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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现代散文作为一种文体被提出来之前，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种叫做散文的文体。
按姚鼐《古文辞类纂》，它是相对于辞赋类的，形式很丰富：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
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显然包含了文学性和非文学性两个方面。
在英语国家的百科全书中，也没有单独的散文条目，只有和prose有关的文体，例如：alliterative
prose（押头韵的散文）、prose poem（散文诗），nonfictional
prose（非小说类／非虚构写实散文）、heroic prose（史诗散文）、polyphonic
prose（自由韵律散文）。
和我们所理解散文比较接近的并不是prose而是essay和belles
littres，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随笔（小品）和美文。
按西方的理解，随笔是一种分析、思索、解释、评论性质的具有一定文学性的作品；较之论文，篇幅
短得多，不太正式，也不太系统；它往往从一个有限的，经常是个人的角度来讨论一个观点。
很显然，它是以议论为主，一方面与抒情是错位的，另一方面又与理性是错位的，可以说属于智性。
理论性强的不叫做essay，而叫treatise，或者dissertation。
在英语里，单独使用的prose，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文体，不如说是一个系列文体总称（还包括小说、
传记），有时作为表述方法（而不是文体），有平淡无奇的意思。
属于文学性散文的文体，并不笼统叫做prose，而是belles[ettres（美文）。
作为文学，具体些说，指轻松的、有趣的、意深语妙的随笔，也用于指文学研究，同时也包括了诗歌
、戏剧、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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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十儿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
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
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
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
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
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
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
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
手缩了回来。
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
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
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
“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
我拉住她问：“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　“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
”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
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
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
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
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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