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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的散文创作在获得一些可喜成绩的同时，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提高？近日，几位散文评论家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对今后的散文创作提出了新的期待。 

王兆胜说，总体说来，2006年散文有向传统回归的倾向，这既是件好事，同时又潜伏着危机。因为散文作

为边缘文体、心灵文体、平淡文体，它不可能总是领时代潮流，过于急切的追赶之风必然丧失散文本性。

另外，散文也不能过于强调传统，这样其视野、内质、境界和品位都将受到限制。他认为，散文在调整中

还是要有世界眼光，对中西文化思想进行整合，对以往的散文经验进行创新。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散文家

必须有天地情怀和人类视域，并进行人格、心灵、精神的自我锻造。否则，今后在很长的时间内，散文的

命运恐怕堪忧。 

古耜说，以“新散文”自命的创作群体在创作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一

些作品形象鲜活，表述独特，但字里行间所承载的思想和体验却不出寻常范围，从而给人以形式大于内容

的感觉；第二，有一些作家在将小说和诗歌技巧引入散文后，由于缺乏“化”的功夫，渐渐陷入了叙述的

模式化。这是值得“新散文”作家警惕的。 

李晓虹认为，去年最值得关注的是网络的发展尤其是博客的流行带给散文的巨大影响。泛散文时代，高尚

与低俗并存，潜心创作与任意恶搞同在，以美为美与以丑为美激烈拼争。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已经很难再

用数量来支撑对散文的信心。当前，一些作品注入了太多的游戏成分，充溢着水分和废话，内容稀薄，精

神缺席；有的泡沫膨胀，淹没了散文诗性，粗糙、草率，缺乏美感；有的虚假造作，背离真实，使散文陷

入信任危机。为此，我们在认同“博文”的生命力与创造性的同时，不能无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

说，在这种令人目眩神摇的文体“狂欢”中，还应守护住散文的理性思索和诗性追求，坚持内心真实与对

外在世界真实感知的统一，葆有悲悯心与道德底线等基本价值。 

原载：《文艺报》2007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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