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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研究中，我将讨论描述方法，并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杨朔的散文

“荔枝蜜”中。 

  

  

    我选择“描述方法” ，这是因为“描述方法”能够把事件描绘，

好像读者在他面前看到了。我选择杨朔的作品“荔枝蜜”，这是因

为“荔枝蜜”是很重要的散文，也包含描述方法部分，所以我可以

运用描写方法于杨朔的散文“荔枝蜜”中。 

 

   研究的目的是展示作者如何对文学作品运用描述方法，以及描

述方法对文学作品中有什么影响。 

  

   首先，我来定义描述方法和它的种类。然后，我要谈谈这位作

家（杨朔）和他经历的所有历史事件，他的写作，他的想法，以及

描述方法已经应用于“荔枝蜜”中。 

  

《荔枝蜜》是当代散文。他的作家是杨朔。 

当代文学(1949年以后)。 

文学发展史。 

   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 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

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它限定在“中国大陆”这一范围之中。 

   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大陆当代作家（1949年以后）

大多数属于官方作家即所谓“体制内”作家（  只要有作家出了几部象样的

作品，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就会被文联、作协招至帐下，然后由政府薪金

“圈养”，这是“体制内”作家 ）。中国自由作家，又称中国平民作家、

中国贫民窟作家，仅为极少数。其概念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作

家实际上是社会底层平民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均表现中国社会边缘知识分子

与社会底层贫民以及下层妓女，为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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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二十世纪末期开始，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国自由文学的出现，使得中国当

代文学大踏步进入世界先进文化行列，成为引领世界文学的先锋，并使中国

当代文学达到历史的顶峰。 

  “当代文学”的另一层含义是，它的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

“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涌现出

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从二十世纪末开始，更出现具有独立思想的中

国自由作家，使中国当代文学呈现真正繁荣，有史以来最鼎盛的局面。 

（**  五四运动，是 1919年 5月 4日发生在北京。通过示威游行、请愿、

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

国运动”。） 

文学的阶段。 

中国当代文学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49年至 1978年、第二阶

段是从 1978年至 1989年，第三阶段是 90年代。 

 杨朔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阶段写了“荔枝蜜”。 

文学主要方向。  

中国当代文学主要的潮流就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知青小说。 

 伤痕文学是 20世纪 7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

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

短篇小说《伤痕》。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

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

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

剧性的遭遇。 

 反思文学是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

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

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

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文

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2%E9%9D%A2/90773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2%E9%9D%A2/907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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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文学侧重揭示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强调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感应

着时代的节奏，改革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 

 知青小说是指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作品，或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揭

露文革非常历史岁月的真实面目。 

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 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它发展史有三个主要

时期；1949年以后、二十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末。它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

1949 年—1978年、1978 年—1989年和 90年代。  

 

 杨朔一生经历了许多影响他文学作品的历史时间。比如： 

1-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  是 1931年 9

月 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

件。  

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

华的开端。九·一八事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2-1937年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于 1937年 7月 7

日   。1937年 7月 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

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

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

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 

2- 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杨朔(1913--1968) 写过不少通讯和中、短篇

小说。（抗日战争，简称抗战，指 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

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日本侵华战争（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1931年 9月 18日，日军进攻沈阳，九一

八事变爆发，由于当局的不抵抗  ，致使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

北  。） 

3- 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 1946年 6月至 1949年 9月中国

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中国国民党，成

立于 1894年。1912年，同盟会联合 4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

式称为中国国民党。）、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事关中国前途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D%E4%B8%80%E5%85%AB%E4%BA%8B%E5%8F%98/6328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3%E4%B8%83%E4%BA%8B%E5%8F%98/1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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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决战   。1947年 7月，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

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 

 

4- 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学思想，主张整个社会应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

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杨朔写《荔

枝蜜》的目的是歌颂来歌颂我们社会主义新生活。1956年，社会主义制

度在中国基本建立。 

 

5- “文化大革命”对杨朔有不好的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文化大

革命的不理解而自杀身死。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

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66年 5月至

1976年 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

的挫折和损失。 

 

 

 

 

 

 

 

 

 

 

第一节： 

 

描写方法的定义： 

   描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手法之一。描就是描绘，写就是摹写。描写

就是作者对人物、事件和环境所作的具体描绘和刻画。描写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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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人物、事件、景物具体描绘出来的一种手法，给

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作者一般综合使用描写、叙述等方法来塑造

形象。按内容来分，描写有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两种。 

描写方法的种类： 
 描写方法按内容分：有人物描写、环境描写。 

 按叙述分可以将描写（包括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分为正面描写、侧

面描写、场面描写和细节描写。 

 

 

   人物描写的方法主要有五种，即肖像描写（外貌描写）、语言描写、

行动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神态描写。对人物局部细节的描

写称为细节描写。 

  

   描写就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人物或景物的状态具体地描绘出来。

这是一般记叙文和文学写作常用的表达方法。 

   描写手法定义：描是描绘，写是摹写。描写就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

把人物或景物的状态具体地描绘出来。 

人物描写是什么： 

 
  人物描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手法之一。描写方法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人

物、事件、景物具体描绘出来的一种手法，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人物描写的基本方法可分为五种: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

写和细节描写。 

 

工具/原料  

 需要描写的人物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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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肖像描写：也叫外貌描写，通过对容貌、神情、姿态、服饰、音调的描写，

来揭示人物性格的一种描写方法。 

 

 例如：她有着黑的头发，她穿红色的外套。 

 

作用:揭示人物身份、境遇、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形传神，表现人物内

心世界和性格特点。 

 

 
 

2. 动作描写：也叫行动描写，是通过对人物个性化的行动、动作的描写，来

揭示人物性格的一种描写方法。动作描写在人物描写中有重要地位。 

例如：他迈着步子，踏步向前进。 

作用:展示人物精神面貌，直接体现人物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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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语言描写：是通过人物的个性化的语言，如与别人交谈的对话。 

例如：他诚恳地说：“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作用:表达人物情感反映人物性格特征折射出人物所处时代的特点。 

 

 

4. 心理描写：是通过剖析人物的心理活动（如内心感受、意向、愿望、思索、

思想斗争……），挖掘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刻画人物形象内在性格特征的

一种描写方法 

例如：他心想，如果我有了理想，那就可以为此奋斗了！ 

作用:揭示人物内心，刻画人物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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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态描写：与外貌描写是有区别的，神态描写是对人的面部表情进行刻画，

可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对表现人物和情节发展有特殊作用，包括动作

神情、物件，环境等在内的一些细小环节的细致描写。 

例如：他皱着眉毛，一种厌恶的神情。神态描写也叫表情描写。 

  

作用:增强描写的生动性和真实感使人物更具有个性特征，对人物塑造

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通过神态描写，您可以感知角色的感觉并形

象化角色的面部表情。 

 
 

  
 

     当然运用描写方法时，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使其更

好地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如刻画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型的人

物时可以神态、动作以及心理描写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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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的时候，作者运用方法要适当，切不可刻意的同时使用五

种方法来描写，会显得文章过于繁琐。 

 

 

环境描写： 

   环境描写，是指对人物与之发生直接关系的那种外界条件分为社会环境

描写和自然环境描写。 

环境描写分为两类： 

(一)自然环境描写，又称景物描写，是对人物活动的自然景物进行的描写。 

景物描写的作用主要有：(l)写景衬托人物心情;(2)写景点明时令、地点;(3)

写景表现人物关系、性格(4)写景推动情节发展。 

 

(二)社会环境猫写：从狭义上说，社会环境是指人物活动的处所、背景、氛

围等;而从广 义上说，是指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总和。 

 

  一般指对社会背景、时代气氛、地域风貌的描写。写出当时社会的不同背

景，为下文人物性格描写设下铺垫。 

 

按叙述分 

可以将描写（包括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分为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场面描

写和细节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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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面描写（直接描写），是对人或环境的直接描述。 

2.侧面描写（间接描写），通过对其他人或环境的描写，从侧面烘托所写人

物、所写之景从而收到“烘云托月”的效果。 

 烘云托月，汉语成语，原指一种画月亮的传统手法，后比喻从侧面加

以点染以烘托所描绘的事物。 

3.场面描写，是对许多人参加的大型的社会活动或生活、战斗、劳动、娱乐

的场景的描写，反映出社会的面貌和生活的各种侧面，反映出宏观的自然现

象。可分为动景、静景描写。 

4.细节描写，是指对表现人物和情节发展有特殊作用，包括动作、神情、物

件、环境等内在或外在的一些细小环节的细致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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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荔枝蜜》（1961 年）是一篇以抒情为主的散文。一 篇好的抒

情散文就像一首诗, 一幅画, 里面充满了诗情画 意, 《 荔枝蜜》就

是一篇如诗如画的散文。它的作者是杨朔。 散文利用欲扬先抑的写

作手法，在散文开头写作家 不喜欢蜜蜂，随后在行文中，叙述了我

在了解蜜蜂后对蜜蜂的赞叹，比喻劳动人民，赞扬劳动人民的辛勤。 

《荔枝蜜》作者杨朔(1913--1968) 山东蓬莱人。原名杨毓瑨，

字莹叔，蓬莱城里人。当代散文名家杨朔的《荔枝蜜》也巧妙地运用

了卒章显志，借物喻人这一技法。文章开头，写自己曾被蜜蜂螫了一

下，因而看到蜜蜂心里就不舒服。继而，作者描写了荔枝蜜的甜香，

不觉动了情，由蜜想到酿蜜的蜜蜂，便到蜂场去参观。 

杨朔(1913--1968) 山东蓬莱人。原名杨毓瑨，字莹叔，蓬莱城

里人。现、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 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不少通讯和

中、短篇小说。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抗美援朝时期写

出优秀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

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同时写了大量散文。“文

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 年 7

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

于 8 月 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杨朔的作品： 

他的作品基调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和普通的劳动者，代表作品

有《荔枝蜜》、《蓬莱仙境》、《雪浪花》、《樱花雨》、《香山红

叶》、《泰山极顶》、《画山绣水》、《茶花赋》、《海市》、《铁

骑兵》等。杨朔是当今文坛一再精辟阐述散文诗化理论，并认真实践，

卓有成效的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家。 

杨朔的历史： 

1913年 4月 28日，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今蓬莱区）城里北街。1927

年，前往哈尔滨（哈尔滨在中国是黑龙江的首都），在太古洋行作练习生、

办事员，业余攻读英语，并受业于李仲都门下，研习中国古典诗文，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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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协报》《五日画报》发表旧体诗。1929年，毕业于哈尔滨英文学校。

青年时代随舅父到哈尔滨，在一家英国商行当办事员，并开始研习中国古典

诗文，后当英文翻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离哈去沪，集资筹办北雁出版社，出版抗日进

步书籍。*1937 年七七事变后，辞去太古洋行工作，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

同年 9月，前往武汉与友人合资筹办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副刊。 

1938年春，奔赴山西抗战前线。1939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奔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随八路军转战南北，写下

许多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作品，发表了反映陕北革命根据地人民抗

日斗争的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并创作了一些歌颂抗日英雄、反

映抗日斗争的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 

1942 年 7 月，到达延安，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

并先后发表《月黑夜》《大旗》《霜天》《麦子黄时》等短篇小说。1945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创作了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中篇小说《红石山》。 

解放战争时期，转入部队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和师政治部领导工作，转

战于华北一带，参加过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和平津战役，并创作了多篇

短篇小说和《北线》《望南山》两部中篇小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艺部部长。1950 年 12 月，

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赴朝鲜前线，写出大量战地报道，创作了反映

抗美援朝生活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1954年回国后，调至中国作家协

会，任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发表《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等

散文、通讯。 

1958年后，从事外事工作，先后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

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理事会秘书处中国书记、亚非作家常设局

联络委员、秘书长等职，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多次参加国际

作家会议和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创作大量反映亚非国家风貌和人民争取独

立、自由、解放的优秀散文作品，结集为《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生

命泉》等。1959年，应邀在蓬莱阁上为家乡文化界人士作了讲学报告，并写

下描写蓬莱胜景的《蓬莱仙境》《海市》等散文。  

1960年 1月 10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应该作一个阶级战士》。

1961年 3月，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4月 29日，《人民日报》第八

版刊登了杨朔的旅日游记《樱花雨》，文章把美军在日本的势力比作摧残樱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D%E4%B8%80%E5%85%AB%E4%BA%8B%E5%8F%98/6328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3%E4%B8%83%E4%BA%8B%E5%8F%98/137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6%B4%B2%E6%97%A5%E5%87%BA/229115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3%AC%E8%8E%B1%E9%98%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3%AC%E8%8E%B1%E4%BB%99%E5%A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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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风雨，而把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1961，杨朔发表

了 《荔枝蜜》。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

1968年 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8

月 3日，在绝望中吞服安眠药自杀。  

1972年 9月 27日，杨朔在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

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而自杀身死。1979年，外交部最终做出杨朔“被迫

害致死”的结论 。 

 

 

写作特点 
杨朔创造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长处。他营造意境时，常在谋取“情”

的新意上做文章，如借蜜蜂的勤劳创造而无所求的特点。 

杨朔创造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长处。他营造意境时，常在谋取“情”

的新意上做文章，如借蜜蜂的勤劳创造而无所求的特点。 

杨朔散文在写人状物时诗意浓厚。他写人善于选取感情色彩丰富的片断

刻画人物的神貌、内心；他的景物描写，在写出自然美的同时，也是创造意

境，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 

杨朔语言具有苦心锤炼后的魅力，象诗一般精确、凝炼、含意丰富又富

音乐感，具有清新俊朗、婉转蕴藉的风格。 

 

杨朔的散文： 

杨朔，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人们把他与刘白羽、秦牧并称为“当

代散文三大家”。他生前写下的散文，尤其是上世纪 50年代中期以后的散

文，在意境创造、诗意构思、人物描写、谋篇布局、语言风格等方面，形成

了具有“诗的意境、诗的结构、诗的语言”的艺术个性，被文学界称为“杨

朔模式”或称“杨朔体散文”。 

杨朔的散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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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37-1949）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战。艺术上采取写实手法。作

品回避自我，很少写到自己的感情。散文比较简单和直露。 

第二阶段，（1949-1955）生活画面变得比较开阔，内容较丰厚充实，抒

情成分明显增强，表达的感情也由外露转向了内向和深沉。 

第三阶段，（1955-1968）是杨朔创作的成熟期。1956年，杨朔发表了

《香山红叶》，这篇散文被认为是杨朔散文创作成熟的一个标志。他的最大

的特点是把散文当诗一样来写。1961年，杨朔发表了《荔枝蜜》。 

所以要了解杨朔的文章就要了解他在 1955 年—1968年所创作的散文，

这段时期杨朔的题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迅速及时反映朝鲜战争的通讯特写，讴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过程中的英雄事迹及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的 

二、赞美与抒写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成就。 

三、叙写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美景，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英

勇斗争，歌颂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杨朔散文的特点： 

一、自觉的为人民写作，强烈的主观抒情性 

对于杨朔的这一个特点，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他个人的经历决定的。早在

1942年抗日战争之中，杨朔就到达了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专门学习马列

主义，后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于 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深入

矿山、农村体验生活，后来又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先后参加了清风店、

石家庄与平津战役，随部队东征西战、驰骋疆场。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

系列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小说。

包括：《红石山》、《北线》、《大旗》、《月夜黑》等。因此可以看出杨

朔是十分自觉的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引的文艺

工作者的道路，以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从事文艺创作的方向。也正是因为

如此，他的散文作品中的那些他所极力塑造与歌颂的工人、农民、战士等人

民大众的形象虽则平凡，但却充满着生动、鲜活、朴实而感人的力量。 

因此，就是这样的经历使杨朔在建国后形成了与巴金、沈从文、胡风等

自由主义作家或坚持五四文艺创作思想作家完全不同的创作心态。杨朔在建

国后文艺创作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适应问题。对于

新政权他没有丝毫的陌生与隔阂，不存在任何的迟疑与观望。作为这一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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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的直接参与者，此时的杨朔所显示出的完全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对

于新政权新社会，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无限美好的憧憬。他所要做的只是毫

不迟疑的将自己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对新世界的建设中去，用他的笔抒写出这

个全新社会的美丽，并勾画出一幅未来的美好蓝图。从而让更多的人与他一

样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为之奋斗。因此他认真的观察新社会与旧社会的每

一点不同，充满热情的歌颂着这个社会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如：在

《京城漫记》里，他通过解放前后北京陶然亭地区人民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

歌颂了新中国建国后北京人民生活及自然环境日新月异、越来越好的巨大变

化；而在《滇池边上的报春花》一文里，敏锐的他则将关注的视角指向了人

们的生活理念，通过与独龙族姑娘媛娜的聊天反映出了真正成为了主人后的

少数民族人民心理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篇章，无不显示出了杨朔

散文自觉的为人民写作和强烈的主观抒情性的特点。 

二、自成一体的散文写作模式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杨朔的散文，特别是他散文的结构作为学习散文

写作的人必须研究的模版，正是因为杨朔的散文写作形成了一种极为稳定的

体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杨朔体”。具体来说，陈思和先生将其概括

为：“从写景入手，然后引出在风景中活动着的平凡人物，最后通过比兴象

征将景物与人物联系起来，升华出人民性的歌颂这一抒情主题的模式。比如：

《荔枝蜜》 写作的方法 。 

三、散文诗意的构思技法 

杨朔的散文是有诗意的文章，而杨朔着力创造诗的意境，把散文当诗一

样写。杨朔说：“我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

别是那些古典诗章。”他说：“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吗？”。比如，翻开

杨朔散文，不难发现他散文的诗意有一些是从古典诗章中点化而来。 

古典诗是什么？ 

 古典诗一般指古诗（古代诗歌泛称），古诗是古代中国诗歌的泛称，指

古代中国人创作的诗歌作品。广义的古诗包括诗、词的古诗仅指诗，包括古

体诗和近体诗。 

1、古体诗。是诗歌体裁。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

七言诗和杂言诗等形式。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

个字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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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格律诗，是押韵的汉族诗歌体裁。为有别于古

体诗而有近体之名。 

3、词。词是一种诗的别体，萌芽于南朝，是隋唐时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

样式。词有近体乐府、长短句、词子、曲词等。 

4、散曲。一种韵文形式，出现于南宋和金代，盛行于元代，是受民间歌

曲的影响而形成的，句法较词更为灵活。 

过于拔高的政治内核对艺术水平的压迫 

在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往往要求作家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见解，

也就是要有私人性的言语。然而这样就必然会与时代共鸣的要求发生

抵触。 

 杨朔先生是一位自觉的全心全意为新政权新社会歌唱的作家，因此他

作品的政治功利性也就表现的非常的强。而由于这种压过一切的政治

抒情，他在选择材料时往往就会为了体现体现这一写作目的而特意的

安排一些拔高主题但不符合人的审美习惯的题材。这样做也就自然的

给读者造成了一种突兀的感觉从而降低了文章的艺术水平。 

《荔枝蜜》的介绍： 

当代散文名家杨朔的《荔枝蜜》也巧妙地运用了卒章显志这一技

法。文章开头，写自己曾被蜜蜂螫了一下，因而看到蜜蜂心里就不舒

服。继而，作者描写了荔枝蜜的甜香，不觉动了情，由蜜想到酿蜜的

蜜蜂，便到蜂场去参观。作者了解了蜜蜂的生活习性．感慨地说：

“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

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看到这里，你会

觉得作者是在歌颂蜜蜂，表现蜜蜂高尚品质，然而作品结尾却来了个

大转弯，从歌颂蜜蜂转到歌颂勤劳勇敢的农民：“他们正用劳力建设

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

造着生活的蜜”。“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跟《岳阳楼记》结尾

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正是作者要表达的

主题。文章结束了，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也点出来了。原来前边大篇

幅地歌颂蜜蜂，正是为后边歌颂劳动人民作铺垫，这样的结尾显得自

然、有力，也统贯了全篇要义，此即卒章显志之法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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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蜜》的内容：  

 

  荔枝蜜 

 

花鸟草虫，凡是上得画的，那原物往往也叫人喜爱。蜜蜂是画家的爱物，

我却总不大喜欢。说起来可笑。孩子时候，有一回上树掐海棠花，不想叫蜜

蜂蜇了一下，痛得我差点儿跌下来。大人告诉我说：蜜蜂轻易不蜇人，准是

误以为你要伤害它，才蜇；一蜇，它自己耗尽生命，也活不久了。我听了，

觉得那蜜蜂可怜，原谅它了。可是从此以后，每逢看见蜜蜂，感情上疙疙瘩

瘩的，总不怎么舒服。 

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

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刚去的当晚，是个阴天，

偶尔倚着楼窗一望，奇怪啊，怎么楼前凭空涌起那么多黑黝黝的小山，一重

一重的，起伏不断？记得楼前是一片比较平坦的园林，不是山。这到底是什

么幻景呢？赶到天明一看，忍不住笑了。原来是满野的荔枝树，一棵连一棵，

每棵的叶子都密得不透缝，黑夜看去，可不就像小山似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8E%E5%8C%96%E6%B8%A9%E6%B3%89/12046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5%BC%E5%89%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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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也许是世上最鲜最美的水果。苏东坡写过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

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见荔枝的妙处。偏偏我来的不是时候，满树

刚开着浅黄色的小花，并不出众。新发的嫩叶，颜色淡红，比花倒还中看些。

从开花到果子成熟，大约得三个月，看来我是等不及吃鲜荔枝了。 

吃鲜荔枝蜜，倒是时候。有人也许没听说这稀罕物儿吧？从化的荔枝树

多得像汪洋大海，开花时节，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忘记早晚，有时还

趁着月色采花酿蜜。荔枝蜜的特点是成色纯，养分多。住在温泉的人多半喜

欢吃这种蜜，滋养精神。热心肠的同志为我也弄到两瓶。一开瓶子塞儿，就

是那么一股甜香；调上半杯一喝，甜香里带着股清气，很有点鲜荔枝味儿。

喝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 

我不觉动了情，想去看看自己一向不大喜欢的蜜蜂。 

荔枝林深处，隐隐露出一角白屋，那是温泉公社的养蜂场，却起了个有

趣的名儿，叫“养蜂大厦”。正当十分春色，花开得正闹。一走近“大厦”，

只见成群结队的蜜蜂出出进进，飞去飞来，那沸沸扬扬的情景，会使你想：

说不定蜜蜂也在赶着建设什么新生活呢。 

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叫他老梁，其实是个青年人，举动很精

细。大概是老梁想叫我深入一下蜜蜂的生活，小心翼翼地揭开一个木头蜂箱，

箱里隔着一排板，每块板上满是蜜蜂，蠕蠕地爬着。蜂王是黑褐色的，身量

特别细长，每只蜜蜂都愿意用采来的花粉供养它。  

老梁叹息似的轻轻说：“你瞧这群小东西，多听话。” 

我就问道：“像这样一窝蜂，一年能割多少蜜？” 

老梁说：“能割几十斤。蜜蜂这物件，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

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它们留

一点点糖，够它们吃的就行了。它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

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 

我又问道：“这样好蜜，不怕什么东西来糟蹋么？” 

老梁说：“怎么不怕？你得提防虫子爬进来，还得提防大黄蜂。大黄蜂

这贼最恶，常常落在蜜蜂窝洞口。专干坏事。” 

我不觉笑道：“噢！自然界也有侵略者。该怎么对付大黄蜂呢？” 

老梁说：“赶！赶不走就打死它。要让它待在那儿，会咬死蜜蜂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4%B8%9C%E5%9D%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B1%E7%B2%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C%9C%E8%9C%82%E7%AA%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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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一个问题，就问：“可是呢，一只蜜蜂能活多久？” 

老梁回答说：“蜂王可以活三年，一只工蜂最多能活六个月。” 

我说：“原来寿命这样短。你不是总得往蜂房外边打扫死蜜蜂么？” 

老梁摇一摇头说：“从来不用。蜜蜂是很懂事的，活到限数，自己就悄

悄死在外边，再也不回来了。” 

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

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

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 

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

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

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 

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酿造着未

来……………… 

 

 

«荔枝蜜»文学分析： 

     杨朔的散文写作形成了一种极为稳定的体式，这就是我们常说

的—“杨朔体”。具体来说，陈思和先生将其概括为：“从写景入手，

然后引出在风景中活动着的平凡人物，最后通过比兴象征将景物与人

物联系起来，升华出人民性的歌颂这一抒情主题的模式。《荔枝蜜》，

作品以作家对蜜蜂的误解开始，然后写作家因为休假时的住所临近荔

枝园，在品尝了醉人的荔枝蜜后，对酿造了这好蜜的蜜蜂产生了好奇，

接着写作家在养蜂员老梁的带领下参观了养蜂场，并在老梁的解释中

明白了蜜蜂的高尚改变了自己原来的错误看法，最后由高尚的蜜蜂联

想到了不辞辛劳的中国人民大众将主题升华到为了人民、为了社会主

义事业而努力工作的高度。全篇先抑后扬布局巧妙、结构紧凑、起承

转和、错落有致，行文过程中感情过度自然，主题深化的鲜明而真实，

确实是散文写作艺术中学习谋篇布局的经典范例。只此一点，就可以

看出杨朔对散文写作的贡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6%E7%A7%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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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朔在《荔枝蜜》中先采用抑扬构思法 （所谓抑扬法，包括先抑

后扬或者先扬后抑。这个方法说的是当你真正要表达某种褒贬情感的

时候，不要一开始就表现出来，而一开始将相反的方面表现出来，接

着才开始表现你所想表现的那个方面。） 

，先写“蜜蜂是画家的爱物，我却不大喜欢”，“每逢看见蜜蜂，感

情上疙疙瘩瘩的，总不怎么舒服”。后来，作者了解到蜜蜂的生活习

性：“最爱劳动”，“酿的蜜多，自己吃得可有限”，“从来不争，

也不计较什么”。作者便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多可爱的小生灵啊，

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

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

蜜蜂却又是多么高尚啊！”接着采用联想和比喻构思法，作者从蜜蜂

“最爱劳动”的生活习性联想到辛勤劳作的农民；作者把蜜蜂的高尚

品质比喻人民群众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高贵品质。最后，采用虚实

构思法，作者在文尾写道：“这黑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

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这个梦一点也不奇怪，俗话说：“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这个梦，就是杨朔的自我写照，写出了藏在他心灵深处

的崇高理想，表达了作者献身人民，为人类酿造甜蜜的精神生活的豪

情壮志，同时也深深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崇敬之情和加入劳动人

民行列的心愿。作者从“厌蜂”到“看蜂”，又从“看蜂”到“赞

蜂”，再由“赞蜂”到“赞蜂式人物”，最后由“赞蜂式人物”到

“梦化蜂”整个情感变化过程中，先抑后扬，善用联想，巧用比喻，

先实后虚，把随处可感的生活真实熔铸到艺术的真实里和形象的塑造

中，创造出清新可感，耐人寻味，充满诗意的艺术境界。 

 

杨朔的有一些作品写作方法与«荔枝蜜»相同。 

  «荔枝蜜»体式相同的还有《香山红叶》、《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等许

多篇目。应当说，杨朔确实已经将这一体式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香山红叶》、《滇池边上的报春花》和 «荔枝蜜» 描写方法一样。 

象征主义在«荔枝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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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征主义，几经演变，其义变成了“用一种形式作为一种概念的习

惯代表”，即引申为任何观念或事物的代表，凡能表达某种观念及事

物的符号或物品就叫做“象征”。它与通常人们用的比喻不同，它涉

及事物的实质，含义远较比喻深广。是 19世纪末在英国及西方几个国

家出现的一种艺术思潮。 

   在《荔枝蜜》的散文中有了象征主义，杨朔使蜜蜂成为中国人民

的象征，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像蜜蜂一样认真工作。作者把蜜蜂的高尚

品质比喻人民群众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高贵品质。 

描述方法在«荔枝蜜» 

“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

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刚去的当晚，是个阴天，

偶尔倚着楼窗一望，奇怪啊，怎么楼前凭空涌起那么多黑黝黝的小山，一重

一重的，起伏不断？记得楼前是一片比较平坦的园林，不是山。这到底是什

么幻景呢？赶到天明一看，忍不住笑了。原来是满野的荔枝树，一棵连一棵，

每棵的叶子都密得不透缝，黑夜看去，可不就像小山似的！” 

 杨朔在这个部分用自然环境描写。作家重视使用描写方式来给读

者清晰的感觉，让读者读作品时，就像能看到作者所描述的地方。 

 

“偏偏我来的不是时候，满树刚开着浅黄色的小花，并不出众。

新发的嫩叶，颜色淡红，比花倒还中看些。” 

 

 杨朔在这个部分用景物描写。让读者读作品时，能详细地想到荔

枝的样子，颜色和它的特征。 

 

“荔枝林深处，隐隐露出一角白屋，那是温泉公社的养蜂场，却起了个

有趣的名儿，叫“养蜂大厦”。正当十分春色，花开得正闹。一走近“大

厦”，只见成群结队的蜜蜂出出进进，飞去飞来，那沸沸扬扬的情景，会使

你想：说不定蜜蜂也在赶着建设什么新生活呢。” 

 杨朔在这个部分用自然环境描写和景物描写。杨朔开始描述春天花的

样子和运动，然后他描述蜜蜂的运动。在这儿我们可以看，作家重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8E%E5%8C%96%E6%B8%A9%E6%B3%89/12046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5%BC%E5%89%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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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描写方式来给读者清晰的感觉，让读者读作品时，就像能看到作

者所描述的地方和详细地想到花的样子。 

 

“小心翼翼地揭开一个木头蜂箱，箱里隔着一排板，每块板上满是蜜蜂，

蠕蠕地爬着。蜂王是黑褐色的，身量特别细长，每只蜜蜂都愿意用采来的花

粉供养它。” 

 杨朔在这个部分用景物描写。让读者读作品时，能详细地想到木头蜂

箱的样子，能详细地想到蜂王的样子和颜色。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B1%E7%B2%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B1%E7%B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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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杨朔在《荔枝蜜》用描述方法，杨朔重视使用描写方式来给读

者清晰的感觉，让读者读作品时，就像能看到作者所描述的地方和

详细地想到荔枝密的样子。  我看杨朔用自然环境描写和景物描写，

这是因为   环境描写，是指对人物与之发生直接关系的那种外界条

件分为社会环境描写和自然环境描写，在《荔枝蜜》的散文中，作

家用自然环境描写，杨朔用来描述这篇散文的自然环境，有助于加

强故事的情节，并揭示了蜜蜂的有用性和蜜蜂所做的辛勤工作，因

为他很好地描述了地点、时间和事件，这使得读者热爱散文，并希

望继续阅读散文，所以描述方法对文学作品中有很大的影响。 

      在《荔枝蜜》的散文中有了象征主义，杨朔使蜜蜂成为中国人民的

象征，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像蜜蜂一样认真工作。作者把蜜蜂的高尚品

质比喻人民群众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高贵品质。“荔枝蜜”的象征

意义可以帮助读者实现想法，读者对此想了很多，作家真的是指蜜蜂

吗？还是作者要指为国而努力工作的中国工人。 

  杨朔写《荔枝蜜》的目的是，表达作者对蜜蜂的喜爱之情，通过对

蜜蜂的歌颂来歌颂我们社会主义新生活，通过写鲜美的荔枝果和香甜

的荔枝蜜，来赞美蜜蜂的辛勤劳动，通过赞美荔枝蜜的香甜和蜜蜂的

辛勤酿蜜，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和为建设这一新生活而付出辛

勤劳动的人们。杨朔写《荔枝蜜》是改革文学，这是因为杨朔要歌颂

社会主义新生活，，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和为建设这一新生活

而付出辛勤劳动和进行改革的人们。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中国

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使得杨朔在“荔枝蜜”里称赞社会主义，并撰写

了这篇受当时中国经历的社会政治事件影响而创作散文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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