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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可以描绘秀美山川，可以怀念田园牧歌，可以赞美至爱亲情，可以展示个人生活情调。散文可以

有温婉、细腻、淡雅、悠扬的柔美，也可以有宏大、深沉、庄严、凝重的壮美，从而构成千姿百态的散文

艺术世界。但是，从我们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来看，散文更需要立意高远的主题，更需要沉雄而庄重的艺

术气象，更需要广阔深远的艺术超越，尤其是以历史为书写对象的所谓大散文，更要表现出大气硬朗的艺

术风度，表现出独立的思想性和鲜明的批判意识，通过对历史的拷问和反诘，体现宽广的文化视野和博大

的历史观，表达具有现实理性的文化关怀和人文追求。因此，当下的文化散文不仅要从文化形态上反省古

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而且要从文化本源上复原千年回响的人文精神，引导新的人格理想重建；要站在

古老的城楼高处去体验先人苦难而悲壮的生命状态，去体验一代代先人漫长的无奈与渴望，去作思想者的

抒情与言说，去完成对历史的思辨。 

  在新旧世纪之交的年代，一批作家以散文步入历史领域，他们不是为普及历史知识而来，也不是为考

证某些历史悬疑而来，而是把笔触探向遥远的古老时空，探向历史深处，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层思辨，从而

把历史话题引入了变革时代的思想沙龙，为散文艺术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提供了新的动力，并且以它

理性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散文艺术领域。或者说，文化散文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坛异军突起，是时代因素使

然，它不但远没有过时，而且已经完成了从自发形成到自觉创造的艺术进程，促成了一个颇具新意的散文

时代。 

  在更多的写作状态下，散文要描绘出自然景观的美妙，要表现出人生某些固有的情感，不是一件多么

困难的事情。一般来说，只要具备了基本的语言文字功夫即可为之。因而，读者随手翻开一份文学期刊或

报纸，都可能看到描写山川秀色或亲情相融的短文，其中也不乏精彩感人之作。但是，要反思民族文明史

曾经演绎的一幕幕真实的活剧，要反思几千年民族繁衍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积淀，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地思考

一下就可以破译的课题。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文化散文虽然提升了整个散文的艺术高度，但也为它自己

设置了新的文学高度。 

  我不大主张将散文分为山水散文、亲情散文、智性散文等等。至于文化散文普遍被称为学者散文或学

术散文，也不一定很准确，无论怎样“定位”，它根本上还是文学品质，最主要的价值要素也不在其学术

深度，而在思辨的深度，在于它对历史的准确把握和真切审视，在于它对现实的思考。对文化散文的作者

来说，“先器识而后辞章”应该是座右铭。 

  回顾文化散文的成败得失，要想它今后仍然保持一定的繁荣，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必须坚持文化散

文的价值理念和艺术指向，立足现实，关注时代，反映现实诉求，以更加独到的历史书写，展示其鲜明的

文学个性，唤起文化觉醒，表现出散文应有的文化担当。我曾经说过，历史学界的考古，主要目的在于实

物发掘，文化散文的“考古”，则注重的是在更深的精神层面上的文化发掘。这种发掘，需要深厚凝重的

理性思考，也需要艺术想象的诗性激情，更需要作者具备坚定的精神信仰和价值立场。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不可再造的文化财富和精神遗产，但这种悠久历史也可能成为

一种无法摆脱的精神沟谷和文化包袱。稍加回望就能够发现，中华民族过去五千年的脚步基本上是在一个

迂回的轨道上走过来的，多少代先人以数不清的生命为代价，为后世创造了有趣味或没有趣味的往事，演

散文不能没有文化担当 
任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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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访问排行 月访问排行 总访问排行 

● 鲁迅和许广平犯有“通奸”罪吗？ 

● 现实主义还是色情主义？ 

● “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了吗？ 

● 不要把张爱玲和胡兰成混为一谈 

● 论中西文人女性人体描写的审美特征...

● 文学如何向现实“说话” 

●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 当代文学的若干问号 

● 期待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 暧昧的“民间”：“断裂问卷”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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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了有文字或没有文字的历史，尽管他们无法超越各自生活的遥远时空。因而，当我们返回到这片土地上

演绎历史的一个个故事现场，往往感到看得很清晰却又无法靠近，有几分神奇，也有几分美妙，但更多的

往往是迷茫、遗憾和痛苦，全然没有古装戏里帝王将相或才子佳人故事的那种大结局的鼓锣欢喜，也全然

没有某些高人心态中的疯狂剥夺者和辛勤劳动者谁都可敬可爱的那种“博大胸怀”。这就是说，我们的文

化散文最需要的也正是一种冷峻、理性和批判意识。 

  历史是既往的生活，是凝固了的社会、事件、生命和声音，具有高度的固定性，不可更易，更不可逆

转。即便是对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有一千种不同的记述，无论它出自于恶意还是善意，我们也要努力

剥去层层或褒或贬的涂抹。文化散文的介入，就是力求以文学方式对历史作出正确的解读，就是要立足人

性的视角，坚定地面向社会人生，以冷隽的眼光和理性思维去反思几千年的历史辉煌和历史苦难，去发掘

我们伟大民族的前人用艰辛的步履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精神信息，去展示文化的力量和生命的力量。 

  文化散文的现实担当，同时要体现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同，体现出这块深厚的文化土壤赋予我

们的文化情怀，体现出对优秀文化精神的捍卫与继承，通过探寻历史前贤的生命历程，去追寻人生应有的

壮美与崇高；通过展示文化先哲所创造的精神遗产，去感悟古老文化的辉煌与博大，去领略古代文明透射

的精神强光，从而使我们保持一种文化敬畏，更加敬奉真理，更加敬奉正义，更加敬奉创造与崇高。 

  还有，文化散文的文学使命，不但要求我们在书写时坚定地拒绝油滑、世故和肉麻，而且要远离矫揉

造作和装腔作势，在“故纸堆”旁高扬现代意识和精神的理性，努力保持与社会和时代共进，以实现散文

的文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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