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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秦　弓

当今社会，物质化、技术化、欲望化趋势有增无已，文学的写作与

阅读随之出现了新的状况。

富裕程度的提高，使得一些人不愿再从文学阅读中获得审美愉悦，

而是径直走向声色犬马，去寻求感官的满足。数字技术丰富了娱乐的手

段，影视光碟以甜甜蜜蜜的格调、阴谋四伏的氛围或血腥暴力的画面，

鲸吞蚕食掉过去可能属于阅读的时间；网游产品风行天下，网吧里自不

必说，在安静的家里，在嘈杂的公交与风驰电掣的动车上，甚至在进入

平稳飞行状态的飞机上，总有人乐此不疲地玩电子游戏。网站、博客、

微博等媒介给文学提供了新的写作空间与传播手段，文学不再是作家的

专利，网民皆可在网络上自由写作，写手与读者之间有了比以往更直

接、更便利、更快捷的沟通与互动，手机短信更是几乎人尽可为，荤素

杂糅的手机段子，让文雅的幽默大跌眼镜。谁都无法否认，文学在被赋

予新的涵义与形式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有人断

言：文学的时代行将结束。情况果真如此吗？

文学的产生，有赖于精神表达的需求。只要人类存在，世间就不可

能没有文学。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与人类的思维、感情息息相关，其

丰富的内涵与独特的韵味，自有美术、雕塑、音乐、影视等艺术门类所

无法替代之处。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只能相生互补，绝不会相互

取代。科技再先进，电视显示器变得再薄，电视剧总得有内容，有人

物，而情节推进、性格展开，怎么能离开文学呢？文学随时代的发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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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扬弃、嬗变，但绝不会告别传统，另起炉灶，更不会戛然而止，断流

瀚海。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人类心灵的一架竖琴，从中可以看

见曲折起伏的历史进程，体察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感受五色缤纷的文

化氛围，也可以洞察时代的精神风貌，聆听人们的幽邃心声，品味语言

艺术的别致风韵。古人说，三日不读书，语言乏味，面目可憎。此话虽

有夸张色彩，但文学修养之重要亦可见一斑。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

神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三驾马车，缺一不可。物质生活富裕了，精神生

活也要健康向上才好。娱乐自然是生活的调剂，但凡事皆应有度，过分

追求娱乐则无益于身心健康。在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道路上，文学

应该引为我们的知心朋友。

网络写作尚在起步阶段，进门的容易、写作的快捷与呼应的热烈，

一方面能够激发写手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也易于促成作品的粗制滥

造，甚或格调的粗鄙。网络写作虽亦见佳作，但整体水平亟待提高，精

品尚待时日。网络文学即使再进一步，也不会取代传统的平面出版，传

统的写作与出版方式益于精雕细刻，纸面阅读也自有屏幕阅读所不具备

的独特韵味。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名著名篇珍珠璀璨。但凡能够在时间淘洗中流

传下来的文学经典，都含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心理内涵，具备各擅其美的

艺术魅力，因而，理当列为文学阅读的首选。经典作品在特定的历史背

景下产生，既有时代的折光，又打上了作家的个性烙印。若对作品的社

会文化背景加以介绍，对其精神内涵与审美形式予以阐释，当不失为一

种参考，有益于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理解。

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起，就曾有知名学者与作家积极参与中小学语文

教材的编写与解读工作，这无疑是一个应该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因为

中小学教育是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青少年文学修养关系到民族素质的

健全健康。但是，近年来学科分工趋于细化，学术研究常常给人以象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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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之感。本社编辑出版这套 “名家进课堂”丛书，意在打造学术成果的

中学普及版，让学术跨出象牙塔，走进中学课堂，走向社会，让文学经

典如清泉浸入青少年乃至广大读者的心田。丛书作者均为文学研究的知

名专家，在各自领域多有建树。文学研究虽然谁也不敢夸口自己有独家

秘诀，但作者会把文学史的背景知识带进课堂，而且在深厚的学养基础

上对作品确实独有心得，这些或许会对读者有所启迪。古人云：诗无达

诂。越是文学经典，就越是意蕴丰富，表现别致，对同样一篇名作，各

人看法未必一致，此乃文学鉴赏题中应有之义，相互参照，亦不无趣

味。

惟愿这套丛书不仅对中学生有所帮助，而且对社会上一般读者也能

有所贡献，若是藉此能使读者对社会文化的认识有所深化，精神境界有

所提升，审美上获得愉悦，文学修养有所增益，进而唤起全社会文学阅

读的兴趣，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撰稿人与出版者将不胜欢喜。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６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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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散文的基本观念

中国散文源远流长，从 “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突破古文规范，走上

现代发展阶段。相对于古代散文而言，“五四”以来用现代汉语写作的

新型散文统称现代散文。相对于当代散文来说，现代散文特指１９１７—

１９４９年间产生的新体散文，这是狭义的现代散文观念。本套丛书散文

部分分设古代、现代、当代三卷，本书评述范围仅限于１９１７—１９４９年

间的作品。

现代散文是 “五四”文学革命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

主与科学的思想旗帜，唤醒国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造就了破旧立

新、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和文体解放的文化氛围，促进了中国社会走向

现代化的转型和变革，这给现代散文的诞生和创新提供了充分的主客观

条件。散文革新从采用白话入手，率先实现以白话取代文言的艺术转

型，确立了白话美文的新观念；又进一步以现代思想意识和美感经验改

造散文的思想艺术，使散文创作富于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特征。因

此，现代散文在 “五四”时期就形成下述四个基本观念。

（一）文学散文

现代散文是现代文学 “四分法”中与诗歌、小说和戏剧并列的一种

文学类型，是以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来界定散文的文学属性和文学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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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

散文在我国古代文学中与诗歌同享 “文学正宗”的美誉，但在

“文”、“笔”分类中归属于 “笔”这种无韵实用的杂文学范畴，通常泛

指与韵文和骈文有别、不拘声韵对仗的一切散体文章，包括种种非文学

著述，本是一种只从语言形式区分的宽泛的文体类型。现代人把这种包

罗万象的散文视为广义的散文，并以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从中剥离出狭

义的散文，回归文学本位。早在 “五四”文学革命之初，刘半农就 “取

法于西文，分一切作品为文字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与文学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二类”，借此

区分出 “文字的散文”与 “文学的散文”，把一切应用文章排除在文学

散文之外，只让与诗歌戏曲相对而言的 “小说杂文、历史传记”列入文

学散文范畴。① 他所说的文学散文，固然泛指散文体的各种文学样式，

包括小说在内，但已从文学角度加以界定，把文学散文从一般的散体文

章中独立出来了。稍后，周作人、王统照、朱自清等人所探讨的散文，

又把小说独立出去，散文就专指一种文学形式，“那是与诗、小说、戏

剧并举，而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东西”。② 从此以后，散文就在

现代文学 “四分法”中获得归宿和定位。

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散文，其涵义仍有宽窄之分。就文学 “四分

法”而言，散文是各种散文体式的共名，“除去小说、诗歌、戏剧之外，

都是散文”；③ 这就包含种种散文名目和体裁，如美文、纯散文、小品

文、随笔等，是散文一级概念中大同小异的常用名称。随着散文品种的

增多和自立，对散文的二级分类逐步形成了 “三分法”，即分为议论说

理、叙事纪实和记叙抒情三类，相应的代表文体分别被称为杂文、报告

文学、小品散文。有的又让杂文、报告文学从散文母体中独立出去，只

①
②
③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１９１７年第３卷第３期。

朱自清：《什么是散文》，见 《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５年版。

叶圣陶：《关于散文写作———答 〈文艺知识〉编者问八题》，见俞元桂主编 《中国现
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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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记叙抒情类独享散文专名；这是最狭义的散文，是对文学散文加以

严格界定的产物；它也含有多种体式，如抒情小品、散文诗、游记、杂

记等，又兼有说理、叙事功能，与姐妹文类互有交叉，如随想录、回忆

录、序跋、速写等，应用范围也是相当宽广的。

现代人对散文尽管有不同的界说，却都比 “非韵非骈”的传统散文

观增多了一重文学性的限定，强调其文学属性和艺术价值。同文学的其

他门类一样，散文也是凭借语言艺术审美地品评人生，富于形象性、情

感性和形式美。记叙抒情类散文充分具备文学特征，率先被认定为 “艺

术性的”“美文”。① 代表作有鲁迅的 《野草》、《朝花夕拾》，周作人的

《自己的园地》、《泽泻集》，朱自清的 《背影》，冰心的 《寄小读者》等。

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文，具有形象化、情感化特征和讽刺幽默意味，

并且 “能移人情”，从而 “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② 成为知性文学的代

表文体，如众所周知的鲁迅杂文。报告文学是纪实叙事类散文的新品

种，比一般的新闻报道注重描写、抒情、结构和修辞等艺术加工，把新

闻性和文学性合二而一，在抗战时期充分发挥了文艺轻骑兵的作用。连

书信、日记之类实用文体，也被改造为文学散文的常用体式。各体散文

本同末异，在文学家园中有的与诗歌为邻，有的与小说接壤，有的处于

文学边缘，有的据守散文本位，形态多样，功用互补，都在追求文学

性，所以都是文学散文大家族中各尽所能、和谐相处的重要成员。

（二）白话美文

现代散文革新从采用白话入手，率先破除 “美文不能用白话”的旧

观念，成功地实现了以白话取代文言的艺术转型，确立了白话美文的新

观念。

通常所谓古代散文和现代散文的区别，首先是由语言形式的古今差

异来界定的。语言的古今差异，使古今文学具有不同的特点。文言是古

①
②

周作人：《美文》，《晨报》１９２１年６月８日第７版。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和 《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 〈打杂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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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书面语言，与古代口语有很大差别。我国古代散文以文言为媒介，

虽比白话简约典雅、铿锵悦耳，却有言文不一、脱离口语的流弊。正统

古文家又一味标榜古雅，泥古不化，既加深了言文分离的鸿沟，又背离

了言为心声的古训，使文言散文丧失了艺术创造的生机活力。因此，适

应社会变革、文化普及和文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一场废文言、崇白话、

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从近代开始启动，终于在 “五四”文学革命中

获得成功。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不仅从历史进化论和语言功用论角

度坚信白话文必然取代文言文，还从文学本体论和价值论层面认定白话

是文学的正宗和利器。胡适强调 “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是 “文学的性质”决定了现代文学必须采用现代人的 “活言语”，才能

真切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① 朱希祖指出： “作白话文，照他的口气

写出来，句句是真话，确肖其为人”，“白话文是不妆点的真美人，自然

秀美；文言文是妆点的假美人，全无生气”。② 这种对比有些简单片面，

却突出了白话与当代生活的紧密关系。“五四”散文家实践白话文运动

的理论主张，先用白话写杂感评论，继而创作叙事抒情散文，显示出白

话散文平易通俗、流利畅达、逼真传神、亲切自然的美质和特长，也有

人把白话散文写得漂亮、缜密、简洁、隽永，不让于古典美文。这就

“彻底打破那 ‘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③ 确立了白话美文的正宗地

位和发展方向。

散文语言的成功变革，也促进了散文艺术的全面革新。散文开始从

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从士大夫的专利品变为广大读者的精神食粮，

真正贴近了当代生活，沟通了作者和读者的心灵。絮语、闲话、独白、

漫谈等话语方式因言文合一、心口呼应而生成风行，清新、自然、亲

①
②
③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１９１８年第４卷第４期。

朱希祖：《白话文的价值》，《新青年》１９１９年第６卷第４期。

胡适：《胡适文存二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上海亚东图书馆１９２４年版。



第
一
讲
　
现
代
散
文
概
观

００７　　　　

切、流丽之文体风格也因语言表达的得心应手而流行起来。如此等等，

都说明散文语言的更新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还引发了包括艺术思维、

表现内容、言说方式、美学追求在内的一系列深刻的艺术变革，给中国

散文开创了一种新作风，一条新生路。

（三）自由文体

与诗歌、小说、戏剧相比，散文的天性在 “散”字，具有散体文章

自由不拘、随意自然的弹性活力。散文较少受体制、结构、韵律、程式

等艺术成规的约束，比诗歌、小说和戏剧 “自由些”，“选材与表现，比

较可随便些；所谓 ‘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①

“散文的特点就是 ‘散’”，“它的长处大概在于自然有致，而无矜持的痕

迹。它的短处却常常在于东拉西扯，没有完整的体势”； “如把一个

‘散’字作为散文的特点，那么就应该给小说一个 ‘严’字，而诗则给

它一个 ‘圆’字。如把散文比作行云流水，那么小说就是精心结构的建

筑，而诗则为浑然无迹的明珠”， “说散文是 ‘散’的，然而既已成为

‘文’，而且假如是一篇很好的散文，它也绝不应当是 ‘散漫’或 ‘散

乱’，而同样的，也应该像一座建筑，也应当像一颗明珠”。② 就是说，

散文是一种自由文体，是 “散”与 “文”的统一，在各种文学样式中最

为自由灵活，却也受文学有机完整性的制约，追求艺术的完美。散文是

散体文章，这是古今散文的文体共性。古人常说的文无定法、随物赋

形，所追求的意到笔随、自然天成，跟现代人所说的任心闲话、自由创

造等，意思都差不多。但是，古文到了清代桐城派手上，片面讲究古文

义法，作茧自缚，损害了散文自由活泼的天性。到了 “五四”时代，思

想自由、文体解放的浪潮，冲破了古文义法的艺术教条，才又恢复和发

扬了散文自由创造的精神。

现代散文的自由创造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作心态自由，往

①
②

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文学周报》１９２８年第３４５期。

李广田：《文学枝叶·谈散文》，上海益智出版社１９４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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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有感而发，即兴作文，像日常谈话那样，心里想说什么就谈什么，

自由自在，轻松活泼，不拘客套，亲切自然。不要正襟危坐地苦思冥

想，搜肠刮肚地咬文嚼字，而要像鲁迅翻译的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所描

述的Ｅｓｓａｙ （散文随笔）写作情景：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

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便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

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Ｅｓｓａｙ。”二是取材自由广泛，

无所不谈。现代人常说，散文是人生的速写，是感应的神经，是作者的

随想录，是轻妙的世态画，是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日常

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大至海阔天空，小至日常琐事，都可以顺手拈来，

自由生发，都可能写出有心得有新意有韵味的好散文。三是写法不拘一

格，自由抒写，文无定法，以意役法，形式适应内容的表现需要而灵活

变化，丰富多样。现代散文因思想解放、文体自由而富于创造活力，有

任心闲话的自由度，有信步而行的自在感，有随物赋形的灵巧性，有行

云流水的天然美，从而形成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观。

（四）个性艺术

散文既是自由的艺术，又是自主的艺术。散文的自由创造听命于作

者本身，来源于创作主体的个性人格、生活经验、思想观念和艺术修养

的综合作用，表现出因人而异、文如其人的个性色彩。

“五四”时期的王纲解纽，新潮激荡，促成了现代人独立自主意识

的觉醒。郁达夫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 ‘个人’的

发见”，“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

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从而形成现代散文的 “最大特征，

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

强”。① 现代散文创建者既发扬我国古代散文中修辞立诚、抒情言志一

路的优秀传统，又积极吸收外国近现代散文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

①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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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养，普遍认同散文是一种 “任心闲话”似的 “自己告白的文学”，其

中 “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的人格的色彩，浓厚

地表现出来”。① “所以它的特质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

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的、非正式的”。② 人们在散文体式的自

由灵活、作者心灵的自由活泼和个性表现的率真自然的关联中把握散文

的特性，把散文视为不假雕饰、自然流露作者真性情的个人文体。散文

无论描写什么，都应经过作者心灵的融化，打上鲜明独特的个人印记。

散文的个性表现比小说戏剧来得直接真切，比诗歌更为洒脱自在，带着

不经意、不文饰、不拘束的天然本色，“只要是真纯的性格的表露，而

非过分的人工的矜饰矫造，便能引人入胜，撩人情思”。③

个性的内涵和品位又内在地决定着各人散文的特色和价值，文品出

自于人品。散文中境界的大小高低，文风的刚柔奇正，现代气息的浓淡

强弱，艺术旨趣的新旧雅俗，无不与作者的经验、素养、襟怀、识见诸

因素密切相关。而个性人格的生成陶养又深受时代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个性就无疑含有时代性和社会性，并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

化。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散文迥然不同，既充分表现了各自的个性人

格，又自主创造了各自的个人文体，文学史公认的鲁迅风和岂明风，开

创了现代散文的两大思潮流派。因此，现代散文强调个性表现，推崇艺

术独创，以个性化、多性化汇映现代人生的五光十色，把握现代化历史

进程的精神动态，大多富于浓厚的个性色彩和时代气息，从中不仅 “可

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④ 也 “更容易看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和

文学的倾向”。⑤

总而言之，现代散文确立了文学散文、白话美文、自由文体和个性

①
②
③
④
⑤

［日本］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Ｅｓｓａｙ》，鲁迅译，北京未名社１９２５年版。

胡梦华：《絮语散文》，《小说月报》１９２６年第１７卷第３期。

钟敬文：《试谈小品文》，《文学周报》１９２８年第３４９期。

胡梦华：《絮语散文》，《小说月报》第１７卷第３期。

葛琴：《略谈散文》，《文学批评》１９４２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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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四个基本观念，从属性、媒介、体式和体性诸层面辨识和界定现代

散文的艺术特性和时代特征。这些基本观念形成于 “五四”时期，在后

来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中不断加以充实发展，已成为现代散文观的基

本范畴，迄今仍在沿用和阐发。品读现代散文，就要以这四个基本观念

来体会现代散文的现代特征，品味各家散文的语言艺术、思想情趣和文

学价值，把握散文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评估他们在散文史上的创

作成就和历史贡献。

二、现代散文的发展历程

现代散文在１９１７－１９４９年间的发展历程，一般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五四”时期是现代散文的生成期

这时期的散文，乘 “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东风，破除旧思

想的束缚，摆脱文言文的老调，改用白话文表达现代人的生活经验和思

想感情，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与古文迥然相异，生成现代白话美

文的特质，所以被称为现代散文的开创期。鲁迅指出：“这原是萌芽于

‘文学革命’以至 ‘思想革命’的”，“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

曲和诗歌之上”。① 说的就是现代散文起源于 “五四”的历史事实和它

在当时新文学创立中的革新成就与历史地位。

适应除旧布新、思想启蒙的时代要求，杂文率先兴起。 《新青年》

从１９１８年４月号起开辟 “随感录”专栏，成为现代杂文的发源地；后

来的 《语丝》周刊促进了杂感短评的盛行。杂文以议论说理为主，主要

用于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批判封建思想和黑暗现实，思想启蒙家借此不

① 鲁迅： 《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见 《鲁迅全集》第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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