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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都的秋》：幽闲的妙韵
⊙苏宁峰［福建省厦门一中，　福建　厦门　361003］

摘 要：《故都的秋》之趣味是陆机所云之“大羹之遗味”，是众多味道的复合。其趣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独异深致

的个性审美情趣、幽赏静对的文人审美雅趣以及幽闲清妙的文化审美韵味。前两种趣味我已分别在拙作《故都的秋：

孤寂的秋意》与《故都的秋：幽赏的雅趣》中略陈管见，今此文《故都的秋：幽闲的妙韵》则力在从“故都的秋”的文化

审美韵味方面进行赏析。其文化审美韵味的要义可用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中说的“幽闲清妙”来概括。在列置着

五种景观的“赏秋”的主体部分，前两景重在写“故都的秋”，后三景则重在写“秋之故都”。前两景重在闲逸独赏中写

文人文化的“幽意”，后三景则重在幽远广漠中写市井常物之“闲韵”，在文人与市井两个层面上进行故都文化精神的写

意，于意味上，二者既分承又叠印，自然意丰韵满，饶有情致。

关键词：文化审美韵味   幽闲清妙   文人与市井

《故都的秋》是郁达夫作于1934年的行旅散文的传统名篇，其文体物玩味，造境写心，遥想深沉，文韵丰永，深

可赏玩。其“趣味”正如陆机《文赋》中所云之“大羹之遗味”，是众多味道的复合。对于这样一篇满贮着味外旨

言外韵的复味文字，我们的解读也当如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所说的“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深

读其文，细品其味，概其大要：从文旨上看，作者立意“赏玩”，以“趣味”为旨归。从文题上看，“故都”意象、“秋”

的意象是显性的，但是中间还有一个“我”隐性的存在——可这正是根本性的存在。《故都的秋》本身就仿佛是一

幅中国的写意山水画，有着相当的景深：“故都”是深远醇厚的背景，“秋”是前景，而作者“我”则是中景，“我”居

于前景与背景之间，调和意味，调度行布。这三种主要意象构成了三维的立体坐标：“故都”表面主要表现为深巨

的空间轴线，“秋”表面主要表现为幽远的时间轴线，“我”则居中以“独赏”“静对”的生命存在方式和生活态度

和艺术趣味构成其间最为关键的一轴。其维丰意永，正如宋代范温在《潜溪诗眼·论韵》中所说：“行于简易闲澹

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由其多维之意象坐标而生长出的“趣味”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独异深致的个性审

美情趣、幽赏静对的文人审美雅趣以及幽闲清妙的文化审美韵味。前两种趣味我已分别在拙作《故都的秋：孤寂

的秋意》与《故都的秋：幽赏的雅趣》a中略陈管见，今此文《故都的秋：幽闲的妙韵》则力在从“故都的秋”的文

化审美韵味方面进行赏析。

人教社在其所编著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②教师教学用书》中对《故都的秋》进行赏读时，

察觉到了其文有“文化底蕴”在：

“故都”两字指明描写的地点，含有深切的眷念之意，也暗含着一种文化底蕴；“秋”字确定描写的内容，与“故

都”结合在一起，暗含着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一种境界。题目明确而又深沉。本文通过对北平秋色的

描绘，赞美了故都的自然风物，抒发了对故都之秋的向往、眷恋之情，并流露出忧郁、孤独的性格。在把握本文主

旨时，要注意理解作者思想感情中的时代精神。社会风云和个人遭际在作者心里投下阴影，以致对故都清秋的

“品味”不免也夹杂着一些苦涩。b

然见其流而不知其源脉，知其在而不知其形味，粗略含糊，终是憾事。故不揣简陋，就正方家。

其“文化底蕴”，也就是文化审美的韵味。

我以为，“故都的秋”的文化审美韵味，郁达夫先生是自己早已概要出来的了。他在《故都的秋》的姊妹篇《北

平的四季》里就说：

中国的大都会，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上海的闹热，南京的

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总归都还比不上

北京——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当然还是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

就《故都的秋》的文字表现来说，“典丽堂皇”是淡至无存的，可“幽闲清妙”却是摄神般的写照，故拈为标题。

我在拙作《〈故都的秋〉的景名：堤柳借翠，岸花分香》c一文中就人教版教学参考中对《故都的秋》的文理

结构图式提出批评与修正。文理结构图式是建立在“文眼”判断的基础上的。可实际上，《故都的秋》的文眼并

非教学参考所说的“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这句，而当修正为“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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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的秋味”这句（其中详曲，若有兴趣可看拙文）。故

据此，我提出《故都的秋》的文旨当是：作者立意“赏

玩”，以“趣味”为旨归。其“赏玩”的文脉纵贯全文：

尝秋——赏秋——评秋——品秋——眷秋。以此“赏

玩”与“秋”为纵横意脉来编织一张文理结构图，其详

细如下：

故

都

的

秋

开篇（1—2 段） 尝秋

主体部分

赏秋

（3—11

段）

秋院静对

秋蕊丝纹（落蕊秋纹）

秋蝉残声（故都秋声）

秋雨歧韵（斜桥秋韵）

秋果佳日

鉴秋

（12—13

段） 

评秋

品秋

结篇（14 段） 眷秋

《故都的秋》文章结构简表

如此结构的行文，若喻之以郁达夫先生在北平曾

住过的四合院，亦别有风味。按楼庆西先生在《中国

古建筑二十讲》中谈到北京完整标准的四合院结构，

则我们在《故都的秋》中的阅读也犹如漫步在北京的

一所四合院中：标题如前门，进门则有前院（第1—2

段），前院有照壁（第2段，故意宕开一笔）；穿过前院

入内院（第3—11段），这是四合院的中心部分。内院

左右两边有厢房（五种景观，分列两厢：一以写幽，一

则写闲）， 随后有后罩房以围护全院呼应前院（第12—

14段，鉴秋与眷秋）。全文以“秋”为南北主轴，遥借“故

都”之景以为势。在列置着五种景观的“赏秋”的主

体部分，前两景重在写“故都的秋”，后三景则重在写

“秋之故都”。其文势侧重有如朱自清《荷塘月色》分

叙“荷塘上的月色”与“月色下的荷塘”之感。前两景

重在闲逸独赏中写文人文化的“幽意”，后三景则重在

幽远广漠中写市井常物之“闲韵”，在文人与市井两个

层面上进行故都文化精神的写意，于意味上，二者既

分承又叠印，自然意丰韵满，饶有情致。

具体而言。前两景的“故都的秋”是将“秋”晕染

在故都的一座小院里，以“我”之性灵来酿造意味，以

见其文人之性情与古典之趣味。作者在文中的赏玩

是以精神出游的方式来进行的。这种方式充满着文

人自在的性情与道家精神的风味。阔别十年之久的

京华，曾经的烟云都化为诗性的怀念。他下笔如画，

列景如屏，“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

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这故都的文化之风

雅与历史的悠韵一时点染开去，其水墨意境有如远山

眉黛，雅意幽韵一时横布。但这起笔竟不是他画意的

重心，而仅是他为文化故都写意皴染的远景的点染。

他更看重的是要找到一种属于他的个性与故都、文人

与文化的契合点。于是他选择了在皇城人海的北平

城里的小院静坐独赏，即景遥想，在尘世中出世，在体

物中见性，以传统文人风雅的生活方式与幽赏的生命

态度去逼近去深入到故都的文化心灵中，寻找到对

“深沉博大质朴优雅”（辜鸿铭语）的中国文化精神的

更加本质更加饱满的创造性的表达。小院如心斋，独

坐可游心，在秋院清晨的闲逸中，他通过虚拟悬想的

“造境”方式来“写境”，尽写故都的幽玄深致。在秋

的调性上，他选择了青绿蓝的冷色调，这色调里有他

的性情。就像他在《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

一文中说的：“带青带绿的颜色，对于视觉，大约是特

别的健全；尤其是深蓝，海天的深蓝，看了使人会莫名

其妙感到一种愉快。”他以此纵贯整个画面，在一个情

调上演奏，就像比利时画家卢本斯所说的：“在众多色

彩中，突出一个主要的色调，以组成一阕鲜艳夺目的

色彩交响乐。”d刚入景，他即物写景，此时的他还只

是“静观”外物，以“我”观物，物我两隔。他开拓空间，

天空是“很高很高”，以巨大的空间来突出一个冷寂孤

离的“我”；他降低心性的温度，“细数着一丝一丝漏

下来的日光”，这是没有温度的日光。而青天下驯鸽

的飞声，冷战、清冽，将高冷涟漪般的传染开去。他在

冷寂的心相里，渐渐地由“静观”而入“静对”的状态，

他移情入景，化己为物，视物如己，以物对物，物我融

合。这样他就自然地进入到即物观己，体心造境的“静

对”的自我审美观照的境地。因此，他“自然而然地

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他在他的心斋小院里静坐，渐入虚静，渐入坐忘。

但这种文人古典的审美趣味的自心营造与鉴赏此时

还依然只是“半开半醉的状态”。于是他用本就是有

着向内凝缩向性的冷色调来继续皴染，让心相温度继

续降低，直至下一段槐树的“落蕊秋纹”的死寂感的

出现。“致虚极，守静笃”而至“无”“一”“玄”的艺术

自由的极境。当此时，他的心游超越了意识层面而至

于“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时，他才觉得

秋意圆满十足，才说“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

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他在故都的这座小院里所游赏的“秋”的意蕴，已

远非“秋”的自然意义以及传统意象所能涵容的了。

这长在“故都”的“秋”意，也像三维坐标似的，他的富

有深度的超越性的个性自我居中坐镇，调和着横纵坐

标轴上的“传统文人趣味”与“古典文化意味”。他的

秋意——从游赏的方式、游心创造的艺术对象、即物

观心、明心见性的艺术描写中都包含着自我人格与文

化人格的自在。费夏（F.T.Vischer，1807—1887）认为，

观念愈高，便含的美愈多。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

所以最高的艺术，是以最高的人格为对象的东西。e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品味到两个意脉深远意象

壮大的“秋”与“故都”之间的适配相和、相倚相得、互

相生发的胜境风味。——这是“和”的胜境，正是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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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所表达的精神自由解

放的“游”的基本条件。f

他的精神出游跳出了小院，由文人独赏遥想的深

幽意境中切换到市井寻常粗犷旷漠的闲远悠韵中。

前两景犹如长镜头似的线性时间的专注表现也切换

成了有如镜头扫描似的宽广空间的列锦式的呈现。

前者重在写闲逸之“幽”，后者重在写幽远之“闲”，前

者有文人精致之高品，后者有市井寻常之质朴。风调

与笔法都是相率而变的。

他写秋蝉残声、秋雨歧韵和秋果佳日。坦率地说，

如果一景一景地单独拆看，都未免有些粗率疏简，有

着外来旅居者浮光掠影的疏隔之感。比如，秋蝉残声

片断中说，秋蝉和“蟋蟀耗子”一样都是“家家户户都

养在家里的家虫”，可王世襄先生在《京华忆往》中列

“秋虫篇”“冬虫篇”，其中就都未谈到秋蝉，且对于蟋

蟀用长篇做宏论，开篇第一句便令人难忘：“北京称蟋

蟀曰‘蛐蛐’。不这样叫，觉得怪别扭的。”而“蝉”，典

型的北京人叫“唧鸟儿”（见林海音：《城南旧事·我的

童玩》）。写“秋雨歧韵”里的说北平人们将误读“一

层秋雨一层凉啦”的平平仄仄时，北京作者韩德志在

《咬文嚼字》里就曾指出“郁达夫于此有两个误会和

一个由误会而引致的错误。误会之一是，北京人不会

把“阵”字念得像“层”字；误会之二是，北京人不说

“一阵秋雨一阵凉”，而是说“一场秋雨一场凉”；错误

是，“一层雨”在现代汉语里没有这种说法，郁达夫以

为“层”字是“阵”字的口语音而使用此字，因由误会

引起，所以为错用。g此说可备一种参考。写“秋果

佳日”则有似匆匆未完，意转局促，说“秋的全盛时期”

后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然后便结笔“是北国

的清秋的佳日”，这样的表达粗疏未达。比较下，从小

在北京长大的林海音女士写的《城南旧事·北平漫笔》

可见精细：

来一斤吧！热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

中筛去裹糖汁的砂子，在等待秤包的时候，另有一种

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眼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

摊子上，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

上市了。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营的

葡萄，黄而透明，一撅两截，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

包”的外号。京白梨，细而嫩，一点儿渣儿都没有。“鸭

儿广”柔软得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朗家园是

最出名的产地，于是无枣不郎家园了（“郎家园”与“朗

家园”的写法，原文如此。此注）。老虎眼、葫芦枣、酸

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

季，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脆柿子要高桩儿的

才更甜。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

的牙齿。这些都是秋之果。h

而郁达夫的这种粗率狂野的笔触像皴染式的，不

求真切精细，却能与北国风物有着某种内在精神的契

合，写出了市井寻常的文化神韵。这三幅中，写得最

传神的，当属第二幅之“秋雨歧韵”。

这幅“秋雨歧韵”实在是借雨写韵，无限精神尽在

其中。你得细品才能得尝此味：

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

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

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的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

长。）

“可不是吗？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

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这一“立”字真好。好像人儿突然入画了似的，给

雨后的斜桥影儿平添了生趣墨意。而缓慢悠闲的声调

微叹，却渗透着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亲切随和，闲逸闲

适的散淡风味。到了平平仄仄的歧韵再起，则又如画

成点睛，顿时神光精锐起来，其韵在声外，可意会却难

表达。济慈说的“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

更美”，北方人说的“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可助体味。

北方市井市声韵味丰美，回味悠长，故常见诸回

忆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平居住过的，无论是

原乡的还是外乡的，他们表达怀恋的文字里这种市声

韵味的记忆往往而是。研究者甚至要以专章来论。

比如，陈鸿年先生在《北平风物》一书中专列“美的吆

喝声”和“市声”两节。他说：

这种小贩的吆喝，据我衣食奔走所到之处，无论

是白山黑水的大东北，“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大西

南，以及大江南北，若论吆喝的艺术，受听，第一应属

北平市！

它不但有优美的调儿，细腻的形容，而且带着叫

人馋涎欲滴的诱惑。再遇到嗓筒化赫亮的，真是一嗓

子能听一条胡同儿，如鹤唳长空，又像一支悦耳的短

歌！而且可以从这些小买卖儿人的吆喝，知道这是什

么季节。（《美的吆喝声》）

所谓“市声”，头一我想起的，不知住过北平的各

位，有所健忘否，是一清早儿，有种老娘儿们，身后背

着个大肚小口儿的柳条蒌子，里边装着乱七八糟的烂

东西，一进胡同，这嗓子：

“换大肥子儿！”

“换洋取灯儿！”

女人的嗓子，特别赫亮，能听一条胡同，但是您若

一细砸滋味儿地听，在她的尾音，却含着无量的凄然

意思！（《市声》）

北方市声是有着浑厚、质朴、悠扬的调性，富有韵

律感和个性表情的艺术造型的方式。它可以与其他

的表现因素配合着表达情感与形象，甚至也可以具足

独立的审美表现力。比如王世襄先生在《京华忆往·许

地山饼与常三小馆》中怀念燕京大学求学时校门外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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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四兄弟开的店铺的风味时，还说：

“常三”当年卖得最多的菜是常四拉长了嗓子叫

喊的“来一卖软炸里脊——糖、醋、烹”。末三个字分

开喊，一个比一个重，到“烹”字又特别短促，喷口有

力，猛然顿住。有时还要应顾客的要求，带上一句“多

加菠菜”。

这种以声传韵，以韵传神的写法，让人对故都文

化的精致、细腻、悠闲与含蕴表现的丰永深广都有了

深刻的记忆。辜鸿铭先生说：“为了对一种文明的价

值进行评估，我们最终必须要问的问题是，这种文明

可以孕育出怎样的人物、怎样的男人和女人……如果

说一种文明中的男人和女人表现了该文明的本质、个

性和灵魂，那么，该男人和女人的语言，则是其本质、

个性和灵魂的展现。”i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

以比较透亮地理解郁达夫先生在《故都的秋》里说：

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得奇，下得有味，下

得更像样。

这种“奇”“有味”“像样”纯是市声对于故都文

化精神、风味的摄神似的表达，是纯以“韵胜”的表达。

它让我们在雨后的幽意中感受醇永丰饶的文化韵味，

用赵园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北平的“闲逸情调、优游态

度、驯良神情”j。 

至于郁达夫文字中用以形容北方的果树“到秋

来，也是一种奇景”。这种“奇”味，要和前面的“秋蝉

残鸣”和“秋雨歧韵”两幅配合起来作整体的观照。

后三景写市井寻常的“奇”味，可用两个人的文字来

回答。其一是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里说的：

北平的人事品物，原是无一不可爱的。

说到北平的人，他说：

先说人的分子罢，在当时的北京，——民国

十一二年前后——上自军财阀政客名优起，中经学者

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于负贩拉车铺小摊的

人，都可以谈谈，都有一艺之长，而无憎人之貌；就是

由荐头店荐来的老妈子，除上炕者是当然以外，也总

是衣冠楚楚，看起来不觉得会令人讨嫌。

其二是钱理群先生说的：

渗透于骨髓中的传统神韵，却存在于北京普通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世俗生活中寻求享用“美”

（美的人生，美的文化）——这才是真正的北京人的

眼光。k

故都文化的神奇博大深沉优雅的气质精神渗透

在每一个市井寻常的人事物中，化为一种寻常。这样

“伟大幽闲”（郁达夫语）的文化神韵难道当不上“奇妙”

二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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