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规
划项目”出版的《中国散文史》（汪文顶、
郭丹、欧明俊、吕若涵著，山西出版传媒
集团，2023）是继《中国现代散文史》之
后，这个研究团队的新成果。这部厚重、
凝练的文体史研究成果，无论是对他们
团队，还是对中国分类文学史研究，都
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
现代散文史》的寻根溯源，以古今贯通
的精神观察梳理中国散文的文脉赓续；
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暨数据
库建设”的前期成果，又为后续研究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体现了文体史研究的学术自
觉，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梳理、辨析
了散文的本体特点，回答了散文是什
么等问题。散文是一个具有广大包容性
的文类，古代把诗之外的写作都当作散
文，近代以来也只有小说从散文中独立
出来。因为诗与小说之外的写作都可以
称为散文，天地宽，体式多，心随物动，
心物互生，如苏东坡所说“万斛泉源，不
择地皆可出”，很难从经典作品抽象其
形式美学的特点，无法像诗歌从音、形、
意和像小说从叙事方式入手探讨其创
作原则。因此，以往的散文理论，往往各
执一端，莫衷一是，或是望文生义，或是
大而无当。譬如认为散文就是“散”（“散
人杂语”）、“杂”（“杂文”“杂感”）、“小”

（“小品”“小摆设”）、“随”(“随笔”“随
便”)，散文写作的规律就是“形散神不
散”等。你不能说这些说法不对，却不能

让人对散文言说世界的特点，获得更深
入的认知。

《中国散文史》的贡献在于从语言把
握世界的基本特点出发，在思维方式和
形式体制等方面梳理散文话语的本体问
题，认为无论诗歌散文都是运用语言文
字进行交流沟通、表情达意的话语形式，
都有口头文学转化为书面文学的历史，
主要的差异只是“语体”的不同：一为“韵
语”，一为“散语”。“韵语”的源头是歌谣，
主要功能是吟咏心情，所以“发窍于音，
征色于象，运神于意”；“散语”，则是出于
记言记事的需要，为了表意状物的明确，
必须运用“语义明确连贯，句式长短不
拘”的文辞，因而具有语体上的日常、自
然和修辞上的自由等特质。在此基础上，
又通过文章、文辞、文笔、文采、散文等概
念的变化，梳理这种杂文学的发展过程，
既阐明了散文的本体形态，又标示出其
重要的历史节点——“散文因无韵实用
而在六朝时代归为与‘文’有别的‘笔’之
列，属于杂文学、应用文体范畴。唐宋古
文发展丰富了散文的文学性，使散文出

‘笔’入‘文’，与诗词各擅胜场，并列为中
国文学正宗，但也一直带着审美与应用
兼容的杂文学印记。”

因为有对散文本体特征和历史演
变的自觉梳理，能够纲举目张，《中国散
文史》就不像其他许多文学史、文学类
型史一样，写成了以创作背景、作家传
记、文本提要“铁三角”为支撑的千篇一
律的文学现象编年史，而是有了文类文
体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特殊品格。也正因

为对散文的本体特点和发展逻辑心中
有数，作者能够较好把握文体特性与作
家个性的互动关系、文类发展的正变关
系，从而在更高的意义上揭示文脉的传
承与发展。这一点，在其叙述唐代散文
的“复古”中看到开拓创新，在现代散文
的“断裂”中看到承接，体现得尤为明
显。譬如对“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和诸种
文类的革新，一般的文学史都强调“打
开国门看世界”后接受西方影响的一
面，而本书却一方面能深入语言变化对
于现代散文追求“言文合一”的根本问
题，另一方面又能在中西文化里应外合
的互动格局中看到文化变革的时代贯
通：“现代散文以白话取代文言，破除

‘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回归言为心
声、言文合一的大道，与欧洲各国从古
拉丁文变为本国语言的路径一样，促进
了散文的语体化、普及化和现代化……
人们在散文体式的自由灵活、作者心灵
的自由活泼和个性表现的率真自然的
内在关联中把握散文的特性，把散文视
为不假雕饰、自然流露作者真性情的个
人文体。这既贯通了刘勰‘各师成心，其
异如面’和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的本土传统，又接通了蒙田随笔开创的
欧美传统。”

自 1904 年印行的林传甲《中国文学
史》算起，虽然文学史早已进入大学课
堂，出版过许多集体或个人编写的文学
史，但真正获得好评的并不多，写得好
的文类文体史更是少之又少，因此被视
为 英 、美 新 批 评 理 论 经 典 的《文 学 理

论》，虽然认为文学研究可以分为文学
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大领域，却对
文学史研究的成绩评价不高：“大多数
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
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
写下对那些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
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中国散文
史》能够从这样的格局中突围，辨清一
个莫衷一是文类的文心与文脉，梳理其
几千年来的传承与创新，实属不易。

本书的出版也是对解构主义思潮
中文学史研究虚无主义倾向的有力回
应：无论是文学还是具体的文类，都有
其基本要素、基本问题和基本功能，它
们在不同时代和个人才能中隐现沉浮，
传承创新，都会留下互动的踪迹。这些
踪迹就是历史。许多的文学史之所以不
能令人满意，不是文学不能写史的问
题，而是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文学想象
世界的方式，理解了文学、时代与个人
才能的关系的问题。

文体史研究的新收获
——《中国散文史》读后

□王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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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海，这个名词很早就进入我童
年 的 记 忆 库 。据 说 有 一 位 高 僧 云 游
至 此 ，站 在 五 峰 山 峰 巅 ，放 眼 大 海 ，
波 涛 犹 如 千 军 万 马 从 天 边 汹 涌 而
来 ，天 风 裹 挟 着 松 涛 欲 与 海 浪 一 决
雌 雄 。而 头 顶 的 白 云 悠 悠 哉 ，超 然 物
外 ，高 僧 顿 悟 ，决 意 在 此 修 禅 ，并 以

“觉海”名之。
当夕阳的余晖洒向千年古道，我

的目光为一方古村落所吸引。这里虽
多为残垣断壁，但风雨浸润过的沧桑，
仍想诉说些什么。每一块石头都是一
部时光的刻录机、播放机，烟云闪过，
留下雁叫。

古村落在觉海山北麓，属于五峰
山，泉州古刺桐港近在咫尺。五峰山，为
南安榕桥西南面一道天然屏障，山中怪
石嶙峋，竞相峥嵘。

古村落其实是古驿站。这些古屋，
大多是就地取材的原生态山石。遗存中
有一座古屋与众不同，石材都是经过精
雕细琢的，主人即当年走古商道成功的
茶商。想当年，这里“尘土飞扬马蹄疾，
山间铃响马帮来”，入夜松火在古道林
间穿行，古驿站灯火彻夜通明，店小二
忙得不亦乐乎。一条古商道是一方地域
的经济命脉，是商品流通调剂的生命管
道。古商道从泉南一直延伸到同安、漳
州、厦门、龙岩。

南宋时，泉州出口的货物大多是
茶 叶 、丝 绸 、陶 瓷 、中 药 材 等 ，其 中 茶
叶 是 主 打 产 品 。五 峰 山 的 一 片 瓦 岩
茶 可 与 九 日 山 的 石 亭 茶 相 媲 美 。蔡
襄《茶 录》曰 ：“ 泉 州 七 县 皆 有 ，而 以

晋 江 之 清 源 洞 、南 安 一 片 瓦 产 者 尤
佳 。”五 峰 山 是 一 座 茶 禅 一 味 的 文 化
之 山 ，隋 末 唐 初 ，法 号 道 岑 高 僧 云 游

至 此 ，见 一 巨 岩 ，下 可 容 500 余 人 ，于
是 修 建 瓦 岩 寺 。前 人 丰 熙 诗 曰 ：片 石
千 人 屋 ，天 工 太 泄 机 。海 风 吹 不 破 ，

应 待 野 云 归 。一 日 深 秋 ，大 儒 朱 熹 闻
名 而 至 ，高 僧 呼 小 沙 弥 端 出 刚 烹 制
的 一 片 瓦 岩 茶 ，沸 水 煮 开 后 ，满 室 生
香 ，闻 香 亦 动 人 。入 口 后 两 颊 生 津 ，
旋 即 径 直 自 喉 咙 至 九 曲 回 肠 。朱 熹
连呼“佳茗”。

五峰山北麓有觉海寺，古道车马
疾，空山禅院寂。马铃声与禅院的晨钟
暮鼓交相辉映，在如梦如幻的历史烟雨
中蕴含海丝文化、宗教文化、禅茶文化，
吸引几多文人雅士纷至沓来。明代状元
罗一峰曾在此养伤并开坛讲学，有诗

《题五峰岩一片瓦》曰：“仙家白昼应无
夜，玉树长春不觉秋。”唐末五代，王延
彬被封为“招宝侍郎”，就在榕桥入口处
建 立“ 云 台 歌 馆 ”，作 为 泉 州 府“ 接 待
处”。夕阳西下，一条条小船欸乃一种心
情。番商、中原南渡士子纷纷涌入云台。
榕桥，作为泉州的后花园展示无穷魅
力。云台歌馆既是一个历史留照，更多
的是镂刻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
闪光的足迹。

任何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人文
背景，榕桥这个 25 平方公里的聚宝盆，
沉积不少闪光的珠贝。思想家李贽祖籍
地就在榕桥三堡胭脂巷，白云寺有他的
读书室，十二岁就在那里写下惊世骇俗
的《老农老圃论》。

当我们来到九十九溪畔，周边气
息让人体验到久违的清新。都市中一
片 田 园 风 光 ，只 见 黄 牛 三 五 成 群 ，悠
然在吃草。五峰山古商道散发新海丝
魅 力 ，觉 海 成 为 梦 想 的 孵 化 器 ，我 们
期待着。

古 道
□王忠智

我家的银杏种在山坳小溪边的自
留地里，只有拇指粗细，因为缺乏阳光
照射，山风一吹，还没等秋来，叶子就
落光了。

盛夏，我趁银杏叶片还翠绿时摘
下做成书签，附在信件里，寄给朋友。
我试过用荷花花瓣、玫瑰花瓣、枫叶
等，但发现还是银杏最为合适。且不说
荷花花瓣太薄太软，就那面积，信封根
本装不下；玫瑰花瓣略鼓，一压就变形
了；枫叶味道太重，朋友不喜欢。所以，
还是银杏叶好，脉络清晰规整，形似舞
裙，百看不腻。念初中时，发小在外地
求学，乡下的学校没有电话，便靠书信
往来。想想那时也着实浪漫，那祝福和
思念就寄托在小小的银杏叶上，一周
收一周寄，从未间断，反而是现在微信
电话一拨就能说得上话的时代，我们
却失去了联系。

村里人把银杏叫作公孙树，因为
人们小时候种下，却要等有了孙子的
年纪才能吃上果实。外婆家对面的山
上全都是竹林，竹林中有两株老银杏
树。农历八月银杏果熟了，天蒙蒙亮就
会有勤劳的女孩提着篮子去捡果子。
母亲说她做姑娘时，整整半个月，每天
早起抢着上山捡果子。十五岁时在外
婆家过中秋，她说要带我去捡果子。我
满心欢喜，因为可以跟着外婆去做和
母亲一样年纪时做的事。她带着我蹚
过竹林下的河，爬了很久的山。走到离
树约莫十米开外，就闻到一股酸臭，越
靠近越浓烈，那时我才知道银杏果有
这样让人难以忍耐的味道。大树下黄
色的落叶厚得像棉被，果子到处都是，
也是黄色，像杏子。很多果仁被挖出捡
走了，只能蹲下来一个个用手去摸。微
风轻拂，杏叶伴随着沙沙的竹林声旋
转而下，一片接一片，让人眩晕。

那年秋，和朋友坐早班车，赶赴龙
门场看银杏。刚下车就飘起蒙蒙细雨，
游客不多，路边有三三两两的老乡在
卖银杏果。山头的薄雾朦朦胧胧，老银
杏树的叶子凋落了很多，树干像是一
直在过往的三百年里沉睡。有个小女
孩，见我们在拍照就跑过来，前前后后
跟着看。我在老银杏树下帮她拍了照，
告诉她洗了相片托人带来。她问：你们
什么时候再来？我说，下次来带糖果给
你吃。不久后，恰好县摄影协会在龙门
场举办摄影活动，我托朋友带去的相
片和糖果，小女孩应该是收到了。

一直想再去一趟龙门场，却困在
琐事里走不开。终于，去年八月又去了
一趟。我和朋友顺着小路，又走到小女
孩的家门前。老银杏树比去年茂盛，枝

条上绑的红色丝带随风飘扬，树下停
着几辆货车，是来运橘子的，环顾一
周，没看到小女孩的身影，应该去城
里上学了吧。顺着人流往前走，在一个
岔路口，看到一奶奶坐在轮椅上晒太
阳，一位大哥坐在旁边的树下，脚边有
几袋行李。画面很宁静，上去要给他们
拍张照，大哥有点不好意思，腼腆地站
在轮椅后面。他们是母子，老家东北
的，已在厦门平平淡淡生活了十多年。
奶奶腿脚不便，可她儿子却能天南地
北地带着她走，从东北带到厦门，又从
厦门带到龙门场来看银杏。

第一次听母亲称银杏为公孙树
时，觉得它只是树，渐渐地，我懂得了
生活赋予它关于植物之外的意义。

公孙树
□吴美玲

青草香，不浓郁，不芬芳，是一种
淡然的素雅和宁致的清怡。

儿时的草香在小竹篮里。风儿轻，
天气晴晴雨雨，才过了几天，菜园子
里、小沟上，又满是绿茵茵的青草，柔
嫩、明丽、滑润。摘上满满的一篮子青
青绿绿，逶迤地走在乡间的田埂上，不
自觉地哼唱起一支支断章小曲。

河岸边、绿洲上一片片青青的草
地绵延，农闲时光，那是牛儿自在的乐
园。牛儿自顾埋头，“唰”“唰”“唰”，一
下一下地舔着青草，卷进口中，缓缓地
咀嚼，良久才甩一甩尾巴，时光在牛儿
慢悠悠的咀嚼中度过！偶尔，飞来一两
只蝴蝶，翩跹起舞，抑或静静地栖息在
草尖上。翩跹起舞的蝴蝶，总是不即不
离地贴近草地，姿态轻灵而舒缓，从容
而优雅。当它栖息在草尖上，纤柔的小
草随风轻摆，颤颤悠悠。蝶，竟是那样
的静，泰然自若，仿佛入定一般。有时
飞来一只鹭鸶，久久停在牛背上，把牛
背当作免费的摇篮。牛儿食量大，吃到
一边的脊背鼓起只算吃了个半饱。

稍大，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

爱在草地上嬉戏、奔跑，松软的草地在
孩子光脚丫的肆虐下匍匐、无语，几天
之后，它们又是欣欣向荣的一地。

青涩年华，不再爱奔跑跳跃，喜欢
一个人静静地躺在草地上，口衔一根
青草仰望天空，松软的草地是舒坦的
床，一根青草就是一支悠悠的短笛，苍
穹是垂于天地间的一幅纤尘不染的图
画，年少的心没有尘埃，看云悠悠，像
逼真的马儿撒开腿缓缓地飘飞模糊，
像鱼鳞片片……多少幻想的翅膀飞出
心灵陪着白云飘飞，多少秘密对着苍
穹宇宙倾诉，苍穹回答你无穷的暗语。

年轻，喜欢四处游荡，原先是三五
成群，后来是成双成对，去寻找草香、
花香。花香让我们惊诧、羡慕、沉醉，忘
了草香，忘了时光。

为人母后，草香在捣药罐里，摘几
样长辈们指点的青草，捣出汤汁，喂养
感冒发烧的婴儿，那时的青草就是一剂
剂清苦的灵丹妙药，解除母亲的烦忧。

而今，年更长，草香在汤锅里，我
们识得一味味青草，有的清热解毒，
有的甘甜美味，清明节做清明粿，七
月七做草儿粿。盛夏，我们喜欢石橄
榄炖猪肚汤、艾蒿熬骨头汤、鼠曲草
熬肉汤……在做各式各样可口的糕
粿、青草肉汤的时光里，小家的日子
悠然而甜美。

草香伴一生，岁月静、清、美。有时
唐突地以为，一个不在草香的熏陶中长
大的人，是一个沾满尘俗之气的人，是
一个没有汲取山川大地之气、缺少灵性
的人。当我们忧愁或烦闷时，到自然中
走走，自然里的草香会以其鲜活之气、
清新之气悄悄地荡涤心头的诸多杂念。

草 香
□游惠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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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新人 吴美玲，1992年生，三
明尤溪县人，作品散见于报刊。本文
为新作之一。

名家聚焦名家聚焦
聚焦名家聚焦名家

征文征文

或许山上，春笋破土的声音
高过云间
每一滴雨水，都带着灵魂
但我知道，人间总会
有时光煮酒
有佳人入梦
有岁月无法驱散的迷离烟火

梁野阡陌，有人着一蓑烟雨
从三月踏过
古道上，几声牛哞淹没了凡尘
三两枝桃花美艳过后
被微风吹走
只有绿叶，还在枝头起舞
一念花开，一念花落

细雨打响芭蕉，在木窗一侧
惊醒酣睡的老妇
和刚要发芽的谷种
尘封的年轮
凭借雨水在人间游走
燕子归来，羽上沾满雨滴
和故事，许大地一片春色

故乡的小河
用不了几步，就能跨过那条河流

和那段日子和那段日子
岁月洗圆了尖锐的石头岁月洗圆了尖锐的石头
剪一段河床边的树影剪一段河床边的树影，，便能便能
轻易抵达村子的时光深处轻易抵达村子的时光深处

小桥一直缄默小桥一直缄默，，青苔却忍不住青苔却忍不住
在桥墩上繁衍生息在桥墩上繁衍生息
把刚吐的绿色把刚吐的绿色
和它的欲望和它的欲望，，通通通通
倒进流动的水声里倒进流动的水声里
桥下那头慢悠悠的老牛桥下那头慢悠悠的老牛
终于倦了终于倦了
一低头一低头，，便饮尽了一河的落日便饮尽了一河的落日

我曾在稻子抽穗的声音里停住我曾在稻子抽穗的声音里停住
心如止水心如止水。。而河流的颜色而河流的颜色
始终控制不住骚动始终控制不住骚动
然后肆意挥霍然后肆意挥霍
撩拨着村子的每一寸肌肤撩拨着村子的每一寸肌肤
日升日落日升日落，，经得起后人反复细读经得起后人反复细读

等以后等以后，，我会回到这里我会回到这里，，然后然后
经常站在河边经常站在河边
守着一个个行色匆匆的黄昏守着一个个行色匆匆的黄昏
它欺负我这游子它欺负我这游子，，总会溅我总会溅我
一脸斜阳和一身孤独一脸斜阳和一身孤独

春 色（外一首）

□陈远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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