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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实秋散文中的生活美学
杨春燕

（银川科技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0）

摘要：在梁实秋的散文中，生活美学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生活的哲学。他以其独特的笔触，将日常琐事、人间情感都描绘

得栩栩如生，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细腻与美好。这种对生活深入洞察后的独特感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美好与意义，也让我们学会了如

何在生活中寻找幸福与满足。故而，本文以梁实秋散文为切入点，对梁实秋散文中生活美学的表现、思想特点进行梳理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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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散文中的生活美学，往往隐藏在对日常生活的细微描

绘之中。他善于从一杯茶、一道菜、一本书中提炼出生活的真谛。

他的笔下，每一片叶子都仿佛在诉说着季节的轮回，每一缕阳光

都透露着生命的活力。他通过对这些细节的描绘，让读者能够深

入体会生活的韵味，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一、梁实秋散文中生活美学的表现

（一）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之美

古语有言：“民以食为天”“羊大为美”。这两句话都充分

展示了中国饮食文化深厚的底蕴。饮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存的

需要，更是一种生活的享受，情感的表达，以及文化的体现。尤

其中国的文人墨客们对“吃”这个话题情有独钟，他们不仅品尝

美食，更从中汲取灵感，抒发情感。梁实秋先生在《雅舍谈吃》

这部作品中，更是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为我们展现了饮

食文化的魅力。他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五十多种美食，从正阳楼的

烤羊肉到厚德福的铁锅蛋，从信远斋的酸梅糕到西车站的栗子，

从全聚德的烤鸭到一碗普通的骨萝卜汤、母亲做的家常菜，每一

道美食都仿佛是一幅生动的画卷，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多

彩。在他的笔下，这些美食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让人回味无穷。

这种魅力不仅源于梁实秋先生的博学多才和引经据典的文学功底，

更在于他对饮食文化的深刻理解。他笔下的“饮食”不仅仅是为

了满足味觉的享受和生活的需要，更是一种审美体验。他通过美

食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文化的韵味。就如他在

《馋》中所描述的那样：“校门口有个小吃摊贩，切下一片片的

东西放在碟子上，洒上红糖汁、玫瑰木樨，淡紫色，样子实在令

人垂涎欲滴。走近看，知道是糯米藕。”这里的糯米藕，以它独

特的三色相间，画面感十足，可谓是五彩斑斓，令人一见难忘。

除了视觉上的盛宴，梁实秋散文中对饮食的描写还带给人听觉上

的享受。在另一篇散文《栗子》中，他对栗子的制作过程进行细

腻地描绘：“烟煤的黑烟扩散， 哗啦哗啦的翻炒间，间或有栗子

的爆炸声，组成一片好热闹的晚秋初冬的景致。”在这段描写中，

梁实秋用“烟煤的黑烟”“哗啦哗啦的翻炒声”“栗子的爆炸声”

有声、有色地呈现出炒栗子的场景。这种声音与画面的结合，极

大地增强了读者的感官体验，让读者感受到那份独特的热闹。

（二）梁实秋散文中的服饰之美

衣着，作为一个人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处的显著标志，同时也

是文化多样性的璀璨体现。在御寒之余，人的服装更承载着对美

的追求和表达。尽管每个人在穿着打扮上拥有绝对的自由，无需

受到他人的干涉和评判，但我们仍期望，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在

远处望去，仍能展现出其作为人的特质和风采。梁实秋在《太随

便了》《衣裳》《领带》等文章中都发表了他对服饰的独特见解。

在文章《太随便了》中他犀利指出，现今社会中，许多人的穿着

过于随意，这种现象让人产生了一种难以言明的感受。他认为，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着装风格应当有所不同。在《衣裳》

一文中他调侃说，西装在中国往往会发生变异，失去了原有的优

雅和风度。同时，选择西装的颜色和布料也是一门学问，需要极

高的品位和眼光。他曾见过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穿着夏布西装裤，

光线透穿，实在令人惊讶。此外，梁实秋还在文章中强调了衣裳

与个人性别、身材的协调搭配。成功的搭配能够突显个人的优点，

掩饰缺点；而失败的搭配则会暴露劣点，优点则被埋没。在《领带》

一文中他更是对领带礼仪和文化进行了描述和探讨。一条领带，

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实则能够彰显一个人的身份和品味，也决

定着他是否能够与周围的人和环境达成和谐统一的美感。领带的

色彩和图案千变万化，但最重要的是要与个人的身份相称，同时

也要考虑到时间和地点的适宜性。另外，他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

还在《衣裳》一文中巧妙地引用了法郎士的名言：“妇女装束之

能告诉我未来的人文，胜过于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及

学者。”这一观点独树一帜，将服装的作用提升至了一个全新的

高度。他的这番言论，无疑为当时的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流。在他

看来，服装不仅仅是简单的布料与线条的组合，更是人类内心情感、

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综合体现。每一件精心设计的服装，都蕴

含着设计师对未来人文的独到见解和美好憧憬。这种追求，远超

过了哲学家们对宇宙本源的探索，小说家们对人性多面的描绘，

预言家们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以及学者们对学术领域的钻研。

（三）梁实秋散文中的举止言谈之美

一个人的外貌并非自主可选，然而，他的举止和言谈却能够

深刻地影响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决定他是否能成为他人审美

的焦点，是否能带给他人美的享受。梁实秋以他的生活洞察为我

们提供了独特的见解：无论一个人的容貌如何，只要他的脸上洋

溢着充沛的活力，散发出温暖的光芒，能够给予人们希望和欢乐，

那么这样的脸庞便是值得人们欣赏的。在公共场所，我们常常会

看到“不要随地吐痰”的标语，然而，有些人却对此视而不见。

关于这种现象，梁实秋专门在《吐痰问题》一文进行了描写：“我

曾在公众的地方看见一位雅爱自由的先生，‘呼’的一声痰由肺

里跃出，‘哇’的一声，含在口里，‘啐’的一声，吐出来了，‘啪’

的一声落到地板上。四周围的人全都两眼望着他，甚或把白眼珠

翻转出来，做怕人状。”。梁实秋用生动的拟声词描写了这种不

雅的行为，用“把白眼珠翻转出来”描写了周围人对这种行为的

反感，从而间接强调了优雅举止的重要性。交谈是建立人际关系

的关键环节，注重言谈之美能够促进双方的愉快交往，加深彼此

的友谊。关于言谈之美，梁实秋给了很多有效、可行的建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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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与人交谈时，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学会倾听他

人的感受。在他的《谈话的艺术》更是直白地指出“谈话不是演说，

更不是训话”，不能霸占所有的时间，长篇大论地絮叨不休。这

样的行为只会让我们成为霸道的独裁者，失去与他人的良好沟通。

（四）梁实秋散文中的人情之美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然而，离开社会群体的支持，

个体的生存也将变得困难重重。为了追寻幸福与满足的生活，我

们必须与四周的人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这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融

洽的生活环境，不仅是获得人生幸福的关键所在，更是我们生活

中美的源泉。这种美，是源于群体生活中的和谐与温暖，是建立

在个体间相互尊重、理解与支持的基础上。它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人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共同营造出一种美好的社会氛围。这

种氛围，充满了信任、欣赏与互助，使得人们在彼此的交往中感

受到温暖与关爱，从而增强了人们之间的凝聚力与情感纽带。深

受儒家伦理道德观熏陶的梁实秋，特别珍视这种人伦之美。在他

笔下，父母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交、夫妻之爱等中国传统五

伦关系被赋予了丰富而感人的内涵。他在文章《想我的母亲》深

情地回忆着儿时母亲为他掖被子的温暖，赞美着母亲烹饪的佳肴：

“我不知道母亲用的什么手法，只知道她塞棉被带给我无可言说

的温暖舒适”.“但是这一盘菜一定要母亲自己炒，别人炒味道就

不一样了。”这些生活中的点滴细节，都透露出他对家人的深厚

感情与敬爱之情。梁实秋与父亲的关系尤为深厚，他们既是父子，

又是朋友。在梁实秋眼中，父亲是一个有远见、顾大局的人。他

在文章《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中感叹“父亲为儿子着想是无微

不至的”。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父亲不惜花费重金将他送

入当时最好的学校。当梁实秋与程季淑约会时，父亲不仅表达了

对他们的支持，还慷慨地给予他们恋爱基金。这种无私的关爱与

支持，让梁实秋深感感激，也使得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更加紧密。

这种充满爱与关怀的人伦之美，不仅让梁实秋深感温暖与满足，

也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我

们或许常常忽略了身边的人和事，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情感与

交往，构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梁实秋散文中生活美学的思想特点

（一）以“雅”为美

在解读梁实秋的人生轨迹与文学成就时，我们可以发现，“雅

致”一直是他所追求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他所描写的饮食之

美、服饰之美、举止言谈之美、人情之美，都坚持以雅致为核心，

展现出文人学者的优雅气质。然而，这种优雅并非是对现实生活

的逃避或对抗，相反，他的人生追求、散文主题以及文学观念都

深深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他主张创作者应深入体验人生的情趣，

对人生充满热情，怀抱宏大的志向，而非沉溺于追求仙诗或山水

诗的虚幻世界，脱离现实社会。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和生活

态度，梁实秋将视线投向了普通的生活，并以高雅的情怀将“俗”

转化为“不俗”，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生活美学理想。他将最平凡、

最简单的生活过得高雅而有趣，这一点在他的《雅舍小品》的开

篇之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时局动荡、战火纷飞的年代，梁实

秋在“雅舍”中寻求内心的宁静。尽管这个“雅舍”并不能为他

遮风挡雨，窗户没有玻璃，风雨来袭时如同凉亭，老鼠泛滥，蚊

子成群，但梁实秋却能坦然面对，甚至发现了“雅舍”的独特魅力。

他欣赏“雅舍”在月夜下的美景，感叹其地势高峻，能先得月色。

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找到了超越世俗的高雅生活情趣。梁实秋对

“雅舍”的眷恋之情超越了实用性的功利目的。即使遇到大雨滂

沱，他也要奋力抢救自己的小屋，尽管常常满室狼藉，但他却在

这种对生活的热爱中，逐渐建立起超越世俗的高雅生活情趣。与

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强调自己结交的都是文化精英不同，梁实

秋并没有强调自己在“雅舍”中会见了多少高雅之士。他也没有

描述自己在“雅舍”中过着弹琴、听音乐、品茶的脱俗生活。相反，

他展现的是一种从朴实的生活中发现高雅情趣的追求。

（二）以“合度”为美

人文主义在梁实秋的文学观念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

种文学观不仅涵盖了他在文学创作中所展现的文学理念，更包含

了他对文学创作、文学审美、文学批评等诸多方面的深刻理解。

在梁实秋的文学宇宙中，情感和想象在理性的引导下得以展现。

理性指导下的生活被视为健康、常态和普遍的，而在这种状态下

展现的人性则被视作标准。只有在理性的尺度下，创作出的文学

才能被赋予真正的价值。这种理性的情感赋予了梁实秋的作品一

种独特的幽默与雅谑的特质。即使在讽刺和揭露社会不良现象时，

他也总是以一种调侃和委婉的方式来进行，从而在他的文学作品

中充分体现了“合度”的文学观念。以《书房》一文为例，他通

过探讨书房的大小好坏与读书成就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物质条件

并非获取成功和快乐的必要条件。有的人家中虽设有考究的书房，

但缺乏真正的书香气息，反而弥漫着铜臭的味道。这种对现实生

活的审美把握和对世俗的超功利态度，展现了梁实秋对生活的热

爱与智慧。梁实秋在《排队》《下棋》《握手》《吃相》《谈话

的艺术》等作品中，也深入探讨了人际交往中礼节适度的重要性。

他强调，餐桌礼仪虽重要，但过分拘泥则失之刻板；人生贵在自

在舒适，当环境允许时，不妨稍作放纵。尤其在下棋一事上，梁

实秋特别不喜欢与修养过深的人对弈。他认为，“君子无所争，

下棋却是要争的”，若对手过于超脱，则失去了游戏的乐趣。梁

实秋的这种观点，实则是对人际交往中适度原则的一种体现，他

倡导在尊重礼节的同时，也要保持真实自然的态度，这样才能使

人际交往更加生动有趣。正是他对“合度”的这种追求，让散文

中所呈现的饮食之美、服饰之美、举止言谈之美、人情之美带给

读者美的享受的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了某种思想的启迪，提供了

某种行为的榜样。

三、结语

梁实秋的文字中，充满了对生活细节的热爱与珍视，这种热

爱不仅体现在他对美食的描绘上，更体现在他对人际关系的感悟

上。这种蕴藏于梁实秋散文中的生活美学，是一种对生活深入洞

察后的独特感悟。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美好与意义，也让我们

学会了如何在生活中寻找幸福与满足。这种生活美学不仅是对生

活的热爱与尊重，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智慧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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