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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随着现代散文的发展，其文学价值得到了一些文学大家的充分肯定。
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序》中说，小品文“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文学发达的极致”。
鲁迅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中，肯定杂文是一种严肃的文学创作，自有其文学价值和社会历史
价值：“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
” 四、题材意识、体裁意识 现代散文从传统散文的“载道”模式中脱离开来，更加贴近社会、自然
、人生。
由于现代人生活空间的拓展，科学主义的深入人心，外来艺术经验的借鉴，现代散文家取材的视野也
更为宏阔。
即便如一些过去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自然现象、生理现象，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散文的殿堂，作家们
以科学的眼光、自然大方的态度来看待。
30年代，林语堂在《人间世》的发刊词中有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谈”的话。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这样谈到过现代散文的题材：“从前的散文，写
自然就专写自然，写个人便专写个人，一议论到天下国家，就只说古今治乱，国计民生，散文里很少
人性，及社会性与自然融合在一处的，最多也不过加上一句痛哭流涕长太息，以示作者的感愤而已；
现代散文就不同了，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
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
，以抒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的散文的特征之一。
” 体裁也丰富多彩，突破了传统的范围。
中国现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空前尖锐，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杂文繁荣昌盛，这是中国现代散
文的独特现象。
在各式各样的杂文中，作家们不仅“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而且倾注了
唤醒民众、改造社会、探求民族解放的理想和激情，同时还注重提高论辩说理的艺术性，努力形成个
人的独特风格，使杂文有别于一般的论说文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
小品文以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把描写、叙事、议论、抒情融合在一起，不拘一格地随意而谈，有闲
话、絮语风，有知识、趣味和识见的统制。
记叙抒情散文也成就斐然，产生了大量情文并茂的名作。
在中国传统散文中这一类文字本来就很发达，故能给现代散文提供丰厚的借鉴。
通讯、报告文学体现了新闻性和文学性的结合，并汲取了小说等文类的艺术营养，能够及时、迅速而
真实地反映现代社会的脉动，在三四十年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上述每一种文体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了众多的品种。
如记叙抒情散文里就有记叙文、散文诗、游记、书信、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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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散文通史:现代卷(上)》不仅可以填补中国散文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为数千年中国散文史提供第
一部完整的通史著作，更有助于完整地认识中国古今散文的变迁以及整个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进而
把握当今和未来中国散文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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