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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

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当代汉语散文的人文背景；中国大陆：散文的模式化与多元化；港澳：报刊专栏散文的兴
衰沉浮；海外：中华文化的延伸与发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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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杂文本来又叫“千字文”，可是香港的框框杂文愈来愈短，从60年代的千字专栏，到七八十年
代的半千字专栏，甚至二三百字专栏，越写越短。“报纸副刊专栏化之后，一千字以上的杂文就不多
了。触目的框框，多半在五百字上下，而短到一二百字的也不稀奇”，“各栏的字数是少了，文章是
短了。朝小挺进无疑是专栏文章二十年来的大势”。，方块日小，栏目日多，一方面是因为香港的生
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都只争朝夕，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最多的事情，香港人在忙碌倥偬之际，根本
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阅读长篇大论，而短小的框框杂文，则成了他们寻求资讯、调剂精神、获得情
趣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也因为香港人越来越接受思想与风格的多元化，喜欢倾听不同的声音，因此
，报纸编辑想容纳较多作家的作品，使副刊杂文阵容更为鼎盛，便把版面越分越细，越划越小。对于
框框杂文的短小形式，专栏作家和学者都谈到了它的利弊。阿浓认为：“文章短的好处是开门见山，
一针见血，简洁明快，没有那么多的转弯抹角、婆婆妈妈。”“文章短的坏处是缺少了细致的描写、
缺少了匠心的经营，往往有骨而无肉，容易流于干枯；一览无遗，谈不上委曲多姿。”梁锡华则指出
：“杂文的短化，往往意味杂文的劣化，因为说到底（识浅才疏的作者不论），即使翰墨高手，也难
以在三四百字之间做到浓缩意念而能畅尽所怀。过短的文章会困锁才情是不争的事实；一个人长期处
身文字小圈，到一天，习惯了，惰下来了，筋骨松了，头脑钝了，要再大展身手就难乎其难。这是对
作者的大不利。对读者来说，短文像糖果，长期吞吃，营养是不足的，更无所谓欣赏力的提高了。”
因此，香港专栏杂文虽然篇幅短小，如果要求它简练精悍，轻盈灵动，内容丰富生动，别开生面，写
作的时候，作家必须要有“大狮搏象全力，搏兔亦用全力”的精神，一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幅短而
神遥，墨希而旨永”的艺术境界。书摘1                               第二节  散文革命与杂文变革    60年代伴随着台
湾社会的对外开放，大量的外国资本涌人，使台湾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强劲
的欧风美雨的侵蚀和熏染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开始全面登陆台湾文坛。以现代诗为发端的台湾
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由现代派小说的发生发展将其推向高潮，造成60年代台湾文坛现代派文学居主流
的局面。现代主义对于散文的影响，相对要微弱一些。这是因为台湾散文的发展接受“五四”散文传
统的影响较大。而且主要以报纸副刊为园地的散文创作与读者始终保持十分紧密、贴近的联系，不容
作者有过多游离读者之外的奇思异想，所以散文界没能形成一股如现代诗和现代派小说那样强大的潮
流。但是，“右手写诗左手写文”的余光中，还是在台湾文坛上第一个喊出了“散文革命”的口号。
他把矛头对准了保守的散文现状：    十几年来，我们在散文的创作上，不能说没有成就，可是成就究
竟在哪里，最高的成就究竟属于哪些作家，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一般说来，目前最流行的散文，
在本质上，仍为五四新文学的延伸。也就是说，冰心的衣裙，朱自清的背影，仍是一般散文作家梦寐
以求的境界。某些副刊与国文课本的编者，数十年如一日，仍然以为那样子的散文才是新散文的至高
境界。浅显的文义，对仗的句法，松懈的节奏，僵硬的主題，不假思索的形容词，四平八稳的成语，
表现的无非是一些酸文人的孤芳自赏，假名士的自命风流，或者小市民的什么人生哲学，婆婆妈妈的
什么逻辑。这一切，距离现代人的气质和生活，实在太远太远了。    于是，余光中主张“下‘五。四
’的半旗”，“剪掉散文的辫子”，发出迈向“现代散文”的宣言。余光中心目中的“现代散文”，
是指“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所谓“弹性”。是指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
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是采用各种其他文类的手法及西方句式、古典句式与方言俚语的
生动口吻，将其重新熔铸后产生的一种活力；所谓“密度”，是指散文在一定的篇幅或字数内满足读
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所谓“质料”，是指作家在遣词用字方面对文字的精心锤炼与选用。    余光
中不但从理论上规范了“现代散文”的三要素，而且以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了“现代散文”的理论主
张。在《鬼雨》、《逍遥游》、《咦呵西部》、《登楼赋》、《地图》、《伐桂的前夕》、《蒲公英
的岁月》等充分体现他那感情充沛、汪洋恣肆创作特色的散文代表作里，余光中“把中国的文字压缩
、捶扁、拉长、磨利”，“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使他的散文不仅“有声，有
色，有光”，而且“有木箫的甜味，釜形大铜鼓的骚响，有旋转自如像虹一样的光谱”，更有一种“
奇幻的光”“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如《登楼赋》开头一段，作者就以雄伟的气势和动感。以震撼
的节奏和意象扣人心弦：    汤汤堂堂。汤汤堂堂。当顶的大路标赫赫宣布：“纽约3哩”。该有一面定
音大铜鼓，直径16里，透着威胁和恫吓。从渐渐加紧、加强的快板撞起。汤堂傥汤。汤堂傥汤。F大
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主题。敲打乐的敲打敲打，大纽约的入城式锵锵铿铿，犹未过赫德逊河，四周的
空气，已经震出心脏病来了。1500哩的东征，9个州的车尘，也闯过克利夫兰、匹茨堡、华盛顿、巴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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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那紧张，那心悸，那种本世纪高速的神经战，总不像纽约这样凌人。比起来，台北是嬰孩，华
盛顿是一支轻松的牧歌。纽约就不同，纽约是一只诡谲的蜘蛛，一匹贪婪无餍的食蚁兽，一盘纠纠缠
缠敏感的千肢章鱼。进纽约，有一种同电脑挑战的意味。夜以继日，800万人和同一个繁复的电脑斗智
，胜的少，败的多，总是。    可以说，余光中的“现代散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是当代汉语散文发展
史上一次颇具创新意味的“革命”，奠定了台湾新散文的构架。此外，诗人杨牧、叶维廉、洛夫等人
也从各自不同侧面丰富和深化了“现代散文”。    在余光中等人发动“散文革命”的同时，柏杨和李
敖则以他们充满现实批判和文化批判精神的杂文一扫“反共杂文”的陈套，为台湾当代杂文发展史写
下了熠熠生辉的一页。    柏杨从1960年开始在《自立晚报》上撰写“倚梦闲话”专栏，这是他杂文创
作之始。1962年，他又在《公论报》上写作“西窗随笔”专栏。柏杨的杂文内容极其广泛，历史、文
化、社会、生活，无所不谈。在他犀利的笔锋下，那些强奸民意、“各刮钞票几十年”的“阔(国)大
代表”和“立发(法)委员”，一抓权、二抓钱的特权人物，只为有钱有势的人服务、对穷苦老百姓则
消极地不理和积极地修理的警察，丧失民族自尊心、一味媚外的“官崽”和“西崽”等可憎可鄙的对
象，以及堕落的社会道德、落伍的政治观念、萎缩的学术文化和势利眼、奴性心理、权诈、谄谀、泥
古、保守、作伪等国民劣根性，都得到有力的讽刺和无情的攻击。由于柏杨在杂文中敢于针砭时弊，
揭露官场黑暗，痛斥传统文化中的病态部分，使他为当局所忌恨。1968年3月7日，台湾“司法行政部
调查局”借口“大力水手漫画”事件，以“挑拨人民与政府间感情”、“共谍”和“侮辱元首”罪，
判处柏杨有期徒刑12年。经海内外人士和国际特赦组织多方营救，柏杨才于1977年4月1日被释放。    
“愤怒青年”李敖也崛起于60年代初期，他和《文星》杂志发动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李敖在《文星
》上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等文
章，以“全盘西化”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列举三百年来中西文化冲
突的历史事实后，集中批评了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和狭隘性导致了中国人落后的群体性集体意识。李敖
在抨击传统文化弊端的同时，借古喻今，指斥国民党政治上的保守性，他从否定传统继而发展到否定
“道统”，隐隐发出“换马”的呼声。显然，李敖的这些言论已触及到国民党统治的敏感部分。1965
年12月，李敖在《文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后，台湾当局终于下令封闭了《文星》
杂志。1967年，李敖以“妨害公务”罪名被提起公诉。1971年3月19日，李敖被捕入狱。1972年以“叛
乱”罪被判刑10年。1976年11月李敖刑满出狱。    柏杨和李敖开始写作杂文的时代，正是台湾处于军
事戒严的特殊岁月。“(台湾)当代散文在这个过程中受害尤其严重，柏杨、李敖的批判性散文(杂文)
曾经具有足够的呼唤力量，改变散文与大时代隔绝的机会，但是他们抨击时政、与鲁迅一样尖锐的呐
喊不仅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抑压，同样也被当时的文坛权力关系所排斥；尤有甚者，他们后来先后
以文字书写贾祸、啷当入狱，更是形成散文圈作者心头的重压，从而只能以身边琐事、性灵、小我情
感作为书写题材。久而久之，抒情小品在错误的时代中，也扭曲形貌，成为散文书写的中心，而可能
借古讽今的历史散文、可能启发思想的批判散文、可能抵触三民主义的哲学散文。都因而绝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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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我之所以走上散文研究的道路，深深得益于福建师范大学俞元桂教授创建的中国现代散文研究这
一群体。众所周知，散文研究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环节。俞元桂教授以他高度的学
术敏感和人才培养的战略，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国内率先组建了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学术梯队，以
散文为主干，杂文和报告文学为两翼，分工协作从事现代散文的系列性研究。我有幸于1987年考上杂
文史家姚春树教授的研究生，也加入了这一研究群体。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这个学术梯队完成
了《中国现代散文史》、《中国现代散文十六家综论》、《现代散文史论》、《中国现代杂文史纲》
、《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中外杂文散文综论》、《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中国现代散文诗选》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散文卷》、《中国现代散文精粹类编》、《中国当代散文精粹类编
》、《中国杂文大观》、《外国杂文大观》、《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散文卷》、《中国现代文学词
典·散文卷》等数十本散文图书的编著工作，涉及史、论、作家研究、作品选和工具书五个密切相关
的不同方面，充分体现了研究的系列性和整体性。这些成果的出版，填补了国内外学术界多项研究空
白。因此，散文家郭风先生在评价这个研究群体时指出：“对于我国现当代的散文艺术的创作和理论
进行了开拓性的、系统的、规模宏伟的而又极其扎实的研究、整理、编著工作，其成果得未曾有，其
贡献在目前尚无出其右者。”    当我在这个群体良师的引路和提携下，慢慢步人散文学的门径后，他
们又出于人才培养的长远计划，鼓励我不要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要走向外面更广阔的学术天地。他们
深知，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固然需要薪火相传，但更需要兼收并蓄，转益多师，兼摄众长，只有这
样，才可能有出蓝之望。因此，在我硕士毕业留校工作四年后，姚春树教授和汪文顶教授极力推荐我
报考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的博土生，姚先生并且与范先生联合指导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这种结合两校
传统优势的培养方式，使我开拓了思路，获益匪浅。    为了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范伯群教授和姚春
树教授联合推荐我进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于是我在1997年至1999年间，得以师从潘旭澜先生
。博士后两年期间，在潘先生悉心指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首先修改出版了博士学位论文《20世
纪中国杂文史》(下册，当代部分)，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研究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杂文的
学术论著，在学术界和杂文界引起较大反响。    潘先生不仅长期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而且也是一位享
有盛誉的散文作家，他在学术界最早提出涵盖中国大陆、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散文的“汉语散文”这一
命题，并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他的这些观点不仅对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而
且也大量被我吸收进出站报告《当代汉语散文整体观》的写作中，正是得益于潘先生的具体指导和福
建师范大学散文研究群体的学术积累。    回顾十几年来的治学历程，在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三个阶段
，姚春树教授、范伯群教授和潘旭澜教授三位导师给予我最严格而系统的训练，才使我一步步走上学
术研究的正路。    目前，我正主持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散文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和
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和科研奖励基金项目“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当代汉语散文流变
论》是其中系列成果之一，拟开展的研究课题还有“当代汉语散文文体论”、“当代汉语散文现象论
”、“当代汉语散文作家论”等，恳请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尽管我的治学和探索是初步的浅陋的
，但我始终都会以屈原的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最后，
特别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本书得到国家“十五”社科基金和
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和科研奖励基金”的资助。                                                  袁勇麟              
                            2002年5月4日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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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论述清晰 学术新成果
2、读硕士时的重要阅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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