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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微型小说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恰逢当代文学的转型，此后随着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学逐渐已退居边缘、失却主流地位，陷于尴尬境地。在这样的文学语境

中，微型小说却一枝独秀，以独特的成就与风采，对文学本身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进价值，并且

在文化建设、传统继承、精神文明的弘扬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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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在文学已退居边

缘、失却主流地位、呈现出明显颓势的当下，中国

文学显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在此大背景

下，作为中国“小说界的第四个家族”，当代微型

小说从一种民间式的“夹缝文学”起步，由孱弱到

健壮，由幼稚到成熟，由备受冷落到终获文坛认

可，走过了一条崎岖艰难却又执着顽强的生存之

路。经过近30年的发展，它已经卓然独立，渐成

气候，日渐兴旺繁荣，并以燎原之势占据了纯文学

市场的大半壁江山。

虽然微型小说在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绩，

并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但由于对微型小说这一

文体本身的命名存在模糊概念以及对小说文本轰

动性效应的期待等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使得这一

文体的身影显得有点单薄，不仅没有得到主流文

学的重视和接受，还常常遭遇主流文坛小说家和

批评家的冷落与排斥。许多年来，微型小说始终

来能获得与其他三种小说文体同等的地位，这让

微型小说很难与主流文学平起平坐，一直陷于比

较尴尬的境遇。令人欣喜的是，2010年2月，中

国作协正式将微型小说(亦称小小说)纳入鲁迅

文学奖评选⋯，这表明微型小说的地位与价值终

于得到了主流文学的接纳与首肯，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本文试阐述当代文学语境中微型小说所具

有的独特价值，以期对微型小说能有更新的认识

与考量。

一、“当代文学”的尴尬境遇

在“传统”的“当代文学”语境下，我们不妨来

回视一下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轨迹，便可

以发现其变化和转型，以便于更好地理解“因时

而生”的中国微型小说在当代文学转型中的独特

价值。

有人把当代文学称之为社会与时代的“风雨

表”、“温度计”，这可以看作是对当代文学历史

的某种比喻性描述。从整体上看，中国当代文学

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个进行性区段，“多

变与反复交织的轨迹”旧’是人们首先看到也是最

易觉察的当代文学的特征。

要研究文学，“文学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

会状况之间的联系不能忽视，因为文学实际上取

决于或依赖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和发展等方面

因素。”[3J20世纪80年代，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

的中国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以

日新月异的速度改变着自然，改变着社会，改变着

人们的生存状态，也悄然改变着文学。返回头去

打量80年代的文学，“当代文学”开始了她漫长

的、多元化的转型。中国的作家们开始了分裂、变

异，有的激进者开始现代派的翱翔，有的则开始反

思、寻根。先是“先锋派小说”席卷中国文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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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股空前绝后的浪潮。接着所谓“现实主义小

说”、“现代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新

写实主义小说”等等纷纷粉墨登场，文学向着自

由、自觉转型。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酝酿着的必

定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多元化思潮的萌动。这种

思潮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消解和颠覆过去的理念。

进入90年代起，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进

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阶段。转型期的社会变

革，使意识形态被逐渐淡化，随之而来的是商品经

济和拜金主义的浪潮，物质形态被高度重视，人们

的生活大大地改变了。毋庸讳言，市场经济以卓

有成效的速度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

式，经济领域中的种种观念、规则也悄悄地渗透到

文化领域中去，从而使当下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纷繁复杂的面貌和景象。人们的价值和信仰曾

经一度出现迷茫状态，人文精神呈现危机态势，应

该说人们的精神世界陷入了一种令人慌乱和焦虑

的时代境域。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下，精英文化

也随之失去了往日独占鳌头的地位，文学的天空

不再是湛蓝一色或者是明月高挂，80年代文学家

们所营造的乐观向上的氛围逐渐被消解，代之以

多元化的文化取向。作为文学主打的小说(当然

也包括其它较高层次的文化种类)却冷落到几乎

无人理睬的尴尬境地，这不能不说是小说的悲剧，

也是文学的悲剧。

在这个精神越来越失重的年代，我们该如何

来谈论文学?精神语境的变化，文学的多元化，新

的写作方式和伦理的产生，似乎在分散文学的注

意力，谈论文学的公共平台似乎也正在消失。当

文学被迫置身于一个广大、混乱的消费市场，它是

否还有自己需要坚守的精神边界?当文学越来越

成为消费时代人类精神失败的象征，它的基本使

命是否还是为了探究心灵?文学(包括小说)的

出路到底在哪里?面对这样尴尬的文学境遇，在

思考当下文学的出路之时，一些学者表现出难以

言表的深沉忧虑。

王晓明说：“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

显。”【41陈晓明说：“我们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以及

‘纯文学’的追寻者，发现自己处在绝路上；背后

是‘后现代主义’，前面是商业主义，这条中间的

道路当然无力挽救文学失败的命运，在文化溃败

的时代，它不过给文化未亡人——‘哭丧的人’提

供一个观望的或是自我救赎的最后领地。”瞪瑚甚

至有人认为，文学已经死了，小说已经死了，今后

进人了视听和网络的时代，因此搞小说已经没有

什么意义了，这是一个走向死亡的艺术等“伟大”

的、“惊人”的预言，也正在用一种惟恐不刺激的

方式向外传播。由此看来，人们对我们曾经魅力

无限、清纯无比的“文学”愈加失望了，乃至沉沦

于“哀莫大于心死”的境地。在文学出现思想贫

乏、情感苍白而又长风大长，带给读者疲乏感和厌

倦感的今天，一部小说可以成为全社会的热点和

长时间话题的情况是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也曾不

无忧虑地谈及当下的文学境遇：“现在我们国家

的文学生活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新的可能，也有

许多新的困惑。有许多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几十年以来没有碰到过的，也是1949年以前

我们没有碰到过的。在这样一个不很成熟的市场

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究竟应该有

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生活的预期?究竟应该有一个

什么样的文学创作的格局?”【61

而就在这个当代文学转型时期，尽管文学已

退居边缘，失却了主流地位，无法再达成人们美好

愿望中的审美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成了

一片“废墟”，就沉沦到处处是“灵魂缺席”的地

步。在文学因种种原因而呈现出明显颓势之时，

微型小说则有些例外。微型小说在我国形成气

候，成为一道亮丽的景观，是时代使然，与上个世

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现实是分不

开的。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改变了人们的审美需

求，“刷新了人们的创作主体意识和审美心理，从

而导致了艺术快节奏的出现”【7]15。19。生活的现

代化必然带来艺术的多样化，伴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读者们对文学要求的提高，微型小说便以轻捷

灵巧之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王蒙就以学者敏锐的洞察力而欣喜地感受到

微型小说此种文体的强大生命力。他认为诸如

《小小说选刊》这样的微型小说刊物之所以办得

很成功，走的是市场化道路。“但是它并没有来

邪的，既不是靠黄段子冲出来的，也不是靠一种作

秀、一种噱头打出来的。办刊人一方面踏踏实实

地选小小说、编小小说，鼓励小小说的创作，同时

也不以一个清高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态度忽视发

行、编辑、传播、宣传、广告、公关等这些方面。”

“我想我们的《小小说选刊》以及小小说事业的前

景一定是光明的。”【61王蒙觉得微型小说(包括刊

物)的成功可为其他文学样式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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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用一种建设性的态度，用一种良性的努

力，来回应市场经济对文学提出的许多新的挑战

和新的困惑。”【钊

由此可见，面对当代文学的这种境况，读者选

择精彩的耐咀嚼的微型小说，无疑是明智的，也是

必然的。应时而生的微型小说，它对中国文学乃

至中国文化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显示出它怎样的

独特价值呢?笔者在此做一些蠡测。

二、“当代文学"语境中的微型小说价值

在当代文学语境中，微型小说有着独特的成

就与风采，它不仅对文学本身的发展具有强大的

推进作用，还在文化建设、传统继承、精神文明的

弘扬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

绩。粗略考察一下，微型小说在“当代文学”的转

型期对文学、文化、社会所产生的价值大致有如下

几个方面：

1．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

探讨微型小说文学价值的体现，要在微型小

说崛起的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分析。经

历过“文革”不久几年，那时虽然改革文学由肇始

期走向繁荣，但是多少年根深蒂固的文学“高雅”

到曲高和寡的局面并没有打破，文艺领域的“样

板戏”和文学自身的“高大全”的影响，依然在作

为文学创作对象和欣赏主体的人民群众中留存着

一定的影响，那时的时代变化带来人们心理空间

的骤然变化，这种骤然的变化是需要具有一定具

有转型特质的文学内容来填充的，否则会给人民

群众留下心理空洞。那时盛极一时的以批判“四

人帮”、歌颂老革命，“伤痕”和“反思”等为基本内

容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的骤变心理。

然而，细细品味那时的文学，“文革”期间的“风

潮”式的“文学图解政治”、“概念化的文学模式”

依旧没有根本改变，一些当时“与时俱进”的甚至

有“震撼”意味的作品大多昙花一现就能说明问

题。而关于文学的内质并没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出来，所以当时的一些所谓有识之士掀起了“拯

救”一切的先锋文学运动能在那时昌盛起来，可

以说是时代的特殊性所致。可是，要真正意义上

“拯救”文学，并不能靠这“主义”、那“派别”、搞

“圈子”所能解决问题。要真正体现文学价值，必

须能够提供一个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的平

台，才能还文学以本来面目，体现文学本身的意

义，凸显其价值。微型小说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微型小说打破雅俗文学的边界，独辟蹊

径的自我生存、发展、繁荣的成功实践，为其他小

说文体乃至文学样式在日渐低迷的困境中寻求出

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文学是大众的，还

是小圈子的?这是个在变革的历史时期文学必然

要面对的问题。微型小说也必然面临雅俗问题的

两难选择。普遍认为，雅文学是属于小圈子的，或

者说属于具备了相关鉴赏、理解力的层面的人。

而俗文学是属于大众的，是受众面广阔的。“一

个艺术家应该选择大众，还是选择小圈子?哪一

个是最佳选择?这个答案永远悬而未决。”【81但

事实证明，文学必须要面向大众，才能彰示它的影

响力和生命力。实际上，微型小说既有雅文学

“阳春白雪”的一面，也有俗文学“下里巴人”的一

面。事实上，雅与俗的对立是辩证的统一。没有

绝对的雅，也没有绝对的俗。现代艺术的发展越

来越冲击着艺术的雅俗之分，甚至冲击着艺术与

非艺术之分，传统的两极对立并非不可沟通。微

型小说以它的茁壮蓬勃、欣欣向荣之势显示出这

一新兴文体的顽强生命力，尤其是它在艺术创作

上的丰硕成果和在读者市场上的可喜效应，在小

说乃至文学逐渐衰微的当下，尤其显得卓尔不群。

微型小说在雅俗共赏道路上的成功实践，无疑为

文学真正走向大众提供了一种契机。因此可以

说，微型小说所具有的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双重特

质，正是其审美价值的独特体现。

其次，微型小说平民艺术的审美定位契合了

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业内有人提出微型小说是平

民艺术，尽管这并不能确切而科学地揭示出微型

小说的本质，但恰是对微型小说雅俗观的合理阐

释。微型小说走向大众化，也即平民化，从对于微

型小说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素质养成角度来说，由

于受众面的扩大，更激发了作家去挖掘自己潜在

的创造力，也促使他们更加走向理性；另一方面，

微型小说的大众化与其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并不冲

突。相反，近年来，正是多元化的微型小说满足了

各种知识层面读者的要求，才使微型小说受到广

大读者的喜爱。以《微型小说选刊》和《小小说选

刊》为例，近年来，两刊登载了许多艺术风格多元

化的、逼近读者阅读心理的作品，拥有了广大的读

者群。以“贴近时代、贴近现实、贴近读者”为宗

旨的微型小说把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恰当还原

成了“平民艺术”，通俗中蕴涵深亥8，轻盈中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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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这是微型小说应对文学困境的有效策略。

再次，微型小说的崛起，使文学渗透到人民大

众成为可能，也使人民大众得到了一个有效参与

文学的载体。微型小说的崛起有着鲜明的时代因

素。作为一种包蕴纯粹文学要素意义的文体的出

现，大批的优秀的微型小说作品拉近了人民群众

与文学的距离，让千千万万的凡人也能走进神圣

的艺术殿堂，为很多对文学情有独钟的读者提供

了一个施展才能的艺术天地。读者爱读微型小

说、报刊乐于发表微型小说，同时也培养造就了作

家本身。通过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创作与训练，

使得大批作者通过微型小说训练走上文坛，读者

有时就是作者，作家既是读者，实现了人民群众和

文学创作者身份的交错，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发

展与繁荣。

因此，从以上角度而言，微型小说对文学本身

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进价值。

2．日益凸显的文化价值

随着时代与文学的发展，当代微型小说的

“文化价值、文化意义也被发现并翔实地令人信

服地归纳和阐释出来”L9j。“改革开放后，无论是

时代历史发展背景还是社会大众精神文化所

需”，都给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兴起提供了相对

肥沃的土壤”Ll⋯。

微型小说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一定文化需要的

特殊性质或者能够反映一定文化形态的属性就是

它的文化价值。众所周知，具有精英文化特质的

雅文学一直高高在上，无法自降身段走下文学的

圣坛，真正走向乎民。俗文学虽受众面广，却因品

质粗陋始终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以承担起精品文

化传承的历史重任。而介于雅俗之间的微型小说

就自觉承担起了走下圣殿、走入大众、传播先进文

化的任务。微型小说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

以轻灵的姿态和新颖的风貌架构了文学与大众结

合的桥梁。由于微型小说应那个时代而产生，应

大众需求而出现，使它一出场就融进基层百姓的

文化圈中，在给老百姓带来文学熏陶和阅读审美

享受的同时，解惑了普通民众对文学的神秘感，拉

近了文学与老百姓的距离。由于它雅俗共赏适合

大众口味，使更多的读者通过微型小说阅读爱上

了文学，普及文化功能成了微型小说的一个特殊

的文化价值。由此而言，有学者曾将微型小说文

体的形成，看成是一种大众化文化需求的思潮不

无道理。它架构了文学与大众结合的桥梁，便说

明了微型小说无论在社会功效上，还是在文体价

值体现上，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文化视角着眼，微型小说反映时代风貌，贴

近现实生活，把握生活本真，无论对于文学功能的

体现，还是对于提高读者理解社会、理解生活，为

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鼓与呼方面更凸显其特殊价

值。微型小说因为短小精悍，反映灵敏，能迅速反

映五光十色、斑斓多姿的社会现实生活，“瞬息万

变的情感，微妙难言的情思，稀奇古怪的人物，回

味不尽的对话，一个小镜头，一个突转，一个契机

也许只适宜用小小说来表现，别的样式再好，代替

不了，也表现不出来”[11．1，而微型小说便能发挥优

势。正因为微型小说题材比较广泛，体裁比较灵

活，表现手法生动活泼，读者面广量大，能使读者

在“嬉笑怒骂”或严肃思考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

育，感悟生活，理解社会，把握生活的本真；加之微

型小说作家队伍本身就渗透在基层的各行各业、

各个角落，就更具备了全方位反映时代生活、揭示

时代矛盾的条件。如果微型小说作家做到既唱主

旋律又不单调，既多姿多彩又不芜劣，充分考虑到

创作的思想性和欣赏性，尤其要注重考虑读者的

文化欣赏越来越倾向多层次和实用性，把审美和

愉悦结合起来，兼顾不同层次的阅读要求，促进读

者各层次之间的交流，也促进社会文化生活品位

的提高。这对当代微型小说的主题能够始终响应

时代对文学的深刻影响和迫切要求，更加走向自

由、开放与深刻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3．不容忽视的社会价值

微型小说的社会价值是指通过微型小说这一

文体自身的实践活动，发现、创造社会或他人物

质、精神发展的规律及内在矛盾的贡献。微型小

说除了其强力推进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实现之

外，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化、认识价值的不

断挖掘，它的社会价值也逐渐凸现出来。

其一是在文学人才的培养方面价值独到。可

以说微型小说是作家成长的摇篮，很多成名的作

家都是从微型小说里走出来的。微型小说在造就

培养人才方面功不可没。其二，从社会发展的角

度来看，微型小说能紧跟时代节拍，把握住社会生

活整体本质，同时也注入了作者深层次的思考。

微型小说作家真切地关注民生，快捷地反映时代

的发展变化，从现实的角度关注社会，反映人民疾

苦、抒发人民积极向上的美好情怀，对于社会的发

展进步有着不容忽略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一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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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小说作家身上蕴藏着现当代文学转型过程中

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所共有的那种执着、求索、

创新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对于中国当代文

学来说实在是非常可贵而必需的。其三，微型小

说能冲出世俗的文学困境、改变低下的文学地位、

获得主流文坛的认可并登堂入室进入文学史，也

正根源于微型小说作家们对于文学的虔诚、坚守

和热爱，根源于他们那种以昂扬向上、不畏艰险的

主体性为特征的艺术精神的发扬光大。

尽管80年代的微型小说遵循现实主义创作

方法，无论是题材范围，还是主题指向上，都能使

人真切地感受到作品所烙刻着的特定时代的印

记。但那时的微型小说作家对主题的开掘深度仍

值得当下微型小说作家借鉴。当下的微型小说从

题材的选取直至主题的挖掘上，都能够关注探究

现代人的生存本质，着力表现长期积淀在人们人

性深处的种种文化心理和精神状态，对当下社会

进行更深层次的审视，从而在文化学层面上反映

当代人种种传统的精神负累，以及现代社会的各

种哲学主题。

作为新兴文体，微型小说一直未能得到主流

文学的有效支持与呵护，长期以来这朵孱弱的文

艺小花都是在文坛寂寞地开放，从“一枝独秀”到

“满园春色”，它的执着、它的顽强、它的艰辛一直

很少为外界所知。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当代文

坛一种独特且不容忽视的存在，在文学日渐式微

的困境之下，微型小说却独辟蹊径、一枝独秀，不

能不说是个奇迹，它为当代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

的空气，因此其研究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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