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吐 卷第l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Vol.24,No。 1

1997年 1月    Journal of sichuan N。 rmal Un∶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d sciences)    January d997

90年代散文的主体人格形象浅论

应  国

内容提要 散文作为直接抒写主体感受的艺术 ,其 主要特点是主体感受的形象表

现。90年代的散文的主体人格形象主要表现为真诚及个性的回归、
“
自我

”
的核心地

位、超越
“
自我

”
的本质意义以及对主体人格形象的审美趋向的求索。

关键词 散文 主体人格形象 审美趋向

90年代的散文热沸沸扬扬引人瞩目,其原因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 ,有外在的诸如出版

物的增加、经济大潮下读者心理的需求等 ,更有内在的散文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散文终于在90

年代迈出了坚定的脚步 ,产生了一批有极强艺术魅力的散文精品 ,但总体而言形势不容乐观 ,量

多而质次 ,热闹但不繁荣 ,大部分仍是平庸之作。如何使散文走向真正的繁荣 ,这依然是作家评论

家要认真思索的问题。普列汉诺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性 ,也表现人们的思

想 ,但并非抽象表现 ,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
”[1切阝么 ,散文作为

直接抒写主体感受的艺术 ,其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仍然是形象 ,是主体感受的形象表现。散文

的艺术形象 ,归根结蒂是作者的人格形象 ,“散文的艺术价值最终要从作者的人格价值上表现出

来
”[2]。 很显然 ,主体人格形象及其表现 ,是我们把握散文艺术不容忽视的审美基本点。

一 真诚及个性的回归

散文作为直接描述主体感受的表现型艺术 ,主体感受不会凭空产生 ,它是个体心理能动作用

于客观事物
-的

必然结果——表层次、浅层次、深层次的情感涌动与理性思索 ,想象闸门的开启与

记‘lz表象的复活 ,真实印象与虚幻情景等。这种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内心情状 ,所折射出的主体

气质、情趣、爱憎和性格等 ,也就构成了主体特定时空下的人格内涵。当然 ,这 内涵还需要进一步

的沉淀、过滤、梳理和整合 ,然后才能在与客观生活的胶合中实现主体感受的表达。散文作品中的
“
我

”—— 内在精神的作者 ,就 是主体人格形象。心灵感受的核心是情感 (理是深层次的情感表

现 )。 由于散文是直接面对读者心与心的交流 ,主体的真诚和真情实感 ,也就成为主体感受表达的

基础和前提。缺少和忽视这一点 ,主体人格形象肯定是苍白的和虚假的 ,因 为它已不是作者真实

的心理感受。一篇成功的散文必然是真挚的个性化情感的自由倾泻。90年代众多优秀散文的问

世 ,正是这种自觉的审美意识的充分体现。

回顾我国现当代散文走过的路 ,我们知道 ,五四以后的现代散文 ,佳作倍出成就瞩目,作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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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自由的心态下 ,“重在
‘
自我

’
表现 ,通过自我自然地显示出时代的折光

”[3彐 。主体情感建立在

真诚基础上 ,因 而 ,主体人格形象
“
活泼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 ]。 与此相续的五六十年代的不少散

文 ,对现实政治急功近利的趋附 ,强化群众意识而淡化个体意识 ,主体丰富的内在心灵被
“
净化

”

成单色的政治热情 ,真诚变成了浅层次的真诚 ,个性被淹没 ,散文走上狭径 ,乃 至出现
“
模式化

”
。

十年浩劫更是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散文要紧的是交给读者一个真诚个性的灵魂。80年代的思想

解放运动 ,对散文的发展和繁荣也就显得尤为重要。经验和教训使新时期的散文作家评论家和读

者对散文表现真诚、表现健全的主体人格发出了强烈的呼声。老作家巴金高举
“
说真话

”
的大旗 ,

“
站在新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高度上 ,在 自我批判与否定中重新肯定自我的价值

和生命的自由意识 ,并在自我燃烧与涅桨中,披露其大彻大悟和一颗善良美丽灵魂的归复和升

华
”E5]。

他以完全彻底的真心凝聚而成的五集《随想录》,为散文创作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散文

理论界的反思与探索 ,诸如对
“
形散神不散

”
的否定 ,对五六十年代散文的重新评价和对

“
模式化

”

散文的批判 ,对
“
四不象

”
散文的提倡等 ,这些开创性的理论为散文的发展辨明了方向。1986年前

后 ,西方现代文学思潮涌入 ,其重主体内在感觉和个体生命的特征 , 与散文重自我的审美特质

相吻合 ,对 90年代散文的复苏产生了积极影响。以上这几方面 ,归结于一个字——真 (真感情、真

个性 ),以 真诚为基础的主体个性的复归与确立 ,预示了散文春天的到来。

二 “
自我

”
的核心地位

“
自我

”
即个性 ,表现在散文作品中,就是不同于他人的心灵感受和它所折射出的个体人格色

彩。
“
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 ,它对于客观社会生活或

自然图景的再现 ,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感情的表现中间 ,它主要是以内心深处发出的真情

实感打动读者
”E6彐 。林非的这段话是对散文本质属性的高度概括。内心深处发出的即是真诚强烈

的 ,真情实感既是打动读者的内核 ,也是主体人格最具质感和个性的色彩。联系其它文学样式 ,可

以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作为再现型的小说和戏剧文学 ,主体审美感受的表达是间接的 ,主要

任务是塑造典型形象。其主体的个性隐含在对生活的具体描述和性格的塑造中,其感染力也主要

来自情节的生动性特别是性格的典型性。散文则不同,审美感受的表达是直接的 ,它既不靠典型

的魅力 ,也不依赖生动的情节 ,纳入散文作品中的生活内容也大多是一些片断和细节 ,并且充分

情绪化 ,使之成为情感的支点。即使是侧重于生活客体的叙事散文 ,也往往浸淫着作者的深情。散

文所凭附的是作者
“
心灵的裸露和坦示

”E7彐 ,是
“
直率的情感倾注

”E:彐 ,是发自主体内心全部心灵凝

聚的真情。与散文并称为姊妹艺术的诗歌 ,同 样靠以情动人 ,典型情绪是诗的生命 ,但它总要受到

特定形式的约束 :节 奏、韵律、高度浓缩的语言、意绪的跳跃以及完全打碎生活原貌建构的意象

等 ,使得主体情绪无法象散文那样灵便自由从容地抒写 ,这必然缺少了散文因直率诚恳平等交流

而带给读者的亲切。正如蒋子龙说的
“
小说玩技法 ,报告文学可以玩事件 ,诗歌可以无病呻吟、故

作高深。谁敢玩散文?没有真意如何玩散文?唯真诚才是心灵的卫士 ,是散文的生命
”匚9];老作家

郭风的经验之谈是
“
散文之道无他 ,写 自家的真感受 ,发 他人未发的议论而已

”E1四 。唯其是自家的

方能见个性 ,唯其是发他人未发的 ,更能凸现主体人格的魅力 ,主体人格形象最具冲击力的常常

是深刻独到的认识和见解。90年代的散文创作 ,一批甘于寂寞的艺术追求者固守
“
自我

”
,辛勤耕

耘 ,真诚地坦露心灵 ,表现出鲜明的个性 ,主体人格形象在作品中闪烁着个体生命的灵光。如李佩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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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守望灵魂》,作 品写于脚踏生死门的重病 (癌症)中 ,生命随时可能离她而去 ,但她没有恐惧没

有悲哀 ,而是高唱着生命
^的

赞歌 ,向她热爱的人和世界做一番真诚的告别。反审自己过去走过的

路 ,有痛苦悲哀有希望追求也有凡人的弱点 ,更有执著于文学艺术的慰藉。她崇尚真善美的人生

信念始终不动摇 :“无论是面对上帝还是观音 ,我无法交出自己的灵魂
”
。作者曾说 :“我的散文不

就是我自已吗?”
“
真诚的我 ,痴情的我 ,痛 苦又快乐的我

”
,“ 没有掺假的我

”E】闸。她的散文 ,献给读

者的是自尊、自重、至诚、至爱的鲜活的人格形象。相反 ,90年代的散文热中 ,也有不少趋时媚俗

粗制滥造的废品散文 ,其核心是毫无真诚的虚情假意和
“
自我

”
的丧失 ,抛 弃了自我个性这一根

本 ,也就没有什么艺术生命可言。

散文的主体人格形象 ,应该是具有丰富内涵的多面体。生活是复杂多变的 ,人的心灵更是复

杂莫测的。主体心理感物而动 ,会产生有别于他人的心灵感受 ,有浅层感性的 ,有深层理性的 ,更

有多重感性与深层理性的矛盾统一。丰富而宽阔的内心领域为主体人格的展露提供了众多的审

美路径。同时 ,也要求散文创作尽可能对主体感受作多方面的表现 ,以使主体人格形象具有主体

多维的审美效应。90年代的散文在这方面是十分突出的 ,有的评论家指出 :“散文
‘
向内转’,实现

作者自身的审美化
”

,“近三四年的散文已经出现了绝对地切入作者内心真实的倾向
”匚12〕 。的确 ,

主体内在心灵愈来愈受到作者的重视。传统散文重在主客体的融合,即 主体感受的外物化 ,而当

今的一些散文则侧重内审 ,甚至是心灵的全裸。有的散文创作者消化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手

法 .诸如象征暗示、梦境幻觉、意象意识流、反讽荒诞等 ,对复杂主体感受的表达做了可贵的探索 ,

也使散文获得了新的美质。如张洁的《过不去的夏天》,写某个夏天 ,她与别人交谈时不是认真听 ,

而是
“
充满怀疑和恶意地看着说话人的嘴

”
,甚至

“
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心怀鬼胎地偷看每一个人

的嘴
”
,行为是荒诞的 ,寓意却是深刻的。我们不禁要问,传播真理、勾通心灵、交流信息的嘴 ,何时

又为何变成散布流言、中伤他人、掩饰丑恶的嘴呢?

三 超越
“
自我

”
的本质意义

有人指出,90年代的散文 ,作者的
“
精神向度

”
大致可以归为四种 :“ 媚俗向度 ,自 娱向度 ,社

会向度 ,终极向度
”E1羽 。第一种前面已提及 ,就第二种

“
自娱向度

”
来看 ,有的作者往往囿于狭小的

自我天地 ,疏离时代社会群体;或者是矫情滥情漫无节制的渲泄 ,追求感性而缺乏理性 ;或者是秉

承30年代隐逸闲适小品散文的遗风 ,参禅论道 ,品茶溜鸟 ,吟风弄月。这些散文不乏主体个性 ,但

除少数有文化气息和较高艺术品味的作品能抓住读者外 ,绝大多数极难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可

见 ,散文作晶中仅有个性有
“
自我

”
是不够的,还必须实观

“
自我

”
的超越。

散文强调表现
“
自我

”
,但绝不是

“
自我表现

”
。一个作家健全的主体人格中,应该浸透着强烈

的人文精神 ,应该具各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相通的生命意识、宇宙意识 ,具各时代和社会的责任

感 ,只有这样 ,才能在散文作品中塑造出健康丰满的主体人格形象。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

词中强调说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 ,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

问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
”E1刂 〕这精辟的论述实际上是告

诉广大文艺工作者 ,艺术家的人格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他 自身应是人民

群众的一分子 ,应该而且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 ,不能把自己圈定在纯粹自我

的樊篱中。只有努力从人民的生活中不断吸取精神上艺术上的营养 ,贴近时代脉搏 ,反映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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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声 ,并创造出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作品 ,才有艺术生命力。人品决定文品,艺术家任何时候都不

能抛弃社会责任和艺术良心。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女作家纳 ·J· 戈迪默明确指

出: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他所处的时代社会
“
负有先天的责任

”[15];另
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

作家罗素更是把这种责任化作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说 :“对爱情的渴求 ,对知识的追求 ,对人类

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 ,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的三种感情。
”[【田他无法容忍贫穷饥饿、孤独痛苦、压

迫剥削等对人类理想的无视和讽刺。罗素的内心独自体现了他强烈的时代意识和人文精神。他

对人类苦难的同情 ,对人类理想的追求 ,应是每一位艺术家学习的榜样。回溯我国30年代的散

文 ,文坛上曾有过
“
论语

”
和

“
太白

”
之争。以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为代表的

“
论语派

”
,强调个人

性灵的表现 ,主张散文创作
“
以自我为中心 ,以 闲适为笔调

”
,提 倡远离社会的闲适散文。不可否

认 ,由 于他们深厚的文化修养、极高的悟性和娴熟的技巧 ,创造了一些风格独具、有很高艺术趣味

的散文 ,但在当时民族矛盾激化的形势下 ,只热衷于草木虫鱼 ,对现实矛盾完全龟避隐逸 ,其消极

的人生态度与时代极不合拍。对此 ,以鲁迅为代表的关心国计民生的左翼作家进行了尖锐批评。

90年代的中国,人 们正经受着商品大潮的冲击和转型的阵痛 ,但与此极不协调的消闲散文却大

盛于文坛。有些散文如香汤沐浴般的洁净 ,留连于自娱自赏自矜自恋的个人小方阵 ,不难看出这

些人主体人格严重缺钙。许多有卓识的作家评论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老作家柯灵呼吁散文创

作
“
必须抛弃一切自恃清高、自我陶醉、顾影自怜、作茧自缚的狭隘趣味⋯⋯散文必须打破自我封

闭的心理 ,走 向十字街头 ,和 广大读者共忧乐、共休戚、共呼吸,努 力开辟一条广阔的心灵通

道
”[1朗 贾平凹不满意作家的笔力太轻 ,不满意散文作品缺乏阳刚之气 ,强调要

“
张扬散文的清正

之气。写大的境界 ,追求沉雄 ,追求博大的感情
”E19彐 范昌灼指出 :“ 要使散文获得新的突进和发

展 ,焕发出现代的活力 ,作家的生活、心灵就必须同当代人的生活、心灵相契合 ,同 时代的步伐合

拍。
”E2°]更可喜的是,90年代的散文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读者读到了许多精品散文——深切

的感受 ,洋溢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和浓郁的时代气息 ,作品中展现了健康丰满的主体人格形象。如

王英琦的散文 ,从80年代的《一个小镇冱刂近年的《看社戏》、《甲戌年江淮奇旱记》等 ,给 人的感觉

是越来越厚重 ,她坚定地走着一条由生活底层通向艺术殿堂的道路。她曾说 :“将个人的苦难泛化

到底层民众中⋯⋯将生命个体的悲剧意识泛化到人类苦难中,并给予这种苦难以最具个人特质

的深刻诠释和表现。
”E21彐

还应明确一点 ,主体人格形象的社会本质意义 ,绝不是
“
自我

”
的附加物。个性和本质 ,两者是

并行不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和生命意识 ,是从
“
自我

”
感受中折射出来

的 ,“ 自我
”
个性是核心。如果片面地夸大或削弱某一方面 ,都会使散文走向误区,五六十年代淡化

自我的
“
模式化

”
散文与当前文坛上某些夸大个性的自娱散文就是教训。

四 主体人格形象的审美趋向

90年代的散文创作 ,名 家辈出,异彩纷呈,佳作不断涌现。就作者的审美视点和主体人格形

象的凸现来看 ,大致体现出三大审美趋向。

第一 ,对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精神状态的关注。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家 ,自 觉地将自己的审美

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空间,执著于普通人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抒发当代人的思想倩绪 ,展示了

知识分子巨大的精神空间(忧患意识、忏悔意识、醒悟意识、奋发意识等 )。 当代人生存中的迷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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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惑、痛苦与焦虑、哀伤与忧忿、希望与追求等 ,作者勇敢坦率地剖露在世人面前。他们在体察和

感受社会生活的时候 ,十分注重微观事物的宏观意义 ,力 图
“
冲出狭隘的视野 ,而将自己的目光和

思考 ,投 向一个民族 ,乃至整个人类 ;一大片土地 ,乃至整个宇宙人生 ;一个时代 ,乃至整个历史进

程
”E2叼 。人生是近年散文的热门话题 ,当 代人精神上浮躁不安 ,灵魂难以安要 ,精神的家园在哪

里?通往人生彼岸的道路在哪里?人生的价值标准在哪里?世界一下子变得复杂而喧嚣 ,真假难

辨 ,刚从
“
单色

”
世界过来的人们又该如何处世?道路千万条 ,但随时都可能误入歧途 ,掉下陷阱。

当代人陷入了两难的八卦阵中,而散文作家们则用他们切身的体验和超凡的智慧努力探寻着正

确的答案。陈建功审视自我 ,调整心态 ,找 到了大作家与蓬蒿人之间的共同点 (《 我辈本是蓬蒿

人》),艾煊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 ,批评商潮中拉名人壮商威的怪现象 (《 收购名人》);贾宝泉进庙

许愿 ,不是要官要财要情人要长命百岁 ,而是要
“
世界持久太平

”
,要健康的精神 (《 许愿》);吴丽嫦

赞美那些在商品大潮下的平凡的劳动者 (《 无街》);梅 洁呼唤真诚的回归 ,痛斥虚假和丑恶 (《 泪雨

霏霏干一杯》)。 这类散文很多 ,主体人格形象溶于对现实的深切感受之中。

第二 ,对历史文化的反思。现实是历史的延伸,现实需要从历史文化中吸取精华 ,历史需要接

受时间的审判和再认识。面对时下芸芸众生精神的困惑 ,博大的历史文化何尝不是一剂很好的消

解良药。反观历史 ,也会发现一些人的入性精魂失落何方。这类散文的最大特点是思辨色彩和文

化气息。余秋雨的散文很醒目,他的《文化苦旅》中的多数散文 9都是表现他对历史文化的
“
悟

”
,如

他自己所说 ,置身于散落在苍茫大地上的历史遗迹 ,“大地默默无言 ,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化

人一站立 ,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
”匚23彐 。如其《一个王朝的背影》具有丰

富的审美内蕴。他以承德避暑山应为聚焦点 ,对清王朝的评判 ,不是像历史教科书上一味的
“
诅

咒
”
,而是根植于历史事实本身 ;清王朝由开放渐渐走向封闭,由 强盛渐趋衰亡 ,历史在这里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同时 ,写 出了统治集团自身的活力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它为我们走向未来时

时敲响警钟。此外 ,如袁鹰《井冈群雕园》、李洛元《怅望千秋一洒泪》、符启文《我本儋耳人》、李国

文《苏东坡饮酒》等 ,这类散文有增多的趋势 ,主体人格形象见现于对历史文化的感悟和对照中。

第三 ,对生命本体本质意义的求索。当代人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个体生命意识的强化和高度自

觉。随着 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 ,以 及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思潮的涌入 ,“人
”
的意识被人们

广泛重视 9文学的主题也从社会政治主题转到了人本主题 9“生命成为文学表现的中心”匚2创 ,作家

们对
“
人

”
走向了多层次的思考。事实上 ,前面谈的两类散文 ,都透射出很强的个体生命意识。而

有些散文作家更进一步逼进生命的本质意义 ,探寻入生的终极目的,以 及通向理想彼岸的正确途

径。这类散文也极富理性色彩和哲学意味 ,作者常以从容不迫的行文气势,-层层地剥掉生命的

外壳 ,最后呈现生命的
“
内核

”
。如史铁生《我与地坛》,在博大母爱的蔽护下思索生命的真谛 :上帝

把生命交给我们的时候 ,就 已经批示了它的最终结果-—死亡 ,所以,死是
“
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
。

那么,剩下的就是该如何生了,不能因残废受人歧视而自动向死亡投诚。那些在地坛公园先后出

现的幸运或不幸的人 ,给了作者以生的启示 ,于是 ,作者把灵魂和残躯交给了文学艺术。这篇散文

昂扬着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其他如张承志《洁净的精神》、雷达《足球与人生感悟》、周

涛《捉不住的鼬鼠》、余秋雨《苏东坡突围》等 ,亦是关注生命本体的力作。主体人格形象闪烁着智

慧的灵光。

人生永远是欢乐伴着泪水 ,历史文化如影随行 ,总有咀嚼不尽的意味。生命是永恒的谜 ,散文

创作必将沿着这三大方面(尤其是第一),走向繁荣 ,奔 向 21世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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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创作 ,既是一条通往艺术殿堂的便道 ,也是一条险径。因其取材、手法自由灵便 ,所写内

容又是切身体验 ,容易成文;但稍有不慎又会流于粗浅、单薄、琐碎、滥情自娱。这就要求作者首

先必须具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和生活感受的深度、强度。又因其是直接面对读者交流 ,易于为读者

亲近接受。但作者的灵魂失去了掩护 ,主体人格是否健全是否有社会良心 ,读者披文便知。这就

对作者的修养(特别是思想道德的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前面对散文主体人格形象的界

定和规范 ,实际上也是要兼顾这两方面 ,既从散文艺术自身的特质出发 ,又不忽视散文的审美效

应。无论散文创作向着哪个方向发展 ,也不管采用什么手法 ,立足于
“
自我

”
而又超越了

“
自我

”
的

主体人格形象 ,始终是我们衡量散文的根本价值尺度。目前的散文 ,离我们期望的尚有较大的距

离。有出息的散文作家 ,应抓住社会转型的大好良机 ,扬长避短 ,从主体人格形象这一根本点出

发 ,去努力创作出更多的有辐射力、有高境界的散文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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