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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理解的层次性+

——对明代小品文的现代诠释

葛 勇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摘要：从《明人小品选》入手，利用诠释学的理论来理解小品文，可以从文本、间距、视域三个

不同的理解层面逐渐深入到小品文的美质，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小品文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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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在文学上，中国文学的正统是“载道”的诗

文，是那种表现政治理想、宣扬伦理教化的古文，

散文中的小品尽管也属于“文”中的一分子，却由

于是晚明盛行的，与晚明的风尚相联系的，而被正

统的古文家所不齿。在《四库全书总目》172卷中

有这样的评述：“明之末造，太仓、历下，余焰犹

张，公安、竞陵，新声屡变，文章衰弊，莫甚斯时。”

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周作人、林语堂等人

的大力鼓吹下，明人的小品才登堂入室，有了自己

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在鲁迅先生的批评后，加

上以后50年代以后有意无意的忽视，小品文的地

位又有了波折，直到80年代中才开始有了新的转

机，对小品文的认识恰似事物发展的螺旋法则一

样。所以我们的阅读过程也容易受到这些波折，

这就是典型的诠释中的“视域”问题和“间距化”

的原因，所以用这样的理论很能帮助我们更深层

次地发现小品文的真实魅力。《明人小品选》⋯

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刘大杰编选的小品文集，其中

较多地将明代文学中很有魅力的部分展现了出

来，包含了杂文书信、杂记、序跋、小传四个部分，

涵盖的作家有七八十位，摘取了数百册明人作品

集中的作品，有相当大的涉及范围，很能代表明人

小品文的风格特征和主要成就，因而从这本小册

子人手，可以由浅人深地了解小品文在明代的主

要特征，更有针对性地把握其独特又丰富的艺术

魅力。

二、文辞的美——文本理解

我们理解的第一层面是作品本身，也就是文

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离不开文本，文本是我们

理解的基础。文本不是诠释学的独有概念，它是

对于作品的一种统称，但在诠释学中，它是整个诠

释体系的基础，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有所谓的诠

释。现代诠释学无论是前期的施莱尔马赫还是后

期的伽达默尔，他们的诠释核心都着重在文本上。

伽达默尔就以为“只有当我们参与文本并认真取

其真理要求时，我们才能正确理解该文本”口拍9。

尽管由于文本的理解上的不同产生了新的诠释转

向，但文本的核心意义在几乎所有的诠释者那里

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我们了解小品文的特征

时，最初就应该深入到文本，体会其中的艺术风格

和艺术魅力。

《明人小品选》中收录的作品在内容上主要

侧重于写平凡的生活，有山水游记、朋友间的交

往、生活中的小事趣事，还有为作品写的序跋、为

人物写的个人传记，内容相当丰富多彩。像卫泳

辑录的《谈美人》、钟惺编订的《胜境》等作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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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生活中的情趣人手，寻找生活中的美；而陈子

龙的《三概》、袁宏道的《山居斗鸡记》一类，则是

寄寓作者的情感，反映社会现实的；至于大量的游

记和传文，最典型的是祁彪佳的《寓山注》，将生

活点缀得相当富有诗情画意。可以说，《明人小

品选》这样的文本给我们的认识是一个有着丰富

生活色彩的文人世界，在内容上不仅是本真的生

活状态而且还是具有文化底蕴和品位的真实艺术

世界。

在艺术上，我们可以从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

人手简单分析。袁宏道的《山居斗鸡记》叙述的

只是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巨鸡”和“美鸡”的争

斗，可是他写得栩栩动人。先交待地点、事情的起

因“蒋氏隐于商，从燕地归，得一巨鸡”，然后简洁

生动的刻画了巨鸡、美鸡的外形和神态，一个“足

高尺许、粗毛厉嘴”，一个“玉羽金冠、娟然更可

人”，一个“随意加啄”，一个“气不肯下”，于是争

斗发生，闪转腾挪，斗力斗勇斗巧，各有损伤，而作

者却是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大抵见美鸡或得

一捷，则大生欢喜”，看到美鸡不胜就烦恼起来，

幸好童子相助，“抱不平”，帮助美鸡多次打跑巨

鸡。经过这段简洁的描述，我们如同亲临现场，而

且也有些跃跃欲试。作者只用了简单的描绘就达

到了让读者身临其境的目的，在艺术上的确大有

手段。不仅语言形象生动，富有生活色彩，而且用

词平实通俗；形式上，句子长短自如又错落有致，

还带有一些骈体的句式；最重要的在作品中还带

有作者强烈的情感，把自己对事物的情感融人文

中，尤其篇末把自己沉浸在故事中，表达自己的爱

憎。从这样的短文可以看到明人小品文的一个很

普遍的特色：自然、平实、充满生活情趣和个人情

感，这是文本传达给我们的认识，是在阅读中体验

到的。

像这样从文本着手，我们会单纯追究它的文

学性和艺术性，我们可以体会到小品文是一种富

有艺术美感、有生活韵味的美文；但正如伽达默尔

所说的，“如果我们只是把文本带回到单纯的源

泉材料、单纯的传承物，或只是认为它们是关于事

情的报道，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理解作为文本的

文本”∽j387，所以如果只从文本出发，对文本的理

解还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我们还需要把小品文

这样的文学样式带入到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

景中去进行理解。

三、文化内涵的深层次理解——间距

的作用

对小品文文化的深层次理解是建立在我们对

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认识的基础上的，在诠

释的理论中，这就是“间距化”的作用。对于“间

距”的理解，诠释学本身就存在着分歧，以施莱尔

马赫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认为间距是理解的障碍和

误解的原因，但到了当代的法国哲学家利科尔却

认为“人类经验的历史真实性的根本特征，即在

问距中并通过间距而交流”。在明代小品文的认

识上，我们也存在“间距化”的问题。明代的小品

文本跟我们有两种主要的“间距”：意愿和表达的

间距、阅读者和表达者的间距。前一种是典型的

传统理论，书写创作和意愿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

这是时代和个人能力所限制的，还有一些客观因

素；后一种则是现代诠释理论的认识，创作者和理

解阅读者是处于不同的前见或者前把握中的，文

本是从一定的语境向宽广无限制的开放阅读，理

解就成了一个理解者的事情，西方人常说的“一

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从文本的表达来看，小品文不是所谓的闲适

文学，它是用来表达个人情感的，带有浓厚的个人

色彩，无论是谈风花雪月还是说亭台楼阁，都是为

了表达作者的个人喜好和对社会审美的追求，但

是小品文作家所处的时代、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制

约了他们的这种个人抒情。在一个理学禁锢、道

德僵化的氛围中，明代的许多作家开始尝试突破

那种“代圣贤立言”的呆板文风，前后七子的摹拟

复古尽管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但他们在追求一

种新的真实；至于蓬勃兴起的市民文艺，则真正突

破了时代的枷锁；但处于正统和世俗之间的小品

文作者，就陷入了两难，他们不喜欢复古的风气，

也放不下自己士人的身份，只有在两者之间游离，

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风格。《明人小品选》中选

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这样的作者创作的，他们描

写自然、抒情记事往往和日常气息、世俗生活更为

接近，抒发的大多是日常情感，但他们又和民间文

艺有很大距离，还夹杂着很多文人士大夫的审美

情趣和社会立场。从这样的层面再阅读小品文，

会很容易地发现在那些看似闲淡的文字背后，还

有作家在时代中的一些深层次感触，《谈美人》的

结尾感叹“缘色以为好，可以保身，可以乐天，可

以忘忧，可以尽年”，这样的感受是在对“名节道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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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责难中产生的，把古人劝戒色的所有教条

都推翻了，于是张扬的人性就释放了。这样突破

了时代的间距，我们就可以重新建构一个小品文

的文化背景，把这种文本的原意渐渐彰显出来，这

正是消除误解的方式。还应指出的是，我们的突

破是一种无限的接近过程，而不是回归历史，因为

历史的客观发展让我们几乎不可能复原它。

从阅读者(理解者)的角度出发，阅读者和文

本之间的“间距”无法避免，客观地造成了理解的

距离，但因为距离而产生的理解与文本本身的意

义相比，却又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因此在这个意义

上，“间距”不仅不是障碍，而且是文本意义的生

产域。由于我们现在的理解者已经从宏观和历史

的角度理解了明代社会的现实和文学史发展的趋

势，并且有了相当客观地评判基础，我们由于时间

历史的“间距”而获得了超越明人小品文本身的

创作意义，从而有了更全面地理解，再将这种理解

带入到具体明人小品文的分析中，我们就拥有了

对小品文创作的更准确的认识。明代是中国社会

的转型期，由于经济新因素的勃兴，带有浓厚资本

主义色彩的个人情绪开始萌发，作家们部分地从

那种载道的传统走向了市俗，他们关注的不再局

限于国家民族的大事，而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对正

常生活的追求。像卫泳辑录的《谈美人》从闺房、

首饰衣裳、选侍、雅供、博古、神态情趣、及时行乐、

晤对、钟情、借资、招隐、达观等十二个角度来追求

女性美，完全是一种情欲和审美的需求，这种需求

在传统文化中是文人避讳的“淫词”，如果没有历

史间距，完全从传统文化的参与者来看，这样的作

品也是很不庄重的，可是一旦我们脱离了这样的

时空限制，包容了“间距”的内涵，我们就会觉得

这些描述十分自然，只是一种纯粹宣扬美和追求

美的表述，更谈不上是“淫词”了。在利科尔的理

论中，这就是一种新的“占有”，理解就成了在文

本面前理解自我，也就是我们通过文本理解证明

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因此我们把明代小品文

放在现代的理解中，就可以更深入地发现小品文

的现实魅力。

应该说，诠释学上“间距化”的分歧只是因为

诠释学家们在不同层面上的对不同角度理解，只

有结合起来，才可以科学地将诠释理论应用到小

品文的分析中，从这个概念着手重新审视明代小

品文创作，文本的意义表述和文化思想的表达就

更深了一层，也就是从单纯的文本意义深化到了
·60·

文化上的深度，这是第二层次的理解。

四、反思交融的全面理解——视域的

融合

如果我们致力于某种出自别的文化或某种遥

远的过去的文本，由于每个人的前理解有相当的

差距，我们诠释的方式就会产生变化。谈到明代

的小品文，就不能不谈它的理解和接受史，这其实

就是一个诠释发展的过程，只不过在不同时代，不

同的诠释者所拥有的前见和视界不同而已。把握

这样的诠释过程就如同一层层褪去外在的包装去

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一样，可以从新的角度实现

对文学的全面理解。我们只有从不同的视域角度

着手，将这些视域融合起来，“通过这种视域融

合，文本和我得到某种共同的视域，同时我在文本

的它在性认识了文本。这种融合性就是诠释学经

验真正重要的东西。”p1

在明清文人的视域中，他们的前见是古文的

正宗，小品文就自然成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尽

管在晚明公安、竟陵派把这样的文体发挥得十分

出彩。在那以后，由于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加

剧，中国文化的载道功能更加着重，小品文没有了

复兴的契机。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再质

疑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为散文小品恢复了名誉。

周作人、林语堂等大力鼓吹小品的创作，让小品文

在三十年代再度辉煌，可由于鲁迅先生在他的视

域中更强调时代批判性，切中了小品文的某些弊

病，小品文的地位又滑人了低谷。直到八十年代

后，才有了复苏的可能。这种起伏的理解过程就

体现了视域理解的发展过程，而其中较有代表性

的是周作人和鲁迅的两种典型的理解方式，通过

对这两种并行又有些冲突的视域的融合，可以将

小品文理解得更全面清楚。

周作人所进行的是对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建

设，他的视域是“人道主义”、“平民文学”，他的前

结构是打破封建传统的旧文学，就是对“贵族文

学”的反其道而行之，是顺应个性解放的“五四”

热潮的。于是他理解的小品文创作就成了他的文

学主张的重要体现，在1921年6月发表的《美

文》中他真正从理论上确立了文学性散文的地

位，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强调以自我为中心，

提倡“言志”的小品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

分子，都沉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

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4-。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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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视角着手，周作人就沉浸在他的视域中，从理

论和创作上追求对小品文的审美性和自我情感的

表达，于是他的小品文延续了“闲适”的一面，抒

发淡淡的苦痛和喜悦，即“凡人的悲哀”。沿着这

样的视域，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小品文在审美上

的和抒发情感上的深刻韵味，从而体会它的美的

内涵‘51。

而鲁迅走的是另一条途径，他着眼的不仅有

五四新文化的自醒。而且还有为国家民族的自强，

周作人要求人的觉醒，鲁迅更希望国家民族的觉

醒。于是在《小品文的危机》中，鲁迅的评价是：

“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

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

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K1鲁迅把“革命”的

文学主张应用于小品文的理解中，明代的小品尚

有革命的一面，可是现在没有了。沿着鲁迅的视

域，我们发现的是小品文在文化上的魅力和思想

上的缺陷以及小品文在文艺以外的深刻意义。

尽管这两种视域在矛盾中共存，但它们并不

是绝对的对立，而且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

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明人

小品选》中那些看似是“闲适”的纯粹写景的小

品，往往也包含着这两种视域的结合。祁彪佳的

《寓山注》尽管主要写个人的居住品位和风景的

、韵味，但其中的“四负堂”篇就写了金如玉先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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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on of the Essay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says of Ming dynasty

GE Y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Yangzhou University，Jiangsu Yangzhou 225002，China)

Abstract：Starting with the florilegium of the essays of Ming dynasty，and using the theory of Hermeneuties，we can find the essen-

tial beauty of the essays gradually by comprehending from three different levels：text，distance and eyeshot，then we can realize the

particular charm of the essays thoroug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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