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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朱自清後期倉tl作的?口語化J程度 tt前期更高，可是廣受傳講、被合認為中國

現代散文藝術珍品的，蛤終是前期的《背影》和《荷塘月色:) 0 <背影》議者甚多，分析也

中肯;但對《荷蟻丹色》中磁擺著的變梅、不安之感，能予以正確解讀者，員U{i世乎未

見。

一般績，者只欣賞其「景羹，情灑j 的詩意，孺細心的研究者已指出: r作者的『立憲j , 

就表現為一韓『中心心境』一一-w不寧靜』的、蓮說寞的、繳費的心，睛。文章自始單路 p 無

不在觀說出主義種心情。. ~ ~ . . .一切材料、描寫，皆為觀証它荷敷色、樣訣。 J (余緝毒H中

國現當代散文研究)){豈能「中心心境J 插麓如何，又自何而致呢?鄧立豈不容易索解。就

筆者手頭望是斜，結合各家之兒，可大致分為爾頓:

一種寬見認為，朱自清二十年代初大學畢業後，在江斯一帶的杭州、擴蚓、瓏蚓、

白馬湖等市鎮教書， r攝了五六年轉接無常的生括J '時父親丟會後，家壞中誨，前對

?就將降臨的敗家的崗樓打竟導致「立以血眼辛苦著j 的「骨肉間的。L視J ;朱自清一家和

父親、民主母的觀係也巖鞏央歡。造種1實現1it其北上任教清華大學(1925年9月)接雖有所

改善，但的不時產生問擾，故令他~L'1緒「顱不寧靜J 0 權可釋為 f家事j 漲。

另一種意見認為，此文寫按1927年7丹，正主義國民黨「請共J 的「自-一二j政變不

久， í嚴酷的瑰寶使朱自請陷入了深深的酪惑和鬱閑之中。他不躇於現實，卻又難以與

之抗爭，覺得還是『暫時組然的好j (朱自靖《那鑫走豹，喝車到大程然中尋尋找暫時的寧

靜J (曾自虹《讀〈荷塘丹色)))。這可轎為「觀事j 振。

黨方各執一辭， tB{1以乎各有根據，但其實都不確切。

對「家事j 說，有作者《背影) (1925年10月)一文的白連可作反證: r最近兩年的不

見，他〔按，指父親)格按忘禪我的不好 3 只是喝記著我，錯記著我的兒子。我北來

後 9 他寫了一信給我， .....*壞!我不知何時再能與備相見! J 可見，那時父子關係白主基

本恢復正常。

豆豆於後一種意見，財把二二十年代的朱自清過分「政治1tJ 了。其實，從鍾敬文的揖

憶便可見其數: r朱先生過去大概目為身體不好和家祟頡葷的緣故吧，對按政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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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豆重大趨聾，雖然心中相當了然，並旦有時也衰現出極大的義d蹟(如「三.一AJ 慘案

時，為文痛斥大屠夫設棋瑞) ，但是平常制乎不大過閑時事(撞在他全自然多少是一種

蕾帽嗯?)自能闖一多先生被謀殺後，他的義憤就再壓抑不挂了。 J 1 可見，四十年代之

前，朱自清並沒有太鮮明的政治態度。鮑本人的坦誠音自由也很可以難明龍點:

在北京住了兩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跑過去。要說福氣，這也是福氣了。因為平

平常常，正橡「糊撞J一樣 f難f駝，特期是在 f鐘年頭J 0 .....愉於是木木然事心上

華麗也沒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設想著我的勝小，有些戰慄起來;講攝

究竟也不容易事的。侃一封信> ' 1927年9月 27 自)

辦以?如認海那時身居北平的他會純然為撞在南方的闊共聯盟破製商「陷入深深的

問惑和鬱閑之中J '聽怕並不符合實際。

不過話說回來，當日朱自清 f頗不寧靜j 的心境並非與形勢、時為無鶴，而且還應

該說觀標相當密切。

1927年春、夏間，輯說革命軍繼續拉伐，撞撞豫、魯，京華震動。張作釋兵敗，

擬率軍退保山海關以避其鋒。於是講傳聞起，人心僚體。這從清華研究院教授吳惑、

陳賞情等當婷的動態可見一斑:

近煩人心頗惶惶，這主決擾於敢為改變，黨豈容得京帥，清華解散之後，惑不再為教

員，亦不從事地業忽而但躊躇京城，以作文會囑為話，中英文立全行。(吳忠《爾

權日記;} , 4月 3 日)

是封為清明館，校中放假。上午 9 以不用之西醫 p 裝成問箱，偕陳寅唔，以人力

車連載入域，豆豆控說朝聞寓宅存放。葦恐清華海黨，人解散之時，鈞能忙說，檢敢

不及故啦。(間上， 4月 1013)

陳寅情於晚間來詣，談中國人之聽醋。感於李大對等之絞死也。(再上 '4月 30

日)

夕，陳實情來。讓大為改變後一身之計獄。實樁贊成這言之前議，力勸道主對任學校

教員。躍居讀書，以作文替輪白話。‘.....又與實情棉的本人〔關民〕黨。他自黨

化教育轉過全蟬，為保至三個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捨棄學校，另謀生活。艱難

問窮，安之而己。(前上， 6月 2013 ) 

l 鍍敬文:{綽朱佩弦先生)(1948年) ，戰蔡灣當‘朱金獵、張可中{編)、《朱自精選集〉第二卷(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9年) , f代序卜頁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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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6月 27 、 28 日，清華豆豆舉行「善後討論會卜合推教務長梅賠琦赴寧、蘊藏賽，與

未來「說政j 國民黨黨馬接洽。 f立宣曉述意見。其間的在求得清華經濟及教育行政之獨

立。其主張則:1.以清華改辦各科研究鈍。 2. 現有之大學部，舉辦至已在校各班學生

舉黨轉為止。 3. 教職員任意更動，閑人等決不白為計，云云J 0 2 可見朱自帶任教之大

學部實己作好解散之態備，問各教職員何去何從，還是未如之數。這些可能的變故對

其正義感韶文家單基葷的朱自請來說無疑是糧大的體憂。

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年7丹，清華留美頭緒都高等軒三年級及二年級學生

鑒按時罵，要求提前館業雪還邀赴美，能荷釀成一場風潮。隨著事態攪大，不少教員

都被播入其中 o 3 

與此同時，聾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國的事:傑由學者、清華研究院教授王閻維也因

憂慮時勢鉅變，於6月 12 日投期自聾，引起各方議論、描捕; 6丹 16 缸，在北京「全散會

館j 舉行弔祭(王為漸江海輩人) ，共牧得哀親詩聯數百醋;在校長參與下，值孤、掉

;念、營葬等活動直延至8月中旬始告…設落。 4 這場悲劇，也很可能給鬧事兼聞辦(朱原

籍斯、江紹興)的朱血清一個制擻，令他心頭蒙上陰影。

請看， 1927年夏天竟發生了那麼多事情!這就是《荷塘丹能》的寫作背景。文中著

意表現的體輯、不安心境便是由此形成的。問各種國家之中，對作者衡擊最大、影響

最深的，無疑是 f黨軍J 進城、大舉行將解散、餾人與家簡均前雄雞令壇一點。 5 龍也可

算是朱先生此文曲折反映的詩代但影吧。

2 吳學路: (吳詠與樣東榕) (北京:清攀大學ili絞杖) 1992年) ，第三種=寅生8 0

3 向上注 ， J{49輛訕。

是 參〈關學月報 'X靜安先生紀念高等號:> ;玉梅毅: <.玉樹綠年讀:> (選北:畫畫灣商務印餐館， 1967年) ;孫

教位: <.主圓雄主事宮發新婚:> (北京:中簡文史出版本土， 1991年)等。

5 朱嵐清在〈一封信〉中白白 「這幾天似乎有些與樣。像一草草扁舟殺無邊的大海上，像一個獵人在無蠢的

森林寢。走路，說話，都要費很大的力氣;還不能如意 a 心里是一閻麗L廊，也可說是一獨火。似乎在掙

扎著，重要萌自些莓麼，但似乎每麼也沒有明白。 F一部 f十七史J 、從何處說起1 ' .ïE可街來作近日的我
的控撞車。 J (9月 27 仔記)便正是〈荷槍月色H這幾天心里頗不寧靜j 的同一心境的延續。《一封信》中又

說 :n努立于這一年的變動，是入的懇懇研趕不上的。我起初還知道他〔餃，指作者的友人S君〕的蹤跡，這

半年是喜喜慶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樣地邁著這狂風似的日子呢乎我所說吟的正在此。……恕我，恕

我，投向哪襄去找你? J ilJJ!南方的局勢對他立豈非毫無影響，但遮不知北京近寒來得切身而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