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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版高一语文教材中课文

《登泰山记》的情感探究

陈曼丽
（华侨中学，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００）

摘　要：统编版高一语文新教材第七单元有意识地将古今抒情散文《故都的秋》《荷塘月色》《我与地坛》《赤壁赋》
《登泰山记》放在一起做群文阅读。无论是写景抒情还是融情于景的散文，文本之内或多或少都可见作者的抒情文字。

然而，姚鼐的《登泰山记》是独特的存在，与以往抒情写景散文不同，它的情感难觅踪迹，既没有直接抒怀的句子，也没有

融情于景的景语，而是含而不发，藏而不露，必须知其人，论其事，感其情，赏其景，才能明其文。同时作为一篇游记散文，

它也有许多有悖于常规写作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是作者情感的安放之处。通过与柳宗元《小石潭记》、范仲淹《岳阳楼

记》等的比较，才能真正明了为什么姚鼐被称为“清代散文第一”，才能懂得他的“雅洁”“义理”，及其“行文严谨”的写作

主张和克制的写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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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编版新教材高一语文第七单元有意识地将
古今抒情散文《故都的秋》《我与地坛》《荷塘月

色》《赤壁赋》《登泰山记》放在一起做群文阅

读［１］。《故都的秋》字字句句都是作者浓厚的思

念，从 “秋晨之景”“秋槐之景”“秋蝉之景”“秋雨

之景”“秋果之景”五个方面入手，紧扣“故都”和

“秋”，表现了“故都之秋”“清”“静”“悲凉”的特

点。而这秋色、秋声、秋味中处处弥漫着作者浓重

的故国之思、爱国之情，无处不是景，无处不有情。

《荷塘月色》更是带着“颇不宁静”之心出门，走过

幽僻、寂寞的小煤屑路来到无边的荷香月色中，暂

得于己，淡淡得喜，直到吵闹的蛙声蝉声把“我”

的愁绪唤醒，“我”又失去热闹，重归淡忧。《我与

地坛》的史铁生于最狂妄的年龄失去了双腿，在

废弃的古园里与宿命抗争。总之，他们的情感是

显露在外的，字里行间都有呈现。姚鼐的《登泰

山记》却不同，它对“泰山夕照”“泰山日出”的描

绘寥寥几笔，客观、纯粹，在描写泰山的自然景观

和人文景观时甚至用了游记的交代式表达，全文

见不到作者的情感踪迹。那么，姚鼐把这篇游记

的情感藏在哪里呢？

１　姚鼐的情感藏在不合常理的登山安排
之中

１．１　时间、地点安排的蹊跷暗藏心绪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

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

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从这

两处可以大约知道他把登山的时间安排在十二月

二十八，并于十二月二十九岁除当天五更在泰山

之上观日出。这是一个奇怪的安排，因为中国人

过年必定是亲朋好友团团圆圆，一家人一起辞旧

迎新。我们不禁要问：什么原因促使姚鼐大老远

从京师冒着风雪在过年这一天登泰山？

若要明白这其中的蹊跷，就必须知人论世，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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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背景。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年）秋，姚鼐借病辞
官。在此之前，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清廷开
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是

翰林方可充任，唯独姚鼐、戴东源、伍大椿、程晋芳

等８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修成后，时年四十
四岁的姚鼐辞官。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欲

以高官厚禄动之，均被辞却。一个历经科举十三

载、四次落第却一心入仕的儒生，究竟是经过了怎

样的思想挣扎和深思熟虑，才可以抛弃书香门第

光耀门楣的企望和师傅刘大鏪“时甫冠带，已具

垂天翼”的赞誉，毅然决然地离开已然打开的官

场大门，一心只想授徒教书？回看姚鼐八载官场

我们不难发现，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年）六月，姚
鼐充任湖南乡试副考官时撰写了《乾隆庚寅科湖

南乡试策问五首》，他对科举取士的选材标准有

明确的表达，即国家需要的是经世致用、体察民情

的人才，但他在乡试中领略到的却是士子间轻浮

自傲、忽视民间疾苦的风气。因此，在赴湘期间，

姚鼐的诗作充满了失落的意味。乾隆三十七年

（１７７２年），姚鼐升任刑部郎中。在刑部的两年时
间内，刑法严苛的社会现实与姚鼐实施仁政的政

治理想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姚鼐再次心生隐

退之意。目前学术界关于姚鼐辞官原因复杂，主

流说法是坚守宋学立场的姚鼐和以戴震为核心的

汉学派不睦［２］，所以姚鼐选择过年登泰山大概有

以下几条理由。

第一，过年意味着辞旧迎新，在这一天迎接初

升的太阳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致敬。

当初入仕的执念有多深，今天的失望就有多大，现

实和理想相去甚远，于是他选择了离开。在人到

中年的时候，一个儒生堪破、放下、自在，未必就是

一件值得伤心的事。对姚鼐来说，这是结束也是

开始，是死亡也是重生。

第二，他选择泰山，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想追随

孔子。登上日观峰颇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

泰山而小天下”的意味。孔子授书讲学，门徒三

千，而姚鼐归里后，以授徒为生，先后主讲扬州梅

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

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此行是他开启人

生下半场授书讲学的一个仪式。

第三，他选择泰山，也是故地重游，故人重聚。

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７年）七月，姚鼐充任山东乡试
副考官。他非常重视人才的拔擢，力图让栋梁之

才及时涌现。在济南客居的两个多月里，姚鼐游

览了济南的多处景致，留有大量诗篇，心情极佳。

例如，他在《大明湖夜》中写有 “佛幢犹立魏，名

士正思唐”，彼时他高中不久即被委以重任，意气

风发，对未来充满希望，且鲁地景色优美，令人留

恋。这一次算是故地重游，重温美景。

此外，这里还有时任知府的好友朱孝纯［３］。

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年）秋，姚鼐第二次应礼部试又
落第后留住京师，结识了毕生的莫逆之交朱孝纯，

并王文治三人相得甚欢，常结伴出游。朱孝纯工

画能诗，后来还在扬州创设梅花书院，扶植文教，

可见也是志同道合之人。这么多年的思想挣扎，

前后行径的乖违，必须要有一个懂得的人来倾吐。

说不定也是一次求援，因为姚鼐任教的第一个书

院就是朱孝纯创设的扬州梅花书院。这可能是姚

鼐选择泰山的直接原因。

１．２　天气、路况的不寻常暗藏着接受人生洗礼的
决心

文本第二段的“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

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看似只是

一个简单的交代，实则含有几层意思。第一，这次

托病请辞已经成功，京师的事务应已料理完毕。

第二，几个动词连用说明虽然京师距泰山甚远，但

姚鼐等不及要冒着风雪出门，可见其决心之大。

第三，这是一次酝酿已久的出行，绝非偶然，也不

受天气、路程等外界条件的限制。

文本第二段登山之时写有“四十五里，道皆

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第三段写有“道中迷

雾冰滑，磴几不可”，第六段结尾写有“而雪与人

膝齐”，此外，泰山海拔１５４５米，“十八盘”就有三
个，晴天上山也要将近１０个小时，可见姚鼐他们
在这样风雪交加、山道路滑的情况下登山一定异

常艰难。然而，人们赋予了泰山太多的意思，帝王

祭祀、封禅，个人朝拜、祈福……。登泰山，是朝

圣，是信仰，也是救赎。

文本第四段写道：“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

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

云漫。”我们可以想象，泰山之巅，天地混沌，众山

皆小，云雾濯足，大风呼啸，积雪击面，两人推心置

腹，前程往事，往后余生，灵魂相交，天地相融，这

是何等的惬意。冷吗？大概不觉得。把这人生满

腹牢骚都在这泰山之巅冰封了吧，转身下山，何其

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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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姚鼐的情感藏在不同寻常的情与景的
处理之中

２．１　用一语双关的方式写景，暗藏沉重
姚鼐与朱孝纯历经艰辛登上山顶那一刻，有

这样一段景物描写：“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

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

带然。”一个“负”字含义颇深，这是姚鼐的藏而不

露。我们可以试想：这个“负”字能不能用“覆”字

代替？当然不能。

首先，这个“负”字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

写出了山体高大、大雪堆积之感。“负”字统筹上

山所见的全部景物：因为覆盖厚厚的雪，又是大雪

初霁，所以泰山夕照呈现出如画美景；因为大雪堆

积，雾气才会停在山腰而不是山脚。因此，它是这

段景物描写的文眼。

其次，这个“负”字含有担负之意，有沉重之

感，这也许是姚鼐心境的一种写照。作者在措辞

选字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取舍。

２．２　用克制的写作方式写作，情感含而不发
我们可以创设这样的情境：一路湿滑，历经十

几个小时才登上山顶，一览众山皆小，美景如画。

平常人会怎么做？向群山呼喊还是闭上双眼，深

呼吸，让美好瞬间漫溢心头？此时的姚鼐就真的

一点不动容？如果我们在下文括弧中填写一个虚

词，该填什么呢？

“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　 ）！
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

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这个虚词必须是“啊”。压抑已久的情绪瞬

间被释放，登山的疲累也随之消散。山顶之上，遗

世独立，恍若神仙，所以才会有后文“如画”“若带

然”那种心旷神怡的感慨。

“没有明显的情绪流露，那只能是刻意压抑

的结果。”［４］作者这种含而不发的情感，这样克制

的笔调，其实是和姚鼐的思想及文学主张不无关

系的，“花木之英，杂于芜草秽叶之中，则其光不

耀，夫文犹是耳”。

２．３　描写壮丽日出，显淡定从容、自足圆融
作者运用比喻、拟人、色彩描写，按照时间顺

序（待日出—稍见—须臾—日上—回视）描绘了

大雪过后泰山之巅壮观雄浑、境界阔大的日出之

景，没有抒情，没有感叹，只有客观描写。很多人

因此读出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但我觉得不尽然。

首先，我们看看作者选用的比喻和拟人，远处

的山像色子，回视日观峰众山像佝偻着腰身向他

致敬，可见作者在日观峰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感觉。

此时的他放弃官场的一切，有一种突然间的自我，

似乎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门。也许这种选择经过

了无数次挣扎，入仕的执念和为入仕所做的一切

都曾浇灭过心头这一把火，但今天终于得以解脱，

开启人生下半场，算是豪赌一把。

其次，作者在色彩描写时也别有用心。从

“天云一线异色”“成五彩”“正赤如丹”到“下有

红光，动摇承之”，这是一颗喷薄而出的太阳，在

大雪覆盖的山头跳出，绽放应有的光芒，苍茫云海

之上，是蓬勃的生命，这像极了作者的人生。大雪

覆盖指的大概就是前半生，日出东方大概是后半

生，红光承托大概是后半生的授徒讲书，这是他自

己的文学自信。

姚鼐从未用文字抒发自己复杂的情感，但是

他在选择意象的时候已经把所有的情感安放进

去，藏而不露。其实，登泰山之后他写了一首诗

歌，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男儿自负乔岳身，胸

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

上人。”

吴怀东先生指出，《登泰山记》创作于姚鼐辞

官之后、南归前夕，姚鼐心头的风云激荡竟然在文

中难觅踪影，这种不合常理的状况与其为文追求

“雅洁”有关［４］，其实，文中字里行间流露的对山

水自然、个体自由的喜爱，正是他辞官的原因之

一，而这源自中古山水诗文、山水游记传统。作为

宋明理学的信徒和倡导者，姚鼐自觉继承与弘扬

宋代以来理学家于天地自然中感悟理趣、实现道

德自我完善的传统，这导致他刻意回避在文中表

达激烈的感情，而是表现出淡定从容、圆融自足的

心态。

所以，情感不是没有，只是作者做了行文上的

处理，以含蓄的方式表现了他博大的情怀。

３　情感藏在行文的结构安排之中
３．１　首段：彰显奔赴之切

有的游记首段从游览时间开始行文，如苏轼

《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

欲睡，月色入户……”。有的从游览入手，如柳宗

元《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

水声，如鸣环，心乐之……”。有的从写作原因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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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如范仲淹《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

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

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

予作文以记之。”姚鼐这篇文章却从泰山的地理

位置入手：“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

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

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并且在

本段最后特地交代了日观峰，必有原因。

第一，“泰山之阳则鲁”，鲁国孕育了孔子与

儒学。孟子说：“孔子是人中之泰山，泰山是山中

之孔子。”周公选定泰山之阳为鲁国封域，上古时

期这里就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地位十分特殊。孔

子倡导的儒学是为政之学，为政之学要求为政以

德。政者，正也。因此，儒学也是修身之学。为政

者不修身如何为政？“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

山而小天下”：登泰山，站得高，思维远阔；思维

阔，所以将“天下”装在心中。孔子登上泰山，天

地一览无余。看似在说泰山之高，实际是指人开

阔眼界，寻求突破，超越自我。这是超然物外的心

境，视野就越宽广。随着视野的不断开阔，对社会

人生的领悟也就越来越深。这也是作者把目的地

放在日观峰的理由。

第二，“泰山之阴”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承

载了特定的文化意义。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在

《人文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先周文化渊源研究

管见》的文章，认为夏朝时期，周人恰恰是在今天

的山东，即泰山周围。两周时期，鲁国与齐国分处

于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的鲁南地区，已发现众

多原始文化遗迹。“沂源人”与“北京人”时代相

当，他们可能是这里古人类的祖先。以鲁南地区

为中心，仅其附近便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

石器和细石器地点，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以来古

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域。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石

器时代以来，这里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

山文化一脉相承，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

化的完整序列。修了《四库全书》的姚鼐，重视

“义理”“考据”的姚鼐，一定是奔着“泰山之阳”

的孔子和“其阴”的文化根源去的［５］。

第三，“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句，在

文章结构上具有统领全文的作用，在情感上也是

作者强烈需求的承载。所以，作者在行文最开始

直接表露目的地，然后“自”“历”“穿”“越”“至

于”五个动词连用，节奏之快，可见奔赴之切！

３．２　第三段：满足“考据”“义理”的文章追求，借
自然景观暗示人生际遇［６］

“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

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

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

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

仔细分析这段，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登泰山的

中途改换了道路，他在中途走了一条和古人不一样

的道路，这好似姚鼐的人生轨迹，中途换道，也能到

达人生的顶峰，放弃仕途，转而主攻文学，勤种桃

李，亦能殊途同归。事实证明，姚鼐后期的文学成

就和育人成就才是他流芳百世的真正原因。

这一段中还有一处值得注意：作者为什么要

单独把东谷的“天门”拿出来介绍？介绍之时他

用了“山巅崖限当道者”———山巅之上挡在路中

间的山崖，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科举考试和朝堂之

上，多少仕子为求得平步青云而争先恐后，又有多

少仕子被挡在了“天门”之外。一个“世皆谓”足

以看出作者的态度：微微的蔑视，微微的不满，微

微的不屑。

３．３　第五、六段：“雅洁”之笔意在人生选择
文章结尾用“三多”“三少”简括泰山的自然

景观特点，用“三祠”“一刻”来概括人文景观特

点。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正常的游记会详细地介

绍作者所见所闻然后有所感，但作者似乎对这些

景物毫无兴致，其重心并不在泰山的这些景观，而

只是奔着泰山日出而来。第五段末还有这样一句

“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没有游玩的兴致勃

勃，只有目标的单一确定，所以醉翁之意不在景，

而在登泰山观日出的仪式感。

３．４　文章的详略安排：隐藏着作者的心绪
近代学者章太炎《清儒》赞姚鼐为文之“谨”：

第一段介绍泰山的地理位置；第二段介绍“我”和

朋友登泰山的时间、起点；第三段介绍“我们”登

泰山的路线；第四段描写登上山顶所见景色；第五

段简介泰山上的人文景观及山石特点。从段落的

详略来看，主体部分无疑是描写泰山壮丽的日出，

而这日出寄托了作者重生的理想。这大概就是这

篇游记的全部：享受此情此景此刻的友谊，毫无遗

憾地开启下半生，没有郁郁不得志，没有报国无

门，没有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只有淡泊明志、宁静

致远，只有洒脱不羁和永不回头。

０５



第４期 陈曼丽：统编版高一语文教材中课文《登泰山记》的情感探究

４　结语
姚鼐《登泰山记》和其他文人雅士游记的根

本不同是心境的不同，并且他把这种圆融自足的

淡然藏在淡然的文字之中，含而不发，藏而不露。

他离开官场不是因为失意不得志，不是因为被贬

谪不被重用，只是英雄所见不同而已，所以他少了

借山间美景浇胸中块垒的郁郁，他的文简而克制。

他恰好是在被重用、被证明他可以的时候毅然转

身离开，也许，对他而言，官场是第一个理想，是世

俗的、家族的、别人期许的理想，而著书立说、广收

门徒是第二个理想，是遵从本心的、志在必得的、

毫无压力的理想。“博学强知固所贵焉，而要必

以程、朱理学为归宿之地。”［７］他清楚放弃前者需

要勇气，他也清楚自己余生都能好好追求后者，所

以不存在柳宗元《永州八记》里的哀戚和满腹牢

骚，也不同于范仲淹《岳阳楼记》里 “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国为民。他博大的

情怀源于通透的选择及在宦海沉浮之后的智慧。

知其人，论其事，赏其景，析其情。《登泰山

记》不过短短四五百言，却让我们看到了姚鼐此

生最重要的抉择、圆融的智慧、放弃的勇气、直面

未来的果敢。这篇文章对情的克制性写作，堪称

情感张弛有度、行文简洁精致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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