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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散文之前，得弄清什么是文学，因为它是认识散文这一形式的前提。按字典解释，文学是以语言

文字为工具来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总觉得这个定义没能体现文学的内涵。对文学的认识，需要从

多角度思考，如交流手段，时空范畴，技巧特色，社会功能，只有包括这几个方面的要素，才能反映出文

学的内涵。为什么要重视要素呢？文学是一个集合概念，如果停留在集合上，就是一个模糊性的认识，无

法理顺内在的特质，因而要将它分解为相关联的方面。根据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的共同特征，笔

者给文学重新下了一个定义： 

  文学是一种作品形式。它以语言、文字形式为手段：时空上可宽可窄，历史的，现实的，周边的，外

域的；内容上虚实并举；技巧上可分可合，有的曲折离奇，有的形象生动，有的思想深邃，令人回味；语

言风格上，有的朴实，有的华丽，有的纯朴中不乏优雅，有的华美中不乏实在；社会功能上，它能引领人

们健康的情操，帮助人们陶冶性格，享受和回味意味（情节）所达到的境界，丰富知识，借鉴经验，扩大

视野。 

  文学作品为什么要强调它的健康性？这既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建立在理性上的社会功能问题。平时

说的道德，在老子笔下，属于哲学概念。道者，反之动，就是指相反的认识，也是一种动态认识，而相反

认识是哲学的核心。德是一种系统的权衡，它属静态认识。二者本身又构成相反性。文学中的健康性就是

从系统认识的，也是从“德”字上生发的，因而必须反映它的理性这个基本的“同”。在这一理性指导

下，才有局部的文学形式，这实际就是演绎推理的实践形式。什么情况下局部决定整体？理论的总结上是

如此，客观发展是如此，这属于归纳推理的实践形式，同样是彼此共同点的总结。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内

容，必须以德为前提，是社会伦理所需要的。之所以将文化领域归于上层建筑，就是从引领作用认识的，

故文学的概念也要从社会功能上认识。但由于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体制不合理，不健全，

以政府的标准来衡量是不行的，这种“归属”就存在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不属于文学作

品，因为它不利于社会伦理。在体制合理的背景下，暴露阴暗的作品，实际属于一种发泄，带来的负面作

用较大，并不利于培养社会公德和社会进步，也不能称之为文学。在体制混乱的背景下，批判性的作品又

不可少，虽然暂时带来思想混乱，但能促进社会进步，这就是所谓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散文，作为文学的外延形式，它的定义该如何确立？字典的解释是：散文是除小说、诗歌、戏剧以外

的文学作品。这实际上是没有内涵。这就如同说，什么是白种人，白种人是除黑种人、黄种人以外的人

种。这种没有内涵的概念，其实是从解释词语得出的方法。词语中的形容词、方位词、地域性名词等，可

以运用无需内涵的方法，这是因为人们已知简单的词语意思，而后在在此基础上进行同义的、反义的、参

照性的、排除性的认识。但作为一种文学式样就不同，它的概念是认识该体裁特点的总原则，并不是我们

平时想的那么简单，它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散文的问题。 

  认识散文概念，关键是要在文学这一总背景下，突出它的个性。也就是说，文学这一共性方面，我们

无需反映，主要突出它的个性形式。它与其它体裁相比较，其自由度更大，这种自由性表现在时空上、社

谈散文的现实与历史题材——兼谈“余氏风
波”中的史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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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功能上、技巧特色上及表达手法上。相对于长篇、中篇小说和戏剧来说，篇幅相对短小。根据这些特

色，我们可以给散文下一个定义：散文是在时空、社会功能和技巧特色、表达手法上自由度更大的、篇幅

较短小的文学形式。 

现在的问题不是对散文的认识问题，而是对它的母项“文学”的认识问题。文学中，能不能题内容上的虚

实并举，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文学理论问题，如果能够提，散文自然就存在虚实并举。 

  诗歌和戏剧中，内容上的虚实并举是非常突出的，这已是一种常识，不必要去赘述，关键是要看历史

题材的小说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散文，是否做到了内容上的虚实并举。毫无疑问，《三国演义》属于以历史

题材为背景的小说，其中不乏虚构的成分，也是知识分子共知的，只是一般农民和部分工人不知道。一句

话，它尊重了历史总貌，但没有照搬历史，且一些重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当作历史读。为什么它虚

构部分历史可行，且得到了文学界到普通百姓的认可呢？这是因为，不同文化、不同职业、不同个性的

人，从中能得到了积极的满足感：商人从中得到了经营智慧，军事家从中得到了军事谋略，文学界从中得

到了表达技巧，思想家从中得到了笼络人的方法，普通百姓从中得到了因情节跌宕带来的快感……它有没

有消极的方面？从历史角度认识，这是存在的。比如说，对曹操的认识，一般百姓总是将他视为奸臣，狡

诈、阴险已成为曹操的代名词。除了表达对狡猾的厌恶，要刻画这样一个人物外，《三国演义》还有很多

与历史不相符的地方。如时间问题，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事实上，华佗早已死了。如名字问题，张飞字

益德，而非小说写的翼德。如行为问题，历史上的华雄被孙坚所斩杀，而非小说中的关羽温酒斩华雄。如

虚构人物问题，貂蝉在正史中并没有提到，起码不符合正史实际。情节虚构问题，不仅孔明草船借箭在正

史中不存在，而且孔明的空城计也在正史中没出现。为什么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可以忽略而只重它的文学价

值呢？这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它满足的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精神追求，引导他们健康的价值

观、道德观、理想和情操，至于历史知识小节和对历史人物的认识角度，那是次要的，毕竟还有历史那门

课。当然，这种以历史事件为依据的体裁，整体的事实还得符合，否则，人们会认为你是纯粹的天方夜

谭，如同童话故事一般，不能满足大众对历史的好奇感。作者之所以写这方面的题材，也正是抓住了大众

对历史的好奇心态，从而形成了这一文学形式。假如写历史题材小说，要一味地追求真实，那就只能将

《三国志》翻译一遍。这些枯燥无味的作品，自然使人厌倦。 

  纪实散文也同样存在虚构。《荔枝蜜》写的是作者到广东从化参观的事，她参观了养蜂场，吃了荔枝

蜜，于是写了这篇纪实散文。最后又做了一个梦，说自己变成一只蜜蜂。这种纯粹童话式的梦自然不存

在，只是为了体现向劳动者学习的心理，才这样虚构的，尽管虚构得很幼稚。文章中还出现了一个农民老

梁。是不是真的姓梁，姓得那么好？正好能表达作者的意图？然而，就是这个“梁”字，表达了她同农民

兄弟的亲切，表达了农民才是当时社会的脊梁的意图。 

  鲁迅写的阿长与《三海经》，也属于回忆性散文，据说，现在也到了中学课本里面。整体上的事实自

然与现实相符，但是，其中写到阿长不允许鲁迅拔草、翻石头，要他将地上的饭检起来吃，说橘子带来福

气。这些情节，我小时候也有。这些带迷信的、行为约束的一些教条，到底是学校教的，还是父母教的，

甚至是其他熟人教的，脑子中一片空白。那么，鲁迅是否记得那么清楚？我总觉得不可能。在写实散文

中，适当“张冠李戴”应该是为了表达思想的需要，更能使内容充实。 

  以现实题材为蓝本的报告文学，也无不掺杂了作者的想象，同样只把握整体的真实，其它无关紧要的

情节和小节，就是作者的想象。正由于增加了情节，才称之为文学。除了文学作品可以这样以外，通讯同

样要进行加工，而不是复制，只是不能杜撰大的情节而已。为写此文，我特意看了一下女儿以前的中学语

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中，三个大情节有没有作者的加工？对话的、行为的？比如说猫耳洞的那一段：

首先，对白不可能发生在这里，其次，战士不可能讲出这样有文理的话，这也是变相的虚构。可见，即便

属应用文之列的通讯，也不能完全做到客观真实。为什么不能绝对客观？从这篇文章看，照实写，战士的

思想境界不能提升上来，很难起到教育作用，很难表达作者所需要的主题。假如当过记者，就容易理解这

一点。 

  既然反映现实的报告文学和反映历史题材的小说，都可以虚构，写实的散文也可以作加工，无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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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真实，那么，作为反映历史内容的历史随笔也罢，历史散文也好，适当对历史事实作一些加工和与

历史事实有出入的陈述，自然是合理的。不过要注意这个“适当”，即在重要内容正确的前提下。如果作

者将历史散文写成真实的历史评价，不仅作者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成为史学家，更重要的是枯燥

无味，缺乏感染力，缺乏可读性，无法从新的角度反映主题。 

  可见，文学作品中，离不开虚构，不可能做到全部真实，这是文学的最大特点，也是它的重要内涵，

散文同样不能撇开这一范式。如果带着这一观点读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对他所谓的文史性问题，不仅会包

容，而且是对文学的彻悟，不仅对他的“大文学”有一个新的认识，而且会将他的作品视为新形式的突

破。 

  散文的主观感受与整体的理性问题，实际与自由与纪律（法律）的关系道理是相通的。它是以理性为

前提的主观感受，这个理性，是社会责任理性，也是社会约束下的理性。但它们不构成自相矛盾的现象，

就在于彼此的侧重点不同。为表达主题的需要，站在另一角度认识历史事件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余

秋雨先生的作品中存在对历史事件评价，出现了理性指导下的主观感受，是散文的自然现象，“随意曲解

历史“的指责就不复存在了，什么“历史骗子”之类的污蔑就更不恰当了。当然，有些历史错误不属于主

题需要，要尽量避免， 如将法国大革命以后出生的文学家雨果说成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这种出入与表达

主题无关，与小人物无关（小人物可以不追求真实）。另外，散文中所反映的历史内容也相当少，不像小

说，非得要有情节，而散文不存在这种情节虚构。一些网友提出的某些历史问题，有些是正确的，还希望

余先生慎重，使大作日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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