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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杂 文 的思考

孟 建 辉

过去跟杂文接触较少,近因教学需要,读了些杂文,看了些杂文论著,对一些问题产生⒈

了疑问。现将这些疑问及我的初步考虑写出来,以就教于同行。

一、关于杂文的特点

一提起杂文的特点,真所谓 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

。诸如
“
文艺性与说理性结合

”
,

“
论辩性与抒情性结合

”
, 

“
形象说理,诗与政治结合

”
, “

短小灵活,议论及时
”
, “

敏 :

锐迅速,泼辣犀利
”
, “

讽剌幽默,尖锐泼辣
”
, 

“
一针见血,寸铁杀人

”
, 

“
干预现实,

战斗性强〃,“纵意而谈,生动活泼
”
,“篇幅短小 ,取材广泛

”
,“文艺性政论

”
等。于是——

我凼惑了。思索中我发觉上列渚说的问题在于界定事物的标准不统-:它们象 瞎 子 摸 象一
¨

样,摸到甲类杂文而写上甲类杂文特点,摸到乙类杂文又马上记下乙类杂文特点,因 而所列
“
点点

”
均不能或不完全能概括所有杂文的特点,给人以混乱、不准确、不科学的印象。比如

《写作概论》①列的三点中, “
论辩性与抒情性的统一

”
就不是大多数杂文都这样;雨最后

∵点
“
精短的篇幅,含蕴丰富的内容

”
也似不只杂文如此。又如《杂文》②、《杂文写作琐谈》③

等书中,“政论性
”

、
“
现实性

”
、 “

战斗性
”

的提法也好象不能范围所有的杂文。至于另外

许多本中的
“
讽剌幽默

”
、 “

泼辣犀利
”
, 

“
敏锐泼辣

”
、 “

敏锐锋利
”

等等,应当承认 ,

就更不是所有杂文都这样了。之所以出现这种令人难堪的局面,除别的原
′
因外,我想在很大

程度上跟各位编著者对杂文的理解有关。一个科学的概念应当是从个别中抽出而又能涵盖所

有个别。杂文特征的表述,不言而喻,应当能包括所有的杂文。而杂文,除鲁迅提出的
“
杂

体文
”

这 一 十 分
“
广义

”
的以外,在

“
狭义

”
的杂文中也还有两种:一种是所谓

“
匕首投

枪
”

式的杂文,即人们戏称的
“
鲁迅模式

”
杂文 (这种说法其实不确,下将谈及,这里姑拟 ~

之 ),一种是比这宽泛得多、包含一切
“
缘形写志,就实论虚

”
、有着轻松活泼笔调的短论

在内的杂感、小品等。而上列各说,有许多只是冲着前一种来的,显然是不科学的。

那么,杂文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如何表述杂文的特点更恰当些 ?

事物的特点或特征,当是指该事物区别于别的事物的独特之处。要发现、看出事物的特

征,自 然应把事物放到一定关系中,通过彼此相较才能做到。要说杂文的特 点 或 特 征,那

么,我们首先要问:你是相对于、针对着什么来说的?你的
“
参照物 (系 )” 是什么?只有

把这一前提确定,我们才能说得清楚。循此思路,假如我们确定杂文在文学、在记叙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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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之内,特别是跟一般散文比,那么,我们可以指出妁就只有
“
论理牲〃及杂文

“
话言笔

调
”
两条,尽管它们的数量没有满足我忄1的愿望。对此,恐怕不必解释,前者当然是指杂文

着重说珏,议论成分较重;后者是指杂文语言上特有的风致与调式,这,下将论及'兹略不

赘。如果把杂文放到议论文,议论嵌文范圃之内来考察,将之与一般说埋文比,则我们试提
出以下三点;这三点稍徼要复杂些j我们要多说凡旬,谨分述如下:

随感性。杂文都是作者一时兴会,偶然恩致,援笔记之;或者忽然想到,时有所感,随
笔录下。即杂文都不是周作人在他的《

“
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文一集

”
导 言》中称 的那种

“
赋得的文学

”,而是偶思文,即兴录,用鲁迅的话说,是些
“
一时的杂感

”
。f`为 了说明这

个问题,我想摘引下列作家、文论家的有关话语。许钦艾在 《关于小品文》⑤中说: “
小说

要细细的结构,随笔不妨一想到就写起来;因为小说须由客观的事实做线索,随笔只凭兴感

的联络求得。
”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接着作家分析道:诗歌和散文也无须由客观事

实做线索,只要是作者感想到的,都可以写进去。 “
随笔也是这样,只凭作者的兴感,兴之

所至,随笔的写去。
”
作家指出,随笔、杂感一类东西

“
表明着作者的感想,是随时写下来的

”
。

朱 光潜先生在 谈 到小 品 文 时也 说: “⋯⋯凡是一时兴到,偶书所见的文字都可以叫做
J试

笔
’
。 ⋯̈·中文的

‘
小品文

’
似乎义涵较广。凡是篇幅较短,性质不甚严重,起于

一
时

兴会的文字似乎都属于小品文⋯¨”
⑥胡梦华先生在其 《表现的鉴赏》中则具体叙说了

“
絮

话散文
”

即小品文这种一时兴会,随感抒写的情况。他说: “
它 (按 :指絮语散文 )的特质

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和那些非个人的,客观的批评文、议论文、叙事

文、写景文完全不同。因为它是个人主观散漫地、琐碎地、随便地写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

是不规则的、非正式的。
”

⑦鲁迅在其杂文集 《热风 ·题记》中,明白地说他写杂文是
“
对

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
”
。在《伪自由书》的 〃前记:中 ,他说他的杂文是出于 “

个人的感
触”

或
“
时事的刺戟

”
。他具体举出他的杂文在生活中是如何

“
感受

”
与

“
反应

”
的。 他

说:文中
“
有的是对于扶占L,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

‘
保存国粹

’
而发的;有

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 《时报 》的讽刺画而发的。
”

⑧

他不无幽默地称自己的杂文为
“
应时文″,有 时就将文题径标为 《忽然想到》、 《偶感 》、

《随感录 》等等。

上述作家、文论家们虽多谈的是小品文,但大家公认,在我们称的
“
小品

”
中,有不少

就是现称的
“
杂文

”
。以小品文的随感性来观杂文,应当承认,绝大多数是无出其限的。事

实上,我们看古今中外的杂文,的确都具有这一特性。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比如

车愈的《马说》、秦牧的 《鬣狗的风格》、鲁迅的 《现代史》、列宁的《社会民主主义酌宝
贝儿》等,莳t于 篝幅,恕不列数。

白于杂文的随感性,我想至少派生出以下三点:

第一,显得比较敏锐,对客观刺激反应迅捷 (一般论文或敬文则不一定这样 );

羊二,内容革富,材料驳杂 (一般论文或散文则不工定这样 );

笫三,笔调轻松活泼,行文自然洒脱 (一般论文或散文也不一定这祥 )。

评论性。即杂文一般都要对谈论的对象品评议论。诚然,杂文是议论文,但它不是一般
的议论文,而是议论文中的评论文,说确切点,是 “

短评
”

。因为杂文大多要用一定的价值

观和是非标准对时世人情进行臧否, “
沦是非,定从违

”
,明得失,决正误,从而发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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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质言之,杂文就是一种
“
文学性短评

”
。事实上,鲁迅在其杂文集的前言后语中,就

∵再声称自己的杂文是
“
短评

”
。比如在 《热风 》

“
题记

”
中,他说: “

我在 《新青年》的

《随感录 》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的多是些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 因

也大都忘却了。
”

在 《
“
花边文学 ·序言》中,他说: “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 是 从 投∷稿

《申报 》的 《自由谈 》上并头的;⋯⋯”
在 《华盖集 》

“
题记

”
中,他又说: “

也有人劝我

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
在 《

“
伪自由书

” ·前记 》中,他也指出

他那些文章都是些
“
短评

”
及这些短评是如何产生的。不仅如此,鲁迅在别的一些文章中谈

到自己的杂文时丿还一再指出这工点。确实,我们随便翻开鲁迅的杂文集,跳入眼帘的篇章

似多带有评论性,如《未来的光荣》、《女人未必多说谎》、《批评家的批评》、 《谩骂 》、 《文

人无文 》、 《观斗 》、 《逃的辩护 》、 《电的利弊 》⋯⋯。岂止鲁迅杂文如是?通观其他作

家的杂文,也多有此特性。著名杂文家林放就象鲁迅一样称自己的杂文
“
多数属于社会现象

的评论
”
,说: “

总之是就事立论,表示个人对
‘
世象

’
的见解。

”
⑨这已把问题说得很清

楚了。                               ⋯   .
文学性。我所认为的

“
文学性

”
与一般说法不完全一致。除通常提到的

“
形象性

”
、语

言的精练生动外,尚 有其独特的笔调等,下将详述。

上列
“
三性〃

,∶ 大概可以包括所有杂文。我想--当 我们讲
“
杂文特点

”
时,这样表述是

否更稳要些?至于
“
针砭时弊

”
、 “

尖锐泼辣
”

、 “
讽刺挖苦

”
、 “

寸铁杀人
”

以及
“
政论

性
”

、 “
现实性

”
、 “

战斗性
”

等等,是不是排除出去。当然,如果我们主张并 认 定 只 有
“
匕首投枪

”
式的杂文才是杂文,那又是另一种情况了。    ∷

二t杂文是否都要f大 中取小,由小见大勹

遍翻所有杂文论著j在讲到杂文选材立意时,无工例外地提 出一条要我 : “
大 中取小 ,

由小见大
”

。有的书对此点还说得非常严厉 ,口 气十分吓人。请看 :

⋯⋯在立意方面,杂文必须立意新颖,因小见大¨⋯它要求作者从微小的事件申,抓住其显 示出

的大问题中最尖锐最典型的一点,以揭示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要使人们
‘从一滴水里观大浮,从

一粒沙里看世界
’,从∵件小事中懂得

“
与人生有关

”
的大问题,这就是杂文的妙用。(朱 世攴、张

耀辉: 《文体写作知识 》,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 2̄71页 )

所谓
“
大中取小

”,就是从重大的社会问题中,选取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一点,或者一个侧面,

经过分析揭示出事物的深刻意义。 “
因小见大

”,就是从日常生活的细小事情中,发△它蕴含的 重大

的社会意义,从小革中开掘出深刻的主题。(朱 伯石等: 巛写作概论 》,湖北教育出反社 19泓 年版第

289D∶ )

我↑
、
l所说的大中取小⋯⋯是在大问题中抓取最尖锐最有代表性的一点,以 揭示事物的本质。 ⋯⋯·

反过来说,就是小中见大。⋯⋯ “
小

”
不是意义小,而是要求把意义浓缩到戌为大问题的 结 晶。 (宫

瞍: 《关于杂文写作的几个问题》, 《燕雏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286-— 2̄89页 )。

仅从我们恭录的这一段段大同小异的文字,读者已能看到杂文选材立意的
“
大中取小 ,

由小见大
”
,早成了通说,成了写作上的

“
铁律

”
。而且我们还要指出,直到最近,杂文报

刊上的有关文章还在喋喋不休地重复此
“
高论

”
。毋庸讳言,我们对此特别不满意。本来,

事物的大、小是相对的:有些杂文,从较宽泛的背景上选材立意;有些杂,从 日常小事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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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些有普遍意义的道理,热这种意※上,说都分杂文选材立意有
“
大中弭少 :由忄见大

”
的

情况,原也无不可。但硬要象上列论者那样来诠释
“
大

”
与

“
小

”
的

“
深意

”
,把杂文选材

立意说得那么苑,那么严重,那样深沉,则我们就不敢苟同了。为什么呢?囚为它不符含事

实。事实是,并不是所有:杂文在选材立意上都必须、都是那样
“
大中取小,由小见大

”
的。

别的不谠,就拿鲁迅后期杂文一⋯这是大家公认的鲁迅最成熟最有社会意 义 的 杂 文 ⋯̈ ·来

说,也不是篇篇如此的。比如仅仅集于 《且介亭杂文》中的就有 《论
“
旧形式的采用

”
》、

《连环图画琐谈 》、 《看图识字 》、 《随便翻翻 》等,有什么
“
大中取小,由 小见大

”
呢?

至于同样集于鲁迅逝世前不久的 《花边文学 》里, 《北人与南人 》、 《此生或彼生》、.《 刀

〃式
”

辩 》、 《考场三丑 》、 《论重译》等等一系列篇什, 自然同样是有意义的好文章;但

要说它们如何 f从重大社会问题中,抓住最尖锐最能反映本质的一点
”

和怎样提出
“
全局中

最尖锐、最本质的东西
”
, 

“
把意义浓缩到成为大问题的结晶

”
,则 恕我低能,我无论如何

看不出。岂止鲁迅部分杂文如斯?放眼杂坛,其他作家的杂文亦有此况,譬如茅盾、夏衍、

聂绀弩、唐碳、秦牧、邓拓、廖沫沙、马铁丁、龚同文诸公,他们的大作也不是篇篇都有那

么了不得的
“
微言大义

”
的,不必提时下许多作家的杂文了。至于杂文中相当数量的专事传

播科学文化知识的
“
知识性杂文

” (这一品类杂文是大家公认的 ),问题就更 加 明显。 显

然,上列说法仅仅是针对部分杂文说的,由此,足见其偏颇。问题不仅在于应不应这样提,

或者这几个字在书面上该怎样解释;笔者的意思也决不在排除杂文题材与主题的重大性,提

倡杂文尽写鸡毛蒜皮,问题主要还在于杂文是不是都这样,写杂文是不是篇篇都该如此。如

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现今写作教科书和有关论著对此无所忌惮的互相传抄与令人厌烦

的彼此重复也就值得研究了。笔者固执地认为,杂文是随感文,是 先 有
“
感

” ,后 才 有
“
文

”
。作者究竟写什么、如何写、写到何种范围与程度,终究要由他的

“
感

”
来决定。只

要作者在生活中有真切感受,并且这一感受也还有点意思,均可写作杂文:有大感受,可 以

写成
“
小中见大

”
的杂文;有小感受,则无妨径写成

“
小中见小

”
的杂文,不必做一个死规

定强求。这也许是一个书生的可笑的迂席,但坚持生活感受决定文章这一点,恐怕是值不得

取笑的。 “
大中取小,由小见大

”
提法的失误,正在于从根本上颠倒了生活1体验 (感受 )

与作文的关系,完全摒弃了生活、体验本身,好象文章应是作者凭空按这些写作 书 传 授 的
“
高诀

”
硬

“
做

”
出来的。而这,不仅是杂文的不幸!举眼一看,这 么多年来我们的文苑被

这些
“
伟大的真理

”
之害,不知凡几!此夕卜, “

太中取小,由小见大
”

作为一条写作要求列

出,明显地感觉得到的至少有两大害处:ˉ是影响杂文质量。因其
“
大中取小:由小见大

”

是杂文写作的一条
“
铁律

”
,一项

“
严格要求

”
,所以无论写什么,不管适合不适合,恰当

I1兮当,都要挖空心思、想方设法
“
深挖细查

”
,转弯抹角写出些

“
了不起

”
的大道理,因

Fj二 戍杂文的公式化与
“
假、大、空

”
。读者一见这些矫作虚假、面目吓人的杂文就拧紧了

逶 乏.我们还能对他们有进一步的期许?二是妨碍杂文创作。 “
大中取小

”
须是

“
党和国家

叶'Ⅰ i是 当前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和重大问题
”

中的
“
小

”
,是 “

典型的
”

、 “
最尖锐、

最本 贡
 ̈ “

最有代表性
”

的
“
小

”
; “

由小见大
”

须是有
“
重大的社会意义

”, “
成为大河

题白1结晶
¨
c总之,要 “

从一滴水里观大海,从一粒沙里看世界
”

。如此严重,这样严格 ,

还有不识好歹∴∵
“
好事之徒

”
斗胆把笔小试已才的么?谁能计算编著者们的这番煌煌大言究 、

竟吓退了几多稚獭青年?当 然,这些提法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出现并盛行一时是可以理解



的,不足为怪;问趱是在今天我们还糊里糊涂地让这些不无左昧的
“
条条?保留下来并要我

们的杂文作者谨遵恪守,嬴柒必恰当了。时代不同了,生活变化了,观念更新了。现在我们

来谈杂文,是不是最好不要说得那么严重、那么深沉?我们杂文的题材、主题与杂文的写作

路子是不是也应当更
“
宽松

”
一些?我想,恐怕还是

“
随便

”
、,￠松动

”
一点为好i

三、杂文都有
“
严密的逻辑

”
吗?

何谓
“
严密

”?严密者,事物结合紧密,没有空隙也。如前所述,杂文多是短评,属议

论散文,是偏于说理的。倘使这
“
严密的逻辑

”
是指即使是杂文,也要求行文概念准确、判

断恰当,注意议理的层次条理,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说杂文也有
“
严密的逻辑

”,未尝不

可。然而遗憾的是目前⊥些写作论著,并不仅仅止于此,雨是认为杂文的逻辑也象一般论文

一样通篇层层推理,严密论证。它们说,杂文
“
包含着两种必不可少的困素

”,一 是 文 学

性 ,一是说理性。而所谓说理性, “
就是指对事物要做准确的分析 ,要有严密的逻辑性

”
。⑩

它们认为,杂文
“
跟一般论文一样

”
要求

“
推理严密

”,而且
“
在论证过程中,也常运用一

般论文所运用的论证方法和推理形式
”

④,指出,能否以
“
正确而严密的逻辑说服读者,是

衡量⊥̄篇杂文思想深度和分量的主要尺码。
”

②我们读一篇杂文 ,也
“
总要看看它

” “
推理是

否合理,论证是否严密
”

。⑩更有甚者,有的著述如 《写作大要 》等,还要求杂文作者在写

作杂文时, “
必须

”
以这

“
严密的逻辑论证

” “
反求于己

”,让杂文
“
体现出

”
严密的逻辑

性来。⑩这就很值得讨论了。

诚然,杂文不同于散文的是偏于说理,但它毕竟属于随笔、小品一类,它的
“
感

”
、它

的
“
理

”,通常都是缘事雨发,就实论虚。这就矽、根本上决定了杂文一般不会象论文常有绾

怙况那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只有其中一部分议论成分很重、更接近于论文者,才右比较

严密的论证过程,有 “
严密的逻辑

”
。何况就是这部分杂文,也还要注意虚实相兼,注志议

理的形象性。试问,鲁迅的 《二丑艺术 》、 《一点比喻》、 《观斗 》、 《知识即罪恶 》等有

什么
“
严密的逻辑

”?再就手边资料随便翻开看,郭沫若的 《黄钟与瓦釜》、茅 盾 的 《谈

鼠》、夏衍的 《野草 》、王力的 《颌薪水 》、唐搜的 《言论老生》、邓拓的 《生命的三分之

一 》、秦牧的 《鬣狗的风格 》、宋振庭的 《马尾巴 ·蜘蛛 ·眼泪及其他 》、马铁丁的 《火柴

颂 》、李华岚的 《弟弟和评论家 》、叶永烈的 《为科学而献身.》 等等,它们的
“
严 密 的逻

辑
”

又在哪里?当 然,杂文的事和理、形象与议论之闰,或是演绎、归纨关系,或是联想、

类比关系,常有一定的论证因素,但也不可否认,它们并没有象一般论文那样,对问题
“
正

正经经
”

坫展开论逑,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比如鲁迅出t著名杂文 《现代史》,意在揭露现

代反动豉茗们今天钅i`下 台,明天我上台,对廾投降,对 内横征暴敛约玟氵丘、把戏。但文章并没

有象一般论文那样,摆开架势正面论述反动政治把戏轧恬况,进行严密拄珏,而是整篇抽述

变戏法的情形,只在结芦i轻轻一点,暗示鞭挞对象及文聿意旨。在这里,作者 甚 至 迕
一点

“
理

”
也没有正面写给我们,更不要说

“
严密的逻辑

”
了:通符茂是一种比喻,一些影射 ,

一点暗示,如 是而己!再如 《论雷烽塔白1例掉 》,虽冠以
“
论

”
宇,其实也没有一方面一方

面或一层层地从瑾论上分柝论证,严亩推理,而是主要叙写
“
白蛇娘娘

”
与

“
蟹和尚

”
的故

事,边叙边议,抒发自已爱憎感宿。叉如郭沫若的 《黄钟与瓦釜 》,亦并没有围绕黄钟与瓦

28



釜层层分析论证,而是由屈原作品说起,就黄钟与瓦釜对比,最后直抒已愿。在 这 些 篇 章

里,文面上你连一点
“
论证

”
的影子都看不到,还谈什么

“
严密的逻辑

”
呢0

这样说,是否降低了杂文的身价?没有。逻辑论证与逻辑力量不是一回事,虽然它们不

元关系。杂文没有
“
严密的逻辑

”
不等于没有强大的逻辑力量或如某些书说的

“
逻辑威力

`为什么呢? “
事实胜于雄辩

”
。杂文的逻辑力量首先来自于它揭示的社会现 象 的 真 实、典

型,来 自于铁一般的生活事实:当一篇杂文把大量尖锐的事实摆在读者面前的时候,当一篇

杂文把活生生的震人心魄的形象展现在读者眼下的时候,读者怎不为这些东西动容,怎不为

它
“
得出

”
的无法推移的结论折服呢?!

四、杂文与就实论虚的短论有无分野?

'目前学术界的定论是,杂文跟一般论文的区刖主要在于是否有形象性-—杂文∵般通过

∷描形叙事来说理,是 “
寓理于形

”
;一般论文有时虽也勾画些形象,有一定的

“
形象性

”
,

但通篇仍作理论的论述:这一见解笔者当然是首肯的。然雨当我看到许多叙议结合,就事论

理的短评时,我疑惑了:它们有叙述,有时甚至有描写,篇幅短小,就实论虚,在总的格局

上,似与一般杂文无异。这样的短论,又是不是杂文?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是否凡是就实

论虚 的 短 诃=,部 是杂文?换句话谠,杂文与就实论虚的短评有无分野?如果有,是什么?

我认为,二者仍然是有分野的。这分野,不象有的人说的,在感情的强弱上⑥-屮虽然

I杂文常表现作者强烈的情绪,但是我也并不认为一般论文的情感就可冷冰冰
'这

方面,我们

只要提及马克思的 《法兰西内战》和毛泽东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 》等⊥系列政论就够了s也
不主要在语言形象化的程度上|—ˉ因为傥秀论文的语言除准确、鲜明外 ,也是很讲究语言的生

动形象的,其体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包括上述经典作家辉煌论著在内的许多佳 沟; 丽在于

艹一 主̄要在于两种文体构思与表现上的根本不同:杂文有杂文的构思与表现法 ,∶ 一般论文有

一煅论文的构思与表现法。杂文独特的构思与表现,在杂文笔法上集中表现出来;而杂文笔

法,除了前述
“
议论形象化

”
、 “

就实论虚
”

及
“
浯言的文学性

”
外,还有个重要的方面 -

就是杂文笔调。正是笔调¨一是否杂文白1笔 调,划清了杂文与上述短文的界限,使我们有可

能将两种十分相似的文种区别开来。

所谓
“
笔调

”,字典上说是指文章格调。但我们这里所说的笔调,当然也是文章格调,

但更多是指基于作若情感的文章语言上表现出的调式、文章的整体风致。Ⅱ一篇文章的笔调情

况,表现出它的作者运笔时的心态。严格说来,每篇文章部有自己的笔调|任何 种 类 的 文

=,i郭
有与之相应的笔调要求:记叙文的亲切,议论文的严正,应用文的庄重,说 明文的平

易,等等。当然,这是从
“
宏观

”
上说的,具体到不同文章,自 有不同情况。杂 文 也 有 笔

,调
。杂文的笔调,在我看来,是杂文特有的那种轻松活泼、自然洒脱,杂文语言所独具的那

种机铎与垃曲。这种笔调,不仅在杂文内容的表达上,甚至在杂文标题的拟定上都应表现出

来,以至笈人一看题目,就大致能觉到文种的
“
杂
”

味。'杂文为什么有此笔调?因为如前所

述,杂文是些
“
偶感

”
、 “

随想
”

文,讲的是些
“
小问题

”
、 “

小道理
”, 

“
意 思 部 极 平

常
”0且

“
性质不芒严重

”
,作者沿思抒写,随感行文,放怀运笔,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 ,

∴精神上放得比较杜,因 而文笔与怙感风致上比较随便、活泼。相反,一般论文作者困其所谈



问题相对说来较
“
重大

”
,有一定

“
严重性

″,思想上有包袱,J|态 比较 1严肃认真
”,瓯

而行文显得较
“
正正经经

”

'对
此,前述杂文随想性时,其实已有涉及。为了更充分说明问

题,我想再援引些专家、学者的谈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胡适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

就指出,小品文是
“
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⑦。阿英在谈到小品文 的写 法 时

说:它 “
既不能成大块文章,也必得随随便便〃⑧。许钦文在 《关于小品文》中谈到随笔时

指出,随笔
“
无须有结构

″
。这里的

“
结构

”,是指作者对文字经意安排的意思。 “
无须结

构
”,也就是纵情赋文,听凭感情自然流泻1是文中,作者多次强调这∵点。不仅如此,他

还正商指出: “
小品文原是以朴素、自然为本来面目的。? 〃随笔⋯¨更加来得自由。无论

是内容和表现的方式,随笔不受什么拘束⋯⋯”
⑩郁达夫直截了当地指出散文小 品等 纯属

“
个人文体

”,说 ,这是一种
“
不拘形式家常闲话似的体裁

”
,表现出一种看似

“
很容易

”

的
“
不正经的偷懒的写法

”
④。毋须多说,上述作家提到的散文、小品等,当然是包括杂文

在内的。其他如唐技先生等,在谈到杂文写作时,也都指出它
“
不拘格套,挥 洒 自如

”
、

“
无所顾忌,任意而谈

”
冖等特点。上述种种说法,究其实,无非是说杂文笔路的轻松活泼、

自然洒脱。但说得最多、最明白的,当推现代著名作家、文论家林语堂。他将小品文与
“
正经

文章
”

对立起来,明确指出有一种 (小品文笔调∵并专门撰文详论此笔调的含意与诸方面要

求。他指出, “
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

”, “语出性灵,无拘无碍
”

。他

并且将小品文笔调与议论文笔调0L照说: “
大体上,小品文闲适,学理文庄严,小品文下笔

随意,学理文起伏分明;小品文不妨夹入遐想及常谈琐碎,学理文则为题材所限,不敢越雷

池ˉ步。
”

④如此一比,问题已十分清楚了。自然,林语堂倡导的那种
“
个人的

”
、 “

闲适

的
”
∶笔调在历史上是曾经争议过而且在今天来看也并不是无可疵议的,但他

“
大体上

”
指出

的杂文、小品与一般论文笔调上的差异,却不是不可以接受的。至于杂文、随笔语言上的机

锋与婉曲,我想我们可以举出胡梦华先生的卓论。胡先生在他的《表现的鉴赏 》一文中谈到
“
絮语散文

”
的语言时说: “

从表面看来虽然平常;精细的观察一下,却有惊人的奇思,苦

心雕刻的妙笔,并有似是而非的反语,似非而是的逆论。还有冷嘲和热讽,机锋和警句。而

最足以动人的要算热情和诙谐了。
”

②仅此几句,已足以说明我们的问题。此外,钟敬文、

许钦文等前辈,对此也多涉及。杂文的这种笔调,是所谓
“
杂文味

”
的重要体现。杂文味,

究竟是什么味儿?迄今学术界尚无清楚的阐释;部分著述说得明确一点,但偏指杂文的形象

性,即
“
形象味

”
。其实杂文味,也体现在杂文语言的杂味上。而语言的杂文味,既体现在

杂文语言运用的其他方面如形象化等,也体现在基于作者心态、情绪的语言笔调上。 甚至

Γˉ在我看来——主要还体现在笔调上。 以此 观 之,上 述 寓 理 于形、就实论 虚 的 短论

ˉ一短评,恰恰是——主要是,它们的基于作者心态的构思及其表现的笔调,与杂文
“
应有

的
”

构思与笔调尚有一些距离,它们整个儿的写法,似太
“
老实

”
、太

“
正经

”
了一点,尽

管它们中有些篇也不无风趣。对此,我想细心的读者只要稍加品味,就能感觉到的。倘使不

是这样,而是相反,作者的情绪再放松一些,笔墨上再婉曲一点,那时,谅它们就跟我们称

的杂文较接近了。不光这些短评是这样,我 们看毛泽东的
“
五评白皮书

”
文,同样都是议论为

主,着重评论,但其余四篇是
“
正正经经

”
的论文,而唯独 《

“
友谊

”
还是侵略?》 更象杂

文,何也?原因不是别的,只 因为前四篇与后一篇笔调上有异。由此可以看出,杂文笔调在

辩识杂文上的意义!同 样,我们称柯灵的《鬼混哲学》⑧是杂文而说潘益大的 《生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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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创造》②是
“
思想评论

”
,其原因也盖在于此。

应当指出,关于杂文的笔调问题,迄今未引起学术界的注视。据笔者有限的见闻,半个

多世纪以来,发现
“
小品文笔调

”
并在其论著中旁及者,尽管可以开列工长串名字,但认真

地将之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专文论述的,林语堂以外似乎无多,何论其中的
“
杂文笔调

”
!

过去一些走家、学者虽曾在文中提到过杂文的
“
笔调

”二字,但细观起来,似不太自觉的 ,

且一语滑过,以至直到今天,笔者这些谬论——恕我大言不惭一t在杂坛上`尚 是凤毛鳞角。

说幽默一点,基本上还属
“
零的突破

”
。这,不啻是杂文本身的悲哀!但愿今后诸同志,对

此能有更多的研究。

以上是我对有关杂文几个问题的初步思考。显然,囿 于笔者学识,它们仅 是 些 管 窥蠡

测,未必确当。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没有什么可依持,一 己之见,照直书来,其 内心的惶

悚就不必说了。但我想,即使是错的,经 由笔者证明
“
此路不通

”,从而能为后 来 者 立一
“
标识

”,也未尝没有一点意义:基于此,不揣浅陋将它们径写出来-冀望得到 同 行 的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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