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五四新文学为起点的中国新文学已然百年。某

种程度上讲，现代杂文是新文学殊具异趣的品类，也是

极为重要的五四遗产。值此百年之际，着手进行这样

一项整理、编选工作，感慨别具。然而，每年面对浩浩

汤汤又经纬万端的杂文海洋，一种“文体之难”的深切

感受总会呈现于案前：从体裁或语言上看，诸多杂文作

品可以归入散文这一范畴；而从题材或内容来看，诸多

社论、文摘甚或游记，亦颇具杂文光彩。此种困惑不惟

发生于今日，在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亦有迹可寻，无

论是围绕鲁迅的杂文自觉意识之争，还是充斥于 20 世

纪 30 年代的杂文 / 小品文之辩，似乎皆在昭示着：现

代杂文仍缺乏一种明确的文体边界。如何定义作为现

代文体的杂文，如何理解现代杂文在百年中国现代文

学史中的意义，是我们每一年在遴选过程中都不能回

避的问题。而对于现代杂文概念的梳理与重审，需要

我们追溯历史，重返现场，将现代杂文放入中国现代文

学的谱系之中去勘探与理解。

鲁迅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

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

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

于是成了‘杂’。”（《且介亭杂文·序言》）可见，杂文的

源头，虽然比百年中国现代文学更为久远，但在确立现

代意义的杂文文体概念之前，杂文并无独立自觉的文

体意识，更多只作为一种归类方法，填充了大量无所分

类的文章篇什。现代杂文的概念，基本诞生于五四时

期，若是将历史落实到具体细微处，大抵还是鲁迅。就

其作为一种文体的使命而言，按照鲁迅的话说，“况且

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

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

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和新文学的其他文体

一样，现代杂文也是被自己的历史使命所确立的一种

文体。相比于其他文体，杂文似乎更具现实性，有着更

为强烈而直接的现实观照与现世关怀。面对瞬息万

变的时代社会，杂文需迅速敏捷地给以直接精准的刻

画。现代杂文所涵盖的内容上至国计，下至民生，无所

不包，无所不论，显示着一种现代的写实精神与普世的

文学旨归。与此同时，杂文显然比其他文体更具战斗

性。杂文须不惮与坚固的社会结构及稳定的文明机制

展开直接交锋，以匕首以投枪，兀自杀出一条言路。如

果说自晚清文学革新开始的新文学传统具备某种“先

锋性”，则其中尤以现代杂文，彰显出了当仁不让的领

先时代的先锋品格。

可以说，杂文作为一种现代文体，其文体意识正

是其现代意识。现代杂文文体意识的确定，展示出了

现代杂文创作中脱离古典文学传统的反叛因子，与包

含现代意味的新质成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

现代文学的发轫初期，现代杂文的诞生，其现代性特

质体现出了与西方现代性谱系所不同的源头与演变。

一方面，新文学承接自晚清文学革新所开始的关于理

想中国的想象，并借助现代杂文这一文类，完成了一

种新的言说。另一方面，尽管现代杂文显示出开天辟

地的新兴气象，却仍于骨骼血脉中保有一种延续的诗

教传统，一份“文以载道”的文化理想。此种文体特质

与时代思潮的矛盾错位，虽然直接影响了后来现代杂

文文体意识的明晰确立，却意外释放出了该一文类所

特有的文学阐释力，赋予了其别样的审美品格与文化

精神：一方面，杂文“反抗绝望”，它无惧直视“淋漓鲜

血”或“惨淡人生”，无畏向往“无尽的远方”与“无数

的人”，义无反顾喊出时代之声；另一方面，杂文又“拒

绝忘却”，在不断地“走异路，逃异地”中频频回首，穿

越家国民族的历史隧洞，追问时代个人的所来之处。

总之，现代杂文，以其传统性与现代性（乃至后现

代性）的多重交织，探索出了一种更为适应时代新变的

文体可能。而此种为不同时代所兼容的暧昧流动的文

体意识，在连续复杂多元的时代运动中，逐渐获得了其

现代文学史的合法地位，归并于一个现代中国的故事，

并纳入属于中国的现代性谱系之中。

百年现代文学行至今日，我们所面对的依然是一

个宏大与碎片共存，集中与多元并进的时空状态。在

此重要的时间节点，杂文的作用不言而喻。而我们每

现代杂文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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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编选年度最佳杂文的意义，也恰在此处。每年此

时，当我们面对浩浩万端的杂文海洋之时，也似在百年

现代文学的版图上持续地探索行进。杂文与我们，连

同汇入了这一整段的历史洪流之中。

一

杂文的现代品格，首先体现于一种对于现实世界

的强烈关注，一种贴近地面的观察与正面强攻的书写。

此种或匕首或投枪的抨击怒吼之声，较为直截切近我

们理想的杂文样态：它不惮直接撕开蠹虫侵蚀的社会

病体，完成手术刀般的精准治疗。因是之故，在每年遴

选最佳杂文之际，我们都坚持以文章的现实取向作为

首要的选择标准。直面现实，笑骂歌哭，一任自由。而

一种真之境界，亦由此诞生。

薛冰的《中国的传统节日与节俗，从来就处于变化

之中》以传统节日的时代新变为切入点，所讨论的是中

国当代社会的常备之题：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文章梳

理了传统节日的形成与流变，肯定了其中所蕴含的先

民智慧与美好愿望。然而文章并未片面地立足过去，

或执着鼓吹传统一维，而是从更为中和圆融的角度看

待这个问题，“节俗当从时代，是历史的规律，也是现实

的要求”。另有任然的《被“996”围困的年轻人 像是定

好闹钟的机器》。文章选取的话题是时下热议的“996”
工作制。任然从法理与人情的不同角度，对这一制度

展开质询，梳理了这一制度遭遇反弹的诸多原因，点明

这一制度背后的隐患，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建议。此

种直面现实的檄文还有很多，比如卜玉英的《什么时

候，我们可以不这样马不停蹄？》、陈庆贵的《娱乐生态

如何水至清无“毒”鱼？》、卫建民的《人文地理的喜与

忧》、潘真的《抄袭越被宽容，原创就越萎缩》，等等。

当然，每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些较为集中的热点

话题。在此次遴选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不少杂文佳

作都会围绕一些共同话题展开。这其中，科技显然是

当代中国的重要议题，本次辑录的诸多杂文中，便不

乏针对此一议题的相关讨论。詹湛的《“App 格子”里

的人与事》从物质的“方格化”引申到了现代人逐渐

被“方格化”的时间与生命。这种为科技所规训的生

活，尽管体现着种种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却也无时无

刻不在压抑着主体的情感与自由。值得肯定的是，詹

湛并非简单地否认科技进步的价值，而是透过现象反

思本质，考察科技背后的人的作用，显示出一种更为

深刻的思考。类似的还有毕舸的《“原谅宝”，技术噱

头下的作恶》。文章从一则关于手机应用的恶性案件

说起，所探讨的是借助技术所放大的人性之恶。而这

种恶的收束，或许不在于限制技术发展，而是需要借助

技术以外的法律政策与道德伦理的力量去应对。当然，

关于科技，也并非全然负面新闻，仍存在较为积极乐观

的看法。比如严锋的《科幻是一种希望》。文章从年初

火爆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谈起，简略爬梳了“科幻”

在中国的历史，并明确点出科幻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

即“科幻是一种希望”。另有宋诗婷的《我们的爱和欲

望会消逝吗》从一种较为新颖的角度，大胆预言科技进

步为当代婚恋观所赋予的更多可能性。此外，还有张

田勘的《可控的人工智能 才有未来》，凌河的《科学家

的“红地毯”该在哪里》、殷骏的《社会发展中的温情》

等文章，皆由科技这一原点出发，讨论时代圆周所可能

涉及的方方面面。

另一共同话题看似轻松一些，那就是“大妈”现

象。吴启钱的《大妈，你的名字应该叫优雅》从重庆公

交车坠江事件说起，联系到近来甚嚣尘上的“大妈”话

题，将“中国妇女”与“中国大妈”两种不同形象进行对

比，最后期望一种更为优雅更为健康的中国妇女形象。

无独有偶，另有不少杂文作者对“大妈”话题发表了看

法。王钟的的《“无声广场舞”让人看到文明的柔韧性》

从另一个侧面对“大妈”展开了评述。文章同样是从一

则社会新闻开始，一条“无声广场舞”的视频，显示出大

妈们的某种“优雅”品质，反拨了吴氏文章的批判之意。

更为独到的是，王钟的指出了所谓“大妈”现象背后更

为深刻的社会因素，而其解决办法似乎不能只围绕一

个社会群体而展开，需要全社会更为广泛更为深化的

通力合作。李继勇的《“大妈”的丝巾》从大妈们的一

方丝巾说起，将大妈们还原到了真实的生活情境之中，

可谓更好地读解了大妈们的所思所想。文中一句“读

懂‘大妈’，才能更好地读懂行进中的中国”，以小见大，

堪为真知灼见，一时境界大开。不同的说者探讨同一

个问题，难免带有各种不同的立场乃至偏至，往往容易

造成各执一词、众声喧哗的困局。然而换一个角度看，

汇聚各种声音，却可以为我们接近问题的核心与本质，

提供更多可能。

二

直面现实，并非仅仅停留于现实表层，或曰偏执于

现实一端。在每年的杂文佳作中，总是不乏文章在书

写现实时，以历史作为方法，对现实展开旁敲侧击的突

150

2020 . 02



围。在今年编选的最佳杂文中，同样有不少文章选择

向历史纵深处挺进，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求智慧，以

为现实获得启示。这些文章同样出色。

汪强的《朱墨相近，何色？》是一篇说理性强的

好文。文章自一句古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始，将

这一句话演绎出某种极致，并进而提出了一个背反之

论：过分夸大“近”的意义，难道可以抵消近朱者或者

近墨者的主观行为吗？汪强引用了历史上的岳飞、包

公与海瑞的例子，所证明的是，即便在这样的忠臣良

将周围，也并非全然都是可堪重用的栋梁之材。由此，

汪强联系现实的贪腐案件提出终极诘问，“他们是近

了黑，近了坏人，才变黑变坏的，那在变前呢”？文章

开篇设疑，层层推进，嵌套历史素材，最终实现对现实

的别样反思。山谷的《“一笑”是怎么变成“三笑”的》

将“唐伯虎一笑姻缘”的爱情传说与当代爱情故事穿

插对比，一方面阐述了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对于不同

时代婚恋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肯定了某种古今不变

且代代相传的婚恋本质。文章文笔纵横，妙趣横生。

介子平的《有人不愿去罗马》是一篇引经据典的好文，

从钗黛之争谈到人人殊异，正如“有人就出生在罗马，

有人不愿去罗马”。而这种“你体会不出他的苦，他读

不懂你的愁”的局面恰恰是构成世界丰富多元的原

因，毕竟“叙述困境的存在，恰恰丰富了叙述的层次”。

也正是感怀于这种孤独无声的境界，所有的相遇相知

显得更为珍贵。胡展奋的《让面子飞一会儿》同样援

引了诸多历史逸事与文化典故。从《汉书》的“便面”

到魏晋南北朝的“手不释扇”，从《清明上河图》的“黑

袍男”到民国时期的“破帽遮颜过闹市”，所谓的“面

子”文化自古至今代代延续，而一段“便面”野史也孕

育于其中，所谓“让面子飞一会儿”，短暂地“屏蔽”一

番人情社会，实是古已有之的智慧。类似的文章还有

陈晓兰的《过境，“可疑”的访客》、陈世旭的《误读及

其他》、郭文斌的《就像干旱的土地渴求雨水》，等等。

此类文章反求诸历史，纵横捭阖，文笔恣肆，叙事说

理，才气斐然。

三

在每一年的杂文创作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文章着

眼于时代中的个人，并从宏大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的生

命历程两个向度，对自我展开剖析。剖析自我，并非如

今独创的杂文手段，而是自现代杂文开始就已经具备

的手法。从鲁迅开始，也会有“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

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集外集·〈穷人〉

小引》）的感叹。而这种勇于自剖的杂文手法，显示出

杂文作者自身更为强烈直接的主体意识。正是在这种

时代与个人共振的反思与互文中，包含有一份更为深

沉厚重的思想性。

过传忠的《从电子货币谈起》着眼于日常生活，从

科技所引发的一桩尴尬事例说起。先是几番真情实感

的“痛诉”，表达“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所带来的种种弊

端，紧接着还是承认“首先得怪自己”，毕竟“人工智能

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就要跟机器人打交道了”，时代潮

流浩浩汤汤，与之共舞或者随波沉沦，在科技之外，还

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发挥作用。马衣的《〈地久天长〉

比〈渴望〉进步了吗》将刚刚斩获柏林电影节最高荣誉

的华语片《地久天长》与 20 世纪风靡一时的国产电视

剧《渴望》做了对比，借着其中延续的“好女人”形象

反诘追问：《地久天长》比《渴望》进步了吗？答案或许

是否定的。然而在种种变与不变之间，仍有一种穿越

时空并引起广泛共鸣的抒情之情。作者马衣在文章最

后袒露了自己的全片泪点，并结合了实际的生活经历，

表达出一种对于平淡真实又具有永恒意味的生活的期

盼与“渴望”。普布扎西的《山沟里的弟弟》所选取的

素材来自其个人生活经历。继承家业放羊与走出山沟

求学，曾是摆在“我”与弟弟面前的两难选择。弟弟选

择了前者，“我”选择了后者。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两种

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普布扎西站在几十年后的今天

回望过去的岁月，曾经所有的激烈情绪都变得似有若

无，只化为一句颇具哲理的感慨，“人真是奇怪的动物，

你必须通过一段段轮回与磨难，像幼小的鲑鱼，游历

完世界，返回原来那条小溪，才能产出那堆卵”，况味无

限。此种来源于作者真实经历的人生感怀，烙印着最

为鲜活生动的人生体验，虽不似其他文章壮怀慷慨，却

以一种朴素蕴藉的方式讲明白了最为深刻的道理，兀

自有一股打动人心的力量。谢冕的《因为大地养育了

我们——我之节约观》同样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入文，强

调了一种在时代变迁的风云变幻中始终坚守的节约观

念。此种不为时代所改变的朴素习惯，不仅砥砺磨炼

于清贫困苦的旧时岁月，更是源于一份人生在世感念

天地的敬畏之心。感恩大自然的馈赠，感佩劳动者的

辛苦，此种心情不随时代的变迁而转移。此外，还有杨

杰的《我不爱猫 但我不敢说》、江丹的《除了“哈哈哈”，

我们还能说点什么》、唐小兵的《我的“文学梦”》等文

章，亦是从自我的剖析与表达出发，将杂文的现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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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战斗品格融入自己的写作生命之中，凝练为自身

的创作准则与人生信条。

四

尽管杂文的创作有其形而上的载道理想，却也仍

需一种审美形式的承载，方能实现真正有效的言说。

对于杂文而言，其独特的审美形式，正在于文体的短小

精悍。杂文的动人之处，便是在一种有限的文体篇幅

内包蕴尽可能巨大的阐释能量。这也喻示了杂文这一

文类所具备的新的写作可能。自鲁迅处，便已经开始

了关于杂文的文体实验。从题材内容来说，杂文尽可

以包含社会、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从文

体界限来说，杂文又可以包含小说、寓言、诗、散文乃至

戏剧等诸多文体特质。在历年的编选中，便有不少杂

文作者尝试着做杂文的文体实验。今年亦不例外。

陈晓兰的《过境，“可疑”的访客》中，从如今的

跨国位移的烦琐程序说起，回溯历史追寻此种“海关

文化”的最初源头，从欧美海关文化的差异谈到了霍

桑《红字》的发现，从民国时期出游欧美的游记引申到

了整段中国近代史，所涉内容涵盖历史、科技、政治、

文学、地理、哲学等诸多学科，而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

视野注定了文章高屋建瓴的不俗格局。文末起笔“21
世纪”，表明文章的笔触不惟指向过去与现在，亦包含

一种面向未来的超越性思考。类似的还有姜鸣的《让

老城镇更加舒适宁静》、唐吟方的《美食、方便面及其

他》、捉刀人的《再见了，武侠》等文章，皆是有感于现

实事例，援引各学科知识，不拘一格地表达了所思所

想与喜忧爱憎。

此外，也有从艺术形式上尝试文体实验的杂文文

章。比如刘诚龙的《才艺做减法》便是其中一例。文章

说的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即“专学则精”。为了

说明这一道理，作者布置了一个极为精巧的局面。文

章伊始，先是一则颇具寓言色彩的故事，讲的是“大师”

与访者之间的一段对话。十项全能的“大师”显然不是

真正的大师。真正的大师是谁呢？紧接着，下文道出

几则有史可循的历史故事。通过王鸣盛、姚鼐等人的

文人逸事阐明才艺与实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然后又宕

开一笔，联系现实情况，结合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战况，

最终落脚于当代，给予世人警示，所谓“才艺做减法”。

文章不同于一般的杂文做法，古今纵横，虚实相生，融

寓言故事、历史传说、现实新闻与杂感议论于一体，有

纵横捭阖、兼容并蓄的野心，显示出杂文创作的某种形

式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杂文的时代新变，不仅发生于

文本内部，更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场域。杂文，甫一开始

便是知识分子的言说，然而如今这一身份的庙堂属性

似乎也在逐渐淡去，继之而起的趋势是作者身份的多

元化与大众化。在今年遴选的诸多杂文背后，真正执

着于杂文事业堪称杂文家的作者并非多数。在这百位

杂文作者中，有学界巨擘或高校教授，亦有政经社科等

各行各业的专事人才。他们的杂文中不乏引经据典、

大开大合的文采之作，亦有感念生活、以情动人的诚意

小品。此种从庙堂走向江湖的迁徙，或许意味着，现代

杂文的概念绝不能陷入一种本质主义的误区，它将在

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漫长时间轴中不断跋涉，融入一个

行进中的现代中国。从这点出发，我们的回顾、整理与

展望，将更具意义。

2019 年 10 月 10 日于恕园

注释：    

（1）王侃主编：《2019 中国最佳杂文》，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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