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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orial Foreword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edition of the research pap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national Feminism: Explorations, Communications, Challenges & 

Horizons is clearly conceived as a collec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the diversified 

approaches of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feminism, literatur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The diversity of the research papers closely connects to academic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of the contributors. While presenting diversity in approaches, this 

section contributes to achieving a collective discussion of the multifaceted concept of 

translational feminism. 

The section includes studies on the challenges of recent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al feminism, gender problematics in the translation of non-literary text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he Odyssey (2018), gender bias in machine translation, the 

deafening effect of non-feminist translations of literary works, Arab Egyptian Feminist 

Voices in Translation, and lastly written in Arabic; obsession & rebellion in feminist 

movements writings.  

In an attempt to have a wide reach and significant impact, the second section is 

allocated for miscellaneous research papers written in English, Spanish and Chinese. A 

semantic visual study of the image of orientalism in Indian epic tales, literary dissection 

the literary works of Antonio de Zayas, (Spanish), how poetry reflects and summarizes 

social life, and a study of Lin Shu’s travelogues prose in Chinese are engaged in and/or 

preoccupied with recent trends and fast growing leaps in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studies.  

 

 

Nihad Mansour 

Manging Editor TJHSS 

Professor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adr University in Cairo (BUC) 

Alexandria University-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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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林纾游记散文的艺术成就 

YANG Luz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China 

Email: 20225201029@stu.suda.edu.cn  

 

Abstract: Lin Shu's travelogues on landscapes occupy an important place in his ancient writings, 

which are diverse in content and extensively learnt from the travelogue styles of his 

predecessors, especially those of Liu Zongyuan and Ouyang Xiu. Lin Shu's landscape travelogue 

prose is unique, and deserves careful consideration, both in terms of landscape description 

techniques and innovative literary theories. This paper analyses Lin Shu's travelogue works in 

the light of his theory of mood, and argues that this kind of prose embodies a leisurely and 

elegant literati temperament and a thick cultural atmosphere based on Lin Shu's personal 

sentiment, and that the artistic presentation of the work is also highly accomplished. 

Keywords: Lin Shu; prose; landscape travelogue; mood 

 

摘要：林纾的山水游记在他的古文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内容多元，广泛地学习了前人

的游记风格，尤其是柳宗元、欧阳修两人的文章风格。林纾的山水游记散文独出机杼，无

论是风景描写的手法技巧还是创新独到的文学理论，都值得仔细推敲斟酌。本文结合林纾

的意境论对其游记作品进行分析，认为这类散文体现出基于林纾个人情志的闲雅的文人气

度与厚重的文化气息，且艺术呈现上也成就斐然。 

关键词：晚清；林纾；散文；山水游记；意境 

 

林纾（1852-

1924），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原名群玉，表字琴南，自号畏庐，其中的“畏”不仅是

勉励自身牢记祖训“畏天循分”的缘故，更是有“深知所畏而几于无畏，事不在变而在常，

用不在气而在志”1的深层内蕴，以“畏”命庐提醒自己时刻反省自身、制约自己。 

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大放异彩，对当时的民众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而林纾

的古文成就也极为突出。根据内容，他的古文可以分为人物传记、诗文集序跋、墓志铭

和山水游记等。目前关于林纾山水游记的研究成果极少，偶有论及者，也往往一笔带过

，或是仅做数语之概述，或是流于单篇之鉴赏，并没有相对专门化的研究。 

本文以《畏庐文集》《畏庐续集》和《畏庐三集》所收录的二十三篇游记为研究对

象，系统地探析林纾游记散文的艺术特征与艺术成就，以便更为深入地认识作为古文家

的林纾。 

一、林纾游记散文的多元内容 

林纾一生中并未入仕，因此更多的时候他能以闲适自如的心境去看待自然，用笔墨

呈现出自然、真实的山水景物。林纾的足迹踏遍福建、浙江西溪、山东泰山孔林、北京

宫苑等地，他的游记内容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既有才华横溢的游记单篇，也有凝聚

孤忠的系列组曲与详记实迹的山水日录。 

（一）才华横溢的游记单篇 

 
1 林纾：《畏庐记》，《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2页。 

mailto:20225201029@stu.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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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的游记，对山水景物并不是简单的介绍描述，而是常常赋予山水泉石以人的情

感灵性，林纾于1890年游览福建方广岩并留下佳作《游方广岩记》，方广岩纯出自然，

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珠帘适当檐际，随风飘洒，下坠深绿可二十馀丈。奇石侣踞，泉

传罅而过……阁之右壁状如削，窦小窍于石腹”奇石凌空舒展；“岩上石华、钟乳之属，

岁久凝结，斑驳咸有所肖”，溶洞内的钟乳石自然形成“入水蛟龙”“出山猛虎”等灵动的姿

态。“前泄泉处势微洼，因风洒析，散而为珠帘也”一句很是清新灵动，仿佛看到泉水随

风洒析，散在空着仿佛晶莹剔透的珠帘。语言文雅，字斟句酌，这样钟灵毓秀的山水，

让人感到轻柔梦幻，可见林纾描写山水的功力之深。又如《净业湖秋泛记》，林琴南在

南方多见江河湖海，到了北方后却没有泛舟湖上的机会，而净业湖让“苦北来不可得水”

的林纾意兴盎然，因此特意记录此次的出游，“湖上败荷，但遗枯茎，触舟底有声”，秋

天的荷叶已逐渐变黄衰败，只留下干枯的荷花杆子和莲蓬头，当游船从残荷间驶过，碰

到舟壁发出轻微的声响，仿佛回到了在杭州西湖的悠闲秋日。 

（二）凝聚孤忠的系列组曲 

之所以称作组曲，是因为与之相关的三篇特殊游记都是谒光绪崇陵而作，具备情感

与风格的一致性。清朝灭亡后，林纾共拜谒崇陵11次，因此创作了不少诗歌和散文，其

中就包括收录在《畏庐续集》中的《谒陵图记》《三谒崇陵记》和《畏庐三集》中的《

九谒崇陵记》三篇作品。这三篇作品在记录谒游过程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光绪的无限怀

念和惋惜。 

1913年的清明刚过，林纾独自前往河北拜谒光绪的陵墓，作诗歌《癸丑上已后三日

谒崇陵》，中云：“孤臣痛哭拜墀下，农春触眼如秋凉。”此时正是四月，景色清新蓬勃

，春色正浓，然而在林纾的眼中却是如秋般的悲凉，同年十一月，光绪崇陵正式竣工，

林纾即刻前去拜谒，回去后写下《谒陵图记》，记载了此次见闻。 

“大雪兼天，千里一白”，天气恶劣，林纾手指冰冷几乎僵硬，旷野之中举目无人，他却

毫无知觉。“万木槎枒如列戟，红墙浓桧杂立万白之中”，崇陵前旁逸斜出、参差不齐的

树木，好似守陵的仪仗。红墙、浓桧与苍茫雪地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情此境，让

人悲凉之情油然而生。林纾刚到宫门，望着光绪寝陵就已痛苦哽咽、不能自持，在九次

顿首的大礼后，伏地失声痛哭曰：“沧海孤臣犯雪来叩”，守门的侍卫皆为之动容。溥仪

被林纾的真心所感动，亲自书写“四季平安”的春条赠与林纾。林纾拜皇陵时已是年近古

稀，但仍不远千里谒拜共十一次，他在《御书记》中慨然表示“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

”。清朝灭亡后，林纾拜谒清帝皇陵的行为被时人声讨，不少人评价他“沽名钓誉、标新

立异”。他曾写到“仆生平弗仕，不算满洲遗民。将来仍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制老民足

矣”2，可见他对于维新共和的未来充满期待，并没有为清王朝的腐朽黑暗着意辩白，只

是怀念当年奋力变法的光绪帝，“惟所恋恋者，故君耳”3。然而民国成立后，运动起义接

连不断，内忧外患的矛盾也不断升级，无望的现实世界并没有得到改变，因此他又开始

批判共和制度，认为甚至不如并未成功的维新立宪，因此，林纾开始怀念具有励精图治

、救亡图存精神的光绪帝，并通过谒陵的方式表达对国无宁日的不满。 

（三）详记实迹的山水日录 

林纾的山水日录主要指他一些具有日记性质的游记作品，多是他在杭州、山东、北

京等地游览时所作的散文。他的每一组山水日录，其中作品既能独立成篇，又具备按日

 
2 林纾：《寄吴敬宸（一）》，《林纾诗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19页。 
3 林纾：《畏庐诗存·自序》，《林纾集》第二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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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性质，因此又可以视为一个整体。这类作品共有三组，分别是杭州西溪日录（包

括收录于《畏庐文集》中的《游西溪记》《记花坞》）、山东游记日录（指收录于《畏

庐续集》中的《登泰山记》《谒孔林记》）和北京游记日录（指收录于《畏庐续集》的

《记戒坛》《记潭柘》）。此外，独立成篇的《记雁宕三绝》，虽是单篇游记，但此文

也是按日记录游踪、游感，文中，有“辛酉五月三日”“初四日，自灵峰向灵岩”“明日为端

午节”这一条明确的逐日记游的时间线，他在雁宕山中连续游玩三日，并写下了这篇具有

游记性质的山水佳篇。试简述如下。 

1.杭州西溪游记日录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林纾受杭州制度林启的邀请，到杭州进行讲授，并在其幕

府中担任文职，便告别了家乡福建，移家于杭州。在杭州生活的三年中，林纾踏遍了杭

州的名山胜水，常以西湖的景色作为素材写诗绘画，并创作有《游栖霞紫云洞记》《记

云栖》《记九溪十八涧》《记超山梅花》《游西溪记》《记花坞》《湖心泛月记》《记

水乐洞》等游记作品，这些作品被夏晓虹称为“杭州八记”。由文中“己亥九日”，可知《

游西溪记》写于1899年的重阳节，而《记花坞》的文末交代的游历时间为“己亥九月十日

”，可知林纾在游玩西溪后的第二天，又顺道前往花坞游览。因此这两篇游记在“杭州八

记”中显得十分特殊，可以视为“杭州八记”中的西溪游记日录。日录的文字天然成趣、闲

适淡雅。 

2.山东游记日录 

1914年，林纾前往山东游历，登泰山、谒孔林、在雨中泛游大明湖，每次游历，他

都作有相关游记。其中，《登泰山记》与《谒孔林记》这两篇作品，具备山东之行游记

日录的性质，可以合而观之。在《登泰山记》的开篇， 

“余以甲寅四月六日发天津，抵暮至泰安”，清晰记录他于四月六日的晚上抵达泰山脚下

，夜宿友人官斋，第二日（即四月七日）便与友人出发上山，同游泰山，一起期待着日

出的来临，文中又记“甲寅四月八日……下自泰顶。是夕，斋于泰安。晨起，以车朝孔林

，至曲阜”，谒孔林是在四月九日，因此，《登泰山记》与《谒孔林记》是按照日期顺序

的推进所记录的游记日录。 

3.北京游记日录 

自1910年冬接受金台书院聘任入京后，林纾便长住北京，游历足迹遍布北京城内外

。《记戒坛》《记潭柘》这两篇游记是林纾1915年城西之游的一组作品。《记戒坛》的

文末，林纾记载曰：“是日雾甚，远瞭莫见浑河。留僧舍一宿，明日至潭柘”，《记潭柘

》便是次日之游后的作品，文末云“乙卯四月二十五日记”，可知这是此年仲春之游的日

录。 

二、林纾游记文体的转益多师 

林纾曾云：“游记有二体。一为柳州之写山状水，一为庐陵之凭今吊古”4。此处“体”

并不是指文章的体裁样式，而是指文章的风格特征，柳州体指柳宗元的游记风格，庐陵

体指欧阳修的游记风格。林纾不仅盛赞二人山水之文，而且在自己的游记散文中，也努

力呈现出“柳州体”和“庐陵体”并存的艺术面貌。 

（一）林纾游记之“柳州体” 

林纾十分推崇柳宗元，在《春觉斋论文》中就赞扬道：“记山水则子厚为专家”，“子

厚记山水，色古响亮为千古独步”。夏晓虹评价林纾的“杭州八记”，说它们摆脱不了“永
 

4 林纾：《文微·明体第二》，《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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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八记”的影子。林纾虽然自谦“奇情异采，匪特不能易学，而亦不能学”5，但从他的一些

游记中，却不难看到取法柳宗元的影子。例如，林纾游记中常用的四字句法就受到了柳

宗元的影响。在《记九溪十八涧》中，林纾就很好地贯彻了“写景拼字最好以四字为句”

的理念，清澈的水底是“水石冲激，蒲藻交舞”； 

“春箨始解，攒动岩顶，如老人晞发”，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跃然纸上； 

“怪石折叠，隐起山腹，若橱，若几，若函书状”，给人以极强的画面感。此文着重描写

了山形水势和春天的物候，仅用几个四字短句就抓住了九溪十八涧的景物特征，无论动

静都各具神态。 

除此之外，林纾对色彩的描写也有追求。他提出“辞简凝而又色浓、调高、象现，斯

为美已”6。在《记花坞》中， 

“溪次有微径两三道，咸阴沉上沮白日，细草翠润，香气蓊勃。稍南多杉，霜皮半作深紫

之色，杂立竹中，紫翠荡漾，如垂湘帘”，“深绿间出红叶”，纤细的小草青翠湿润，紫色

的杉树外皮与翠竹相互照映……状物肖貌生动传神，加之以对颜色的描写，使读者眼前

仿佛看到了了花坞秋天清丽的景色。这样的写法与意境，使人想起柳宗元《小石潭记》

用游鱼衬托清澈潭水的技法，“皆若空游无所依”。林纾的《柳文研究法》评价道：“水石

合一，一种幽僻冷艳之状，颇似浙西花坞之藕香桥。”林纾在观赏花坞美景时，内心也与

花坞的水石美景产生了共鸣，诗情画意尽在景中。 

（二）林纾游记之“庐陵体” 

除了师法柳宗元“物我合一”的艺术风格，林纾同样也取则欧阳修游记中“凭今吊古”

的风格特征。《畏庐续集》中收录的游记，大多是林纾在北京时期的作品，此体尤多。 

1914年林纾同友人参观颐和园后，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游颐和园记》。二十多

年前，他曾随寿富、高风歧等朋友参观过颐和园，但文昌阁的大门紧闭。而如今园内开

放，任游人登高远眺“至于今日售券，游人听其登陟”。对于此番情景，“使寿富及高凤歧

在者，其悲慨为何如也”。林纾同样心中有着难抒的郁结，故地重游又勾起了对友人的思

念。此外，林纾也提到了此园建造的沉重背景“方光绪中叶，罄全国海军之资，悉资此园

”，从而导致甲午战争时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使得本就日暮西山的清王朝更加衰败。林纾

在瞻仰游览颐和园时，并没有一味沉溺于亭台楼阁的景色之中，而是意识到颐和园是搜

刮民脂民膏、以国防军备为代价建造而成的。他本人虽然以清朝遗老自居，但是并没有

否定清王朝的腐朽黑暗，他将颐和园与北宋的艮岳相比，继而提出深切的思考、批判。

艮岳是北宋的著名宫苑，布局精当合宜、疏密错落，将自然写意的山水作为主体，突破

了之前“一池三山”的传统格局
7。“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盛”的艮岳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写

道“前世叠石为山，未见显著，宣和艮岳，始兴大役”，可见运石的规模之大，如此浩大

的工程让百姓苦不堪言，深受其害的江浙地区更是爆发了方腊起义，北方的金人也是虎

视眈眈。因此，即使颐和园的守者向他介绍“景福阁可至含新亭，有奇石”，林纾不仅不

感兴趣，更是“恶其石，或即至艮狱也，遂不往”。 

代有其人，故代有其文，对柳州体、庐陵体的意会神融，让林纾的游记散文精彩纷

呈。生当清末民初的时代大变局中，新旧观念的冲突，中西文化的交融，也成就着那个

 
5 林纾：《春觉斋论文》，《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9页。 
6 林纾：《文微·明体第二》，《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8页。 
7 陈植、张公弛选注：《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5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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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每一个作家。站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漩涡中，林纾立定心性，力延古文之一线生机

，将自身情志与时代“风景”融入山水，他的游记也因此呈现出并不限于柳州体、庐陵体

的艺术成就。 

三、林纾游记的独特意境 

（一）林纾意境论简述 

今人鉴赏诗词文章时，对于“意境”的理解和看法，大多是受到王国维的影响。王国

维“意境”论的核心在于“意境必须使情景交融的意象以审美空间的形式呈现出来，借此寄

托人生理想”8，当诗人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物境界相交融时，才会有所谓“意境”的产生。 

林纾的意境论与王国维的意境论略有不同。林纾在《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中强调

了意境的地位“意境者，文之母也”。此处林纾提出的“意境”与王国维的注重意境内质的

倾向不同，林纾更偏重“意”，而王国维则更是偏重为“境”。林纾认为“意境”应是体现在作

品中作家的情志与气度，他客观地指出先天条件是影响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

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后天的教育阅历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 

“书本、仁义、阅历”等多重因素。他以欧阳修为例，指出宋初的文章风格严重老成，但

到了欧阳修时却有佳作现出，虽然欧阳修有些文章仍免不了有笨拙浅显的毛病，但是却

难掩其“平正和气”之貌，正是因为欧阳修写文章关注现实生活，顺从本心，始终有感而

发、有为而作，这就是所谓的先“意境”、后“文采”的说法。 

林纾十分重视作家的品格、性情，对作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须先把灵府中淘涤干净

，泽之以《诗》《书》，本之于仁义，深之以阅历，驯习久之，则意境自然远去俗气，

成独造之景”9。学识渊博、学养醇厚是作家的基础，但作品若一味地附和理学的门面，

始终不能算是好文章。作家须浸润于四书五经等经典的儒家作品，有仁义的本心，再辅

之广博充实的人生阅历，才能使意境远离俗气，自成一家。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的理论批评常常与实际创作彼此关怀、相得益彰，因此林

纾的山水游记也记也十分注重营造意境。他将自己的情志感怀寓于山水景色之中，营造

出闲雅诚谨的独特意境与浓郁厚重的人文气息。 

（二）林纾游记散文的意境 

1.从容闲雅的文人气度 

《湖心泛月记》清新灵动，意境新颖，在泛舟赏月中凸显出林纾清雅脱俗的审美情

趣，也闪烁着文人墨客对于自然与人生哲理思考的火花。文章开头并没有直接点题写泛

舟赏月之景，反而描述了杭州百姓为贺佛诞，在夜晚进香于三竺诸寺的盛大景况“阖城士

女皆夜出，进香于三竺诸寺。有司不能禁，留涌金门待之。”10同样是月夜之下，杭州百

姓迷信佛教，热衷上香拜佛，而林纾却与两位友人泛舟湖上、欣赏月色。在“佞佛”的世

俗氛围中，林纾并没有随俗沉浮，反而颇有雅致地选择月夜游湖，这雅俗对比之间更显

此次夜游的诗情画意。 

林纾从湖景写起，“月上吴山，雾霭溟濛，截然划湖之半。幽火明灭相间，约丈许者

六七处，画船也”，雾气弥漫在湖泊上，笼罩着半个湖面，在烟雾中依稀看到几点灯火是

几艘画舫。忽明忽暗之间，营造出如梦如幻般的朦胧氛围。继而箫声登场，“洞箫于中流

发声，声微细，受风若咽，而凄悄哀怨，湖山触之，仿佛若中秋气”，同游的友人陈霞轩

 
8 王兴华：《中国美学“意境论”新探》，《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第40-48页。 
9 林纾：《应知八则·意境》，《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2页。 
10 林纾：《湖心泛月记》，《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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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下吹箫，声音幽咽细微，再加上风的阻碍，声音断断续续更显凄凉哀怨。不久后，

雾气消散，“月中湖水纯碧”明亮朗润的月光将湖面映照得如同一块纯净的碧玉，景色从

朦胧幽暗转为明亮澄澈，令人心境开阔。然后笔锋一转，“入柳阴中，堤柳蓊郁为黑影”

茂密的柳树又将月色遮挡，画面又进入了阴暗。随即又接一句“柳断处乃见月”，月色又

重新显露，给人豁然开朗之感。之后笔墨又回到箫声“凉蝉触箫，警而群噪”，借蝉鸣和

箫声凸显出月夜的宁静。“夜景澄澈，画船经堤下者，咸止而听，有歌而和者”，在游览

的最后，其他画舫也纷纷被箫声所吸引，停船听箫和歌，足见夜游西湖之人的情趣雅致

，在游山玩水时保持着一份从容。 

林纾在撰写此文时，还借鉴了苏轼《赤壁赋》的写法，对“听箫”这一场景进行描写

。不同于苏轼对箫声的集中描写，林纾将箫声贯穿于整个游览过程，在描写月色、柳影

、蝉鸣时，都有箫声的出现，有自己独特的创意。 

《游栖霞紫云洞记》中则呈现出一种更广泛的意境，“坐炊许，出洞。饮茶僧寮。余

方闭目凝想其胜，将图而藏之”11，当他闭上眼睛回想洞中奇特风景时，可以通过凝想这

一行为，在脑海中再现风景，将他观赏过的风景重新排列组合，形成一幅优美的画卷“将

图而藏之”。可见林纾与一般的游览赏景之人不同，作为作家，他有着丰富的阅历，能用

简练的语言记录下洞中景物的特征，同时，当他身处于和画一样美好的场景时，会用属

于画家的独到眼光、审美去欣赏眼前的风景，自觉地站在画家的位置上记录风景，侧面

体现出林纾的阅历和情致。无论是在游览山水之时，还是在创作游记之时，林纾都保持

着画家的敏感洞察，自觉地站在画家的立场上去描绘风景。因此，奇山异石的传神写照

不仅是林纾作为一名作家的功力所在，更是因为他画家身份的帮助，两者共同成就了林

纾山水游记中独特深远的意境。 

2.厚重自然的文化气息 

（1）游山玩水，不忘考证 

与大多数游览者一样，林纾在醉心人文胜迹的同时，也不忘访古溯源，以助游兴。

潭柘寺是佛教传入北京后最早兴建的寺院，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在游览潭柘寺时，林

纾也不忘考证寺庙名称的历史变迁：“潭柘之岫云寺，晋之嘉福寺，唐曰龙泉寺，金皇年

间为大万寿寺，明正统间仍为嘉福寺，康熙时始赐今名”12。文中还记录了寺内妙严公主

拜砖的历史遗迹，“佛殿陈元妙严公主拜砖双跗隐然几透砖背”13，妙严公主是元世祖忽必

烈的女儿，在潭柘寺出家代替父亲忏悔赎罪，因每日跪在观音殿内诵经祈福，天长日久

后她膝下的砖石竟已被跪出了印记，这块“拜砖”已成为潭柘寺的一件非常具有历史价值

的文物。 

（2）品山鉴水，时发议论 

林纾的游记散文不仅有对山水风物的品评，身为山水画家，他也时常将绘画知识自

然融入眼前风景，将自然之美与人文气息融为一体。他这样形容方广岩的石貌特征：“阁

之右壁状如削” 

“石皴绝类北苑，而珠帘泉脉乃出其上。其左壁高大如之，石纹圆劲，似王耕烟临黄子久

”14，大自然鬼斧神工，天然形成的石头的姿态、纹理，不免让精于绘画、鉴画的林纾想

 
11 林纾：《游栖霞紫云洞记》，《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5页。 
12 林纾：《记潭柘》，《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5页。 
13 同上注。 
14 林纾：《游方广岩记》，《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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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前人画作。北苑，指的是曾任北苑副使的南唐画家董源，此人善以状如麻皮的皴法写

山画石；王耕烟即清初著名画家王翚，其画作亦工皴擦渲染之法，构图多变，画风较为

明快，且王翚论画主张以元人之笔墨，运宋人之丘壑，而泽以唐人之气韵，因此林纾才

会说“似王耕烟临黄子久”，黄子久是以《富春山居图》名世的元代画家黄公望，其画作

人称“峰恋浑厚，草木华滋”，王翚画法亦受其影响，故曰“临黄子久”。方广岩之游，画

家林纾的眼光尤其聚焦于山中石貌，并在赏景、撰文之时，自然而然将三位画家艺术风

格间的内在联系外化为眼前的风景，游记中，林纾目光从右壁转向左壁的过程，在某种

意义上也是皴法从唐至清的承传变化的过程，时空仿佛在此时此刻快速流转。 

《登泰山记》一文，也自然流露出由林纾个人学养智识支撑起来的人文厚重感。下

山“过傲来峰下，觉夜来突兀吾舆外者是也。律以皴法，类黄鹤山樵。细纹麻起，回复窅

窿。发其秘者黄鹤，嗣其传者石谷、墨井也”15。板块挤压而成的泰山，石貌褶皱隆起，

林纾细观傲来峰，越发觉得前人画作形态逼真，技法精细。“黄鹤山樵”是元四家中之一

的王蒙，王蒙画石，善以修长流畅的“牛毛皴”和“解索皴”描绘山水，用墨果断厚重，构

图繁密充实，行笔有屈曲密集之态，他画中的山石树木，其上往往布以细碎苔点。傲来

峰下回看此山，如观王蒙山水画轴，王蒙画作的浑厚、舒展，颇与眼前山峰的壮美雄奇

、深邃开阔相类似。不仅想象、类比精致工巧，林纾又一次展示出深厚的学养，这一次

，他明确梳理出王蒙所创皴法，为后世石谷、墨井所承的线索。石谷，即前文所述清初

画家王翚，墨井，是清中叶画家吴历的号，他对王蒙皴法的精髓颇有领悟，勾勒皴擦渲

染颇为得法，构图高远，山水画风浑朴厚重，山石立体感极强。 

除了艺术品评，林纾的山水游记也时有独特的见解与走心的议论。林纾身处清末民

初，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和文化的时代，因此他的文章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

时代色彩，将探寻古代文学的道路与拯救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联系在一起。他在山东的

游记《谒孔林记》抒发了自己时事热点的评论。此篇游记中，并没有对孔林的景色多加

赘述，仅仅简单交代了孔林树木的壮观景色。孔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其中的

参天古木也极具历史价值，因此蒙古入侵中原时，即使挖掘了赵宋诸帝的陵墓，却没有

动孔子的陵墓。而今天，竟有部分官员想砍伐孔林中的树木换取钱财，幸而都督张勋派

遣士兵看守孔林，并发出了：“我但知为叛圣者，不审其为新学。敢动圣林一木札者死”

的警示。林纾引征西方宗教圣战史为例：“然西人争雅露撒冷盈尺之地，十字军死如邱山

，何也？今去圣人之居，如此其近，而贪焰炽于圣林，吾于斯人，又何诛耶？”16林纾此

语，意在告诫世人，我们学习的西方尚且有自己的文化信仰，尊重文化、尊重历史，但

现在的国人却为了些许银钱背叛自己的信仰，抛弃传统的仁义道德，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所以，林纾借孔庙中的松柏呼吁世人不必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国学与西方新鲜

的学说相对立，继承并弘扬传统的伦常道义同样是学者文人需要扛起的重担。 

四、林纾游记文的艺术呈现 

（一）善状物态，画意盎然 

林纾游记善摹物态，画意诗情，引人入胜。如《游栖霞紫云洞记》，林纾在文章的

首尾简略交代了游览、写作的经过，是从洞外深入洞内，在洞口处就已感受到了紫云洞

的奇特幽深“据栏下瞩，洞然而深”“自下仰视，洞壁穹窿斜上”。进入洞穴“石级濡滑，盘

散乃可下”，石阶又湿又滑，行走时步履不稳，身体摇晃，蹒跚摇晃着才下去。寥寥几句

 
15 林纾：《登泰山记》，《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68页。 
16 林纾：《谒孔林记》，《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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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从视觉、触觉、感觉的角度出发，让读者领略到紫云洞幽深危险的特点。接着林纾

将笔墨集中于紫云洞内的奇观中，细写洞中的景物：洞壁是“壁苔阴滑，若被重锦”“壁纹

丝丝像云缕”；洞泉是“蓄黛积绿，㳔然无声”；杂树是“附根石窍。微风徐振，掩苒摇飏”

；怪石是“奇诡万态，俯仰百状”。虽然只是对洞中的景物进行简短的描写，但却十分生

动具体，无声流淌的泉水、随风轻摇的杂树、千姿百态的怪石，语言意趣盎然，抓住了

各个景物的特点，更是将动静相结合，使其形具神生。在下到紫云洞的过程中，林纾描

写了洞中的石壁、泉穴、杂树、怪石等各种奇观，突出了紫云洞内的深（洞然而深）、

险（幽窈莫竟）、奇（奇诡万态）、窄（蝙蝠掠人而过）的特点，语言简练生动，使人

耳目一新。 

（二）章法灵活，不拘格套 

林纾作文，反对因袭重复，讲究灵动。“杭州八记”中，记游章法就各不相同。《游

西溪记》创作于林纾深秋时节游览西溪后。游船沿着西溪经过了秦亭山、交芦庵、涡水

等景点，对每处都有细致从容的描写，用“犹见”“回望”“复见”的动词进行串联，将诸多景

色融成了一幅完整图画，各处景物相互绾联而始终没有离开西溪
17。其中的各色景物摇曳生姿，有自己独特的姿态魅力，用动态的笔墨代替简单的景致，

意境清淡朴雅却不失灵动生机。再譬如《游栖霞紫云洞记》，虽然也是按照游览顺序而

写，却是集中描写洞内奇特的景色，与《游西溪记》的沿途记胜的写作手法不同，做到

了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在游览时间、人物等游记基本要素的处理上，林纾也注重避而不犯。王安石的经典

游记《游褒禅山记》在结尾处向读者交代了同游之人，这一细节处理成为后世游记的惯

有格式。游览时间、同游之人，是游记的常规内容，林琴南在游记中也没有落下这一要

素，如《游西溪记》文末的“同游者为林迪臣先生，高啸桐，陈吉士父子，郭海容及余也

”、《游方广岩记》文末的“同游者，为郑舜皋，曹于南、陈林二小生也”。但此种经典手

法之外，林纾也有自己的不拘格套的处理方法。如《谒孔林记》， 

“同陈君懋鼎、陈君箓、林君志钧，下自泰顶”，这与《登泰山记》一文写到等泰山日出

时交代的信息“同游者陈任先、林宰平健步登日观；余与陈徽宇坐乾坤亭外”遥相呼应。

《明湖泛雨记》的处理也略有变化，此文首段先写明湖美景，第二段开头才介绍了同游

的朋友和起因：“时中州冯申甫至济南，为东道主，招余及陈征宇、林宰平、陈任先为湖

游”。可见林纾并没有拘泥于古人游记写作的格套，力求游记固有要素的灵活呈现。不拘

格套的创作自觉，让林纾游记的章法更为灵动。 

（三）语言雅丽，声调优美 

晚清民初的古文创作，桐城余风仍在。桐城派主张语言质朴、简略。林纾虽然认为

自己并不属于是桐城一派，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桐城派的影响。以《游西溪记》的一

段风景描写为例：“溪上之山，多幽蒨，而秦亭特高峙，为西溪之镇山。溪行数转，犹见

秦亭也。溪水漻然而清深，窄者不能容舟。野柳无次，被丽水上，或突起溪心，停篙攀

条，船侧转乃过”。山貌“幽蒨”，可知山上树木葱茏茂盛；秦亭山“高峙”，可见其作为西

溪地区主山的高昂耸立；溪水“漻然清深”；野柳“无次”，蓬勃恣意在溪边地生长。也许

是受了绘画中留白技巧的启发，林纾运用精练概括、干净雅丽的二字词语，将西溪树茂

、山高、水清的幽美景色如画般铺展开来，也给读者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间。 

 
17 胡晓明、沈喜阳：《江南文化丛书：江南文》，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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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不仅关注古文的语言，也重视声调在文章中的重要性，这里的“声调”是与桐城

派中的“因声求气”的“声”颇为相类的，指文字音律优美，读之节奏铿锵。韵律优美的文

字不仅可以助益文情、文境的表达，也可以加深读者对文字之美的理解。声调韵律通过

音节高低起伏的变化得到展现，文章在交叉使用不同的语调后，可以形成抑扬顿挫、跌

宕起伏的语言音韵之美，读者阅读后会有一种唇齿留香、回味无穷的感觉。林纾就大力

称赞了杜牧《阿房宫赋》“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18这几句的声调，他认为这段文字虽不如《诗经》中“山隰榛苓”的声调激越，却令人感

到幽咽悲壮，极富音韵之美。林纾在《应知八则》中强调“盖天下之最动人者，声也”，

此文中也提到当他有不如意时，就会关起门朗读《诗经》中《变风》和《变雅》的章节

，虽然家人并不理解文字背后的意思，但是也会肃然起敬，为之动容感慨，可见大声地

朗读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能帮助读者更好地体会音律的平仄、押韵。 

“古文中亦不能无声调”19，因此林纾在自己的散文中，也有意识地对音律声调加以关

注。如《游玉泉山记》中的几个四字句，采用了平仄交错的格式：平平仄仄——

“荒青老绿”“明漪绝底”；仄仄平平——

“远瞭青冥”。平仄的韵律在作品中出现重复，读者就能在朗诵之间感受到高低起伏、抑

扬顿挫的语言美。林纾的用词也十分符合音韵学中“四呼”的规律，赋声以形。如“泉眼伏

丛石下，虽盛沸而沉沉无声”，此处的“沉沉”既是平声，又是开口呼，发音时唇较放松，

让读者仿佛看到石头下汩汩冒出的泉水，好像煮沸的热水，却不激烈也不停息，一直在

向外绽放。而“细泉出石罅，㶁㶁而流”中的“㶁㶁”既是平声，又是合口呼，发音时轻慢

柔滑，细长的泉水从石缝中缓缓流出，发出微弱的水流声。两处叠词虽都为平声，却各

有特色，展现出两处泉水不同的特征，仅用两个字就达到了艺术效果，可见林纾在运用

音韵声调的高妙之处。声调优美的作品可以帮助散文家更好地表达文章的意境，读者也

可以通过读山水游记的这个过程，与文本进一步沟通，体会音律之美，得到别样的审美

体验。 

同时，林纾也不忘指出：“讲声调者，断不能取古人之声调揣摩而摹仿之，在乎情性

厚，道理足，书味深”20，告诫作者们在追求文章的声调音律时，不必过度拘泥于前人重

视声调的意见，过度追逐文字的音韵之美，否则容易因声害意，犯下遗神取貌的错误，

只要在作品中注入真挚的情感，一样会产生特别的声情之美。 

 

结论 

林纾的散文质朴清淡，呈现出多样化的体式特征，无论是游记单篇还是系列组曲，亦

或是山水日录，都蕴聚了独特的情调韵味。 

对于柳宗元和欧阳修两位游记大家，林纾不仅推许二人的游记风格，也有意识地模仿

借鉴，力求将“柳州体”与“庐陵体”与自己的游记融会贯通，使每篇各自有体，言之有物。 

在文学理论方面，林纾别出机杼，提出了与王国维不同的“意境”论观点，鼓励文人作

家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参透书本、丰富人生阅历，从而形成高尚的品格性情，继而

 
18 

丁帆、杨九俊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

，第71-73 页。 
19 林纾：《应知八则·声调》，《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5页。 
20 林纾：《应知八则·声调》，《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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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中呈现出高洁雅致的精神境界。林纾在醉心人文胜迹的同时，也不忘访古溯源，在

考证研究中增添游玩的情致。身处清末民初的变乱中，忧心时局，坚持传统文化不可废、

古文不宜废的林纾也不忘将此意志 坚定地熔铸于他的游记作品。 

而在游记的艺术呈现方面，林纾能从书画家的视角出发，描绘山水景物，从而文章格

高意远、意味深长。其散文家和画家的双重修养的帮助，使看似平淡的游记散文逸趣横生

，体现出浓厚的人文气息和从容恬淡的文人气度。在写作中，他不仅注意模山范水、随物

赋形，在书写游记的传统要素时也做到了不拘格套、灵活多变。在语言和声调方面，积极

汲取桐城派的精粹切要部分，使得文章声色相融、读之欲醉。 

在学习前人理论的同时，林纾亦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做到了“作文时不可专摹古人

，须使有个我在”，为后世留下了极具个人风格的山水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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