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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微型小说的艺术追求

邓 琴 容

1981年以来 ,是我国新时期小说最富于探索性的年代。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 ,作家主体意识

的宏扬 ,不少作者表现了可贵的开拓精神。他们纷纷选中微型小说作为试验园地 ,大胆实践 ,短短

十年就发表了上千篇创新之作。这些作品,面 目
“
怪异

”
,格调特殊 ,与 传统小说迥然有别 ,在读者

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认真研究这批作品的写作经验 ,对当前的文学创作是会有一定帮助的。本

文仅就微型小说在主题和文体方面的艺术探求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在传统的文艺理论中,对微型小说的主题作了这样的规定 :单一、集中、鲜明。所谓单一 ,就是

一篇小说只能有一个主题 ;所谓集中,就是材料选择、结构安排、语言运用,都要紧紧围绕主题 ,为

主题服务 ;所谓鲜明,就是小说表达的主题要明确,要概括得出来。这样的限定 ,在我固小说的演

变过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它有利于突出微型小说的文体特征 ,强调它的艺术个性。但随着小说

创作实践所引起的发展变化 ,主题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 ,原有的规定就成了僵化的模式 ,严重地

束缚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新时期的作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 ,于是他们大胆地冲破传统的主题观

念与框架 ,对主题进行了深入开拓、探索。

这主要表现在主题量的扩大、类型的增多、表达的非概括化三个方面。

主题量的扩大 ,是指主题由单义性转为多义性。新时期以前的微型小说的主题基本上是单义

的,即 无论反映哪个时期、哪个领域的生活,都是从某一个方面向读者传达对生活的认识、评价 ,

很少对生活的其它方面作出多元性的思考。比如 1958年 ,微型小说兴旺过一阵子 ,出 了不少作

品、选集。作品反映的生活面也较宽 ,涉及工业、农业、科技、文教、国防等领域。但综观这些作品 ,

多是从政治或道德的角度对生活进行认识、评价 ,主题是单一的 ,甚至多是直露的。其实 ,主题本

质上是对生活的一种认识 ,而大千世界的生活又是极其丰富、复杂的。许多事物都不是单一的 ,而

往往是多元成多种基因的复合体 ,或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多义性的主题 ,实际上

就是作家赋予特定艺术形象以较多层次的社会内涵来完成对形象多维空间的艺术开拓。这样的

主题可以使我们从多种价值角度对其作出思考 ,以揭示出丰富的内涵来。新时期的作者们深感单

一性主题缺乏容量 ,如 果写得不好 ,易 失之肤浅、单薄。因此 ,他们努力追求主题的多义性。他们

不对生活作直线的因果反映 ,而是在对生活总体把握的前提下,以 对生活多层次掘出、多方位透

视、广角度展开来有意识地打破主题的单一性 ,追求具有丰富内涵、深邃的人生哲理 ,而又不直

露 ,耐 人寻味的多义性主题 ,并把它视为艺术的最高境界。作家张弦说 :“追求主题丰富性、多面

性、多义性应该成为我们致力的目标。四陆文夫也说 :“ 创作可以而应该不用单一的主题 ,可 以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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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弹头分弹道导弹一样 ,能 同时击中许多目标。啕创作的实践 ,证 明有的作品已达到了这样的效

果。如《小巷除夕胛是一篇揭示新时期人民精神风貌的有一定深度的好作品。它告诉我们的,不

光是表现同乐巷 7户 人家新生活、新风貌的一般化的、单一的主题 ,而是通过对几户人家形象生

动的描绘 ,从政治、经济、道德几个角度进行着多义性的主题揭示。具体说来 :(一 )它说明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 ,手工艺人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 ,生活也改善了,增加了社会责任感 ;(二 )知识分子

成了依靠力量 ,心情舒畅 ,积极向社会贡献光和热 ;(三 )赞扬了友爱、和睦、扶弱济贫的传统美德。

此外《换房趣事尸写一场换房中的风波 ,一件生活中的小趣事 ,只有六百多字 ,可它的意蕴却很

深厚 ,包含着好几层意思(如 :善恶是非道德评价的错位 ,批判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 ,揭露干部升

迁的不合理等),若不认真品味,这些含义是领会不出来的。

多义性主题的小说的出现 ,是作家主观上的艺术追求。它体现了作家对当代生活审美把握的

拓展。除此而外 ,读者审美需求的变化也是一个促进因素。一位新疆读者写信给编辑说 :“ 多义性

主题的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因 为人们过去读惯了那些主题单一、直露 ,甚至是图解

式的小说 ,所 以一下子接触到思想内涵丰富 ,耐 人咀嚼的作品 ,很 自然就有一种新鲜感。
’’o由 此

可见 ,多义性主题的小说能开拓读者的思绪空间 ,使其在一种深邃的艺术氛围中去体味作品涵盖

广阔生活内容的丰富思想 ,从而得到审美需求上的满足。

主题类型的增多 ,是指除了思想化的主题之外 ,增 添了非思想化、非观念化的主题类型。思想

化的主题 ,是一种明确的观念形态。就是说这种主题要表现某种思想、某种观念。即高尔基所说

的
“
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啕。这种思想往往被赋予政治性的

意义。这是一种传统的主题类型 ,以往的微型小说的主题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非思想化的主题 ,

是指感受型、情趣型、情绪型主题。

感受型 ,就是在作品中主要表达作者或作品中主人公 (其实主人公的感受往往就是作者的感

受)对客观事物的某种具有审美价值的感觉或印象。这种感受不同于一般的生理感受和心理感

受 ,它是经过作者潜心的艺术陶冶,外化出来的一种较高层次的艺术感受。它体现了写作主体对

美的独特发现和追求。路东之的《!H"》这篇微型小说 ,就着重写
“
我

”
在观看两个孩子做游戏时

的
“
感受

”
及其变化。

“
我

”
是在等车时看孩子做游戏的。游戏古老而单调 ,没有什么趣味。作品采

用反复的形式 (游戏的内容重复了六次),表现了
“
我

”“
欣然

”
、
“
陶然

”
、
“
哑然

”
、
“
惘然

”
、
“
慨然

”
、

“
愕然

”
、
“
怆然

”
等不同感受。这些感受层层推进 ,启 人深思 ,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能给读者以独

特的艺术享受。

情趣型 ,就是在作品中主要表达某种具有探制全篇、主导写作定向运动的情调或趣味。
“
情

趣
”
,在

“
文革

”
时被列为

“
禁区

”
。刂、说表现情趣 ,这是大胆的突破。其实 ,健康的情趣是生活中客

观存在的 ,并且是必不可少的。古人说过 :“ 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吨鲁迅也说 :“ 凡嗜好的读

书 ,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 ,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 ,都得着深厚的趣味。峋郑明安的微

型小说《爱的和弦》写一对男女青年 ,双方都早有那么一点意思 ,但 由于羞涩 ,一直未向对方表示。

一天黄昏,男方有意经过女方门前 ,两人相见 ,巧 妙地通过一问一答 ,将各自的爱慕之心流露了出

来。全文仅三百来字 ,就真切、细致地表达了男女初恋时的一种微妙的情趣。这情趣是生动的、感

人的 ,能给人以健康的愉快和美的享受。

情绪型,就是作者在作品里有意识地抒写、渲染一种特定的情绪 ,以造成一种情感氛围。刘家

林的《她 ,在葡萄架下⋯⋯》重点就是表现女主人公的情绪。作品以葡萄作贯串物、象征物 ,让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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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地组接现实画面与记忆画面 ,在对两种画面的描绘中,充分点染出了农家少妇思念在外丈夫

的一种爱恋的心绪。

感受型、情趣型、情绪型主题的出现 ,是以题材领域的扩大为前提的。过去的微型小说多是从

外部世界选取题材的。新时期开始 ,作家会消除顾虑 ,解放思想 ,把视野投向了以前在不敢涉足的

禁区——人的内心世界。这是比外部世界更为广大、神奇、复幻无穷、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 ,即对

人的灵魂深处的奥秘的揭示 ,对人的意识的表现。题材是提炼主题的基础。题材范围的拓展 ,就

为主题类型的增加创造了良好条件。二者的开拓、创新 ,使新时期微型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呈现出

了多姿多彩的崭新面貌。

主题表达的非概括化 ,是指小说主题的模糊性 ,非言传性。过去的微型小说 ,主题鲜明、集中 ,

我们可以用一两句话把它概括出来 ,有的根本用不着概括 ,作者的议论 ,或主人公的口就把主题

点出来了。古代的文言短篇 ,“文革
”
前的微型小说都不乏这样的例子。今天 ,对新时期的一些创

新的微型小说的主题就
“
一言

”
难以

“
蔽之

”
了。它缺乏确定性 ,你甚至很难说它赞成什么,反对十

么,褒扬什么,贬斥什么,它的意旨在一个模糊的范围内摆荡 ,不便明确限制它的价值范围。读完

小说 ,你会感到抓不住主题了。如白小易的《客厅里的爆炸》,写父女俩去作客 ,主人沏好茶后 ,顺

手把暖瓶放在地上 ,有事进里屋去了。不一会 ,暖瓶倒了,爆炸了。父女俩都未碰过暖瓶。主人闻

声出来 ,连声表示
“
没关系 ,没关系

”
,父亲想要做出什么表示 ,但他控制住了 ,并立刻承认是自己

碰坏的。从主人家出来后 ,女儿感到不可理解 ,要父亲解释。父亲说 :“还是说我碰的,听起来顺溜

些 ,有时候你说得越是真的 ,也越象假的 ,越让人不能相信。
”
这篇小说主题非常隐蔽、模糊 ,很难

作出准确的概括。说是批评父亲不说老实话吧 ,显然离了题 ;说是顺应特定环境下的某种形势不

说实话 ,是正常的吧,也不确切 ;说是在特定情境下 ,有时人很难讲真话吧 ,也欠准确。小说只通过

特定的场面、人物关系和对话 ,给你一种暗示 ,让你去思索、咀嚼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各人根据

自己的理解、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领会其中的思想蕴涵。

主题的模糊性 ,非概括化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作品对生活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开掘 ,从

而表现出来的生活画面是纷呈斑驳的。
“
形象大于思想

”
,它丰富的内涵是难于用逻辑的方法把它

概括出来的。恩斯特 ·卡西尔说得很精辟 :“有些事物 ,由 于它们的微妙性和无限多样性 ,使得对

之进行逻辑分析的一切尝试都会落空。⑩二是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有的作品常借用象征来

表现作者蕴藏在作品中的思绪、心态 ,让人们去领会渗透在作品中的思想感情 ,去理解作品中带

有某些本质意义的问题。这种象征不是局部象征 ,而是整体象征。它创造的是一个整体象征世界 ,

如王哲的《绿窗帘》、李昌治的《蛇》等。由于象征常使观念带有某种不确定性 ,因 而它的意蕴显得

扑朔迷离 ,难于捉摸。主题的模糊性能增加作品的诱惑力,唤起读者的审美热情和参与艺术再创

造的积极性。所以,张天民说 :“如果我的某一个作品,使人初读起来不知什么是主题 ,继而引起思

考 ,仁者见仁 ,智 者见智 ,都能体味其中一部分意思 ,那大概就是我的成功。蛔这段话 ,道 出了创

作者艺术追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有代表性的。

主题的拓展与深化 ,离不开相应的表现形式。主题变化了,若形式不变 ,主题的创新势必落

空。二者是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的。新时期微型小说囱形式上的探索 ,主要表现在对文体的改造

上。具体说来 ,他们是在结构形式、叙述方式两方面进行着尝试。

传统的微型小说一般是按事件推进的时间顺序来安排结构的。有的是写短暂时间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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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 ,更多的是依时间推移把几个场面结合起来写。这种结构 ,层次清楚 ,事物发展因果分明,但

较单调 ,不便于反映复杂多变的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的内心世界。因此 ,新时期的作家

们,便八方伸手 ,广为借鉴 ,努力吸取其它文学体裁的长处、优势 ,加 以融合、改造 ,于是就产生了

几种新的结构形态。

有的作家从散文中吸取营养 ,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情节设计。人物刻画的模式 ,以抒发人的情

感 ,伸 展人的个性为基点 ,来叙事状物。它的结构特点是 :不注重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和矛盾冲突的

激化 ,以抒发人物情感 ,描绘自然景物 ,创造优美意境为结构支点 ,构架全篇。何立伟的《白色鸟》

就是以意境作为全篇结构的支点 ,它的重点不在叙述故事 ,也不在刻画人物 ,而是通过对夏天河

滩自然景物的描写 ,两个少年情绪变化的叙述来创造一种诗化的意境 ,以 展现
“
美的瞬间的破坏

与毁灭
”

,“ 唤起美对于丑的侵淫的普遍的警觉与抗争
’’0。 作品结构零散、情节简单 ,但它却有着

诗与哲理的丰富内涵 ,引 人入胜 ,发 人深思。比较起来 ,散文化结构不如情节结构那样紧凑 ,那样

富有戏剧性 ,但它有助于把作家的思想倾向有机地融合在自然环境、场面描写之中,能创造出一

种人情美、意境美。

有的作者吸取了电影、电视的蒙太奇技功 ,把几个生活画面有机地组合起来 ,以 体现自己的

创作意图(周锐的《站牌与糖葫芦》就用副标题注明是
“
拟美术片脚本

”
)。 这些画面表面上看 ,似乎

互不相干 ,但认真探究 ,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p这些画面的组接 ,可按时间、空间的顺序 ,也可按

逻辑、联想的顺序。画面之间可以跳跃 ,也可用叙述语言搭桥。如王青伟的《!———
?》写一个司机

恶作剧地摁响喇叭 ,打破了夜的宁静 :一位老将军夜半惊梦 ;一位作家创作灵感的火花被熄灭;一

对母女耿耿难眠⋯⋯这是几个互不相关的生活画面,但几个画面共同构成了对噪音这种公害的

控诉 ,对不讲职业道德的人的谴责。这种结构 ,扩大了形象活动的时空范围,使微型小说有着宏观

的生活观照功能。这种结构的小说 ,内 涵一般都比较集中,如 果分散 ,读者就很难领会作品的深刻

意蕴。

有的作家 ,有意识地借鉴西方文学的意识流手法来结构小说 ,形成意识流结构。这种微型小

说 ,运用内心独白,自 由联想 ,以 及象征等技法来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状况。自由联想 ,跨度大 ,跳

跃多 ,节奏快 ,超越时空 ,变化很快 ,它的脉络靠内心独白来表现。按照意识流动来结构作品 ,作者

可以获得极大灵活性和自由度 ,能 十分轻便地把不同时空条件下相互有关联的人和事交叉连缀

起来 ,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省交代情节、叙述过程的笔墨 ,以 充分展示人物的主观情感和内心世界。

绍六的《斑马线》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结构。小说完全按主人公张勤在斑马线旁等候绿灯时的心

理活动进行排列组合,几个细节 (想家、想年轻人的约会、想他们因等车而变老⋯⋯)是人物的联

想和心理幻觉。这些联想和幻觉不受时空的约束 ,非常自由。它们真实、生动地表现了特定环境

中人物的心理活动。

以上三种新的结构形式的出现 ,使微型小说取得了其它文学样式的表现专长 ,如散文化结

构 ,就使小说具有了散文的洒脱、自由,不拘一格和诗和意境 ,增 强了审美的新鲜感和艺术魅力。

这些结构 ,改变了传统小说的文体样式 ,人们称它们为散文体小说、影视体小说、意识流小说。

在叙述方式上 ,新时期的微型小说也有所突破。不少作者开始摆脱传统的叙述视角 ,而采习

新的叙述视角。这些新视角是 :局 部视ql.影 视视角。在传统的小说中-叙述者(作 者)是全知全能

的 ,他的叙述视角大于作品中的人物事件。他知道外在的事物。也 i'解各种人物内心的一切隐秘 ,

过去、现在、未来对他来说都毫无隐瞒。总之 ,他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的。以往的微型小说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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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叙述视角。这种视角 ,在读者和人物之间横亘着一个叙述者 ,读者很被动 ,难以激发参与的

热情和体验。新时期一些微型小说的作者大胆地把叙述者从作者身上分解出来 ,并把后者设计为

角色性的演员 ,让叙述视角丧失了全知全能的可能 ,而转移到叙述者所处的局部位置上。这就称

之为叙述的局部视角。这种视角要求叙述严格地限制在人物所能看到或知道的范围之内。叙述

者必须顺着人物事件走 ,如果视点人物和视点事件消逝了,那么这种叙述也就中断了。徐平的《丿L

子的旋律》就是以父亲的眼和心 ,以 父亲的感觉和意识作为叙述视点来推进整个故事和叙述的。

这是一个有着丰富生活内蕴的故事。父亲失去了职务 ,儿子失去了爱情 ,但两人面对生活挫折所

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儿子的坦然 ,终于感染、影响了父亲。整个故事

从父亲的感觉中叙述出来 ,叙述角度显得新颖、别致。

局部视角有两种情况 :一是单∵的局部视角 ,作品只用一个叙述者、̄ 个叙述视点贯穿全篇 ,

构成统一的叙述基调。这种视角 ,可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 ,也可采用第三人称的形式。第一人称

叙述视角里的
“
我

”
,既是叙述者 ,又是故事的主角 ,这双重身分有利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

理解 ,又便于表述自己的内心世界。第三人称视角里虽然用了
“
他

”
,但这个

“
他

”
必须依附在上个

人物身上 ,作晶里的所有形象 ,都是这个人物的主观投影。叙述自始至终伴随着这个人物的思路

和情绪 ,不能有所游离。这与全知视角里的
“
他

”
是不同的。二是交错局部视角 ,就是采∷用几个局

部视角来观照、描述对象。运用这种视角的微型小说还不多 ,但从几篇尝试之作看 ,效果还不错。

邓开善的《市长》,从司机、市长、叙述人三个视角去透视人物 ,使一个一心为公的老市长形象跃然

纸上。这种叙述视角 ,构成了多方向的生活态度和评价 ,使读者对同一件事有更为完整的了解 ,或

在同一作品中获得多向的生活内容。

随着微型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 ,于是出现了影视体小说。影视体小说的出现 ,产生了一种

新的叙述视角 ,这就是影视视角。这种视角 ,叙述者是隐蔽的 ,他藏在幕后。读者根本感觉不到他

的存在。他象导演一样 ,把生活中的人物、场景 ,通过几个画面一一展现出来。采用这种叙述视角

的作品,时空形式极灵活,情节的逻辑关系一般隐藏在跳跃性极强的叙事时序中。如那家佐的《古

老的传说》,由 四幅画面组成 :第一个画面 ;落 叶、古刹 ,一个小脚女人背着一个女娃 ,跪在送子观

音前面 ,祈祷着菩萨赐给她一个男孩 ;第二个画面 :枯藤、古道 ,工个绾髻女人抱着个女孩 ,翘首等

待离家远走的丈夫 ;笫三个画面 :小镇 ,一个短发女人牵着个女孩 ,扑在母亲的怀抱里 ,哭述着丈

夫对她的打骂 ;第 四个画面 ;立交桥边 ,一个肩披长发的女人发疯似地跑 ,后面跟着个女孩。这四

个画面是叙述者按照由远而近的逻辑次序有机地组接起来的。穴个巧妙的组接不仅鞭挞了重男

轻女的封建思想 ,而且还揭露了这种思想产生的历史土壤 ,批判了至今还在我们生活中阼怪的封

建意识的痼疾。这种视角的叙述就是作者。这种影视视角作品质量的高低 ,完 全取决于fu画面选

择和组接的水平如何。画面典型,组 接恰当,质量就高 ,反 之 ,质量就低。

以~L两种新叙述视角的出现 ,使微型小说收到了明显的艺术效果。一是局部视觉的出现 ,使

叙述视角走向主观化 ,个性化。采用这种视角 ,叙述故事时 ,往往带上了作品主人公的思想和感

情 ,叙述者既在叙述故事 ,又 在刻画人物。在《丿L子的旋律》里 ,从父亲的视角展开叙述 ,把他和儿

子的生活变故交代得很清楚 ,同 时又把父亲感情上的痛苦震荡描述得入木三分。整个叙述渗透着

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沧桑感。读者阅读作品时 ,丝毫没有全知视角那种
“
隔

”
的感觉 ,而是被叙述

者带到了事件和人物中去 ,共同感受酸、甜、苦、麻、辣。二是由于局部视角把叙述内容控制在叙述

者的直接经和见闻中,使叙述进程时断时续 ,可 以不受生活逻辑和故事框架的限制 ,从而充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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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创作主体的自由联想。前面介绍的那篇《斑马线》就有力地明了这一点。三是内蕴含蓄 ,发人深

思。采用影视视角叙述的作品,里面的各个画面、场景、内容是不相同的 ,内涵也是不相同的。作

品的内蕴不是各个画面、场景、内涵的简单相加 ,它是各个画面、场景组接后产生的新内涵。这个

新内涵就要靠读者通过对各个画面、各个场景内在联系的分析去归纳。这种归纳能激发读者阅读

的积极性 ,启 动其心智 ,从而获得艺木再创造的极大乐趣。

新时期微型小说的艺术探索已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一批创新之作受到了广大读者和评论家

的肯定和高度评价。本文所列举的《客厅里的爆炸》、《换房趣事》、《站牌与糖葫芦》就分别获得《中

国青年报》微型小说大奖赛一等奖和《小说界》杂志微型小说大奖赛鼓励奖。在其它报刊上获奖的

还有不少。这一可喜现象 ,有力地证明了蒋子龙所说的写微型小说
“
要有冒险性 ,要拼命迫求新、

奇、怪、深 ,追求不同凡响
”

,“用不同寻常的方式反映生活,它宁肯容忍偏激 ,也不能容忍平庸、温

和、保守
’’O的 创作思想是正确的。我们深信 ,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 ,微型小说将会出现更加美好

的前景 ,会更加繁荣、兴旺 !

注释 :

①转引自《小说美学》。

②《小说门外谈》。

⑧《百花园》1982年 3期 。

④《写作》1989年 5期 。

⑤《小说选评》19'86年 2期。

⑥《和青年作家谈话》。

·书 讯 ·

⑦李贽《容与堂本〈水浒传)回 评》。

⑧《而己集 ·读书杂谈》。

⑨《人论》。

⑩《沿着自己的途径探索》。

⑩《小说选刊》1985年 6期。

②许世杰《微型小说艺术初探》。

《成人教育百科全书》中译本出版

当前 ,成 人教育正在世界范围获得空前的发展。我国的成人教育要进一步发展和改革 ,必须广泛借鉴国际先

进经验。我校教育系韦茂荣教授和吴定初、顾美玲 (该书副主编 )、 蒋梦鸿三位副教授参译的《成人教育百科全

书》,最近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该书资料主要来源于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教育百科全书》(hterna-

tond Encrlopedh of Edumton),曾 获美国
“
达特茅斯

”
勋章 ,是一本权威的工具资料书 ,享 誉国际教育界。我们

相信 ,这本约 80万字的有价值的工具资料书的出版 ,一定会促进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孝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