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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无声·留白·真空 

作者 | 沈致远 赏析 | 孙春梅 
【编者寄语】 

“美满”，是由“美”“满”并列而成，即美好圆满，但其实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美的
东西并不一定是满的，“花未全开月未圆”恰是人间最美好的境界。留白正是如此，它是中国
美学的精髓：“文学有留白，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戏剧有留白，意味深远，回味无穷；建筑
有留白，方寸之间，彰显天地；音乐有留白，绕梁三日，美不胜收；自然有留白，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人生有留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留白亦是一种心境，“身比闲云，月影溪光
堪证性；心同流水，松声竹色共忘机；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妙在留白，似无而有，赏
玩不尽，思绪无穷。相类似的还有无声与真空，三者均体现出“有”与“无”之间的微妙关系，
科学与艺术完美融合，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又各具其美，且欣赏作家沈致远向我
们一一道来。 

【披文入情】 

无声·留白·真空 

用间隔号将无声、留白、真
空三个词汇并列在一起，
有分界作用，为区别而分
立又平衡，暗示三者之间
的微妙关系。 

①乍看，无声、留白、真空三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
细思量三者均体现出“有”与“无”之间的微妙关系。 

总述简洁，单刀直入，扣住
标题引出“有”与“无”的
思辨。 

②白居易《琵琶行》中那段描写音乐之美妙的诗篇，千
古传颂，历久弥新。其中我最欣赏的一句是：“此时无声胜
有声。”无声怎么会胜过有声呢？我这样理解：在“大弦嘈
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那一段繁忙的音乐以后，
琵琶声由急转缓，“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乐声悠然而止。使听众得以静下来回味其弦外之音，从而浮
想联翩，进入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而且这里无声的停顿也
烘托出随后“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那种逼人
的宏伟气势。总之，诗人告诉我们：音乐之美妙不仅在有声，
也在无声，更在于有声与无声的浑然天成。音乐的这种表现
手法在西洋的交响乐中也有采用。 

于无声处听音——例证
法，引入音乐方面对无声
胜有声的思考，得出“更在
于有声与无声的浑然天
成”，且在“在西洋的交响
乐中也有采用”的结论，文
学价值可见一斑。 

③国画讲究留白，留白成为国画构图的重要元素。（留
白，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集艺术性与思想性于一体，
很自然地引导读者目光至主体。）八大山人开写意画先河，
是擅长留白的高手。留白突显东方艺术的审美观，但是传统
的西洋画并非如此，在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的上千
幅西洋写实派和印象派的画中，竟然没有一幅采用留白。现
代抽象派画家的有些作品中虽然也留出大片空间，但往往有
颜色，严格地说不属于留白。画笔的渲染是“有”，留白则
是“无”。东西方画家对留白的不同态度，是否反映了两种

于无画处观景——对比
法，留白为国画独有技法，
画留三分空，生气随之发。
“留白突显东方艺术的审
美观”，突出主体，有层次
感觉，虚实结合间营造出
美好意境，增加人文价值
观的审视，进而又抛出“两
种文明在哲学思想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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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呢？ 异”问题，隐含哲学思想，
引人深入。 

④真空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顾名思义，真空是
空空如也。其实不然！用最强力的真空泵将密封容器抽到高
真空，每立方厘米仍然残留上千个气体粒子。而且除了粒子
以外，整个宇宙空间充满了由微弱的电磁波所构成的背景辐
射，这是宇宙诞生时“大爆炸”残留的余晖。空间并非空无
一物，现实中并不存在绝对真空。 

 

⑤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曾从理论上指出：即使在绝对真
空中也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许多正反虚粒子对。打个
比喻：真空就好比是永不平静的海平面，波涛起伏浪花飞溅，
随时都有水珠和气泡在产生和湮灭。水珠就好比是虚的正粒
子，而气泡好比是虚的反粒子，他们成对产生，随即湮灭。
（比喻论证，化抽象的狄拉克物理理论为具体生活实物海
水，绝对真空变得形象可感，增加人文色彩，拉近与读者的
距离。）这种方生旋灭的正反虚粒子对造成了所谓“真空起
伏”，使真空永远不得安宁。 

科学求真，以科学为依据
鉴真，探索事物的规律，由
“现实中并不存在绝对真
空”“真空起伏”可知，物
理概念真空不空。 

⑥可见，真空不空，而且非常复杂。（过渡句，小结上
文“真空不空”，开启下文真空的复杂性。）真空起伏，正
反虚粒子对……这对常人而言已经够玄了吧，但还有更玄
的。李政道说，在真空起伏中可能有正反磁单极子存在，核
子中夸克的禁闭可能是由于真空的特性所致，基本粒子的
“对称破缺”可能来自真空起伏，真空可能有不同的态——
现实的“真”真空与各种“假”真空，在高能量冲击下可能
激发两者之间的“相变”，出现始料不及的意外结果。他还
认为，真空之激发可能是 21世纪物理学的重大突破。对真空
如此钟情，是否与他的东方文化背景有关呢？（运用文明探
源的科学性剖析，以真空的复杂性切入李政道对真空的钟
情，真假“真空”可能被激发为两者之间的“相变”，这可
能是 21世纪物理学的重大突破。） 

第②段到第⑥段并列分
述，音乐上无声胜有声，绘
画留有三分白，物理学的
真空不空，三者各自独立
又服从于同一条主线——
“有”与“无”之间的微
妙关系，条理清晰，一目了
然。 

⑦无声、留白、真空是“无”。但无论在艺术或科学领
域中，都不能小看了“无”。宇宙是一个统一体，归根到底，
艺术与科学也是统一的。将艺术与科学分开来进行研究只是
为了方便，是人为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总 述 三 者 共 同 点 是
“无”；驳论纠偏，指出真
相：宇宙是一个统一体，艺
术与科学也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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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走笔至此，不禁想起《红楼梦》中太虚幻境入口处的
一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曹雪芹
毕竟是大彻大悟的过来人。（于无字处看书，于无心处参禅
——引用延伸《红楼梦》堪称点睛之笔语句结尾，这富含哲
理的句子颇得兵法虚虚实实的精要，在此重在人生哲理的揭
示，诉求浪漫主义的科学建构，将科学性与人文性结合产生
最佳效应。） 

整体结构聚合有序，中间
并列行文，多维度探本溯
源，整齐中见错落。科学与
艺术并重，科学之美，客观
性与真实性发人深省；艺
术之美，人文性与审美性
引人入胜。 

来源：选自沈致远《科学是美丽的》，有删改 
作者：沈致远 

 

【文章珠玑】 

1.诗人告诉我们：音乐之美妙不仅在有声，也在无声，更在于有声与无声的浑然天成。音
乐的这种表现手法在西洋的交响乐中也有采用。 

2.空间并非空无一物，现实中并不存在绝对真空。 
3.无声、留白、真空是“无”。但无论在艺术或科学领域中，都不能小看了“无”。宇宙

是一个统一体，归根到底，艺术与科学也是统一的。将艺术与科学分开来进行研究只是为了方
便，是人为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思考探究】 

1.下面各项中对文本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与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曲“此时无声胜有声”一样，西洋交响乐也有无声与有声浑然天
成的表现手法。 
B.作者认为，科学与艺术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对将二者人为分开研究的做法持明
确反对态度。 
C.《红楼梦》中的一副对联道出了“有”与“无”之间的哲理，作者评价曹雪芹是一个“大彻
大悟的过来人”。 
D.作者突破单一学科领域，从无声、留白、真空中发现了“有”与“无”的微妙关系，体现了
思维的开放性。 
2.请概括文章第③段的论证思路。（6分） 
3.第⑤段在文中有什么样的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4.请运用文中关于“有”和“无”的观点，赏析丰子恺的画作《野渡无人舟自横》。（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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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
密。 

旅美物理学家沈致远在《科学是美丽的——科学艺术与人文思维》一书中有以下一段
话：“科学追求真理，揭示宇宙万物的真相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真正的科学家都懂得：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5字以内）简单、深刻、普遍三位一体，这就是科学
之源泉。”李政道也说过：“不管对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的规律，叙述得越简单，应用越
广大，那么这个科学的内容往往越深刻。”我想，语文教学（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5字以内）（3）_____________________，（15字以内）
而是反映本质，追溯本源，回归本然，于是简单，而普遍，而易于理解掌握。 

（陈日亮《救忘录——一个特级教师的读书零札》） 

6.东晋时期太尉庚亮因叛乱逃出京都，打算联合陶侃征讨叛军，陶侃和庚亮一同吃饭，端上来
一盘薤头，庚亮吃的时候留下薤头根部的薤白，陶侃不解地问：“为什么留下薤白呢？”庾亮
答：“还可以种。”这就是“留白”这个典故的由来。意为凡事留有余地，不要穷尽。文人墨
客纸笔之下会有“留白”一类的妙论，请试举一二名家例子作以赏析。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黑龙江省克山县第一中学校 孙春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