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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语丝》成就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语丝社”，也生成了一种于近百年中国散文产生相

当影响的“语丝体”。从 1924年 11月《语丝》创刊到 1930年 3月停刊，语丝社同人倡导“文明批评”和

“社会批评”，以杂文、小品文及诗性散文等不同体类样式表述作为现代思想主体的同人话语，于现代

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下表现出清晰的文体自觉意识。创刊周年之际孙伏园、鲁迅、周作人等周刊主要

介入者和撰稿人就“语丝的文体”展开讨论，鲁迅直言，其核心特色就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

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

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1]。自此之后，“语丝体”成为一个不可绕越的文体符

号。于是，“语丝体”在形式策略和功能意蕴上是如何实现现代散文从单一向多元的转变与完善则有

了探究的必要。当然，靠近抵达事理真相的路径有许多种，于文学研究而言，最有效的“只有文体学的

方法，才能界定一件文学作品的特质”[2]。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其自身的曲直隐现往往具

有一定的规律性。“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

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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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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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1]文学史考察应该坚持“实事求

是”的精神，应该“尊重历史事实，从历史实际出发，以正视历史的勇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2]。考察

现代中国语丝体散文的文学史意义，必须有“历史的过程”意识，而文体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或

语言特色，它还映现作家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历史文化精神，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

神和作家的人格内涵。从文体学视阈探究语丝体散文之于中国文学历史的继承与流变，在揭櫫其传

统与现代两种质素汇融交错的复杂性的同时，也能够从周氏兄弟为中心的语丝同人群体书写中获得

某些启示。

一、语丝体散文于魏晋风度的接受

作为解读世界、建构意义的手段，文体是一集合并统一了文学的内涵与形式的概念，也是一种能

指符号。在一切认识过程中，必须承认人们察觉了什么，解释了什么，推断了什么，这一切均与符号或

者形式密不可分。也就是说，遵从某一种形式或者打开某一种形式才能完成解读世界、建构意义的工

程。对文学而言，文体就是制订了某种阐释世界的方案，文学的世界是否特别有趣或者意味深长，都

必须追溯至文体的功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文体存在的背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考察现

代中国语丝体散文的历史意义价值，就要努力寻找其于古今中外的“似与不似”，最后确定出独有的

“这一个”。“相对于诗歌、话剧或者小说，散文的‘历史脐带’更加明显。‘魏晋文章’以及‘晚明小品’某

种程度的复活，可能是最令人迷惑也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因其与周氏兄弟这两位散文大家的文

学命运密切相关，而且，这种有意无意的‘寻根’，很可能是散文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变革中步伐最为稳

健的根本原因。”[3]由是，有必要也有可能将语丝体散文置于魏晋风度、晚明小品以及西方eassy的历史

景深里予以纵横考察。文体的选择往往决定于作家的文艺思想、文学观念。现代中国《语丝》同人群

体对于语丝体散文文体的选择与确认，应该说导源于其文学观念与主张，而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对于

“魏晋风度”的理解接受上。

鲁迅1927年7月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报告：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

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

“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

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

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

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

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4]

“鲁迅认为在曹操政权特色的影响下，文章出现了清峻与通脱两重风格。”“鲁迅说过：这时文章的

[1]〔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213页。

[2]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3]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4]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本篇

记录稿最初发表于1927年8月11、12、13、15、16、17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173至178期；改定稿发表于

1927年11月16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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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好看’，乃是‘曹丕提倡的功劳’。”其实，“文章的这种变化，既同东汉以来文章自身发展的趋势有

关，也同当时政治气候新的变化有关，这是显而易见的。”[1]时代历史制约人的心理，社会思想影响文学

文体。一般史学著作中都把魏晋六朝这一段时期看作是中国历史中的“黑暗时代”：南北分裂，军阀割

据，五胡乱华，以及由此带来频繁的战乱饥疫与流民遍地。“在这时期内有公元309年的大旱灾，大河

流都可徒步通过；而又有公元309年的疾疫，长江下游北岸的广大地区人民因之相继死亡。”所有这些

天灾人祸所带来的破坏与损失，据历史学家估算，“等于30年战争给德国的灾害加10倍”[2]。但也正是

如此社会现实背景，影响了其时独有的文学景观。正如美学家宗白华所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

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

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3]特定的时代文化风貌直接影响了时代话语

主体。对于“魏晋风度”，冯友兰有一个基本概括，以为“汉人风度是庄严、雄伟，晋人风度是文雅、放

达”[4]；而李泽厚则在《美的历程》中指出：“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

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这就构成似乎是那么潇洒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

魏晋风度；药、酒、姿容，论道谈玄，山水景色……成了衬托这种风度的必要的衣袖和光环。”从精神态

度到生活方式，“服药炼丹，饮酒任气”只是形式，是皮，“文雅、放达”“潇洒不群”才是内蕴，是瓤。因

此，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超然事外、冲淡平和与以阮籍为代表的忧愤无端、慷慨任气被认定为“魏晋风

度”两个不同的境界。

也有人指出魏晋时期文学的不足，“整个这一时期，文人们都在表现形式的各方面极力追求精美，

以增强艺术效果”，“对于形式的追求，在某些具体作家作品上指出了其文胜质的弊象”[5]。一定程度

上，这是因集中关注文艺形式而没有较多注意“魏晋风度”之于当时文学思想深刻影响的判断。把时

间拉长一些看，从务实转向尚虚，从客体转向主体，由群体转向个体，此种转向而生的“魏晋风度”是需

要特殊的时代气候与文化土壤的；而到了晚清民初，时空辗转，“风度”再起。“倘以文人心态论，晚清与

魏晋却有不少相似之处”[6]，读书人精神状态上更是颇显契合。经阮元、李兆洛、刘师培、王闿运、黄节、

汪辟疆、章太炎、苏玄瑛（曼殊）等推波助澜，魏晋文章于晚清影响蔚为大观[7]。尤其是章太炎，“遵魏晋

之笔，本纵横之家”，浸染上浓厚的魏晋色彩，“章氏的思想和文章，有着魏晋的灵魂”[8]。由此一脉而

下，可以明显看到《语丝》时期章门弟子周氏兄弟身上“魏晋风度”之接受发扬。

曹聚仁讲过这样一件事：“章师推崇魏晋文章，低视唐宋古文。季刚自以为得章师的真传。我

对鲁迅说：‘季刚的骈散文，只能算是形似魏晋文；你们兄弟的散文才算是得魏晋的神理。’他笑着

说：‘我知道你并非捧我们的场的。’后来，这段话传到苏州去，太炎师听到了，也颇为赞许。”[9]在《魏

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鲁迅强调“汉末魏初的文章清峻，通脱”。“魏晋文章中最富

于清峻特色的要属嵇康与阮籍，对鲁迅的人格与创作影响最大的也是他们。”“如果说鲁迅在热情爆

[1]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366页。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4页。

[3]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5]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6]陈平原：《晚清的魅力》，转引自《阅读日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

[7]具体分析参见高俊林的《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陈平原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

文：明清散文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

[8]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2页。

[9]曹聚仁：《我与鲁迅》，引自《我与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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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时像嵇康，那么在沉寂压抑时更像阮籍。”[1]表现在文体实践上，鲁迅的语丝体散文创作确比同仁

更为峻急、老辣：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

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

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

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

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

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

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2]

——《学界的三魂》

因了《京报副刊》上的一篇文章，鲁迅以章士钊为话题原点，申论“三魂”。直言数千年历史里面，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作为“独夫的家谱”的中国历史长期以来被谱写被颂扬的只有“官魂”；“学界”

的反对者被章士钊以“学匪”打击，不外乎一种“流言”，其手段本质还是“官魂”的思维。历史上，被利

用的人，在没成功之前就是“匪”，成功了就成为了新的“官”，此即“匪魂”的来源。然支撑中华民族数

千年历经磨难而不亡的不是“官魂”而是“民魂”；“民魂”是根植于民众并生长于民众的一种可贵的民

族精神，是华夏本体之魂——“中国的灵魂”。在鲁迅看来，“民魂”乃是民族自信力的根基，是中国的

希望所在。这里，鲁迅虽自谦“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但敢

于直面严酷的现实，对章士钊、陈源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给出严厉的判断，出语多谐，清醒冷峻，又

渗透出一种看穿、看透了一切之后的坦然通脱的心态。如此“峻急”一面，得益于嵇康笔法。而沉寂孤

独中的感怀更有阮籍之风：

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

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3]

——《复仇（其二）》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

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

全属于我自己。[4]

——《影的告别》

1923年7月“兄弟失和”后，鲁迅和周作人因《语丝》周刊在无形中“走到一起”，两人是最关键的筹

划者、出资者和撰稿人,几乎每期都有署名文章。但被从八道湾赶出来的伤害和被围观带来的愤激，

使鲁迅陷入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之中。感怀至深，改写耶稣蒙难故事，描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过

程，表现了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对立关系以及拯救者命运的悲哀。对亲情与友情的彻底绝望，并以最

[1]高俊林：《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105页。

[2]《语丝》第64期，1926年2月1日。

[3]《语丝》第7期，1924年12月20日。

[4]《语丝》第4期，1924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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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绝的咒咀与过去进行着告别，映现鲁迅深刻的生命体验里面“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与复仇哲学，严

厉而通达。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鲁迅第一次指出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他

以曹丕为例，评价其“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的主张时说：“用近代的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

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这里的“自觉”大意

在于文学脱离传统的载道负累，走向真正的文学自由。笔者认为，“在‘语丝体’散文理论纲领的提出

与文本的模范实践中，周氏兄弟和林语堂的自由话语形态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于精神独立、健全人格

以及探求真理等方面的积极努力，而这种努力也成为语丝同人完成自我精神救赎的通途。”“‘语丝体’

散文的自由话语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文学，不仅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自由’主题的形成，同时使中国现

代文学的自由主题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品格。”[1]这种自由话语，也明显体现在周作人身上。既有研究很

少有人谈及“魏晋风度”对于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影响。从《语丝》所刊周作人散文文本出发，则能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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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身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多个‘自我’”，岂不恰恰可以藉助理解1920年代的周作人吗？当

然，建安时期“人的自觉”和“自我”的表现到了西晋，有过之而无不及。“士人的具体表现就是追求顺情

适性，得到自由自在的满足。没有贪求和羡慕。其实就是追求逍遥。”“西晋士人更加追求道家的玄

学，在行为上则追求狂浪。”“当时的清谈，已达到了一种艺术境地。”“这种士风与士人心态对文学创

作、文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时所表现的文学思潮既没有建安文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又缺

乏正始诗人忧愤深广的思想境界，而是一种超然的浪漫文学观。”[1]如此文学观念之下，文学创作呈现

浓厚的现世快乐思想色彩，隐士避世生活的创作倾向很鲜明，及时享乐的诗风很突出。比较地看，语

丝体散文于这一魏晋文学观念是有相当的仿同感和接受脉象的。

李泽厚曾说：“陶潜和阮籍在魏晋时代分别创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一超然事外，平淡冲

和；一忧愤无端，慷慨任气。它们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应该说，不是建安七子，不是何晏、

王弼，不是刘琨、郭璞，不是二王、颜、谢，而是他们两个人，才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2]在谈

到1920年代中后期的周作人时，郁达夫说：“废名说他有点像陶渊明。可是‘陶潜诗喜说荆轲’，他在

东篱下采菊的时候，当然也忘不了社会的大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气概，还可以在他的作反

语的平淡中想见得到。”[3]结合当时周作人的《语丝》实际创作来看，郁氏的话语的确有些失之平准。

1925年 8月，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代快邮》一文，有言曰：“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

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色，衣服与看客。”[4]这种历史的循环观念影

响周作人自然地关注历史上与现实环境比较相似或相近的人物及其时代。1928年，周作人作《聊斋

鼓词六种序》，在对其中两句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大加赞赏之余说：“我很喜欢这

种态度，这是一种文学的心情，不汲汲于功利，但也不是对于人事完全冷淡，这是适中地冷静处之罢

了。”[5]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隐士迭出的时代。周作人 1920年代中期

的叛徒与隐士的二重矛盾性格在这时更偏向于隐士，而且还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以其学生为主的一

批人，此中明显印有魏晋人物或浓或淡的影子。1936年曹聚仁曾说过，周作人思想“从孔融到陶渊

明的路”造成他“自新文学运动前线退而在苦雨斋谈狐说鬼”，由“愤世”转为“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

自全”[6]。此话确有道理。

二、语丝体散文于晚明小品的仿拟

“周氏兄弟对于‘魏晋风度’的不同取向，不仅反映了他们个人趣味嗜好的不同，也表明了两人人

生观念的差异。如果说，鲁迅选择了‘师心使气’的一面，他自觉追求灵魂的‘粗糙’，以杂文作为社会

批评的武器……那么周作人刚好相反，更多地继承了‘温润通达’的一面”，“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可以

为其（指周作人——引者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谈陶渊明、颜之推与晚明小品找到一个较早的

思想根由。”[7]其实，谈及晚明小品对于语丝体散文的影响，不应该仅仅只涉及周作人，尤其是20世纪

20年代中后期这一特别时间段，周氏兄弟受晚明小品影响皆明显。

[1]王巍：《魏晋南北朝文学意识的历史嬗变》，〔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81页。

[2]李泽厚：《美的历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3]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4页。

[4]《语丝》第39期，1925年8月10日。

[5]周作人：《永日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6]曹聚仁：《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4日。

[7]高俊林：《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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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鲁迅对于小品文的曾经态度，大多数人会忽视《语丝》时期鲁迅“清峻”“通脱”的同时还有温

润通达的一面。1930年代，离开《语丝》许久的林语堂在其主持的刊物《论语》《人间世》上，极力推崇

袁中郎等人的晚明小品，附和者众，掀起一股晚明小品热。鲁迅在《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中批评

当时文坛各种习气时提及某些文人自我吹捧或互相吹捧，甚至“用死轿夫，如袁中郎或‘晚明二十家’

之流来抬，再请一位活人喝道……”，言辞不可谓不激烈。林语堂在《论小品文笔调》中言及现代小品

文内容表现上“盖诚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一不可入我范围矣”，“可以说理，可以抒情，可以描

绘人物，可以评论时事，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

来，是之谓现代散文之技巧”；《人间世》“发刊词”中说：“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

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故善冶情感与议论于一炉，而成现代散文之技巧。”不能不承

认，林语堂对小品文的内容表现和艺术特点的分析是精到甚至经典的。而鲁迅在《一思而行》中说：

“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嫌不够。”小品文论争发生时，日本

帝国主义已入侵中国，国家内部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激烈，推崇晚明小品、提倡

性灵、幽默和闲适确实显得不合时宜。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是以思想家的高度对小品文主张给出中肯

的批评。

简言之，鲁迅不赞成的是林语堂等把晚明小品的功用过于偏重定位为闲适、幽默与性灵，从其思

想的根本立场来看，他是不拒绝晚明文章的。晚明时期政治的腐坏、时尚的变迁、哲学的突破等因素，

促使当时士人心态的嬗变。比较高居庙堂的一类，远处江湖的士人对后世更具影响力。由自我挣扎

的徐渭到激情与谵妄的李贽，从情理冲突的汤显祖到适意避世的袁宏道，都是晚明士人情态的典型代

表[1]。鲁迅主张读史的，尤其是野史和杂史。1925年4月，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中说：“历史上

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如看野史和杂记”，“更容易了然”。“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

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

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比较晚明与清末民初，这两个阶段有着相似的文

学生成背景和文学审美取向，有学者就看到“徐渭诗文和鲁迅的《野草》”在“意象的建构、心灵的苦闷

的象征及越中区域文化”等方面的关联演变[2]。潜入深沉而奇崛的《野草》系列文本，可窥鲁迅如何于

用语尖新拗峭时有诙谐和意态跳跃、想象丰富之间实现对现代中国人灵魂的拷问的。这里试举《好的

故事》：

我仿佛记得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

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

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

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

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

我所见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织成一篇，永是生

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

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罢。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

动，忽而碎散，拉长了，如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

[1]详细论述参见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2]陈书录：《徐渭诗文和鲁迅的〈野草〉》，见章培恒、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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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刺奔迸的红锦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

云织入村女中……在一瞬间，他们又将退缩了。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伸长，就要织进塔，村

女，狗，茅屋，云里去。

此文中，《野草》前面九篇中的压抑、黑暗、焦虑和紧张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美丽的故乡田园风

光的倒影。只有把“蒙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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