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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感不吐不快，写散文。散文指向心灵真实，散文源于个体精神的丰富性。没有敞 开的心扉，就没有

散文；没有个体的精神，就没有散文。散文是心灵的告白，散文是灵 魂的漫舞。我们所要求的是这样一

种散文：敞开心灵、凸现个体、文辞优美、篇幅较短 。它就是由刘锡庆先生提出的艺术散文。刘锡庆先

生说：“艺术散文，姓‘散’名‘文 ’字‘自我’。它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真实、自由的笔

墨，主要是用来坦示个 性、抒发感情、裸露心灵和表现生命体验的艺术性散体之作。”(注：刘锡庆：

《散文 新思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P76。)艺术散文的提法体现了一种自觉的文体意 识，它

源于散文界对散文文体与美学特征的界定的分歧。因此，在我们探讨作为文体的 艺术散文前，首先有必

要对其他有影响的散文观进行回顾并提出我们的质疑。 

       

一 “大散文”观质疑 

  文学作品的“四分法”无疑是文体研究的重要贡献。但今天，当文学自身不断发展， 文学研究亦不

断发展之时，“四分法”就不能再涵盖各种文体的特色，新成熟的文体就 要从“四分法”中再次分离、

宣告独立。 

  散文，原是“四分法”中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分别的一种文学样式，它包含了不是 诗歌、小说、

戏剧的一切文章。诗歌、小说、戏剧都有自己明确的美学特征，或强调节 奏韵律、或关注人物与故事、

或借助台词、动作表现冲突……只有散文没有自己的文体 特色，无奈接纳着那三种文体外剩余的一切文

字，空洞宣告着“我”是“题材广泛、结 构灵活、注重写真实感受、境遇的文学体裁”(注：童庆炳主

编《文学理论教程》，高 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P174。)。这里，除了对散文内容的要求“真实的感

受、境遇 ”切中了散文的要害外，并没有赋予属于散文文体的美学特色。于是，在人们以往的观 念

中，散文只是“文章”的别称，只是一种称谓，而不是一种文体。 

  即便“四分法”的散文范畴已宽泛至此，但还经常有些已有体可依的作品被误归入“ 散文”称谓

下。最常见的，就是短篇小说。所以，在从“四分法”界定的“散文”范畴 下确认艺术散文范畴之前，

还有必要先明确散文与小说的界限。有许多小说因使用第一 人称、篇幅短小而被误认为是散文。这使区

分小说与散文的标准：“虚构”与“真实” 无从把握。除非读者对作家的经历完全了解。在这种情况

下，分清小说与散文的界限是 故事。小说具有基本的叙事模式。尽管小说创作是作家创造性的劳动，但

与散文比，透 过小说的叙事模式，小说的故事的元素是有限的，例如主人公爱情的波折无外乎误解、 

第三者介入、志趣相异等，作家具体操作时，用自己的经验或想象按照故事中人物的逻 辑连接故事元

素，故事如同可以机械复制的产品。而散文的创作却是不可摹仿的。因为 心灵与心灵不同，感情被逼到

尽头的吐露是不会相同的。另外，小说的故事具有完整性 ，讲求因果联系。而散文包含的故事只是一个

个的片断，它不钟情于故事的前因后果。 小说的故事可以改编成戏剧，散文则更适于做影视艺术中平行

蒙太奇镜头的组接。 

  厘清“四分法”中小说、诗歌、戏剧与“散文”尚不艰难，但若想对“四分法”中被 称为“散文”

的各类文章进行再度划分，确认艺术散文乃散文文体，难度却很大。这种 难度主要来自于贾平凹先生提

倡的“大散文”观。 

  “大散文”观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强调散文的大气，强调“清正之气”、“行 动着的散文”

作为文体的艺术散文——兼与平凹先生商榷 
谷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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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清洁”，“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注：贾平凹 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

出版社2001年版，P5、P5、P21、P12、P90。)。在这一点 上，除了“史诗感”外，“大散文”与艺术

散文没有太大的分歧。我们认为，史诗感是 小说、戏剧类文学所追求的，因为小说与戏剧的容量大，背

景恢宏，能容纳更多的社会 历史内容。它们更多关注的是客观存在，即便塑造人物，也是注重人物是

“社会中的人 ”。散文却不同。散文篇幅短小，注重主观表现。它关注的是人本身。所以它不追求、 

也不适于表现“史诗感”。“大散文”观的第二层含义：散文就是一切文章。这是艺术 散文与“大散

文”分歧的焦点。平凹先生在其主编的《美文》发刊辞中提出：“散文是 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

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注：贾平凹主编《散文研 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5、P5、

P21、P12、P90。)并说：“这如同对月亮的 形容，有银盘的，有玉灯的，有桔的一瓣，有夜之眼，有

冷的美人，有朦胧的一团，最 后形容到谁也不知道月亮为何物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形容也不是，月亮就

是月亮。”( 注：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5、P5、P21、P12、P90。) 

没错，月亮就是月亮，文章就是文章。平凹先生的失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散文是经过了人 们审美观照的月

亮，是除去诗歌、小说和戏剧之外的“一切的文章”中需要去“形容” 和界定的特殊文章。换句话说，

未经审美观照的月亮就是那一切文章，散文就是被赋予 了审美情趣的月亮。散文就是一切文章中排除了

实用价值，融入了审美情趣的、个人情 感的，具有鲜明的“自我”的那一种。所以，散文是文章中具有

文学性、艺术性、能唤 起人美感享受的文章，而非一切文章。 

  关于“大散文”，平凹先生又说：“我们还有一个主张，把文学还原到生活中去，使 实用的东西变

为美文，比如政治家的批文，科学家的论文，商业的广告，病院的医案， 诉状，答辩，启事，家信甚至

便条。”(注：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 社2001年版，P5、P5、P21、P12、P90。)这里

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就算实用的东西能 “变为美文”，我们无法想象平凹先生如何把诸如上诉的东西

赋予大的气象、清正之气 以及所谓的“史诗感”。文学来源于生活，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学并不等同于

生活，不 是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文学，这一点也不该有歧义。所以，文学是无法被“还原到 生活

中去”的，就如同盐加水并不能制造出大海一样。 

  如果需要进一步追问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大散文”，平凹先生回答：“‘大散文’是 不易于操作

的，你不能说具体的一篇散文是大散文或小散文，起初我们提出它有题材、 体裁扩展的一面可操作外，

在内容上只是一种感觉。”(注：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5、P5、

P21、P12、P90。)我们承认，艺术创作的确需要 感觉，平凹先生的也的确富有艺术感觉，这很可贵。

但，作为一种文体的界定标准，仅 仅靠感觉是不够的，它需要感性思维上升到理性思维，它需要的是一

种科学的精神、研 究的态度，需要有理有据。所以，我们要以研究的态度给散文以尽量科学的界定。而

平 凹先生缺乏的正是研究的态度。他对散文的认识仅凭借“感觉”，有时更像是在参禅悟 道。在谈到

自己对散文的认识之时，平凹先生喜用“问僧”“僧答”的模式、“谁在问 僧?你在问僧。僧是何人?僧

就是你”的偈语表达一种禅意，将散文当作“只可意会，不 可言传”之物，似乎他的“感觉”就可点拨

你羽化成仙。这使平凹先生的“大散文”观 念缺乏理性的依据，缺乏自成一家和自圆其说的佐证。显

然，平凹先生只是从便于创作 的角度提出了最为宽泛的散文概念，只是在“感觉散文”或“漫谈散

文”，而不是在研 究散文。其实，平凹先生主编的《散文研究》叫做《散文漫谈》或《感觉散文》更为

合 适。否则，难免树靶子。 

  另外，平凹先生反对散文的“清理门户”，他说：“我们没办法也没兴趣去说散文是 什么，小品文

又是什么，随笔是什么，杂文是什么，再分出哲理散文，旅游散文，抒情 散文，知识散文的各自区别又

在哪里?创作要从实际出发，还没有哪个作家在写一篇文 章时脑子里得把这些区别想得清清楚楚。”

(注：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 出版社2001年版，P5、P5、P21、P12、P90。)作家创作时不

会先去区分文体，这个观点 大体可以接受。说“大体”接受是因为我们相信大多数作家的确如此，但也

有例外，譬 如“经营派”季羡林先生就有明确的文体意识，尔后才开始苦心经营(注：参见季羡林 

《千禧文存》，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P146。)。但是，即便作家创作不受文体意识 的限制，并不等

于说研究者的文体研究工作就失去了价值。文学研究是在总结人类创作 的成果，并引导未来的创作的。

研究者的研究是“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 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P1147。)，文体研究者探求文 体的真相、性质、规律时并不以作家创作的心理作为标准，作



家的创作心理仅仅是文体 研究的参考。研究总要在创作之后，研究成果的被接受又要在研究之后。所

以，平凹先 生尽可以从作家创作的无意识性摆出高蹈的姿态去“没办法也没兴趣”，但不应就此而 否

定散文文体研究中“清理门户”、“弃类成体”的意义。 

       

二 艺术散文的范畴 

  陈规的存在总是阻挠新规范的确立。然而，文学自身的发展却不断对陈规提出挑战。 终于，报告文

学强大了，60年代的第一次勃兴就让它有足够的能力宣告自立。而杂文， 是从30年代以来就极强大的，

目前从散文中分离出去也获得了普遍的认可。现在，还有 几种文体需要从人们一贯以为的散文中分离出

去。 

  随笔不在艺术散文的范畴之内。事实上，90年代以来，随笔异常繁荣。人们误将随笔 的繁荣当作了

散文的繁荣。随笔的特点是重思想性，散文主情，随笔主理。余秋雨的作 品就是优秀的随笔。尽管随笔

中也蕴含作家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不是指向自我的，而是 指向社会、文化的，有哲思的意味。另外，随

笔讲情趣、讲人生况味，散文讲灵魂深度 。杂文也是主理的，它与随笔的区别在于它的锋利性。随笔娓

娓而谈，以柔克刚，杂文 则一针见血，不留情面。我们的时代在经历了道德、理想、价值观念、精神家

园的失落 与寻求后，现在更为关注人自身及文化的发展。随笔无须像小说那样寓理于故事，它的 哲理

直接言明，因此它对社会、文化的关注来得更直接，被接受的也会更快。 

  传记文学与纪实文学也不在艺术散文的范畴之内。传记文学不大容易区分于怀人之作 。界限在于：

传记文学的主体不是作者的感情，它总是隐藏了作者对作品的主人公的态 度。例如杨绛的《我的三姑

母》。而怀人散文则不同，文章是以作者所怀念的故人的怀 念之情作为作品的主体的，作者的情感的流

露、态度的表现都非常鲜明。例如巴金的《 怀念萧珊》。纪实文学注重生活实录，注重事件的完整性。

例如三毛的《哭泣的骆驼》 。散文则更重跳跃性的情感、思绪的表现，即便叙事，也是在若干“实”生

活片断的基 础上向“虚”的超拔，是从此岸向彼岸的游走。例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目前，随笔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借用舒婷《致橡树》的表达，随笔完全可 以“以树的形

象”和散文“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与散 文在同一片天空下共享阳光、

雾霭、虹霓。传记文学与纪实文学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 更接近于报告文学。他们都注重人与事的实

录，除了具有文学价值外，还具有社会学价 值。但报告文学的社会性更强，侧重于对社会产生过或能产

生重大影响的人与事的关注 。传记文学与纪实文学却未必如此，它们的焦点有时放在小人物或个人性事

件上。所以 ，传记文学与纪实文学也应该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虽然目前二者的发展不甚繁荣。 但

依然可以作为“树的形象”挺拔起来。不要让散文的荫蔽遮掩了它们的光辉。 

  只有各类文体都有了自己的文体意识，才能各自强大起来，文学的生态才能共同繁荣 。 

       

三 艺术散文的特征与鉴赏 

  我们对散文的要求：敞开心灵、凸现个体、文辞优美、篇幅短小，就是艺术散文的特 征以及我们鉴

赏的标准。 

  散文是倾吐，是感情到了不得不爆发时的爆发。所以，我们认为散文的第一要义是敞 开心灵。这一

点无法做精确的测量，因此我们提倡的是“真诚”而非“真实”。真诚是 人内心的标尺，它需要作家高

尚人格中的自觉意识。巴老的《随想录》就是典范。 

  个体的精神是使这一作品是你的而不是别人的标志。与其它文体相比，散文中的“自 我”是最鲜明

的。敞开了自己的心灵，表现的自然是自己而非他人。抨击时弊、治病救 人的，是杂文；谈天说地、畅

想人生的，是随笔；记述他人，客观呈现的是传记；实录 生活、关注问题的是纪实文学。只有凸现个

体、裸现自我的是散文。读它或者令人激动 、或者使人平静。是因为，个体的精神在感染你。 

  散文的语言决定散文的可读性。一篇散文，感情再充沛，个性再突出，如果文字干瘪 ，读来也是索

然。散文的语言首先应该发扬我们古代汉语言的简、洁、雅的特色。不要 因为宣泄感情而做语言的狂

欢。这一点，孙犁、汪曾祺、季羡林、贾平凹等的散文作品 可以作为语言美的参照。其次，散文语言也

应讲点涩味，即西方的“陌生化”。这并不 是说散文语言应艰涩、古怪，而是说不要太明白晓畅。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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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毕竟是书面文学，不是 口头文学。并且，同样作为书面文学，小说中人物语言要从人物的经历、身

份、教养等 角度出发，接近于生活、符合人物性格。即便小说中的人物是学者、思想家，也不会时 刻

说着书面语言。戏剧更是这样，戏剧依靠台词表达思想，台词要有生活化的成分在， 即便是先锋戏剧。

在语言的涩味上，散文与诗更为接近(新生代诗的“反文化”系列除 外)。散文面向心灵，它可以是倾

诉，也可以是独语，它应该承担起语言的审美功能。 再次，散文不妨有点幽默味儿。庄严的宣告太过沉

重。幽默是作家气韵、气度的外化， 何不来点举重若轻? 

  此外，散文要讲文气。文气来源于作家的才华、修养。它通过散文的个体精神、遣词 造句体现出

来。有许多作家，他的作品是一眼便可认出的，譬如鲁迅，譬如沈从文。其 实，如果能做到前面的几

点，文气就自然存在了。 

  散文不宜过长。人的某种感情的倾吐是有限的，它不同于一个故事的进展。散文太长 ，必定是滥

情。其中有多少重复的呓语恐怕是作者未意识到的。祥林嫂般可怜。没有节 制的无止无休的宣泄任佛也

会听厌的。散文是巾短情长、字字珠玑。 

  不成规矩，无以方圆。有了这些标准，才有好散文。 

       

四 艺术散文展望 

  艺术散文对一个散文作家不可多得。因为一个人的某种感情的倾吐需要一个郁积的过 程，人不可能

总处于感情的倾吐状态。而一个人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也是有限的，所以不 可能时时获得。这就是为什么

我国古代那些著名的文学家传世的散文极其有限，而翻开 他们的文集大量的作品是杂文、随笔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人专门从事散文创作， 而总是兼及杂文、随笔、传记文学等等的原因。散文从来不以

量取胜，而以质夺人。 

  从散文文体的发展来看，艺术散文是散文发展的要求与必然。我国古代的散文观念是 宽泛的，“大

散文”的倡导者表示他们是要恢复传统，殊不知随着文学研究的发展，“ 大散文”的观念在“五·四”

之后就已经为纯散文观念所取代。建国后至“文革”，文 学的发展走过弯路，由于政治对文学的需要，

“五·四”的纯散文未能得以发展。如今 早该是恢复与发展“五·四”散文观念的时候了。从人类社会的

未来发展看，关注人自 身、关注内宇宙的艺术散文必定会进一步发展；从文学自身的发展看，泛化一向

是消灭 各文体优长的死敌。 

  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会热烈地呼唤艺术散文。因为艺术散文是使散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 尺度。当“敞

开心灵、凸现个体、文辞优美、篇幅较短”这样一种对散文的界定获得了 普遍的认同后，“艺术散文”

的提法将失去意义，因为，今天的“艺术散文”就是那时 公认的“散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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