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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今人们对“小品”一词太熟悉了，这要感谢各种晚会上那种命名为小品的表演节目。
其实许多艺术门类都有小品，如戏曲小品、绘画小品、雕塑小品、园林小品等等，这些名称大约是套
用散文小品，即小品文而来，因为小品文定名很早，明代不少作家便直接将其文集称为小品，如朱国
桢的《涌幢小品》，陈眉公的《晚香堂小品》，陆云龙更选有《皇明十六家小品》。
各类艺术小品都有研究的必要，而研究小品文则应视为一个基础。
　　20世纪30年代，对小品文的研究掀起了一个高潮，鲁迅、茅盾、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等许多
名作家纷纷发表文章，对小品文的概念、特点、创作手法、作用等各抒己见，并引起了激烈争论。
但这次讨论仅限于现代小品文。
到了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古代小品文的发展变化，出现了有关古代笔记
小品、简牍小品、游记小品、晚明小品等一类专著。
可惜好景不长，也没产生多大影响，这阵风就渐渐弱化，很快便消失了。
　　我对小品文似乎情有独钟，把它比于诗歌中的绝句，短小精悍，又极富文采，便于反复诵读，仔
细体味其中意蕴，是很好的享受。
事有机缘，“四人帮”垮台之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劫后余生的施蛰存先生也复出了，为江西人
民出版社策划一套丛书——百花洲文库，函约我的老师陈迩冬先生为其编注一册《东坡小品》。
是时历经磨难的陈迩冬先生百病缠身，行动维艰，写的字都难以辨认，我作为他的助手，便来协助编
写，在时间紧迫，手头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仓促完成的《东坡小品》自然疏漏很多，却也列入百花洲
文库第一辑中出版了。
后来我编了一本《南北朝小品》，收入百花洲文库第四辑中，施蛰存先生还曾嘱编一本《宋人题跋》
，因有别的任务而未完成，颇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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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什么是小品文？
在我国文学史中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真正的小品文？
小品文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难以回答的。
但若较起真儿来，就会发现每一个问题都存在着很多千差万别的答案。
我们究竟该选择哪一个作为标准答案呢？
哪一个答案更接近小品文的真实发展状况呢？
这都是很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的问题。
    由于小品文这一文体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因此对于它的解读，各朝各代，各个大家各有所说。
20世纪30年代我国文坛就小品文曾有过一番激烈的论战。
论战结果是对小品文的实质有了相对一致的认识，即它是文学的，必须具有艺术感染力，而这种艺术
感染力就来自作品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抒情性。
    什么是小品文有了答案，但对于小品文的很多其他问题还存有很多不同看法。
尤其是小品文到底出现在何时，更是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应该从“六朝小品”算起，有人则认为诸子散文中已有小品文出现，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真正
的小品文应该从明朝开始算起。
这些观点由不同学者提出，也都有着相当的事理支持，不好妄加判断是非。
虽然我们也同意诸子百家的作品中有不少精美的片段出现，但那毕竟是集结成册的作品，单独抽出就
失去了原有的光泽。
但若说六朝时小品文才开始出现，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因为，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六朝小品文已是相当丰富。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需要个过程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了高峰。
因此，本书把小品文的萌芽定位在了战国时期，我们有那时的作品为证，书中选取的屈原、宋玉的作
品，已经初步具备了小品文的特点。
周作人曾指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
”刚巧，在“战国”末期，一些作家开始了有意识无意识的小品文创作，也正符合这一文学样式的发
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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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小品文概说　　一、小品文的概念　　什么是小品文？
回答起来真难。
先看看权威性的定义——　　1999年版《辞海》说：“散文的一种，具有融议论、抒情和叙事于一体
，篇幅短小，或浅或深，活泼生动的特点。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说：“散文品种之一。
‘小品’一词在中国始于晋代，称佛经译本中的简本为‘小品’，详本为‘大品’。
后遂以‘小品’统称那些抒写自由、篇幅简短的杂记随笔文字。
”　　只求有个笼统的模糊印象，这种说法未尝不可。
但不能深究，一深究问题就出来了。
譬如说，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种”，似乎绝对正确，但散文本身即因时代的不同，所赋予的内涵并不
一样，有广义、次广义、狭义之分，小品文究竟属哪层概念的散文，含混不清了。
又譬如说，小品文“统称”那些“杂记随笔文字”，而事实上人们又不把所有的“杂记随笔”都视为
小品文，难以“统”起来。
叶圣陶在《关于小品文》中说：“小品实在指说着某一种文体。
怎样的一种文体呢?要像下定义一般叙述出来是不容易的。
”因此，借助辞书来解决什么是小品文，并不能得到很满意的答复。
　　从文体论的角度看，小品文不是单一的文体，而是一种横向综合的类型文体。
故将小品文与随笔、杂文、游记、传记等等并列起来、等同起来，都是不妥的，这样既缩小了小品文
的范围，又模糊了与其他文体的界限。
小品文包容着诸多文体，但只是部分；或者说小品文隐身于诸多文体之中，而它自身竟难以独立。
这或许就是小品文难以定义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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