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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掀起了新文学运动的巨大浪潮。
其中散文一体，虽说与小说、戏剧、诗歌并驾齐驱，实际上却有着格外突出的地位。
几年以前，我在一篇题为《为散文呼吁》的小文中曾提出如下的看法：当我们对现代文学史（或称为
新文学史，即从1919年“五四”时期至1949年建国以前这30年的文学发展史）进行研讨时，就会发现
一个看来特殊而实际却非常自然的现象，那就是：我们的现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同现代诗歌、现代小说
和现代戏剧并不完全一样。
我们说，新文学运动的形成，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下，是从借助于外因，靠横向引进的
方式开始的；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成为具有我们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学体系。
这是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的制约下，我们这个闭关锁国的中华民族意外地遭到了西方文化
的冲击，经过一场突变，才逐渐转化为主动地接受新思潮的洗礼，更进而对我们固有的民族文化遗产
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和继承。
而现代文学的出现，正是在那一场突变中的产物。
如诗歌，是由古近体格律诗一下子变成自由体新诗的；如戏剧，是由以歌唱为主，以念、做、舞、打
等表演技巧为辅的综合性的传统戏曲一下子变成只说不唱的话剧的；如小说，是由以讲唱文艺为基础
的长篇章回体和短篇话本体（另外还有一部分更古老的笔记、传奇体）一下子变成以西方风貌为主体
的新型小说的。
唯独散文，虽说也受到外因的推动或者说受横向引进的影响，但由于它植根于悠久而优秀的历史传统
的基础之上，其作品的外在形貌和内在的精神实质，毕竟同其他三种文学体裁有较大的差异。
而差异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我们的现代散文虽然同属于新文学运动的产物，是新型的作品，但它一上
来就比较成熟，在它刚一崭露头角时便已是一位成年人，而不像其他三种体裁的作品，都有一个婴儿
学语的幼稚的摹拟阶段。
所以鲁迅说，在新文学领域中，散文的成就最高。
事实也确是如此。
“五四”以来的新型散文在最初阶段显然是超过了当时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的。
所谓“悠久而优秀的历史传统”，即我国古典散文的传统，其中小品文是占很大比重的。
特别是“五四”时期，散文中属于讽刺小品（即通常称作“杂文”的）和抒情小品的，又受到前所未
有的重视。
这当然同新文学坛坫上的作家及其作品有密切关联。
当时资格最老、执文坛牛耳的权威人物，应推鲁迅和周作人。
鲁迅最初以写小说震撼文坛，但他成就最高的作品还是辛辣而犀利的杂文小品。
周作人除在“五四”初期写过少量新诗外，主要是写各种内容的小品文，从而成为新文学作家中唯一
以散文小品知名于海内外的人。
大革命失败后，新文学阵营向左右两端分化。
进入30年代，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一派作家乃大力提倡晚明小品，一时竟蔚然成风。
连创造社的元老之一的郁达夫，太阳社的阿英，也都起而响应。
此外还有施蛰存、刘大杰等，各有晚明小品的选本问世。
当时周作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把古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分成载道、言志两派，而小品文的创作，他
认为主要是言志派作家的产物。
因此，周氏在推崇晚明小品的同时，对所谓载道派的作家（主要是唐宋八大家）及其作品基本上是持
否定或批判态度的。
最能体现周作人的这一观点的是沈启无所编选的两部散文小品，即《近代散文抄》和1937年以后北大
的《大学国文》教材。
这两部散文选集完全能反映出当时治古典小品文的人们所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对象。
在这里面，除了柳宗元和苏轼成为例外，唐宋八大家中其余的人及其追随者们几乎是见不到名字的。
二我在上中学时就对周作人的散文小品很喜欢，因此对他的美学观点以及当时提倡小品文的风气和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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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也比较乐于接受。
及年事稍长，对当时周门弟子俞平伯、冯文炳两位先生的文章就更加喜爱。
到40年代，终于忝列俞、冯两位先生门墙，对小品文不仅产生兴趣，而且还花费了一定的时间去分析
研究古典小品文的发展演变过程。
这一段治学经历我曾对章川岛先生谈过，直至十年浩劫发生以前，每与川岛先生晤面，几乎总是以小
品文为谈话中心的。
但我个人的研究结果却远远不同于周作人的观点。
首先，我以为唐宋两次古文运动对我国古典散文的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唐宋八大家的功绩不容轻易
否定。
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说我国古典散文由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的推进而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那为什
么元明清三朝的正宗古文作者竟再没有超过唐宋八大家的呢？
我们根据什么来说古典散文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呢？
答案是：古典散文的发展优势体现在自宋代开始以迄明清的小品文方面。
这是从宋代古文运动的“祖师爷”欧阳修开始的。
在欧阳修以前，尺牍、题跋、随笔、札记这类文章，是不为正统的文学家所注意的，也很少有人把这
些文章看成文学作品。
而欧阳修则不然，在他的全集中，“书”和“短简”是分别开来的，而《集古录跋尾》和《归田录》
，前者不仅是金石考证，后者也不只是稗官笔记，而都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即其中有不少优美而隽
永的小品文章。
到苏轼、黄庭坚，这方面就更为突出。
苏的《志林》、《仇池笔记》，黄的《宜州家乘》以及他们的尺牍、题跋，都足以厕于文学作品之林
。
到了南宋，范成大的《吴船录》，陆游的《入蜀记》，既是日记，又是游记，当然也都是优美而隽永
的小品文。
这一传统直接影响到明、清两代。
公安三袁，竟陵的钟、谭，明清之际的王思任、张岱、刘侗、于奕正，直至清初的金圣叹、张潮、陆
次云，清中叶的袁枚、郑燮，都足以说明我国古典散文正在长足发展。
作为古文家，明代的归有光，清代的姚鼐，其尺牍也是单独归为一类，与其文集中其他文体平起平坐
的。
特别是尺牍和日记，如明代王穉登的《谋野集》，叶绍袁的《甲行日注》，萧士玮的《春浮园日记》
等，都单独成为专集。
而周亮工的《尺牍新钞》和张潮的《友声》，更以搜求朋友的书信为专著，并刻印成书。
古典小品文这种由附庸地位上升为独立大国的现象，才是在唐宋两次古文运动影响下直接结成的丰硕
果实。
其次，30年代之所以有不少人提倡晚明小品，不能仅仅视为政治上或文学上的右倾，看成创作和研究
工作中的逃避现实。
事实上，由于“五四”新文化包括新文学运动的浪潮的推动，即使在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研究领域中
，也在逐步开拓、扩展和深入的。
过去讲文学史，小说、戏曲是没有席位的；“五四”以后，小说、戏曲同诗文平起平坐了；诗歌领域
中，则自词曲而民歌，也比辛亥革命以前扩展了不少。
然则对于古典散文，从群经诸子而史传文学，而唐宋古文，而晚明小品，不也正是在开拓疆域，扩展
视野和深入探索么？
何况这些小品文中精华甚多，佳作如林，我们怎么能为了泼洗澡水而连孩子也一起泼掉呢！
基于上述看法，我自始至今有两个观点与当时一般治晚明小品文的专家学者们不同，也可以说，同周
作人的基本观点存在着分歧。
其一：晚明小品是流不是源。
研究古典小品文，当然可以从晚明入手，因为那标帜着小品文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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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但这个高峰不是平地拔起，更不是天外飞来，而是在前代小品文的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因此要研究我国古典小品文的发展轨迹，必须从晚明向上考溯。
关于这一点，周氏到晚年已有所修正，他连《论语》中的一些短而精的语录认为也有小品文的意味了
。
实际上就在三四十年代，刘大杰、沈启无等人似乎也都对此有所觉察，只是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来。
抗战胜利后，我读到朱光潜先生的《谈文学》（开明书店印行），他在一篇论文中郑重提出，自先秦
两汉时代即已存在着比较典型的、既有美学价值也有认识价值的“正宗”小品文（手头无书，但申大
意）。
我对这一看法深表同意。
其二，我一直坚持，即使是唐宋八大家及其追随者，也并非整天板起面孔说教，他们的文集中同样存
在着够典型、算得上“正宗”的小品文。
诚然，八大家中如曾巩、王安石，其传世的文章属于“正宗”小品文的确实不多；而苏轼原是晚明小
品作家的不祧之祖，那是谁也不会否认的。
而唐之韩、柳，宋之欧阳修，如果从他们的全集中认真爬梳拣择，完全可以给他们每个人出一本小品
选集。
三要分析鉴赏古典小品文，必须先把什么是小品文弄清楚。
苏轼说他自己写文章“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即写文章一定要从肺腑中自然流露，
一如天真无邪的赤子，而不宜矫揉造作，更不能无中生有。
到明代，李贽更提倡“童心”，袁宏道则提出“韵”、“趣”两个标准。
“韵”，古人或指神韵，或指韵味，而照我的体会，即文章要有作家自己突出的个性与风格；“趣”
则指幽默感和可读性。
及清人袁枚论诗，上承“三袁”而拈出“性灵”之说，这“性灵”二字，实际也正是历代上乘小品文
所必须具备的“核心”。
当年俞平伯先生在北大讲古典诗词，认为一种作品是“作”出来的，另一种则是“写”出来的。
用来考察小品文，则这种文章基本上应属于“写”出来的。
不过我的看法是，有些好文章同样也需要精心刻意去“作”，才能产生出来。
至于信手拈来的文章，也不见得篇篇都好，其中正不乏率意之作或油腔滑调的下乘作品。
这并不能一概而论。
因此，我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骈体文，并不排斥在小品范畴之外。
这部《古代小品文鉴赏辞典》也选录了若干骈体文，我以为是有道理的。
我们一提到小品文，首先想到的是抒情小品。
既然写小品文要发自“童心”，要有韵有趣，要体现作家的“性灵”，当然它主要的作用是抒情。
不过小品文并不排斥记景、叙事，甚至发议论、讲道理的内容，只要在所记、所叙、所论、所讲的内
容里面蕴藏着、流露着、甚至洋溢着一个作家自己的真实感情，不论是悠悠不尽之情还是热烈奔放之
情，是激昂慷慨之情还是抑郁苦闷之情，都应当说是符合小品文的标准和要求的。
它们都具有小品文所应和所能体现的美学特征。
这里附带提一句，在30年代以后的若干年中，有的人不但不承认杂文是小品，甚至连文学作品也不是
（到50年代也还有人这样主张）。
而我个人则始终认为杂文应当是小品文中的一个重要品种。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自全国解放以来已逐渐趋向一致，眼下已很少有人把杂文拒于小品范畴之外了。
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既称为小品文，它必须短小精练、言简意赅。
相对地说，篇幅不宜太长。
乐毅《报燕惠王书》和司马迁《报任安书》，不能不说是肺腑之言和性灵之作。
但由于它们的篇幅长，就不能算作小品文。
有的文章虽短，而且具有真知灼见，如柳宗元的《读论语》。
可是作者在篇中毕竟过多地诉诸理性而不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当然也不能居于小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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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去的选本而论，施蛰存先生的《晚明二十家小品》对入选文章的篇幅控制较严，太长的便不选了
；而阿英先生的《晚明小品文库》所选的文章，有的便嫌过长。
当然，文学作品毕竟不是数学分式，很难给它们划范围、立规矩、定框框；如果规定得过于死板严格
，则反而不科学了。
四最后还想简单地谈一下古典小品文的真伪问题。
从鉴赏角度看，只要文章写得好，其真与伪并非主要的。
《文选》中选了一篇李陵《答苏武书》，苏轼早就指出是“齐梁间小儿”所拟作，但这篇《答苏武书
》并不失为好文章。
古代小品文中也存在着与此类似的问题。
清初的一个古文选本《古文小品咀华》中，就有王嫱《报元帝书》、汉光武帝《与严子陵书》等短札
。
王嫱的信显为伪托；就是刘秀的这篇短札，尽管文章写得很好，却既不见于正史，又不见于类书，严
可均《全汉文》也未收入，显然亦为赝鼎。
更为普遍流传的是所谓刘禹锡的《陋室铭》，在《刘梦得文集》、《外集》中均未收，亦不见于唐人
著录，是否刘禹锡的作品很值得怀疑。
不过作为小品文，又不能不入选。
本书所收的每篇文章都要求注明出处，这是很科学的。
倘所选文字有来历不明者，其伪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读者自不妨欣赏其文笔，涵泳其文义，但在引用时就须谨慎从事，以免以伪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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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品文，一般指内容活泼多样、风格题材不拘的短文，有别于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宏文巨篇。
小品之名，源自佛经，其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无文体意义。
晚明始将此名应用于文学，如陈继儒《晚香堂小品》、陈仁锡《无梦园小品》，所收皆一些短小轻隽
、思理脱俗、情韵兼胜的文章。
然其名虽始于明代，其文体则肇自先秦。
古代小品文，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枝奇葩，与其他文体一样多姿多彩，源远流长，从涓滴细末到蔚为大
观，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
为此，我们从历代典籍中精选小品681篇，并由众多专家鉴赏导读，成此《古代小品文鉴赏辞典》，作
为中国文学鉴赏辞典系列的又一新品种，以飨广大文学爱好者。

本书选目的基础，是汤高才、沈伟麟、吉明周三先生所编的《历代小品大观》(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出
版)。
本书在该书基础上请专家作了深入修订并进行大量扩充，力图从文学艺术的角度，鉴赏、评价古代小
品文的显著成就，帮助读者了解其发展和流变，汲取其中有益的养分。
希冀这部《古代小品文鉴赏辞典》还能为读者提供一种精审精到的选本、注本、导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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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凡例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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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附录
 作家小传
 篇目笔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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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作者首先从感叹时光如流入手，叙说自己与曹操的年齿，然后顺势很快进入正题，说到自己
的朋友盛孝章的危急处境，饱含着希望曹操援救之意。
这样写来，情辞恳切，亲切自然，便于雄才大略的曹操能够接受。
为了进一步打动曹操，作者又从两个层次着笔。
一个层次是，称引《春秋传》中齐桓公未能成功援救邢国，而引以为耻的历史故事，作为历史的借鉴
；点出孔子《论语》中论说朋友交道的言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故言“吾祖”），作为理论的
支撑；还举出本朝桓帝时的侍御史朱穆有感世风浇薄，写了《崇厚论》、《绝交论》来矫正和批评社
会，作为现实的例子。
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希望曹操弘扬交友之道。
至此，道理和事实已经讲清，作者也就直接提出：“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
友道可弘矣。
”说得诚诚恳恳而又坚定不移，一片恳切之心溢于言表。
再一个层次是，举出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即战国时燕昭王重用贤者郭隗，因此接连不断地引来了
魏国的乐毅、赵国的剧辛、齐国的邹衍这些很有本事的人，燕国人才济济，很快就帮助昭王振兴了燕
国（事见《战国策·燕策一》）。
这是希望曹操像燕昭王那样多为国家罗致人才，而要罗致人才，请先救盛孝章，以此作为人才奔赴的
榜样。
这是从正面说。
接着作者还从反面说：“向使郭隗倒悬（处境危急）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
莫有北首燕路者矣。
”以此来激励曹操。
这样反复申说，把救人的道理讲得很深透，促使曹操立即采取了行动，来援救盛孝章。
据记载，孔融是一个恃才傲物、刚毅坦诚的人，但是这封书信却写得如此委婉，处处小心。
何以如此呢？
因为孔融深知曹操具有雄才大略，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且当时又大权在握，威重不可以随便说话
。
于是，为了救人，作者也就不能不谨慎从事，揣摩曹操的心理，在行文上多加斟酌。
比如文章一开始说到年龄，“五十之年，忽焉已至。
公为始满，融又过二。
”孔融本来比曹操大两岁，按理应是兄长，而这样说，就显得谦逊有礼。
孔融知道曹操在当时采取的用人政策是“唯才是举”，他写的《短歌行》中也说：“山不厌高，海不
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表现了对于人才的渴求。
所以接下来在书信的主要部分，作者也就针对曹操的心理，从弘扬友道、罗致人才两个大的方面来立
论，处处说到曹操的心坎上。
甚至最后还说：“凡所称引，自公所知，而复有云者，欲公崇笃斯义也。
”表明自己的引经据典不是在于炫耀和卖弄知识，而是在于援救朋友，推荐人才。
从整个书信来看，态度磊磊落落，不卑不亢，掌握得很有分寸，表现了他的个性。
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不过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和曹操作对的时候居多，经常嘲讽曹操的专权之
举，后来终于触怒曹操而被杀，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他本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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