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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方遒先生这本书的最高目标，显然要为散文寻求一种内在的规律性。
　　这是一件苦差事，令我想起了茅盾在《子夜》后记中，所用的两个字：“扛鼎”。
　　散文理论是世界性的贫困，它的学术积累，不但不如诗歌、小说、戏剧，而且连后起的、暴发的
电影都比不上；这大概是因为散文作为一个文类，它的外延和内涵都有一种浮动飘忽的倾向。
　　前几年，我的朋友南帆先生就对散文理论的不确定性，作了深邃的阐释：　　诗的理论或者叙事
学精益求精．蔚为大观。
相反，散文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丈类理论．散丈的游移不定致使它的文类理论始终处于一鳞半爪之
中。
因此．散文很难冲破诸种显赫文类的强大声势，抢先登上制高点。
　　然而，90年代的散文汛期或许恰恰同这个悖论式的结论有关：散文的文类表明，散文的理论即是
否定一套严密的文类理论。
诗学之中没有散文的位置。
散文的文体旨在颠覆文类权威，逸出规则管辖，撤除种种模式，保持个人话语的充分自由。
　　然而，在宏观上指出散文理论的这种特点，不过是为了避免误入迷途，并不是取消了散文理论的
建构，南帆接下去说：　　文类规则撤除之后，散文不过是“短笛无腔信口吹”。
因此，散文的自由隐含着一个迷惑：何处才是散文的至高境界?散文王国漫无边际，何处才是通向散文
真谛的途径?这是自由与选择、判断的迷惑。
这时，人们可以回忆一下那些大师如何使用这种自由。
对于那些大师而言，散文并不是一种可以轻率从事的文体，相反，他们时常以搏狮之力全神贯注地对
付这种文体。
　　可能感觉到要把散文的内在规律在短短的一篇论文中说清楚是不可能的，南帆先生并没有从微观
上具体地指出散文的特殊性，但是，他指出了，散文理论与散文历史的矛盾，理论总是力图对散文作
出规定，而散文创作的历史，则不断地冲破散文理论的规范。
　　在我看来，历史的变幻与理论的规范的冲突，恰恰为散文理论家提供了用武之地。
　　方遒先生这本《敞灾学综论》是一本理论专菁，他似乎并不像南帆那样对散文理论持某种谨慎的
怀疑态度，而是执着地寻其内在的深层的规律（也就是他所说的，审美规范）。
但是，他的追求并不是纯理论的，而是立足于历史文献的梳理的。
　　也许可以说，把逻辑的归纳放在历史的阐释之中，是他的特点。
　　在这本书里，读者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大凡当前对于散文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的意见，他都收罗到了
。
应该说，这是一件很费精神，而又很难讨好的工作。
难得的是，他把相当庞杂的资料，从严谨的论述，到即兴的评论，都安排在他的逻辑秩序之中。
并且，在此基础上，寻求某种内在的、若隐若现的审美规范。
　　在本书的第一章，就显示了他以评书进入立论的文风，凡有所主张，均以丰富的文献为出发点。
　　在这本书里，读者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大凡当前对于散文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的意见，他都收罗到了
。
应该说，这是一件很费精神，而又很难讨好的工作，难得的是，他把相当庞杂的资料。
从严谨的论述，到即兴的评论，都安排在他的逻辑秩序之中。
并且，在此基础上，寻求某种内在的、若隐若现的审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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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蔷薇论丛：散文学综论》将散文置于历史的变化过程之中，并将其放在与小说诗歌的关系中
，在其矛盾和转化中，从范畴论、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的角度揭示散文的特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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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孙绍振散文范畴论第一章散文范畴的宽泛性第一节　同名异实的“散文”概念第二节　造成散
文疆界模糊的因素第三节　散文范畴宽泛性的合理性第二章“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第一节　“广
义散文"、“狭义散文"所指第二节　“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的关系第三章散文的分类第一节　
散文分类的意义与原则第二节　散文分类的方案举隅散文本体论第四章散文与其他文体的关系第一节
　散文与诗歌、小说等文体的分野第二节　其他文体和艺术对散文的渗透第五章散文的“形散神不散
”第一节　“形散神不散”说的由来第二节　“形散神不散”说的批评第三节　“形散神不散”说的
再认识第六章散文的本质特征第一节　表现自我的主观性第二节　排斥虚假的真实性第三节　运笔如
风的自在性第四节　文情并茂的精美性散文创作论第七章散文的生态环境第一节　良好的文化教育环
境第二节　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第八章散文作者的修养第一节　人格情操的修养第二节　思想文化的
修养第三节　文学艺术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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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散文与诗歌在形式的审美规范方面，有着“统一和多样，单纯与丰富”各占主导地位的不
同：在诗中，无疑是统一和单纯占据主导方面，在散文中则应该是多样和丰富占据主导方面，因而散
文的统一不同于诗的统一，而是一种有限的统一。
孙绍振指出，“散文的片断性，过程的非连续性，效果的非强化递增，从形式的审美规范来说，都与
格式塔的完形趋向律矛盾，都不利于形成一个闭合性的统一形象。
以诗的标准或小说的标准来比，散文形象的统一性是有限的，因为散文的特点就是散，或者就是不完
全统一，统一都是和多样结合在一起的”。
关于散文的这一特点．我们将在“散文的‘形散神不散’”的一章中继续讨论。
　　二、散文与小说、戏剧的分野　　李广田在《谈散文》①中指出：“小说中或有故事，或无故事
，但必有中心人物；散文中或有故事，或无故事，却不必一定有中心人物”；“小说宜作客观的描写
，即使是第一人称的小说，那写法也还是比较客观的；散文则宜于作主观的抒写，即使是写客观的事
物， 也每带主观的看法”；“小说以人物行动为主，其人物之思想、情感、性格等，都是在行动中表
现出来，即使偶然描写一些自然景物，也还是为了人物的行动；散文则不必以人物行动为主，只写一
个情节，一段心情，一片风景，也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散文”；“小说须全作具体描写，即使是议论
，是感想；或是一种观念的陈述，也必须纳入具体的描写之中；散文则可以作抽象的言论，如说吩一
种思想，一种感情，一种论断等”。
李氏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散文与小说的区别。
林非认为，“这是相当全面的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分类标准’”。
　　戴瑞琳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散文与小说、诗歌的区别：从艺术形象的功能上看，“小说注重客观画
面的描述，客观性占优势，情感和思想往往隐而不露，所以小说的形象功能是客观再现性。
诗歌虽然不乏对客观的物象的呈现，但形象功能不在描绘生活图像，反映其现实性，而是藉此作为媒
介和手段来表现一定的情感和思想，所以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表现性。
散文处在再现性和表现性之间，具有双重的特点”。
从艺术形象的运动特点看，“小说是连贯式的，以客观牛活为发展线索；诗歌是飞腾式的，节奏快，
幅度大；而散文却呈现跳跃式特点，它多省略一些细节的过程，在层与层、段与段之间留下许多空白
，让典型化处理的层段由主观情感串起”。
从运用语言的特点看，“小说的语言纪实性强，描写叙述细密，行文自然铺陈；诗歌的语胄高度浓缩
，抒发性强，形式上有分行排列、押韵等特点；而散文的语言既有小说的纪实性，又有诗歌的抒发性
，是虚实并重的”②。
　　高建群认为，就作品内容而言，“小说一般是客观的状写，散文一般是主观的宣泄”；“散文离
诗近一些，小说则离戏剧近一些。
小说渲染气氛，铺陈场景，设制悬念，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像演一场栩栩如生的大剧。
散文则不屑于这些手段，它是主观的，以自我扩张，表现自我为目的，散文家不管他写什么，他都永
远是在夫子自道”；“小说家像魔鬼一样，他把自己埋藏得很深，而让自己身上的种种恶、种种善，
化为掌中人物，走到社会中去为善为恶。
当这些有翼的天使或恶魔，进入千家万户以后，他则躲在自己的阳台上，叼着雪茄窃笑”，“散文家
则是一些古道热肠的赤子，他无法掩饰自己，他一个活生生的自我，就在他的作品里”。
就作品的语言而言，“散文是美文，语言美和意境美。
而这两点，对小说艺术来说是次要的，甚至几乎是有害的，小说中的叙述语音，其实不是作者的叙述
语言，而是视角人物的叙述语言。
视角人物的经历、接受的教育、经济情况、社会地位等等，限制了他的语言能力和表达方式。
他通常用日常语汇讲话，语言美在这里成为矫揉造作的东西。
如果视角人物不用自己的语言讲话，而用作者强加给他的语言，那无疑会是个蹩脚的小说”①。
　　散文除了不同于诗歌、小说之外，也不同于同以散体文字写作的速写、报告及论文。
1942年．葛琴为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的《散文选》撰写了序言《略谈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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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这些散文有三个特点t第一，它不同于诗与散文诗．在形式上比较自由，在内容上不采用虚构的
题材，它是作者对真实的人和事及周围环境、自然景物所抒发感想的记录；第二，它不同于速写和报
告，对故事的描述并不那么看重，而以抒发作者思想感情为主}第三．它不同于杂文，虽然发些议论。
但它更接近于诗，“诗的感情”是其极为重要的因素。
1961年，井岩盾发表的《谈散文》也指出：“所谓散文，是指那些用优美的、精练的语言写成的或者
记事、或者抒情、或者写景、或者发表议论的作品。
如果和其它种的作品比较地说来，那么，记事固然要清楚，但是并不仰仗或并不完全仰仗故事（或事
实）的情节构成一篇独立的作品，因而区别于小说；抒情固然要淋漓尽致，回肠荡气，虽有韵味，但
并不仰仗或并不完全仰仗于文学的韵律，因而区别于诗；议论固然要逻辑严密，透彻人微，但是篇章
之中必须感情动荡，记事必须优美形象，趣味丰富，读来决不使人只感觉到一篇道理，因而区别于一
般的论文。
”①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散文以其主观的抒发性区别于小说、报告、论文等文体；同时也可以
看出，散文与诗歌的区分跟散文与小说等文体区分的意义有所不同；后者更能说明散文与诗歌之间存
在某种程度质的相似性，也更能突出散文的文体特征。
正因为如此，刘锡庆则干脆将散文与诗歌归人一个大类，他在论述叙事文学的小说、戏剧与抒情文学
的诗歌、散文的分野时说：　　小说、戏剧等为“向外”（社会）的叙事文学，它们对社会人生的虚
拟、搬演，反映了“人”对社会现实这个“外部世界”的关注、探究，其主要功能是：反映客观现实
，再现纷纭人生，由“内，，（主体）而“外”（现实）地真实描绘典型、形象，活画出国人的“魂
灵”，以启悟人生、净化人的心灵⋯⋯而诗歌、散文等却是“向内”（自身心灵）的抒情文学，它们
对“人”自身情感和心灵的审视、窥探．反映了“人”对自身心灵这个“内部世界”的关注、把握，
其主要功能是，表现心灵世界（内宇宙），倾吐主观感情，由“外”（现实人生）而“内”（主体心
灵）地真诚抒写情感、体验，裸露出自我的“魂灵”，以沟通人性、陶冶人的性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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