入胜。从先期在台湾创作的“人生三书”的

入情入理，到王鼎钧晚年的四部“回忆录”，王鼎钧的

散文笔法一脉相承又日趋成熟。王鼎钧的“人生三

书”成书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至今已近５０年，印刷

６０余万册，经 久 不 衰，不 能 不 说 是 杂 糅 各 种 艺 术 手

法的结果。一个作家，没有说真话的精神，没有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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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性问题的执着，缺乏长远意识，不可能成为一

个伟大的作家。王鼎钧的艺术创作实践充分说明了

这一点。王鼎钧作品的丰富性首先来源于他对文学

的痴迷和执着，唯有这种痴迷和执着，才能对文学抱

有一种神秘和钦敬，才能始终保持一种创作的热情。
王鼎钧的文学作品是文学皇冠上璀璨的明珠，

赢得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广大读者极大的持久

不衰的阅读兴趣。王鼎钧先生长期做副刊主笔，以

“方以直”的笔名发表了很多杂文，报纸作为快餐文

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多是副刊文章。王鼎钧

的作品成为报纸这种易碎品中的结晶体，加之台湾

独特的军政文化，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人们普遍迷

茫或统一于一种思想体制下，王鼎钧的“人生三书”
应运而生，使得王鼎钧成为台湾散文界的一大看点。
有人更是把他看成是与余光中先生齐名的著名散文

家。在台湾期间，王鼎钧还创作了《人生观察》（１９６５
年）、《长短调》（１９６５年）、《世事与棋》（１９６９年）、《情
人眼》（１９７０年）、《单身汉的体温》（１９７０年）等等，此
外还有《碎琉璃》、《透视》、《灵感》、《王鼎钧自选集》
等问世，更有《文路》、《讲理》、《作文七巧》、《作文十

九问》等阐述写作技巧的书。这些作品或是作者自

印，或是出版社出版，在台湾引起了强烈反响，拥有

众多的读者群。
从王鼎钧１９７８年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 之 聘 赴

美教学，到１９９０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期间，解除了更

多思想束缚的王鼎钧创作日盛，有《文学种籽》、《左

心房漩涡》、《看不透的城市》、《两岸书声》、《有诗》、
《海水天涯中国人》、《山里山外》、《随缘破密》、《怒目

少年》、《沧海几颗珠》、《千手补蝶》等作品。其后王

鼎钧 归 于 自 然，出 版 了《葡 萄 熟 了》等 著 作。２００１
年，尔雅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自选集《风雨阴晴》，
囊括了他的全部散文名作。近年来，尔雅出版社隐

地先生不 仅 将 王 鼎 钧 近 年 创 作 的“人 生 四 部 曲”出

版，更将其５０余年来的所有作品整理出版，为其作

品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善莫大焉。虽然早期围

绕王鼎钧的文学作品在台湾学界和海外华文界有一

定的评论文章，但真正引起学界关注还是在王鼎钧

读者群热过两遍之后。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台湾学者

和海外华文学者开始关注、评论王鼎钧的文学作品，
出现了数部专著和理论文章。如蔡倩茹的《王鼎钧

论》（１９９７年）、马国光的《风雨阴晴王鼎钧———一位

散文家的评传》（２００３年）、蔡倩茹硕士论文《王鼎钧

散文研究》（２００１年）、陈 秀 满 硕 士 论 文《散 文 捕 蝶

人———王鼎钧 散 文 研 究》（２００２）、罗 漪 文 硕 士 论 文

《〈左心房漩涡〉之语言风格》（２００４）、丁幸达硕士论

文《王鼎钧及其散文研究》（２００４年）。与此同时，大

陆出版社开始出版王鼎钧的作品，分别有：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大 气 游 虹》（１９９４年）、浙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王鼎钧散文》（１９９４年）、中 国 工 人 出 版 社《昨 天 的

云》（２０００年）、山东文艺出版社《风雨阴晴》（２００４）。
与此相应，有海内外华文研究者开始关注王鼎钧的

文学作品，如杨传珍、穆振昂的《情人眼》（２００５年）。
近年来大陆众多研究者开始关注王鼎钧，其中尤以

荒田、古远清、喻大翔、黄万华、王性初、毕光明、燕世

超、张炯等人最为突出。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

研讨会至今已经召开两届，第一届于２００９年４月在

海南师范大 学 召 开，与 会 者 既 有 学 者，又 有 海 外 作

家，评述议论丰富多彩，知人论文，收获颇丰，遗憾的

是部分学者对王鼎钧作品知之甚少，所述所评过于

概念化；第二届研讨会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在王鼎钧故

乡苍山兰陵举行，从会议报道来看，起到了很好的学

术研究效果。这次会议还成立了王鼎钧研究会，使

王鼎钧文学作品研究有了常设机构。从“知网”上查

阅到的５５篇研究王鼎钧作品的论文看，对王鼎钧的

一篇文章或一个审美方向作为切入口的较多，还缺

少系统性、全面化的研究。相信随着王鼎钧作品的

大量印刷，对他作品的研究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二、王鼎钧散文作品的哲学追求

１．抛开政党、国家追求文学的普世价值

王鼎钧生活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此后他追随

国民党去台 湾，再 到 美 国 定 居，和 众 多 台 湾 老 兵 一

样，经历了不同的心理路程。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
他未必是某个主义、某项制度、某个国家的殉道者；
但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一份做

人的尊严，一个作家的理智与果断。纵观王鼎钧的

文学创作，他一直在抱着一颗真诚的心与世人对话，
与读者平和交流。作为国民党的公职人员，他没有

跟着潮流走，没有跟着政党走，没有跟着军队走，所

以才写出了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生三书”。一个作家

最关键的是他的精神世界，作家就像蜜蜂一样，采来

花粉才能酿出蜂蜜；倘若一个作家充其量只有苍蝇

的伎俩和视角，他就很难写出经受时间考验的伟大

作品。文革中的“忽悠”作家，现在成了历史的笑料；
台湾军中的反共作家，也成了过时的工具。所幸的

是，王鼎钧先生开始就以蜜蜂的勤劳自勉，“文心无

语誓愿通，文路无尽誓愿行，文境无上誓愿登，文运

无常誓愿 兴”［１］２１６。正 是 这 种 心 境 促 成 了 王 鼎 钧 在

文学作品中超越政党之争、国家之藩篱。无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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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差异有多大，但公认真善美的东西，符合人性

的东西，正是文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衡量文学有

别于其他的底线。一个写作者明白了这一点，就是

一个自觉的写作者，他的作品就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反之犹如掩耳盗铃者。文学无法脱离阶级、社会、政
党、国家而存在，但文学工作者却可以找到超脱这些

东西的文学神性，打造文学的高贵与平和。王鼎钧

散文一以贯 之 的 这 种 追 求 成 就 了 他 作 品 的 强 大 生

命力。

２．躲开浅显意义上的乡愁美学，寻找地球人真

正的怡情家园

文学最忌讳的是如同嚼蜡的故事、阐释大家都

懂的道理、缺少起承转合的情节、涩滞呆板的语言。
这是文学初学者的通病，靠简单的情绪宣泄，博得读

者的一 时 同 情，最 后 所 获 必 然 是 肤 浅 的 回 应。从

１９４９年赴台，到８０年代末“三通”，多少台湾老兵备

尝思乡之苦，多 少 乡 情 怨 仇 成 为 文 人 笔 下 的 妙 文。
乡愁美学成了台湾老一代文人、少一代文人魂牵梦

绕的话题，的确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心。王鼎钧在《脚
印》中写道：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思乡不需要

奖赏，也用不着和别人竞赛。我的乡愁是浪漫而略

近颓废的，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他以祖国为画

布，以 家 乡 为 参 照 点，书 写 对 家 乡，对 故 土 的 思 念。
和一般散文作家不同的是，王鼎钧先生善于在书写

中揉进无疆大爱，将具象的故乡幻化成人人都熟悉、
渴望的故乡。他写《红头绳儿》，写乡下少年的初恋，
我们分明看到了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中国乡下少年的

初恋；他写《失 楼 台》，回 忆 的 哪 里 是 一 个 村 庄 的 历

史；他写《脚印》，那分明是一代中国人的脚印。“世

路如Ｕ，转一个大弯回到原处，但两端只能遥望，不

能连接。”［２］３１２“人 不 能 真 正 掏 出 他 的 故 乡。任 你 在

邻国边境的小镇里，说着家乡人听不懂的语言；任你

改了姓名，混在第一大都市的一千万人口里；任你在

太湖里以船为家，与鱼虾为友，都可以从你的家乡打

听到你的消息。”［２］３１３正是王鼎钧这种与众不同的思

乡感受，让他写出了与众不同的乡愁。他的乡愁纯

粹而超然，是梦与现实的纠葛与撕咬；他的乡愁是残

缺中蕴含的完美，完美中存在的遗憾。正是这种独

特的心理感受，让他的《左心房漩涡》成为台湾思乡

作家的代表作。“早期的乡土文学是失土的文学，王
鼎钧的《土》可作代表性的符号。”［２］２２０很多乡愁文字

都可以从王鼎钧的作品里找到源头，王鼎钧思乡之

切、之深、之广、之大，成了一代海外中国人的代表，
有人甚至称其作品代表了一代中国人的良心。正是

这种具有通感效应的故乡，成了亿万海外华人怡情

自得的精神家园，成就了王鼎钧堪称旗帜意义的乡

愁文学。

３．始于基督而又高于基督的宗教观，成为他文

学作品的主调

王鼎钧的宗教观简单而又复杂。简单在于他的

宗教观肇始于上个世纪２０～３０年代鲁南农村浅显

的宗教观念，得益于母亲对基督教的浅显认识。这

种来自母体和异域的宗教基础影响了王鼎钧一生的

文学创作。一个人的宗教观往往影响他的文学观。
在我们大肆喊叫“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的年代，
我们恰恰失去了对文化传统的那种信仰。王鼎钧先

生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承接中华传统文化，一
方面感悟基督教中的合理教义，剔除或者避开基督

教中无益于人类的成分，使自己的文学作品带有神

秘的宗教力量。他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传道者，但

他用基督教中大众容易接受的教义传播着自己的文

学理想。信教而不迷教，传教而不固化教义，他完美

地将一个作家与一个信教者结合在一起。我们能从

中感受到他讲述故事的智慧分明借助了《圣经》的手

法；他以受难 者 的 姿 态 替 读 者 去 感 受，靠 生 活 去 领

悟，向现实去索问。这是一个智者的写作宗教，更是

一个学者的创作态度。循循善诱若牧师引路，虔诚

相托如教 中 姊 妹 相 辅 相 帮。在 王 鼎 钧 的 散 文 作 品

中，读其雅作，如感受牧师释经；看其欢文，如同与其

一起唱诗。王鼎钧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得益于这种宗

教魅力。“打击邪教最有效的武器，乃是自由思考，
独立判断。人也许只能驾一叶扁舟，住几间茅屋，但
他需要海阔天空。”［３］４１“我受洗６０年，我有一个小小

的野心，就是希望在信（教）与不信（教）之间修一座

小 桥，摆 一 条 小 船，布 置 一 处 双 方 互 市 的 小 市

集。”［３］２３６王鼎钧的这种创作取向决定了王鼎钧的散

文作品具有宗教感，带有哲学的力量。

４．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蕴含成为王鼎钧散文

追求的最高境界

正是有了上帝的慈悲，才使得作家王鼎钧有了

更加博大的胸怀。对王鼎钧而言，一切反自然的东

西都是不好的。这在他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文

章《那树》里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这种思想情

感。看似作者在对一棵树的死亡发感慨，其实他是

在对人类的命运发感慨。人类在文明的旗帜下正不

断毁灭着自己，这是人类自私所遭到的报应。王鼎

钧总喜欢在对现实的描述中融入他对人类未来命运

的深刻思考。他不止一次地呼喊人类要像爱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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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爱护自己身边的一切。他总是辩证地看一些问

题，认为坏人也有很多值得好人学习的地方，好人也

有许多需要改进的缺点。他说：“贫穷是一种灾害。
脱离贫穷，进入富足，又进入另一种灾害。不过富足

形成的问题可以用富足的方式解决———现代医疗和

营养知识。向 慕 原 始、厌 弃 文 明 则 大 可 不 必。”［４］１３１

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对自然采取怎样的一种态度？

持有怎样的生态伦理观念才能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

与提高？王鼎钧通过他的散文作品给我们以明确的

回答，那就是 把 人 类 自 身 和 万 物 一 样 看 待，敬 畏 自

然、尊重自然、顺其自然，在高度文明状态下保护自

然生态。王鼎钧通过在散文中只言片语的描写和阐

释，不时撩动读者关注未来人类自身的命运，使他的

散文作品具有穿透岁月时空的力量。
三、王鼎钧散文作品的审美意蕴

１．王鼎钧散文作品的内容之美

追忆是一根线，串起王鼎钧丰富的人生链条，成
就王鼎钧文学作品的博大精深。王鼎钧的作品始终

与追忆有缘。这是远走他乡的游子之回忆，这是留

恋美好过去的情人之回忆，这是对世事沧桑感慨万

千的智者的回忆，这是一个忏悔者的回忆，这是一个

理论批评家的回忆，这是一个基督徒对迷途羔羊的

回忆，这是一个老兵对战争的回忆。无论是插柳学

诗的童年记忆，还是流亡学习诸多细节的补记；无论

是对踏上台湾岛的第一篇投稿，还是到完成在文学

江湖上的一番厮杀，那个怒目少年，依然在望着昨天

的云追忆过往。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追忆是最好的

心灵抚慰剂。丰富的回忆文章，让读者一同随王鼎

钧追逐他的跌宕人生，感受一个时代，一支军队，一

方风情，一处文化，一个城市。追忆的笔法很容易让

读者陷入一种潺湲的格调，在漫不经心里完成一次

自我救赎的过程，这过程因了读者的共鸣而使作家

的作品内容愈加丰富起来。
说理构成王鼎钧散文的主基调，王鼎钧是一个

善于说理的人。也许是基督徒的说理习惯，更是作

家乐善好施的风格使然，王鼎钧喜欢在他的散文作

品里通过各种方式阐述道理。他的散文的耐读之处

也正在这里。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看似内容一大串，
每个说理点，好像都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户。王鼎

钧的散文作品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当作者沉浸在故

事和语言的诱惑之中时，王鼎钧老先生会话锋一转，
一语道破天机。他的话要么正话反说，要么旁敲侧

击，运用文学的春秋笔法，形成情节和语言上的曲径

回廊，让你顿悟、沉思、破涕为笑、恍然大悟。这不仅

体现在他的“人生三书”和一些作文指导书上，更在

那些杂文随笔中精彩呈现。巧妙的说理构成王鼎钧

表达方式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使他作品的内容更加

绚丽。
状物的极致频现王鼎钧散文大家的翩翩风度，

王鼎钧是描写事物的高手。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寥

寥几笔，就能传神，犹如大家画风，一点蜻蜓，便知风

之大小。环境的衬托和语言的精致使得王鼎钧的状

物功夫怎一个神字了得！王鼎钧状物的功夫来自他

对广播艺术的巧妙借鉴，来自于他对其他文学体裁

描写方式的触类旁通，来自他对世态人情的巧妙观

察，来自于他鲁南农村实诚语言的底色和对异地语

言的充分借鉴。
写人何止是入木三分，简直是出神入化，令人拍

案惊奇。王鼎钧历经写实主义和后现代，知道流离

的艰难和军中的阴险，平时观察人就更加仔细，对人

的把握就更加准确。有时通过一个细节巧妙地把握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即使是回忆过去的相知，也是

打上作者历经沧桑后的印记，他十分注重发现和描

写那些生命的暖色。因此他对《红头绳儿》的小姑娘

的描写栩栩如生，对范筑先先生的刻画如在目前，对
疯爷教师的语言描写更是高人一筹，对台湾岛上战

战兢兢的同事警备心理的描写更是深入骨髓。
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构成王鼎钧散文的大开大

阖。借用隐地的一句话说：“王鼎钧献身写作５０年，
不管从事任何行业，都会感觉疲惫，而王鼎钧都把文

学当成一种宗教，全心投入，热情不减。在写作的世

界里，他永远年轻，永远有实验精神。他擅用活泼的

形式，浅近的语文，表达深远的寄托，字里行间既富

有理想色彩，也密切注视现实。王鼎钧是这一代中

国人的眼睛，他为我们记录了一个时 代———一 个 动

乱、和平又混淆的时代！”［５］１４６

中西文化的对照让王鼎钧的文学作品充满艺术

张力。王鼎钧的后半生在美国纽约居住。纽约是座

看不透的城市，在这里，华人教育子女可能要翻个个

儿，传统的儒学观点可能在这里成为迂腐的代名词。
那个看手相的先生终究没有算出自己的钱为什么突

然被一个算命者抢了去，那年冬天鼎公在劝说金素

云小姐“婚姻原是有条件的。择偶的择字包含多少

理智的考量，如果对方以为绿卡是一个条件，也是很

正常的想法。一旦择定了，有了爱情，发展成婚姻，
那就应该如你们在牧师面前所应许的，贫困忧患，不
改初衷，那 就 是 无 条 件 了”［６］１７４。鼎 公 之 劝，让 这 对

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中，王鼎钧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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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去文人的仁者形象，使得他所描述的事务具有

感人的艺术张力。
丰富的内容造就王鼎钧散文作品的奇光异彩。

王鼎钧散文的丰富性在于他眼睛所看，耳朵所闻，身
体所感，媒体所报，均可入其妙笔，题材之广泛，人物

之繁多，情节之曲折，为他的散文之散提供了铺垫；
他的语言成为故事的粘合剂、情节的推进器、说理的

催化剂，加之他能很好地将散文之精湛、神韵提炼出

来。文以载道，道融于文，使其散文别具大家风范。

２．王鼎钧散文作品的形式之美

文句的 简 约 之 美。王 鼎 钧 的 散 文 作 品 追 求 短

句，即使书的装帧也为读者考虑。一般上班族上衣

口袋装得下，二三百页的小书，假如你每天上班要乘

一小时的地铁，用上两天上下班的时间就足足可以

把一本书读完。作者有早年古典文学的根基，加之

多年台湾广播编剧生活迅速切入听众的专业训练，
再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鲜活体验，配之于散文这种

不拘一格的描述方式，形成王鼎钧散文的简约、疏朗

之美。读他的散文清爽如遇草地，开阔如到草原，快
捷犹如快餐，利索犹如夏雨。文辞干净、短小，句子

平易、和顺，即使是近年出的四部巨著，也是形式上

厚重了，读起来却也是短语为主，短文为重，洒脱之

貌随处可现。
叙述的轻松之美，营造出与读者交心的平和之

美。读王鼎钧的散文，有时你感觉是在和一位智者

说话，有时又感觉在和一位邻居聊天。他或靠新鲜

故事逗你，或用你想不到的妙句征服你，或用浅显的

道理说服 你。你 会 感 觉 到 他 的 书 很 像 冬 天 里 的 火

炉，给你生活的温暖和力量；又像夏天里的冰块，赐

予你凉爽和理性。王鼎钧散文的轻松是随着阅读稳

步而前，如波浪一波又一波，属于不温不火的那种让

人轻松愉悦 的 文 字，如 泡 温 泉 般 舒 服，如 沐 春 风 般

滋润。
分析的包容之美。读《厚黑学》你感觉到人间的

讹诈种种，读《丑陋的中国人》你感觉到自己也是全

身龌龊。而读王鼎钧的《随缘破密》则是一个智者不

伤人的话语。他提醒你，开导你，让你引起警惕。让

你去做生活中的有心人，热心人，善良人。他劝坏人

变好、好人更好，但绝对不把任何一个读者（哪怕这

个读者品质很坏）当做一个敌人，他的书更像是一把

伞，帮你遮蔽风雨；一缕阳光，让你感受到成长的快

意；一双温暖的大手，让你感受到扶助的力量。
宗教的神秘之美。美国的月亮不比中 国 的 圆，

但美国的上帝却拥有中国上帝一样的慈善。对人类

而言，上帝只有一个；对无数的信仰者而言，上帝却

有千万。作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个布道者，因为作

家需要创新；教徒一生最好只能信奉一个上帝，否则

会引发神经错乱。王鼎钧先生信教６０年，没有让自

己的作品成为传道书，却让他的散文富有神秘的宗

教力量。这是上帝的造化，还是王鼎钧执着追求的

结果？

文化的对称之美。王鼎钧是中西文化的集大成

者，又是中国文化的忠实继承者。他经常借用古典

中的名句翻为今用，更善于借古喻今，美国西方文化

的后现代也为这位儒学大家注入一腔活力，老先生

没有成为坚守的顽固派，而是有所挑拣地吸收，这使

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文化对称性：古今对比考其鲜，
中西对比求其实。

修辞的丰富之美。随便翻看王鼎钧先生的散文

篇章，修辞手法，妙用活用，令人赞叹。无论是排比、
顶真、拟人、比喻，还是倒装、虚拟、假托，语言智慧融

于一炉，精彩妙章刻入一体。你读《一方阳光》，许多

诗化语言，简直让你拍案叫绝。“时代像筛子，筛得

每一个人流离失所，筛得少数人出类拔萃。”这样的

句子当诗歌去读一点也不为过。
写作的潇洒之美靠执着的文学追求来支撑。王

鼎钧的写作坚持了５０多年，如今他是一位８７岁高

龄的老人 了。眼 疾 让 他 无 法 再 从 事 更 多 的 网 上 交

流，但数年前这位老者经常在天涯上跟贴和发帖；还
经常通过电子邮件与大陆文友传送书信，是什么力

量促使这位老者如此潇洒、坚持不懈地写作？正是

文学的艺术之美，引导其走向文学之路；也是对文学

之美的诸多探索，使得他游刃有余、潇洒成文。

３．王鼎钧散文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之美

王鼎钧善于为文章找到一种妥帖的表达形式。
单篇考量王鼎钧的散文，看其内容的丰富性能感受

到王鼎钧的阅历的丰富；就其形式的复杂性而言，能
感觉到王鼎钧艺术表现手法的丰富多彩。每篇文章

的匠心独运，与其说是作者的精心打磨，不如说是浑

然天成之作。“５０年 代，王 鼎 钧 到 台 北 正 式 投 入 写

作，他为报纸 写 评 论 文 字，和 别 人 先 从 抒 情 入 手 不

同。不 过 他 的 叙 事 说 理、语 调 柔 和，有 技 术 上 的 感

性，读者编者和文评家，把他写的书评时论当作散文

看。”［２］２旷日持久的锻炼，让他对散文的表达方式独

树一帜、炉火纯青。
每一种看似信马由缰的表达形式其实蕴含着王

鼎钧先生的匠心独运。王鼎钧每一篇散文几乎入笔

都很平和，没有惊人之语，但读之确有百般风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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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空中大学沈谦教授评论他的散文“由早期的干净

利落，条理清晰，到中期的有情有趣，亲切有味，乃至

晚期的意象丰盈，魅力感染———将２０世纪中国散文

艺术提升到如此的高境”［２］２。王鼎钧的散文作品就

是追求自然中的奇绝，高蹈中的自然。看似平平之

余，却藏万千宝贝。
在精心打磨中，追求散文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

一。王鼎钧的散文作品字斟句酌，堪称语言的盛宴。
“王鼎钧关注现实，表现人生，将小说和寓言的创作

方法引入到散文中来，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拓展散

文的审美空间，庄谐杂出，雅俗共赏，显示出独特的

艺术魅力。”［７］正是王鼎钧对各类文学体裁创作技巧

的宏观驾驭 能 力 和 对 现 实 内 容 洞 幽 烛 微 的 观 察 功

夫，让他的散文作品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
有些篇章读完后，感觉多一字即为多余，少一字或换

一字又觉不妥。
在历史沉淀中，升华散文的意境和山水统一的

自然境界。王鼎钧的散文作品往往以作者的某个时

点为坐标，作者采用散点透视的手法让他所描摹的

事物富有历史的厚重，让读者在这种时光隧道里感

受自然境界与精神境界的统一。“睿智深刻的思想

是王鼎钧散文的独特魅力所在。王鼎钧的思想虽然

儒释道耶俱存，但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是其思想底

色，儒文化对于王鼎钧的影响在入世—用世的精神

取向、仁爱思想、民本思想、对文学的热爱等四个方

面显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精

神蕴含，成就了王鼎钧精神世界与自然境界的天人

合一。

４．王鼎钧散文作品的美人之美

王 鼎 钧 的 散 文 作 品 颇 有 费 孝 通 先 生 所 提 出 的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风，体
现了一种包容他人的宽大胸怀和宗教思想。

王鼎钧散文给人旷日持久的教化力量。王鼎钧

的书有多层次的趣味性，正如他在《灵感》一书的原

序中说：“每写一本书，我总希望这本书跟以前写过

的书颇不相同。‘灵感’跟我的其他几本书比较，有

什么特点呢？我曾经一再这样问自己。也许，我可

以用现成的术语来表白我的心意：‘人生三书’是‘为
人生而艺术’，‘碎琉璃’是‘为我自己而艺术’，而这

本‘灵感’，只是‘为艺术而艺术’。”［９］６正是文章反映

的不同侧面，赢得不同读者的共鸣。即使刁钻的读

者也能从其著作中获益。
王鼎钧的黑暗圣经是提醒世人注意社会阴暗面

的钥匙。杨传珍教授的评论最为到位：“王鼎钧先生

的《随缘破密》，打开的是另一种盒子，他让读者看到

的恶魔典型，相 当 于 从 实 验 室 里 拿 出 来 的‘灭 活 疫

苗’，没有了 伤 害 性，却 能 提 高 人 群 的 免 疫 力。”“在

《随缘破密》中，王鼎钧先生对大奸大恶的剖析，处处

见出作者对整个世道人心高度负责的境界，他让人

正视了世间的阴谋与罪恶之后，不畏惧，不绝望，不

效法，不欣赏，让人敬畏自然而不游戏人生，顺应天

道而不屈从 命 运。”［１０］王 鼎 钧 的 文 章 篇 篇 皆 有 提 醒

之语，而在《随缘破密》这本书中，作者提供给读者识

别礁石、躲避丑恶、保持人生警惕性的生存智慧。
王鼎钧对世态的超然关注源于他对芸芸众生的

刻骨关怀。先说一个生活细节，王鼎钧主编《人间》
副刊时正是民国五十三、四年间，隐地先生回忆说：
“正是我最热衷写小说的年代，投稿《人间》，不但很

快登出，最难以让人相信的是，鼎公竟不时的请我吃

饭，他向一个新人约稿，我已经受宠若惊，何况还请

我 吃 饭。”“和 鼎 公 吃 饭，我 从 来 没 能 付 过 一 次

款。”［１１］生活中如此体贴别人的鼎公，才能理解一位

在美国穷困潦倒的女诗人如何慷慨地帮助台湾的朋

友。王鼎钧的散文写作是他日常品性的真实写照，
也是他思考人生的结晶。

美人之美的作品具有持久不衰的艺术穿透力。
王鼎钧在发给“第二届王鼎钧文学作品国际学术研

讨会”的信《我能说的只有感谢》中这样讲到：“对我

而言，人生的三个阶段可以换个说法，动物的阶段，
植物的阶段，矿物的阶段。我在全国各省跋涉六千

七百公里，再渡过台湾海峡，飞越太平洋，横跨新大

陆，我是脚不点地，马不停蹄，那时候我是动物。然

后我实在不想跑了，也跑不动了，我在纽约市五分之

一的面积上摇摇摆摆，我只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这时候，我是植物。将来最圆满的结果就是变成矿

物，也就是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文学生命，能够

结晶，能够成为化石，能够让后人放在手上摩挲，拿

着放大镜仔 细 看，也 许 配 一 个 底 座，摆 上 去 展 示 一

番。这时候，也许有人为他辩护，说‘无用之用大矣

哉！’有一种东西似乎没有用，但是少不了，那就是文

学艺术；有一种东西很有用，但是你用不得！那就是

原子弹。”［１２］

四、结语

王鼎钧的散文作品的哲学蕴含在于：他以联系

发展的眼光看世界，他以文化的系统性来分析世界，
他以文学的普世价值来衡量世界。在他的文学天平

上，宗教的砝码是真善美过滤后的砝码，是人性真实

显现的力量体现。他尊重自然界的一切，把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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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命运同现实的所得、所恶紧密联系起来，告诫人

们不去做那些违背人类自身发展的事情。他把人情

的练达与乡愁的独到感受融入散文之河，行文舒畅

而又不失大江东去的宽阔。富有哲理闪光的句子犹

如时而跳出江面的鱼儿，显示着生活的鲜活与自然

馈赠的伟大。哲理之思成就散文华章，让人读后陷

入沉思。
王鼎钧散文作品的审美意蕴在于他一直追求散

文的形式美和内容美的统一，散文之美首先要求具

备散而不乱的特点，散的文本学意义不仅仅在于内

容排列的散插，更注重内容的极端丰富性，信息量的

加大和描写对象内容的新颖性。散文随着时代的发

展而发展，王鼎钧的散文正是与时俱进的典范。散

文内容的极端丰富性构成了王鼎钧散文舒缓有度、
进退自如、有血有肉、贴近现实的美感效果；而其形

式上的内在铺排、对比，语言修辞上的讲究、锤炼，风
格上的不断变化，形成王鼎钧独特的散文形式。在

此基础上，王鼎钧追求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在美

人之美的宽容境界中使自己的散文作品升华到美仑

美奂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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