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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当代散文整个的发展历程；真是走过了一条曲折与坎坷的道路，有繁荣、有沉寂、有禁锢，
甚至出现过完全失声的时候。
在文学的话语成为被权力和号令进行强制规范的时候，无论多么优秀的作家，不管在艺术上做出怎样
艰辛的努力，终究由于心灵的不能自由抒发，就无法真实地表达出生命的体验与内在的精神，从而严
重地限制了自己作品思想和艺术的成绩。
　　从“文革”结束之后的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整个社会的思想气氛更是明显
地趋于宽松，这就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向前发展。
散文创作同样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作家的风格各异，作品的色彩纷呈，不同的艺术面貌和精神
追求，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复杂的存在。
　　正是因为面对着这种多元共生和纷繁多样的创作局面，想要对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准确的描述，
就是一桩很困难的工程了。
吕林先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这特定时段的散文领域。
他把研究的重点放置在对于20世纪90年代散文创作主潮的分析和描述上面。
他引进文化学的理念，从社会文化与文学本体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力图在这个时期特殊的历史语境中
，广阔而又深邃地探索散文创作的意义。
在实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出现危机，雅俗文化尖锐对立或相互渗透消长的复杂背景底下，他十分严
肃地探讨着知识分子坚守批判性立场的使命意识。
他在几种文学体裁的比较中间，强调散文创作对于文学使命的积极承担。
把“批判性和反思性”作为当时散文主潮的基本品格，围绕这条精神主线对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和艺
术品格，作出了很有创见性的分析和描述，显示了自己宽阔的视野、熟稔的工力、昂扬的气概和高旷
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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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吕林先生对于它所表现出来的“世纪末的精神守望”的关注，不仅使散文创作自身的精彩之处得
以彰显，同时也强烈地表现出了作者的精神愿望。
大浪淘沙，浩淼的波涛永远奔腾向前，在其中真正会留下来的优秀的作品，确乎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传
达了人类的基本精神，人类对于生存状况和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
让我们和吕林先生一起来进行深沉的思考，并且期待着他在写成了这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之后，能够在
积累许多经验的基础之上，为大家继续贡献出更多像这样具有思想和学术价值的精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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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林，原名徐小林，广西北流人。
1958年生于南京，1976年赴东海舰队服役，后供职于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多年，现为国内某知名出版
社副社长，文学博士。
 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南京大学企业管理系，获数量经济学硕士学位；2000年再次考入南
京大学中文系，主攻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方向，获文学博士学位。
 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国内外的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报告文学、散文，其主要作品《星辰运行九
十年》、《一代名医江育仁》、《群星的陨落》等，近年来，主要致力于散文理论研究。
 现为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受聘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南京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英国伦
敦SSB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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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转变首先发轫于“大”与“小”的争论！
　　一、散文的“大”与“小”　　多少时间以来，“散”、“杂”、“随”、“小”一直作为散文
的文体特征存在着。
1992年，贾平凹创办《美文》杂志，旨在办一份“关于散文内容”的杂志。
在发刊词中，贾平凹这样说到：“我们倡导美的文章。
为什么办的是散文月刊而不说散文说的是文章？
我们是有我们的想法。
我们确实是不满意目前的散文状态，那种流行的，几乎渗透到许多人的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对于散文
的概念，范围是越来越狭小了，含义是越来越苍白了⋯⋯于是，还原到散文的原本面目，散文是大而
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
”①显然，作家不满于当时一些散文创作者们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拘谨，几十年来因袭着的散文
的陈旧观念还没有完全从散文中撤退。
虽然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关于“形散而神不散”这种金科玉律的质疑，但散文创作本身并没有因此
而有太大的转变，作家们还在“杨朔”的模式中打转。
针对这些现状，贾平凹强调散文文体的恣意，强调散文的大境界！
这种“随便”的精神正是二三十年代散文兴起时所提倡的精神特点。
周作人在《美文》中就这样提到：“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
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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