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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人类运用书面语言的第一个操场，散
文的人缘之好不局限于读者面广，更在于参与面
大，散文往往是一个写作者笔墨生涯的第一站。执
著于散文创作的作家，对倾诉真实、陈述事实有着
最博大的冲动，他们热爱荟集生活中有趣的点点
滴滴与世人分享。

散文多缘于倾诉，散文家不习惯于重新虚构
一个与自己所知、所想相异的文字世界，而是选择
直接把知道的、想到的真事、真情、真相，统统倾倒
出来，见到多少、想到多少，甚至读到多少，就借散
文呈现多少。

散文是岁月的天然盟友，有人生处，散文必存
焉。人在世上的细枝末节、所思所想，是散文最好
的素材，散文家翻捡岁月的自然褶皱，化成为文
字，在纸上展现另外的妖娆。散文青睐岁月的划
痕、高峰或险滩。不过，散文向来不排斥岁月的平
淡无奇，人生中的一件小事，一个微不足道的细
节，往往成就大散文。岁月的狰狞能从大众那里为
散文赚取泪水，但有的时候，人们不一定愿意接受
泪水的廉价洗礼。

散文是人类情感的不二密友，两者之间有时
不分彼此，最可能结成直接的隐秘关系，但与现实
情况不同的是，散文总以公开隐秘为乐事，喜欢向
大众分享情感的种种隐秘涟漪，把各种对人、对
事、对世界的情感情绪倾诉出来，而不是保留到一
定时候。

散文与语言保持微妙的关系，质以害文还是
质以胜文，向来没有一致的结论，没有语言就没有
散文，散文的成功是靠思想，还是靠语言？谁也不
能下一个简单的判断。散文往往充当思想的演兵

场，或者思想的原野。伟大的散文家语言极为出
色，同样是了不起的思想传播者。

一般来说，散文是虚构的天敌，与小说早就划
了一条势不两立的界线。但不少散文家以跨界为
乐趣。因为，凡创作就是创造，一落笔就经过头脑
的加工，就是人为的，于是，散文的绝对真实性可
靠性有时会受到敏锐者的怀疑。虽然如此，真实性
作为散文一个不言自明的法度，使读者怀有不言
自明的信任，否则阅读热情就会大打折扣。但问题
可能不这么简单。周晓枫的说法是，散文“本来就
是杂烩，可装的东西很多，也许散文从性质上就潜
藏着跨文体的可能。的确，我试图把戏剧结构、诗
性语言和随笔智慧融入写作，但我觉得自己从未
偏离散文的本质。对小说始终怀有的浓厚敬意，使
我不敢轻易尝试。有些朋友也谈到我作品里的小
说元素 ，我认为，不完全来自虚构造成的嫌疑，许
多时候是叙述手段带来的阅读效果。”（《周晓枫散
文选》）是耶？非耶？我看说服力是很强的。

散文是大众阅读的第一情人，一般人都把散
文当作日常精神之餐的必备品。由是，有人说：“散
文是千年以来我们语言的稻米。一代一代的耕者，
以心灵之水，以激情之柴，以生活或生命状态之
米，炊雪白雪白的饭给我们餐。”（吕纯晖：《出生
地》）

散文人缘最好，最容易受到拉拢。无论出现什
么载体，都会首先邀请散文入伙，好处是使散文的
表达优势、变通能力得以充分展现，使散文创作在
内容题材、风格样式上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大为
增加；副作用是使其驳杂性、繁复性不断放大，散
文在享用探索无禁区、写法无约束的自由的时候，
不时跨越自己的边界，引来无奈的呵斥。或许，散
文的优势恰恰在于适应性强，变通本领大，能够变
化无穷，如王佐良所言，“变化也是一种磨练，磨练
得多了，散文也就更加硬朗，更加灵活，能把叙述、
讲解、说理、辩论之类的实事做得更好，同时又能
巧妙地、有感染力地抒情，挑逗，刺激，作清谈，写
玄思，制造奇幻的梦。”（王佐良：《并非舞文弄墨》）
这种说法是公允的。

散文面向实际，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具有最
广泛的表情达意的实用性，同样也有娱乐情志的
功能，好的散文在表达上精确、有力、平易、伸缩自
如。平易而不平淡，是散文的一种高超境界，不单
需要文字上的老到，更需要价值观、道德感、现实
感的支撑，需要有对现实问题积极回应的热度。有
了这些，写出来的散文即使语句朴实平凡，同样能
够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

散文的幽默是其最受欢迎的力量。因为，幽默
是人类最伟大的独有能力之一，是充分展现和表
达人类自信、机智、对人生无所畏惧、对人生无限
热爱、对艰辛笑脸相迎的精神。幽默背后的支撑者
是智慧，是经验，是对处境的从容与练达，幽默与
浅薄对立，与轻浮无缘，只有参透人生本质，礼敬
传统，看齐古典，才能激活幽默、自信、智慧，使散
文的人缘更好。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
继“五四”运动之后的20年、新中国成
立后的17年之后，进入第三次繁荣时
期，其主要特征是写作的人群多，发
表、出版的阵地多，各种评奖、笔会多，
形成风格和有影响的流派多。对于这
种态势，我在 10 年前曾以《散文进入
商业化写作时代》进行过详细阐述。然
而，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许多盲目与
乱象。有道是存在就是合理的，话是这
么说，我却不这么看。我以为，这些问
题说白了还是个哲学关系问题。

一、大与小的问题。自上世纪 90
年代贾平凹先生提出大散文观以来，
确实在散文界引起很大震动。有相当
多的散文作者很自觉地在散文题材、
写作技巧上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应
该说，这种探索对散文今日的繁荣与
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但是，我们从大
量的散文阅读中，也不难发现，有相当
一批的作者对大散文的理解是机械
的、歪曲的，他们所认为的大散文就是
宏大叙事，就是动辄洋洋万言。其实，
小散文并不是因为文字的短小，题材
的简单，就不足以彰显文学的大。历史
已经证明，我们有相当多的千字文，因
其思想的深刻、叙事的精巧，至今依然
为读者青睐。反之，我们多年来看到的
大散文，有几篇能让读者铭记呢？

二、多与少的问题。我们说一种事物发展
繁荣，首先突出一个多字。散文也是如此。20
余年来，散文的多主要体现在作者多，读者多，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人多作品的质量就高呢？这
就要具体分析了。就散文创作的总体而言，较
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应该说提高了很多。尽
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今天的读者的欣赏水
平也在大大的提高。因此，当今的散文作家，不
管你写了多少篇，出过几本书，获过多少奖，你
在圈子里名气有多大，你要能在读者心中留下
名篇的记忆恐怕还真很难。因此，我提倡散文

评奖评单篇。我也提倡散文写精短篇。
（有位西安的中学语文老师曾对我呼吁：
请让作家们为孩子写千字文。）

三、虚与实的问题。散文能否虚构，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散文写作
者、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多少年来，
散文一直以叙事、抒情为主。上学时，老
师总强调学生写真人真事，似乎不写真
人真事，就不会有真情实感。包括教育学
生要讲实话，讲真话。于是乎，多少年来
我们的散文教育也一直提倡真实。其实，
文学的真实跟生活的真实是截然不同的
概念。既然文学属于艺术，就不能把生活
的真实原封不动地放在作品里。我赞成
影视编剧们关于历史题材创作的准则：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大致情节要有，
细节可以充分艺术把握。

四、变与不变的问题。前几年，有一
批年轻的作家发出了散文要革命（或称
新散文）的呼声，为此还开过几次会议。
等过了几年，人们发现，散文并没有被
革了命，倒是提出革命的人内部发生了
革命。譬如有人明确提出，他 （她） 写
的不是新散文。这就涉及到散文变与不
变的问题。我以为，变是正常的，不变
是不正常的。变不等于不尊重艺术的基
本规律。任何人都在寻求变化，风格很难
形成，形成了就很难改变。杨朔散文是一
种风格一种模式，你可以不学，但不可以

否定它的存在。
五、深与浅的问题。近些年，抒情散文已经

很少看到，主要原因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人际
关系的淡漠，市场经济的残酷，使作者很难产
生对生活的激情。人们似乎更愿意看文史类的
杂文与随笔，认为这些作品更厚重。至于叙事，
人们对生活中的家长里短，亲情怀旧，乡俗风
物，已然审美疲劳。于是，有相当多的作家，像
考古队员那样走入历史，寻找答案。我的理解
是不管哪一类的散文，首先要考虑艺术性，离
开了艺术性，再厚重的东西也值得怀疑。

中国的新文学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映于文学界是引进了西方
的文学观念，将文学划分为小说、诗歌、戏剧与散文四种类型。而散文作为
文体概念，在中国的南宋时期已然出现，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评述黄庭坚
的文学创作时写道：“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在罗大经的
笔端，散文与韵文相对应，是一种大散文观。

为了厘清散文中的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现代散文作家与理论家们做出
了不懈努力，朱自清在《什么是散文》中指出：“广义的散文，对韵文而言。狭
义的散文似乎指带有文艺性的散文而言，那么小说、小品、杂文都是。最狭
义的散文是文艺的一部门，跟诗歌、小说、戏剧、文学批评并立着，小品和杂
文都包括在这一意义的散文里。”将散文划分为广义、狭义与最狭义的概
念。郁达夫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
现的个性，比从前任何散文都来得强。”葛文在《略谈散文》中也说：“散文写
作中间的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真实的情感…… 一个没有真实情感的人，
即使文字如何美丽也决难写出一篇动人的散文，这中间很难有矫饰和捏造
的余地。”“真实情感”，林慧文调整为“真情实感”，从而揭示了中国现代的理
论家们对散文本质的认知。

“个性”、“真情实感”、“最狭义的散文”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核心传统，是
历史馈赠今天的珍贵礼物。然而对于这个礼物，今天的散文作家却采取了
不同的态度与做法，或者坚守，或者反对，将本应疆域清晰的散文变得不那
么清晰了。这似乎是一个倒退。然而，问题又不那么简单。1985年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3年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收有“es-
say ”词条。Essay，出自法语Essais ，有“尝试”、“实验”、“试作”的意思，译为
中文是“试笔”，然而中国人不太接受这个名词，于是便出现了随笔、小品、散
文几种意译。Essay的引进，促进了中国现代散文的长足发展。然而，到了
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Essay这一名词却“开始消失”，但“这种文体在后来
被称为专栏的形式里仍然存在”。“专栏可以是幽默的或严肃的，可以谈一
个题材，也可以泛论生活中的问题，可以写得轻松，也可以就风俗习惯、道德
或其他有趣的题材提出大量有益的意见。不论专栏谈论的是女婿，对外政
策或是股票市场，他主要反映作者个人的趣味和观点……包括政治、经济、
图书、电影、社会、医学、家政、体育运动，对失恋者的忠告，以及现代生活和
思想的其他方面。”

这就是说，在我国被译为散文的Essay，作为名词，在西方已经基本不存
在了，而在我国，却依然不绝于耳，中西文学界，反映于散文领域的差异竟是
如此之大。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即：在我国非主流文坛，各级文联与作协
主办的刊物之外，各种时尚、服装、汽车、财经、美术、摄影、影视、旅游、建筑、
军事、政治、外交、宗教等杂志所刊发的近乎散文的文字以及各种新媒体所
刊载的博客、微博、微信、短信，等等，这些文字，轻松可读，游走于真实与虚
构之间，无论是内容还是文风，与西方所谓的专栏文章并无区别。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自1901年至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
主体是诗歌、小说和戏剧，散文即使有，也不过是几粒微尘，比如，1950年罗
素的《婚姻与道德》、1953年丘吉尔的《不需要的战争》，但是，前者属于哲学
著作，后者属于历史著作。这就是说，在西方文坛，与小说、诗歌、戏剧相鼎
立的散文，并不是我们理解的文学散文，而是一种大散文观——与韵文相对
立，不包括小说、戏剧的散文。自 20 世纪初叶，我国文学界引进了西方的
Essay，经过多少作家的实践与理论家的研究，方总结出对文学散文的核心认
知，近百年过去了，却发现西方散文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由此反观我
国当下主流与非主流文坛的散文，难道不是一个应该认真思虑的问题吗？

中国古代一般的社会知识阶层历来有耕读
传家的传统。在传统的锄耕社会，耕种可以获取
物质，养家糊口，延续家族；读书则可以修身养性，
提升自我，服务宗亲与社会。如果用现代的眼光，
换一个文学的角度看，耕是对生活的一种直接体
验，读则不仅仅有修身养性的功用，还是文学创
作思想、知识、观念和眼界的准备与储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文学创作方法论的
又一种形态。文学创作如何能有效、有生命力、
有感染力，古人从实践中得出结论，还是读书和
行路两结合，最有助于文学创作。读书还是要
读，耕种的方式则可以改换为行路，都是对生活
的直接体验。耕囿于深和点，行则可能偏重于线
和面，这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和创作观念，但都注
重于感受和体验。

走进书房，发现思想；走出家门，发现散文。
古老的创作法则并未过时，还是散文获取题材、
内容、思想和形式的最基本和有效的方式。扎实
的走读、耕读方式，依然有助于中国当下的散文
创作，有助于中和散文的浮和躁，有助于中国散
文创作持续健康的发展。

自然，同为进书房和出家门，但几千年来，
其中的内涵却是动态的，是一直不断地发生着
变化的。拿进书房来说，明朝以前人们进书房，
读的多是儒家经典；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登陆
之后，西风东渐，中国人开始读泊来物；到1910
年代前后，形成全盘西化的高潮；我们现在的读

书，则中西兼备、包容共生。
出家门的内容和方式也总是在改变着，或

为创作者选择使用。陶渊明躬耕田园，“种豆南
山下”，“带月荷锄归”；李白则游走于江南，“抽
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北魏的郦道
元注《水经》，不仅广读书，搜文献，还特别注重
亲历和到场。

进书房和出家门，还有助于发扬散文包容
的特性，散文的生命性在于不断地吸纳新知识、
新形式、新方法和新内容。“文革”时期只容许阶
级斗争和革命批判式的散文存在，内容和形式
的路子越走越窄。新时期散文立足于期刊，繁荣
于媒体，普及于网络，千家写，写千家，路子将越
走越宽。

当代散文创作通过汲取人类学成果，学会
了田野考察的方法，吸收了这种体验生活的形
式，吸收了人类学的价值、方式和思想，进一步
了解人类自己，深刻地理解自然环境中的人类，
也把这种形式转化为内容和观念，吸纳进散文
创作的范畴；汲取政治学和社会学成果，评点江
山，谋略大势，激扬文字，褒贬利弊；汲取地理学
成果，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从历史地理、人口
地理、经济地理、区域地理、文学地理等等路径
出发，沿途也是果实累累，风光无限。

所以，吸纳和创新，既是散文创作进书房和
出家门的根本生命，也是散文创作繁荣发展的
根本性的规律，是散文创作的“元道”。

关于散文本身，各位老师已经讲得很到位
了，我想就创作体会谈几点浅见。

好散文当是生命必需品。当散文像食物一
样成为人们每天不可缺少的精神必需品时，自
会繁荣。身体没有食物提供营养会垮掉，灵魂
没有“食物”作营养也会垮掉。身体需要每天三
顿饭做保障，灵魂同样需要。这也就是古人为
什么有早晚课的原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
开始实验，近半年来，获益很大。每当读诵状态
好时，全身舒坦，口有清香，舌下有甜甜的精液
产生，如品佳茗。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美好感
觉只有诵读才能得到，就是说，对于选定的经
典，先不要理解它的意思，只是把字音读准，文
句读顺，用直觉状态读即可。如果读进去，会有
不忍释卷之感，总想待在那种纯粹的读的美妙
状态之中。如果某一天没有诵读，一天都会觉
得没有精神。后来觉得，这样的早读比早点都
重要。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提醒我们如何度
过一天，经典成了我们一天生活的线路图，依
此行事，可以免去许多错误。晚上再读，对照检
查今天是否有做错的事。如此天长日久，我们
会发现，灵魂比以前干净了一些。

好散文当需无菌作业。去年以来，我基本
停止了传统意义上的写作，但我每天在写反省
日记，越写越喜悦。因为我想，当我自己还很假
时，大概写不出真正真的文字，而一种文字如
果真不起来，是不可能真正打动读者的。比如
今天，因为我没有带水杯，服务员用一次性杯
子给我倒了水，这就浪费了一个一次性杯子。
晚上，我就要在反省日记上作检讨。也许大家
会说，郭文斌你太作秀了吧，浪费一个一次性
杯子有什么要紧的。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很
严重，因为它在我的生命中少了一个圆满。在
我看来，节约整个地球的资源和节约一个一次
性杯子在事上有大小，但在心上没有大小，因
为都是一个节约的心。有许多错误，正是在不
间断的反省日记写作中改掉的。比如吃零食的

毛病，天天检讨却天天犯，但时间久了，就觉得
这样天天检讨实在不好意思了，第二天，就下
决心把它改掉了。再比如上班期间，当我有一
天终于做到了公事用公家电话，私事用个人电
话时，觉得生命有了一个重大超越，晚上在反
省日记上写下这件事时觉得很光荣很喜悦。这
样的文字，我不知道是不是散文，但是我觉得
很真，如果将来我愿意交给出版社，相信读者
也会喜欢。

好散文当有改造力。近年来，我收集到了
大量正能量的文字改变读者命运的案例。我们
村上的两位青年，其中一位因为犯罪被判了8
年，另一位却因为读到两本好书走上改过自新
的道路，这个故事，我写在 《文学的祝福性》
一文中。去年，一位朋友的孩子出了问题，
很严重，严重到她都准备辞职专门在家看护
孩子。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有人告诉她
试着读一些正能量的经典，向孩子表达祝
福，她就试着去做，不想奇迹出现了，孩子
真的渐渐好转起来，今年居然以高出他们省
重点分数线 70 多分的成绩考到一所重点大
学。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它让我想到，
古人所讲的祝福不单单是一种形式。后来看

《霍金斯能量级表》，才知人的生命观本身就
是能量，那么，文学观也不应例外。表的下
限是 20，上限是 1000，分水岭是 200，之上产
生的情绪对世界有积极影响，之下产生的情绪
对世界有消极影响。个体生命是如此，文化产
品也如此。而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流行文化对
应的能量均在 200 之下。那么，在浩如烟海的
文学作品中，能量级在 200 以上的又有多少
呢？因此，我们要让散文真正繁荣起来，散文本
身是重要，但写作者的价值观可能更重要。因
为一个能量级在 300 的人，相当于 9 万个在
200之下的人。因此，我们的崇高感提高一分，
慈悲感提高一分，喜悦感提高一分，也许会多
赢得成千上万的读者。

数年前，我在一次关于散文创作的对话中提
到，如果我们承认散文是文学体裁之一种，它无
疑要具备文学性。不妨把文学性散文之外的文章
称作随笔。文学性，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它不是信
息符码，而是艺术符号，语言上没有追求，谈不上
文学性，而语言美的最高境界是它的诗性。我的
体会是：散文是建立在个人感觉、感受与感悟上
的一种艺术表现，它把作者鲜活的感觉带到了文
字的现场，使文字具有了生命的特性与活力，是
一个人与世界遭遇所激起的反应，唤醒了脑海中
的感知、想象、情感、思考等精神的活动，散文再
现并表现这样的精神活动，再现并表现作家眼里
的世界，从而给客观的世界打上强烈的精神烙
印。因此，它具有鲜明的个体的特性，它不是知
识、历史等资料性的东西，甚至也不完全是经历
性的记述（要求散文像小说一样重视叙事是片面
的），它的视角是极其个人化的，即使经验，也是
个体独特的，带有个人的感知与观察。艺术天然
地排斥公共性，公共的东西永远都是文学的公
敌。它是与心灵有关的，是触动心灵的东西。一篇
好的散文没有个人的灵魂在里面，它就不会是一
种创造，甚至是虚伪的。散文是生命的一种延续，
其精神是有呼吸的，是不可复制的。

其次，艺术是讲境界的，中国文化所追求的
天人合一，让历代文人创造出了许多意境深远的
经典作品，让人类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安抚与提
升，散文的高下也在于其境界的高下。中华文明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所取的诗意化追求，让人与
自然达成了最富审美性的和谐。这种文化上的追
求，让艺术在表现自然世界时自然寻求诗意的表
现。它就像宗教，历代散文都在这样的意趣下进
行创造。这是散文的正宗，主旨是讲审美的，是人
与世界诗意的相遇。

我个人的散文追求是：一，以有限的个体生
命体验无限的存在，张扬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
二，强调在场，就是写自己身体在场的事物，哪怕
历史，也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来源于现实的存
在，哪怕只是一物一景，也是一个时空的物证，是
时空连接的出发点，重视身体在生理的、心理上
的反应是我得以体验世界、表现世界的依据；三，
正是因为个体生命的短暂，才具有强烈的时空意
识，才打通历史，连接历史，这里的历史不再是文
字记载，不再是知识，而是从生命出发的一次更
幽深的体验，如同从现实的层面打开一口深井；
四，表现方式上重视东方式的“悟”；五，文字以最
大限度逼近体验，语言是人的灵魂，其灵动像呼
吸一样自然，像情绪一样起伏，像站在你面前一
样真实，因此，独特、别样是必然的特性。

我的世界呈现出了瞬息的、暂时的、变幻的
景象，它们都带着强烈的时间印迹。写历史，是因
为我感受到了它的气息，它就在我生活的时空
里，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历史文化在我只是呈
现事物的一种工具，它不是目的，通过它我找到
现实与过去的对接，把我们看不到的事物延伸过
来，我在乎的是从前的气息，我感觉到了这样的

气息、场，我要把这已经虚妄了的气息表现出来，
把这种存在再现出来。我在乎的是这一过程所表
现出的时间的纵深感。

关于文化大散文，我认为文化只有与个体的
生命结合她才是活的，那些活在每个心灵之上、
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文化才是能够被感知的。
否则，它只是知识，是脱离个体感知的抽象的文
化知识，没有个人感知的历史文化抒写只是知识
的传播，而非文学的性灵抒写。所以我写历史文
化散文不会有完整的历史，它们是断续的、跳跃
的，历史永远是跟随人的心灵意志的，或者是时
空的感觉，或者是一个抽象出来的象征符号，我
要表达的是心灵史，是消失了的生命的现场。

在这个万事万物求新求变的年代，我认为，
怀旧、守旧不只是一种寻找与发现，也是一种勇
敢者的姿态，需要抗拒潮流的勇气和对接现实的
眼光，因此，守旧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先锋！

我能做到的只是忠实于自我。我的写作不愿
被裹挟，保持着自己的天地观、时间观以及敬畏
感。滚滚红尘中，我的目光掠过喧嚷的人群，投向
历史的深处，看到大地上逝去的事物，体验着人
生过客的苍茫。我活在时间之中，又活在时间之
外。我不但看着这个世界前行，也看着自己与世
界的周旋。我的散文是后视的，却有现代意识与
表达的追求。时代剧烈变迁，使得世界如此丰富，
丰富之中，却有许多正在远离我们而去的东西。
我愿意做一个看得见离场者背影的人，并表达自
己的哀思与痛楚……

前些时，一批中青年作家聚在一起，专门讨论“全民写
作时代的散文”。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因而也
很有讨论价值的话题。不过，从报刊披露的讨论内容看，作
家们的视线和精力，似乎较多集中于描述和分析全民写作
态势带给散文创作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而无形中忽略了更
深层次的全民写作与散文生态的关系。

看今天已是蔚为大观的散文全民写作，其积极意义委
实不可小觑：一方面，成千上万职业、经历、思想、性情、趣味
迥然不同的写作者，带着鲜明的个人印记进入散文世界，其
五花八门、无拘无束的言说，不仅彻底改变了散文为知识者
身份证明和“雅文化”一统天下的旧有格局，使散文第一次
拥有了更为丰富和愈发斑驳的精神与文化承载，以及由此
衍生的更为重要的社会和人类价值；同时，整个社会的文
艺民主空前活跃，文化生产力有效释放，五四以降几代有
识之士千呼万唤、孜孜以求的文学“大众化”，成为可以
直观和验证的现实。另一方面，层出不穷、难以计数的散
文全民写作的参与者，立足于不同的生活根基与生命趣
味，随心所欲地表达着人生感知、社会见闻、时代欲求、
现实评价，以及母爱亲情、童稚记忆、旅途奇观、艺文畅
想，乃至下岗境遇、求职过程、讨债情形、被骗经历、合
租体验等等，其质朴、真切、幽微、细腻的讲述，不仅将
散文刻录个体性灵的功能优势张扬到极致，而且于无形中
酿成了一个时代不加过滤与粉饰的众声喧哗。这时，每一
位散文作者都变成了社会情境与心灵躁动的书记员，所有

的散文作品汇集在一起，则足以化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与生活长卷。至
于这当中所包含的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教育普及、文化提升等积极因素，更
是显而易见，不言自明。

需要指出的是，散文领域的全民写作，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的现象，
事实上，它与新世纪以来网络空间的极度扩张，尤其与自媒体时代的迅速到
来密切相关。换种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网络空间与自媒体时代从根本上
推动和成就了散文的全民写作。

对于当下散文创作来说，全民写作固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这
种积极意义并不能概括全民写作的所有效果。这里，一种有目共睹的事实
是，全民写作在推动散文创作繁荣发展的同时，也给它带来了一些负面影
响，进而催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由于参与者
水准不一、态度有异，加之发表通道多依托“零门槛”的自媒体，所以其作品
整体质量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一些作品甚至艺术格调不高，价值取向
混乱。

此类问题的出现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民族或时代的散文创作，要想保
持良好的情景和健康的生态，除了吸引更多的写作者投身其中，组成尽可能
广泛的群众性的创作队伍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这就
是精英散文家的始终在场，是他们立足精神与艺术的制高点，以精品佳作所
展开的与大众写作者的诚挚交流，以及对他们创作的吸纳、引领与提升。而
在这一维度上，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创作同样呈现出可喜的局面：以韩少功、
张承志、南帆、王充闾、梁衡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散文家，在由新时期到新世纪
的文学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饱满旺盛的精神创造力，其意境高旷，质文兼备
的作品，构成了一个时代散文艺术的重要坐标，当然也无形中影响和启迪着
全民写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郭文斌、王彬彬、祝勇、王开岭、王
开林、张宏杰、夏榆、钱红莉等一批实力作家，虽然有着不尽相同的题材经
营、旨趣提炼和风格追求，但也不乏于文学本质上的殊途同归，如深切的人
文关怀、执著的独立思考和沉潜的艺术探索等，这正是全民写作所缺少、所
需要的，因而便成了其现成的范文和必要的滋养。从这一意义讲，如今散文
全民写作的兴盛，早已融入了精英散文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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