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散文是中国新文学传统的重要一
支，近年来，随着创意写作学科在中国如火
如荼落地发展、众多新媒体平台涌现，散文
写作也在悄然变身，产生了新的生机和可
能性。

今年热播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是
少有的由散文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是首部
入围戛纳电视剧节主竞赛的长篇华语剧
集。此前，刘梓洁的散文《父后七日》也曾
被改编成电影，获得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我们开始探
讨现代散文是怎么回事、它的前途在哪里、
未来的散文可能是什么样的。在《散文的
变身》一书中，王安忆、胡桑、张怡微、陶磊、
朱婧、包慧怡等二十余位作家、学者分享了
他们对现代散文文体演变的观察与思考，
可以说是一堂十分生动的“散文课”。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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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散文如何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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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变身》
张怡微 陶磊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

“散文是用自己创造自己”
关于散文的文体界定，有各种

不同的说法。现在的“散文”之名
来自于英文的“essay”，是狭义的
散 文 。 广 义 的 散 文 被 称 作

“prose”，它打破了很多界限。先
秦的诸子散文，后来的史传、策
论、墓志、随笔、信札等，以至于当
代的非虚构以及其他新的文本形
式，都属于广义的散文。

作家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
——我看散文》中把散文定义为

“那种最明显区别于小说和诗的
东西”，在她看来，散文与小说、诗
存在非虚构与虚构的对立，“小说
是情节的虚构，诗是语言的虚
构”，而散文“最接近于天然”“在
情节和语言上都是真实的”。

2004 年，王安忆受聘复旦中
文系，创立了中国内地第一个
MFA“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授
予点。开班之际，就定下了小说
和散文两个方向。2020年，王安
忆又为创意写作专业新开了一门

“非虚构写作”课。非虚构所规定
的“真实性”既是限制，却也提供
了取材的路径；三万至五万字的
标准，无形中开辟了长篇幅的散
文体例，在大容积的迫使下，学生
们开始将叙事汇入散文作品，“将
亲历的生活提供给文章，让未明
的存在熠熠生辉，而这些正是虚
构努力要做又未必能做到的。”

但这样一来，散文与小说的界
限再次变得模糊。王安忆由此提
出了“记忆”一词，“‘记忆’几乎是
非虚构的伦理。我们不能如小说
那样，假定事情在进行时发生，只
能在文字里让逝去的时间重现和
还原，写作是唯一的机会……散文
的文体大约就是工具的性质，用
自己创造自己，此自己创造彼自
己！”

散文家龚静曾负责讲授复旦
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散文写作

实践”和“散文经典细读”课，她
说：“周作人提出过文章之‘余情’
观，意谓拥有了作者的情致，那么
即使是同一篇说明文，也是可以
成为佳作的。对此，我深以为
然。”龚静对散文的甄别和评判，
不再囿于狭隘的体裁区隔，好的
散文就是“有我”的文章。

上海中学国际部老师张心怡
认为：“怎样的生活经验能够被放
入小说，需要经过一个与自我疏
离的阶段。而散文的书写即标榜
从自我经验开始，广义的散文给
我们提供了更多和现实生活联系
的抓手。”比如，名人先成为某个
领域的“名人”，后成为散文写作
者，对工作、行业本身的书写往往
带有自传性，李安的《十年一觉电
影梦》、贾樟柯的《贾想》、许鞍华
的《许鞍华说许鞍华》中自述部
分，诸如此类。

“真正意义的国民文体”
说到现代散文的源头，郁达夫

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新文学
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提到，在五
四运动、个人的发现、思想的觉醒
和文字的自由等几个前提下，散文

“就滋长起来了”。各种文体中，小
说、诗歌和话剧相对而言都有审美
难度和准入门槛。唯有散文可以
接纳更多的普通写作者，可以说是
真正意义的国民文体。所以，郁达
夫才会说：“正因为那种不拘形式
的散文的流行，正因为引车卖浆者
流的语气和村妇骂街的口吻，都被
收到了散文里去的缘故。”

郁达夫在导言中还提到“散文
的心”，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

“情”在散文文体中的重要性开始
往前提，情的背后是个人，是日常
生活，而不是历史、天理、国家。
现代散文的内容范围得以扩大，
其实，扩大的不只是题材内容，也
是国民的文学生活疆域和精神边
界。

现代散文能够被大众参与和
分享，自然离不开现代传媒变
革。“五四”以后，白话文报刊大量
涌现，发表散文的媒体，有像《新青
年》以思想文化见长的；有如《语
丝》专事散文随笔的；而《创造》《现
代》这些综合性文学刊物也都有散
文的一席之地。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各种类型的报纸副刊，像鲁迅发
表了许多杂文的《申报》“自由谈”，
它们包容了自由、短小、可读性强
的“小”散文，直接面对受过基本现
代教育的普通读者。

当代散文也不例外，除了专门
的杂志，很多报纸的副刊都是重要
的散文发表园地。特别是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以来，大众传媒的复苏
直接带来散文的繁荣，散文专栏作
家大量出现，比如大家熟悉的王小
波就给《辽宁青年》《三联生活周
刊》《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写
过散文随笔专栏。

当代散文的多元变体
新世纪以来，非虚构的繁荣是

当代散文文体十分重要的新现
象，它可能意味着文学审美的变
革和读者对“真实”诉求的不满
足。非虚构成为出版热潮，它背
后的学科交叉特征是不能忽略
的。这意味着，基于“事实”的“叙
述”文体，开始是从新闻学科进入
文学学科，近年来又有了与人类
学、历史学学科交叉的特征。从家
族回忆史、地方回忆史到文化回忆
史，散文呈现出多样的发展路线。

祝勇的《故宫的风花雪月》《故
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古物之
美》等“故宫系列”散文非常具有
个人辨识度，与黄仁宇、史景迁的
非虚构历史写作相比，祝勇的作
品更加发散和抒情，强调想象与
历史的叙事性。

李修文的散文则打破了一个
旧世界，实现自我的田野化，把

“我”作为一种方法，从体制僵硬
的文人世界走向江湖与山河。《山
河袈裟》里的“我”写奔忙途中的
山林与小镇，写途中遇到的一个
个具体的人，《诗来见我》则把自
己置于显示器的位置上，诗词及
诗人携带的风雪、尘埃、怨与仇都
一一与“我”相逢。

邹世奇的散文集《只向花低
头》具有文化散文的品格，其中谈
诗词、谈中西名著、谈电影、谈历史
名家、旅游见闻，不拘一格，写法上
也没有一本正经的约束和拘泥，有
时以小说笔法入散文。

“至少有一个散文写作类别，
具有开采的资源，即传记文学。”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怡微
说，1952年担任复旦中文系主任
的朱东润，素以其在中国文学批
评史上的筚路蓝缕之功为学界称
道，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
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朱东润的传
记作品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
遗著《李方舟传》，原型是朱东润的
妻子邹莲舫。为一位普通的家庭
妇女立传，可以说是中国传记史上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之始。相对稀缺的女性传记书
写，在现实处境下大有可为。

公众号、短视频都是
新媒体时代的“私散文”

新世纪前后，从互联网到移动
终端的普及，如果不把网络文学
局限地理解为大型网文平台发布
的长篇叙事，可以说，正是网络新
媒体使得散文蓬勃地滋长起来。
更多的普通读者同时也是散文的
写作者，全民写作成为可能。

自媒体平台发表的方式，使得
普通写作者可以让作品第一时间

接触到读者，而非被一种标准挑
拣或修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新
媒体时代的最大获益者是散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提
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21世纪有
两个文类会重新崛起，一个是散
文，一个是诗，原因正在于两者的

“业余性”。
网络文学二十年，从最早的榕

树下到天涯社区“散文天下”等的
文学论坛时代，到博客，再到微
博、微信、APP时代，网络技术不
断更迭，散文的版图不断扩张。
今天的豆瓣阅读、腾讯大家、网易
人间、“ONE一个”、简书以及微信
公众号积聚着新散文创作的潜
能。以豆瓣阅读为例，活跃的散
文作者有沈书枝、风行水上、黎
戈、张天翼、邓安庆、苏美。

如果要说进一步丰富反映当
代生活的散文门类的话，公众号、
微博乃至长短视频因其即时性的
特点和追逐热点的本能，正在成
为这一门类的新生力量。它们的
文学性虽然有待商榷，但很明显，
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这十年是
网络创作者不断提升创作自觉性
的十年，从无差别、碎片化、未修
剪的日常生活复刻性展示，到有
意识、有主题、剪裁明确的日常生
活场景化表达，同时还涌现出一
批以思想性、智识性见长的网络
散文创作者。网络新媒体对个体
日常生活差异性的尊重，造就了
一个“私散文”时代。

从短视频到公众号非虚构文
体爆炸式的繁荣，吸引着巨大的
读者流量。好像每个人都在通过
不同的形式，发抖音、快手，自建公
众号，包括向“三明治”等媒体平台
投稿，每个人都想为自己发声，每
个人都想作为自己发声，而不是被
别人赋义，这充分说明了郁达夫

“散文的心”中发现人、建立人的现
代性思想已经通过文化启蒙运动
根植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面对这种广义上的散文创作
狂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
授朱婧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如
果作者过度沉溺自我表演，文字
有可能沦为一种装饰性的‘软
文’。专注于表演、被观看和被注
意，不利于文字的深度和深刻，进
而带来新媒体散文过于偏向和偏
执‘轻’阅读。”因此，新媒体滋生
的新散文，未来如果要有一个好
的前景，需要写作者更多的审美
自律和文学进取心。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张
祯认为，当代散文的困境，还有一
部分源自“有情的主体”的衰败和
消散。“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牡丹亭》中
探讨了“情”的纯粹和生命力。而
当代社会在努力培养一种“理性
的主体”，强调用科学的方式，将
情感控制在所谓正常的范围之
内，加以理性调控。

与此同时，在商业社会的消费
主义影响下，很多公众号写作者将
世态人情和审美消费结合在一起，
这种类型的散文写作实际上也有
其历史脉络可循，比如“时尚博主”
章小蕙从报纸副刊专栏延续下来
的写作方式，以及新世纪初安妮
宝贝塑造的一系列穿棉布长裙、
光脚穿球鞋的女孩子形象，实际
上也带着一种很强的恋物气质。

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筛选
出适合讲述的生活、如何全面客
观地展示自己与他人的生活经
验？如何在信息茧房、具身模拟
的时代超越自己狭隘的认知，提
供阐释、提炼日常生活精神的方
法？这些都是今后传统散文写作
者与网络散文创作者需要共同面
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