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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反映生活，新的时代催生新的

文艺形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

序”，此之谓也。近年来，新媒介的勃兴

形塑了文学观念、文学存在形态以及文

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方式，对传统意

义上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

响。其中一个标志性的现象即是伴随媒

体终端技术日益朝着以用户体验与功能

需求为导向的微型化、便携化、移动化

发展，文学样式及其传播方式均呈现出

“微”化趋势，并由此带来了基于信息的

“微”艺术的繁荣。新媒介相对于印刷媒

介和电子媒介等传统媒介而言，主要指

以电脑（包括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微

媒体） 为主体、以网络为主干的媒介。

而微媒体的广泛应用则直接导致巨量

“微内容”的产生。1998年，“微内容”

这一概念率先由尼尔森提出，指互联网

上让读者快速浏览后就能了解页面大意

的词语集，例如文章提要、页面标题、

电邮主题等。2002年，安尼尔·达士将

“微内容”描述为一种以短小形式发布的

信息，其长度受限于某个单一的主题以

及阅读数字内容所使用的软件与设备的

物理技术条件。今天，互联网用户所生

产的任何数据，都可以被称作微内容。

在此背景下，微小说和微阅读应运

而生。微阅读指综合运用文、图、声、

影等呈现形式，以短小精练的文本在较

小屏幕上实现各类型文献对读者的视觉

冲击的一种兼具自主化和多样化的新兴

阅读方式。微阅读透过移动互联网，借

助 iPad、电子书阅读器、手机、MP4、

PSP 等微屏幕终端，展示文字、图片、

语音短信、视频链接等微内容，其出现

与风靡有着深刻的必然性，微新闻、微

小说、微知识、微美文等新兴文艺样式

也逐渐成为其阅读对象的重要构成。微

小说的出现至今仅仅五六年时间，它是

随着微博的盛行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网络

文学形式。关于“微小说”之“微”的

具体含义，学界说法不一。“微”若指

“微小”，那么马克·吐温《丈夫的支出

账单》应该是微小说的开创与经典；若

指“微博”，微小说则特指“微博上的小

说”。微小说的网络定义则将二者合一，

指以微博客形式发表的微型小说，是微

博客价值延伸的一种生动表现形式。微

小说一般不超过140个字，文本短小精

悍、语言简洁、结局出人意料，作者可

随时与读者互动，具有相当的网文交

互性。优秀的微小说既展现作者深厚的

文学功底，也彰显出文字的简洁美和力

量感。

大与小

若仅就文本字数而言，微小说并不

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可说是短篇小说的

一个“分支”，早在我国古代的《论语》

《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等经典文

本中就有实践。事实上，从说唱文学到

舞台剧，再到电影、电视剧，传统小说

作为一种相对成熟的文体总是借助传播

技术手段的发展来实现自身的突破，并

由此对叙事艺术形态产生新的影响。尽

管很多专家认为微小说的出现是对主流

文学的延伸和补充，但相较于传统小

说 ， 微 小 说 的 文 本 形 态 仍 具 有 更

“短”、更“简”、“碎片化”、“即时性”

和文学“信息化”等诸多不能被主流文

学和传统小说的延长线所辐射的新特

点。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形态，一方

面作为新兴的传播方式为微小说提供了

一个空前宽广的展示平台，同时在另一

方面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传统小说的某些

本质特征与审美祈向。作为新文学样式

的微小说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如今风头正劲，这一结果虽离不开科技

的日新月异，但其背后的成因一旦从技

术层面转移到价值领域，涉及到文学的

内涵以及文学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等问题，它所透露的事实本身便会超越

技术的单一向度，引发学界对文学本体

的再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始终存

在着作为文化秩序中心的“道”统，它

垄断文化意识中的权威性并以此来制约

文化，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千百年来，

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围绕“道”统形成

了一个颇具史诗品格的宏大叙事情结。

受此思维模式浸染，现实主义作家作为

有忧患意识的精英知识分子，肩负着以

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我国

当代文学中，宏大叙事主要表现为对重

大社会历史题材的深度驾驭以及对社会

全景式的再现，叙述者以一种历史的眼

光来处理宏大的社会题材，并试图对历

史做一种全知的权威解释，叙事中不乏

“高大全”的英雄主角和激烈的矛盾冲

突。在一贯的主题与叙事下，宏大叙事

追求一种完整的、全面的叙事，它既与

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相联系，又与总体

性、理论性、普遍性、合法性等具有部

分相同的内涵，它与细节、解构、差

异、多元等具有相对立的意义，从而与

个人叙事、私人叙事、日常生活叙事、

“草根”叙事等相对。

微小说则在自身字数限制和后现代

“碎片化”策略的影响下，不得不从宏大

叙事过渡到小叙事，注重个体的话语表

达和艺术的生活化。后现代对传统文化

价值体系的消解，新媒介为个体参与文

艺提供的平台，也无疑多维度地为个人

创作提供了自由和可能，为个人摆脱集

体神话、权威叙事提供了路径。以往，

即便是框架结构上不属于宏大叙事模式

的现实主义短小之作，也会刻意追求关

于人生意义、终极关怀的超越境界，以

期以小见大，体现宏大叙事精神。而微

小说建构的是支离破碎的世界，它以个

人话语的小叙事逐渐消解传统文学的宏

大叙事。小叙事背离宏大叙事的全面、

统一和定性，采取碎片化、拼贴式、反

讽式的多种表达来反映当下。在微小说

作者那里，记忆的整体性已然瓦解，生

活纷乱破碎，即便他们试图在作品中缝

合经验世界的片段与零件，展现给读者

的依旧多是支离破碎的图景。马歇尔·

伯曼曾以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 中的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阐述现

代性的基本特征，并指出现代公众常

“用许许多多破碎的方式来构想”现代性

观念。新世纪以来小说中现实的形象已

经很难整合，现实早已成为支离破碎的

叙述对象。包括微小说在内的新兴文学

样式，倾向于书写纷乱的景观与人们内

心的疑惑，这或许是因为在一个价值观

念尚不明确、现实略微脱序的社会转型

时期，人们面对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困苦

所感到的无力与无奈。传统文学由于受

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束缚，创作空间

相对局促，而新媒介中的微小说得益于

小叙事的便捷，关注个人与日常，享有

高度的创作自由。小叙事里不存在宏大

叙事的“典型环境”，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也并不能归结于某种统一的社会原因及

其呈现方式，它在变数与常数的张力拉

扯下，探求个人命运的偶然性与复杂

性。面对非凡复杂的当下现实，小叙事

反映出一种原态真实，其内容虽然都是

些小人物、小故事、小感觉、小悲剧，

但它们却是如此真切地贴合当代人的身

心困顿与痛楚。手机、博客等新媒介为

小叙事增添了强劲助力，它们一齐将文

学请下神坛，并逐渐解构了“永恒”、

“理想”、“权威”、“精英”等传统价值，

使文学真正回归民间。

鲁迅先生曾指出稗官野史和私人笔

记中存在着远比“二十四史”等所谓

“正史”更为真实的历史。若不恰当地将

传统文学比作正史，将微小说在内的网

络文学比作野史，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

小叙事恰可作为对历史真实和叙事的有

效保存和有益补充。小叙事作为世界的

小小碎片，顽强抗争着遗忘本身，它的

种种尝试也就值得我们去留心聆听、仔

细阅读、用心体味。

碎片里的日子

毫无疑问，人类对于阅读行为本身

已再熟悉不过，时代再怎么发展，发生

变化的仅是阅读的对象、场景与模式。

从最初的竹简到纸帛、再从最早的书籍

到如今的网络时代、微信化阅读，人们

进行阅读的形式和场景一直在改变，而

通过阅读去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本质并没

有变。十多年前，有人说电话让人们不

再写信，现在，也有人在喊互联网让人

们不再读书。人类总是在不可抗拒地享

受着新技术福利的同时，忧心新技术对

于传统文化可能造成的损坏。客观来

讲，面对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人类总

是力不从心，因为这些变化既不可预

知，也几无逆转的可能。我们或许只需

知晓，阅读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从未远

去。

微阅读为何盛行？这是人类在资讯

爆炸时代中做出的自然选择。全媒体时

代下，移动互联网对信息获取形态进行

了根本性的变革，包含微小说在内的微

阅读文本以其短小精悍的特质满足了现

代人在有限且零散的时间内进行碎片化

阅读的需要，微阅读内容的实效性也契

合了人们社交、娱乐、获取资讯等快节

奏的生活方式。以Twitter、Facebook

为代表的社交互联网改变了美国人的沟

通方式、总统大选方式以及阅读方式。

这一连锁反应扩展至全球，今天我们随

处可见埋头刷屏的微阅读群体。微阅读

能为个人随时营造出专属的阅读空间，

有效地弥补了传统阅读的缺陷。口袋

书、手机报、Twitter，都代表着微阅

读。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则更胜一

筹，它们因对生活拥有便捷且无遮蔽的

反映方式而成为当代信息交流和文学传

播的新媒介。这也是微小说等新文学样

式流行的内在原因和传播学意义。

传统阅读或深度阅读需要读者能够

持续专注在书页上，集中精力、保持思

路，在偶尔的停顿中整理思绪，逐步完

善对全书的架构，形成整体印象。亚马

逊推出的 Kindle 阅读器据说可储存

1500本书，电池可供用户进行长达两周

的持续阅读。Kindle的屏幕还模仿了真

正的墨迹和纸张，用户阅读数小时也不

会出现视觉疲劳。如果说Kindle只是在

改进传统的阅读习惯，那么微博、微信

等新媒体则正在取而代之。人们对碎片

化信息汲取的渴求，一方面促使微阅读

发展得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则引发了微

小说等微阅读内容出现体制虽“微”但

文学本体意识不强的问题。有鉴于此，

为微小说等新文学样式正名，厘定其文

体特点，引导和促进其形成与发展，有

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如今，我们无一例外地生活在时间

与空间的碎片里，却难以评判与衡量这

些新文艺形式的“相得益彰”。这些碎片

里的“微”繁荣或许该有一个标杆，正

如别林斯基所说的：“如果诗人给你描写

出来他的生活的特定瞬间，你就能讲述

在这瞬间以前和以后他的整个生活。”

““微微””察察秋毫秋毫
□赵 依

我与赵炳鑫的交流，多为文学基

本问题引发的现实问题和文化现象，

最后总会在共同的价值生活预期中一

起感喟、一起愤怒。如此时间长了，

大概也就相互引为价值同道者了。

据我所知，《不可触摸的年华》

也许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所谓

“不可触摸”，是对他赖以生活了几十

年的西海固大地的既眷恋又义无反顾

的复杂感情。所以那个阶段，他甚至

把自己的博客命名为“边缘客”。“边

缘”者，乃回不去进不来之意，如此

之“年华”，完全称得上“苦乐年

华”了。后来沉淀了大概若干年，推

出的作品不再是散文随笔了，而是哲

学论著《哲学深处的漫步》。细析其

纹理，该著实际上是对西方古典哲学

转换成现代哲学的谱系研究。当然这

部书不同于一般的哲学研究和哲学史

研究，没有佶屈聱牙的资料援引，也

没有食洋不化的术语堆砌，有的只是

一个基层生活的参与者、感受者、承

担者，是对我们置身其中的“知识”

“价值”“观念”的质疑和拷问，对我

们不得不卷入其中的世俗趣味和流行

价值的批判和审视。鲁迅先生借人物形象之口说出的“从来如此便对

吗”和捷克作家昆德拉笔下人物常挂在嘴上的“生活不能承受之

重”，其实是这部书交织进行着的两个主题。可见，赵炳鑫所思所想

已经接近“形而上”了，或者直接说，就是我们时代的“形而上”

问题。到了他最近出版的杂著《孤独落地的声音》，那种思辨和再

启蒙的诉求，终于具体化了。原来，三部不同题材书中有声的

“我”，不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个人经验的载体的“我”，而是“我

们”——无数云集在底层世界的无声的大众和“沉默的大多

数”。他们或我们的“孤独”，既从基本的精神生活期许中来，又不

仅仅是精神的孤儿；既是拖着一身疲惫的无数泥腿子，又不全是盲

目任性的所谓大众。他们或我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真正主

体。他们或我们的可能性在哪里？这便是炳鑫文学批评所重点关注

的问题。

炳鑫的批评属于文化现代性批评。这些批评家仍相信康德对启蒙

的最初定义，即“人能够合理使用自己的理性”；也信赖黑格尔对

“内在性”的界定，即“‘内在性’首先应该置于‘外在的’之中，

用‘外在的’来支持‘内在的’”，“内在性”才能得到伸张的道理；

更追求现代社会人的基本诉求的完善，比如泰勒的“人是现代化的目

的，而不是手段”，哈贝马斯的通过建构“公共交往理论”来建立共

识平台，进而构筑现代社会机制的理想，等等。总之，把文本看成是

思想的实体，紧接着在社会现代化、启蒙现代化的层面，首先讨论人

的现代化问题。因此，艺术性、文学性成了丰富、充实人的坚实内

容。这种把人的具体语境作为批评基本流程的实践，亦可称之为“文

化批评”。不是说，这种批评一定要剿灭文化传统主义或文本消费主

义，而是说，这种批评是深刻根植于中国当代社会、中国当代文化和

中国当代文学，并且以敏锐触角和领悟性直觉、主体性感知，发现当

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学在惯性滑行中，已经进

入某种思维误区和思想瓶颈，需要从机制上乃至整体境界上有所突

破、有所矫正。那么，现代社会机制及其中人的现代性程度，必然

逻辑地构成了这路批评的终极关怀。相信文学艺术乃至文化的功能，

理应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怎么可能是经济社会的边角

料呢？

正是有这样的文化视野，在他的审视下，漠月小说所倾力叙写的

宗法文化对人性的戕害，火会亮小说所关注的由传统村落文化衍生的

条条框框的“礼仪”对正常人性的束缚，陈继明小说对人的觉醒或不

觉醒的自觉观照，邱新荣诗歌立志重塑人的现代主体性的诗意审美张

力，薛青峰散文从微小琐事表现基层政治的走样变形对人心灵的强度

扭曲，等等，才显得如此之扎眼、如此之豁亮。恕我直言，在文学批

评界，文本细读式批评实在太泛滥了，以至于到了有什么细节就一五

一十解读什么微言大义的跪读程度；满心温暖满眼幸福满脑享乐的诗

意温情式诠释也实在太过剩了，以至于凡经解读之处都无不充满精

神归属感的虚无主义地步；横竖左右都只有传统没有传统就无力开

口说话的批评也实在太饱和了，以至于凡传统的就是好的、凡有违

传统就必然是可诛的，粗暴蛮横文风到了遮蔽一切的境地。然而，

细加分析那些跪读式批评、虚无主义批评和宗法文化程式批评，致

命的局限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批评者对我们此时所置身的时代、

社会和现实的性质没有起码的理性审视。要么是“现当代文学”这

个学科规定性内的自说自话，要么是“文学理论”这个理论规定性

内的话语重复，或者干脆就是坊间道听途说的所谓“传统文化”，

实则是经过大妈广场舞和瑜伽会馆、美容院等地方二度转化的“心

态美学”和“身体美学”，惟独没有新型城镇化以来社会进一步分

化所导致的意义危机感、价值危机感和文化危机感。紧接着，文化

现代性即人的现代化问题便本能地被拒于文学及批评的门槛之外

了。这个时候，当如此之多的文本充斥于大小版面之时，还谈什么

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对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人文功能呢？从这

个意义来说，炳鑫的文学批评虽然不很多，但可以说是宁夏批评界

一道耀眼的思想光芒。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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