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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国学与文化经典是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二十年
来，中山大学中文系坚持在入学新生中开展国学训练，
取得很好的效果。很多大中学校、有识见的专家学者
也都在默默地做国学推广工作。事实证明，学点国学，
对提高文化素养、增强文字功底有切实的帮助，并将
受益终生。根据我国学校教育的现状，我们觉得有必
要推广中山大学的经验，对青少年学生加强国学基本
功训练，因此，邀请有造诣、有教学经验的专家教授
专门为中学生编写本丛书，作为中学生课外辅助读物。
每书一专题，精选脍炙人口的名篇，加以题解、注音、
注释和串讲，做到通俗易懂，适合中学生阅读，也符
合小学高年级以及大一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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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骥

近年来，人们逐渐提倡学习 “国学”。所谓 “国学”，是指

在学术层面上的优秀的传统文化。２０世纪，我们经受过许多

折腾，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饱受摧残破坏。在今

天，痛定思痛，提倡学习国学，这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修养，

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

我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

烂辉煌的文化。历代的心血，世世相传，层层过滤，积淀成深

厚的文化传统。在学术层面上，文化传统贯串、渗透于哲学、

文学、史学等人文学科的各种著术中，凝聚成影响全民族意识

形态的血脉。当然，其间有精华，有糟粕。而传统文化中的精

华部分，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营养。只有继承、吸取优秀的中

华传统文化，我们才有可能不断地壮大，不断地发展。

回首近百年，欧风美雨，吹渗神州，这对促进我国走向现

代化，有其积极的一面。特别是进入全球化时代，我们不能故

步自封，死抱传统。我们应该把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先进的文化

财产，拿过来为我所用。但是，在以开放的态度面向世界的同

时，我们更要把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遗产，继承过来，发扬

下去。越是全球化，越要民族化。只有在继承优秀民族文化的

基础上，吸取外来的文化养分，我们才有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才有可能走在全球化、现代化社会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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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少年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国学，是当前全社会

特别是教育界应该重视的问题。多少年来，“学好数理化，走

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给青少年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困扰，不

利于社会人才的健康成长。君不见，在我们中间，有知识而没

文化的人，所在多有。其实，没有获得优秀文化传统熏陶的

人，即使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也不可能真成大器。庸庸碌碌

者，捉襟见肘，寸步难行，遑论 “走遍天下”！

即使对那些有志于从事科技事业的青少年来说，学好专业

知识，与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学好国学，这两者绝不矛

盾，更不会互相排斥。相反，接受了国学中所启示的具有辩证

思想的观点方法，加强了思维能力，提高了表达能力，增进了

人文精神和素质修养，反会促进对科技知识、理论的理解，有

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试看我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像苏步

青、李政道等等，他们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都与从少便接受国

学的熏陶有关。深厚的文化根基，是他们攀登科学高峰的巨大

的推力。这一点，我国的优秀科学家在总结学习的成功经验

时，常引以为傲。对莘莘学子而言，前辈学人的体悟，值得认

真地思考。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学一点国学，对认识社会，了解国

情，处理好人际关系，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也同样是重要

的。例如国学中提出的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观

念，经过重新诠释，完全可以运用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服务

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至于优秀文化遗产中所呈示的辩

证的思想，人生的哲理，美好的文句，优雅的仪态，都可以为

我们提供借鉴。我认为，学不学点国学，对人的素质、知识的

培养，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快慢之分，雅俗之分。因此，

为了更快更好地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适应全球化、现代化的需

要，为了对付日趋激烈的竞争，提倡学点国学，继承发扬中华

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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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国学，最好的办法是从娃娃抓起，让青少年从小就对

我国的优秀传统有所接触。启蒙教育，对人的成长，关系至为

密切。当然，传统典籍中某些概念、语言，青少年未必了了，

可能是囫囵吞枣，但这不要紧。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青少

年会逐步弄清它的真义；而那些优秀的文化养分，会渗入他们

的肌肤、血管，成为他们生命的部分，让他们有可能更好地健

康成长。

我们这套丛书，是为了帮助青少年学一点国学而编写的。

我们很愿意把我国文化遗产中发人深省的哲理，脍炙人口的诗

文，上至孔子老子，下至鲁迅冰心，有选择地向读者们介绍，

并且稍作简明扼要的说明、注释。我们希望，广大的青少年能

够从这套丛书中，接受到祖国优良的文化传统的教益，成为建

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有用之材。

暮春三月，杂花生树。让我们这一块深受岭南文化滋润的

土地，开出更加美丽的花朵。

２００６年３月于中山大学

（黄天骥，国家教学名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古代文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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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 《中国现代散文精萃》，列为国学文化经典读本丛书，

在诸多国学精萃读本中显得新奇而特别，这里就编选缘起和现

代散文有关情况略作说明。

一、散文传统与国学

诗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但是

中国古代没有 “散文”这一个名称；“散文”这个名称是 “五

四”时期才有的。散文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散文，

指的是一切无韵的文章。这种提法最早见于南宋 《鹤林玉露》。

在中国古代，散文是与韵文相对而言的，除了诗歌以外的作品

几乎都可以归入散文的范畴。今天，广义的散文包括了除去诗

歌、小说、戏剧、影视文学之外的一切叙事性、议论性和抒情

性的文体。狭义的散文则专指以抒发作者自我情感为特征的文

学品类。这是因为随着文体的发展，叙事散文中的通讯特写、

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等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文体；议论散文也

逐渐出现了杂文、议论文，政论文也独立了出来。因此散文也

就成为抒情散文的专有名称。散文的广义狭义既是共时性之类

分，也包含由 “古代文章”向 “现代散文”的文体历时性的蜕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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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散文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运用现代白话书写，

主要利用抒情和叙事、议论、描写等手段，展现心魂为旨归，

吸收外来思潮和接受固有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小说、

诗歌、戏剧等并列的一种文学样式。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 《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

以教国子小舞。”所谓 “国学”意为上古时期国家设立的学校。

随着历史的进展， “国学”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近现代的

“国学”概念是为了与 “胡学”和 “西学”相区别而建立起来

的。“国学”最初是黄节１９０３年撰 《〈国学报〉叙》提出来的，

该文发表于翌年 《政艺通报》１１号。黄节率先从民族主义立

场出发，将保存国粹与保国求存联系在一起，企图通过复兴

“国学”来救国；“国粹”为国学之精粹，体现 “国家之特别精

神”。

现代散文体现 “现代国家之特别精神”，是用现代汉语形

式来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追求的文学，具有与

以文言文为表达形式的中国古代散文迥然相异的特质，属于新

国学。中国现代散文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文学传统和品格，这种

新国学总体上属于国学的当然构成。实际上，传统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以来

的文学文化实践，即新的百年传统或世纪传统，应该顺理成章

成为传统的生成部分。

二、现代散文的特质

散文是人们最为熟悉的文体之一。但对于散文这一概念的

定义与散文的特质，直至今日也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究

其原因，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大多数人对古今散文

的理解存在误区，没有区别古今散文本质上的不同。其次，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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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体本身在文本内容与表现形式上的随意性、自由性与不确

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散文文体特征的把握。再次，

现代散文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散文的内涵与外延都处于一个变

化的过程。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散文创作呈现出多元

化的态势，从 “新潮散文”、“文化散文”到 “大散文”，散文

创作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特点，而这些变化性又左右

着人们对散文的认识，于是，对散文的认识也呈现出了一个不

断变化的状态。但总体而言，作为 “五四”新文学中的一种新

文体，现代散文与其他文体一样，有着自己本质上的鲜明特

质。

第一，张扬个性，书写自我。五四运动用西方民主、科

学、人本主义等思想文明颠覆了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与道

德，而现代散文正是这一运动的产物，其在诞生的过程中受到

了西方散文的影响，具有自身的独立品性。从而，以文言为主

要语言表达形式，以 “文以载道”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古代散文

落下了帷幕。现代散文使人们找到了最容易表现自我、抒写自

我的文本文体。文化背景、品质个性、审美趣味、生命感悟不

尽相同的写作主体，都可以在散文中自由地驰骋思想，抒写心

性、张扬个性、抒发情致和展现生命。散文写作由此展现了更

为广阔的空间。正由于现代散文有了 “自我”个性与心灵的张

力，因而才具备了厚重与吸引力。可以说，现代散文文体的确

立顺应了新的时代新的文化对文学文体的要求。

第二，自我本真，生命感悟。在各种对文学的终极意义的

探究中，“表现生命”始终是一个最主要的主题。贯穿古今，

没有一部广为传颂的文学作品是没有生命关怀的。散文，对比

小说、戏剧，是联系生命最紧密、表现生命最直接的一种文

体。无论是写景状物散文，还是叙事抒情散文，或是随笔散

文，它们所呈现的都是一种对生命的感受。一篇好的散文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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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着生命体悟的精神空间，呈现出生命的状态与对生命的感

受。而在呈现出深刻感悟的背后，散文作者必然以自我之

“心”来写作。这样的写作便犹如一条通向生命底部的通道，

昭示着个体对生命现实的感悟，从而实现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第三，自由随性，无拘无束。散文写作以形散神不散为特

色，往往在写作形式上不受任何约束。对比诗词、戏剧等文

体，散文最是自由随性的。而这一自由随性可谓散文最本质的

特点。因而对比其他文体，散文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自然潇洒。

归结以来，自由随性可以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散文

内容表现的自由。其内容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和巨大的弹性。

凡是有话要说，都可以通过散文，书写自我，展现生命的情

致。从文化学的根本意义来说，凡是具有思想和文化的个人，

必然会追求独创性的思考，追求自己的个性能够充分表现，而

不会心甘情愿被束缚、被箝制，而散文正是最适合表现这种精

神和思想状态的文体。第二个层面是散文表现形式的自由灵

活。无论是取材、立意、构思、语言表达，还是表现手法和艺

术技巧，都任写作者之 “意”而定，自由而丰富、灵活，不像

其他文学体裁如诗、词等文体在写作上具有一定的规范限制。

正是这一美学法则确立了散文天然浑成的艺术魅力，奠定了其

在文学界中深受喜爱的地位。

三、现代散文发展概况

“五四”之前，文学创作仍以儒家文化为 “正统”，但在这

一时期，梁启超 “笔锋常带感情”的报章 “新文体”已经造成

了一定的影响。

“五四”初期，即１９１７年之后的十年，是现代散文的发轫

期。这一时期散文有了初步的发展，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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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法，劲健、含蓄、讽刺等不同流派的散文，都得到了一定的

发展。《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都设立了 《随感录》专

栏，并发表了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文章。此外，在散文创作中

还出现了如 “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派、“现代评

论”派等多个文学流派。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散文创作进入了收获期与

转折期。散文大家层出不穷，如鲁迅以及创作风格相似于鲁迅

的瞿秋白、唐弢，以幽默闲适小品为代表作的林语堂，还有何

其芳、沈从文、丰子恺、叶圣陶等声名卓著的作家，散文创作

队伍不断扩大，散文作品成就丰硕。不少受到新文化运动熏陶

的作者源源不断地扩充着这支队伍，譬如巴金、老舍、梁实

秋、梁遇春、李广田、吴伯箫、何其芳、柯灵、陆蠡等。他们

以热情和彩笔丰富了现代散文创作的天地。但此间文坛 “左”

的倾向，给当时也给后来带来了不少影响。

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别开生面的 “工农兵文学”，但影响较

为深远的还属游记。游记写得最好的当推郁达夫与沈从文。这

一时期散文诗进展的步子不大，但何其芳、陆蠡、丽尼在这方

面表现不俗，均有佳作问世。

“七七事变”之后，进步文艺界提出了 “文章下乡，文章

入伍”的号召，在解放区更进而要求文艺工作者和广大民众打

成一片。由于时局的动荡和客观形势的急剧变化，残酷的战争

要求突出文学的功利价值，反映在散文创作上，不少作家不再

醉心于表现 “身边琐事”的自我抒情，而是努力把反映大众斗

争生活作为自己的使命，因此出现了报告文学的蓬勃发展。继

抗日战争前夕茅盾主编的 《中国的一日》之后，抗战初期，又

出现了梅益等主编的 《上海一日》，解放区也曾出现过 《五月

的延安》、《冀中一日》等报告文学的集体著作。然而，幽默散

文也恰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代表作品有梁实秋的 《雅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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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与钱钟书的 《写在人生边上》等等。这些幽默诙谐的作品

对于同样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不失为一种慰藉。

解放战争时期中，杂文创作也有了一定的收获。这个时期

里杂文写得最多的是郭沫若，有 《羽书集》、《蒲剑集》、《今昔

集》、《沸羹集》、《天地玄黄》等集子。相形之下，这一时期的

抒情诗与记叙散文数量较少，但很多有成就的作者依旧写出了

一些佳作。茅盾是这方面收获最丰富的作者。在抗日根据地和

解放区成长起来的大批作家中，也开始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

作品，如 《识字班》、《织席记》等。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散文也得

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记叙、抒情散文总体而言有不少发展。

但一般而论，这些作品中的客观记叙胜于主观抒情，虽给人以

热烈、质朴、坚实之感，但终觉题材狭窄，形式单调，艺术表

现上比较拘谨，尤其是没有充分发挥抒情散文之长。针对这种

情况，文艺界提出 “复兴散文”的口号。至５０年代中期，散

文创作开始趋向繁荣，一些老作家的抒情散文或游记，像丰子

恺的 《庐山面目》、老舍的 《养花》、冰心的 《小桔灯》、叶圣

陶的 《记金华的两个岩洞》、巴金的 《廖静秋同志》、李霁野的

《似曾相识的杜鹃花》等等，各以自己成熟的风格点缀于散文

园地。

建国初期，对比其它各种体式的散文，报告文学有着较大

的发展。其中，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在数量上或质量上

都居首位。刘白羽的 《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巴金的 《生活在

英雄们的中间》、靳以的 《呵，“祖国──我的母亲”》等，均

记录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生活脉搏和英雄们的业绩。其中，魏巍

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影响最大的作品。他的 《汉江南岸

的日日夜夜》、《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以及 《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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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别的深情》等，也都在读者中引起过强烈的反响。

在５０年代中后期散文获得良好发展的基础上，迎来了６０

年代初期抒情散文的空前繁荣。许多散文家的风格臻于成熟，

大量抒情 “美文”纷纷产生。杨朔继散文集 《海市》之后，又

有 《东风第一枝》、 《生命泉》两个集子问世。秦牧的散文在

６０年代初也有新的开拓，作品主要收入 《花城》、《潮汐和船》

两集中。以写作 “战地报告”、“英雄特写”见长的刘白羽，这

时也转向抒情散文的创作，写了 《长江三日》、 《平明小札》

等，表现出一位战士对人生的思索和勇往直前的豪情。这一时

期的抒情散文，在题材、品种和风格的多样化方面，呈现了建

国后前所未有的盛况。

与报告文学、抒情散文等相比，以 “论时事”、“砭痼疾”

犀利透辟见长的杂文创作，显得比较沉寂。５０年代中期，虽

然出现了像巴人的 《况钟的笔》、叶圣陶的 《老爷说的没错》

那样的好作品，以及徐懋庸、曾彦修等人颇有锋芒的篇章，但

不久即因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而从散文园地里消失了杂文这枝花

朵。这一情况，直到６０年代前期，才因邓拓的 《燕山夜话》，

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的 《三家村札记》的出现而有所改

变。《人民日报》也曾设立过 《长短录》专栏，以推动杂文的

写作。夏衍等人曾在这个专栏内发表过一些引人注目的杂文。

１９６２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以及学习雷锋和加

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需要，报告文学又开始活跃起来。短短

一两年中，就涌现出不少佳作。如魏钢焰的 《红桃是怎么开

的》、穆青、冯健、周原合写的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

禄》、黄宗英的 《小丫扛大旗》等等。

１９６４年以后，散文园地日趋萧索。到了 “文化大革命”

期间几乎一片空白。

文革结束后，散文创作出现了新的局面。报告文学以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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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姿态，开拓题材领域，揭示生活矛盾，反映时代变革，在表

现艺术上，也有不少创新和突破。随着国家拨乱反正和改革的

步伐，广大城乡人民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变化。较早反映这一变

化的作品，有描写河南农村改革新气象的 《热流》，描写老革

命家的崇高品质的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彭大将军回故乡》，

描写击剑手栾菊杰为祖国荣誉而顽强搏击的 《扬眉剑出鞘》，

表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斗中英雄浴血奋战和崇高心灵的 《从

悬崖到坦途》、《爱情的凯歌》，以及再现人民群众同江青反革

命集团斗争的历史画面的长篇报告文学 《命运》等等，都从不

同侧面和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处于变革着的时代面貌。

更值得一提的是抒情散文。这一时期的抒情散文，也经过

复兴，走向繁荣。回忆与思索，同样是这一时期抒情散文的主

要内容。《巴金近作》，收入他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散文，其

中的 《怀念萧珊》，回忆与亡妻萧珊生前患难与共的生活片断，

于日常琐事之间，寄托无限深情。菡子的 《素花集》，以文喻

花，献给在 “文化大革命”中故去的老革命家以及战友，其中

的 《梅岭诗意》，追忆陈毅当年战斗梅岭的艰苦岁月，颇堪吟

味。刘白羽的 《芳草集》格调由热烈、绚烂趋向含蕴、清澈。

孙犁自１９７７年起，也不断有散文新作问世，作品取材多属回

忆，咏物俱有寄托，抒情常含哲理，谈吐时透机锋，清新优美

的 “荷花淀”风格为之一变，主要作品有 《晚华集》、 《秀露

集》等。秦牧相继有 《长街灯语》、《花蜜和蜂刺》等集出版。

他的抒情散文依然保持着杂文的风骨，他的杂文则于鞭笞腐

朽、针砭时弊之际，显示了笔锋的凌厉和透辟。其它像 《丁玲

散文近作选》、徐迟 《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袁鹰 《悲欢》

集，以及宗璞 《废墟的号唤》、贾平凹 《一棵桃树》等等，都

是这个时期出版的较有影响的抒情散文集。

思想上的解放也促进了散文的多样化发展，各形式的散文

第
八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