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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与影响

———五四散文和英国散文的关系

王 春 景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２４）

　　摘　要：中英两国有着不同的散文传统，英国散文在文类系统中居于边缘位置，中国散文

一直是重要的文类。五四时期，英国散文中的随笔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并影响到中国现代散文

的发展。中国作家对英国散文的认识存在误读，这种误读对散文的创作和理论都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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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是中国文化新旧交

替的时代，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

轰轰烈烈的破旧立新的革命。这次革命发生在社

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思想到行动，从高高在上的

艺术到平凡的人生，旧的艺术形式与生活方式都

在退却，为激情满怀的新生命出让地盘。五四散

文在思想内容与外在形式上也迈开了向现代性转

变的步伐。在白话文反对古文的过程中，以英国

随笔为主的域外散文成为五四作家创建现代散文

的凭借。英国随笔的突出个性、随意自由与五四

作家的追求相契合，在白话文对古典散文的超越

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处于中心与边缘的不同传统

散文作为一个文类，在英国和中国文 学 史 上

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差别。
散文在英国文学的文类系统中是一个十分宽

泛的概念，它是与韵文相对立的，包括一切不讲求

韵律 和 排 偶 的 散 体 文 章，除 了 随 笔 之 外，还 有 史

传、评论、游记、书信等其它形式。从文学 发 展 的

历史来看，散文在文类系统中的地位并不显赫，一
直处于边缘位置。

英国散文的发展与繁荣与工业社会的到来及

报刊业的兴盛密切相关。１６世纪末，翻译文学的

兴盛使英国由来已久的拉丁文写作受到影响，为

现代英语散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培根借鉴法国

蒙田的《随笔》，开始采用散文这一自由文体写作。
之后，大批作家步其后尘，他们中有剧作家、诗人、
小说家，但专门写散文的专职散文家还没有。散

文的类别不断得到扩充，文论、政治、随笔创作日

益活跃，散 文 已 涉 及 到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１８世

纪，随着报刊业的发展，散文写作更为繁荣，散文

不仅传播时事，而且发表议论，除了为商业和政论

服务之外，还发挥了启蒙教育的作用，对社会生活

采取 的 是 积 极 参 与 的 精 神，并 产 生 了 重 要 影 响。
许多作家以报刊为园地，发表了大量散文，这一自

由的文学形式在文类系统中日益受到重视。这一

时期的作家包括笛福、斯威夫特、艾狄生、斯梯尔、
约翰逊、哥尔 德 斯 密 等。１９世 纪，散 文 的 创 作 更

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兰姆、赫兹利特、德

昆西、兰多等散文大家，他们的散文创作显示出丰

富的创造性、文学性。初期的散文作者明显受浪

漫主义思潮影响，在作品中突出了个人化色彩，抒
发了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与感受，作家的影子在散

文中显露无遗，而且，他们在散文创作的技巧与风

格上也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因此，１９世纪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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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进入了黄金时代，散文由边缘慢慢向中心挪

移。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中也较多地出现了ｅｓ－
ｓａｙ，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ｅｓｓａｙ这样的术语。１９世纪后期，英

国在自由的维多利亚时代加快了文明的步伐，散

文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文学由浪漫的传奇进入

粗略写实，新闻杂志的蓬勃发展更促进了散文的

兴盛，这一时期，除了文学性散文之外，文明批评、
哲学 著 作、文 学 评 论、政 治 评 论 的 写 作 也 十 分 活

跃，它们共同构成了１９世纪英国大散文的繁荣景

观。
虽然各种体式的散文创作蓬勃地发 展 着，但

文学批评中有关散文的研究却十分匮乏。散文在

英国从未 像 在 中 国 那 样 取 得 主 导 文 学 样 式 的 地

位，在英国的文类系统中，散文是不重要的文类。
如同吴尔夫在《德·昆西自传》中所提到的：“我们

的大批评家们把他们最好的才情都用到诗歌方面

去了。”［１］散文作家本身对这一文类也采取轻视的

态度，“把散文仅仅看作一头卑贱的畜牲，只能供

人役使，去完成各种零星杂活。”［１］吴 尔 夫 对 英 国

散文批评的这一认识，并没有歪曲历史真实。无

论新古典主义时期还是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时期，
文学批评都是以戏剧、诗歌为研究对象，如英国新

古典主义的创始人德莱顿（１６３１—１７００），就 是 以

戏剧为中心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作品《论戏

剧诗》、《论英雄剧》、《悲剧批评的基础》无不是对

戏剧进行观照的结果。蒲柏同样是新古典主义的

文论家，同样也是针对戏剧的创作进行文学批评。
新古典主义的文学理论沿袭了古典文论的传统，
用特定的原则来分析当时的文类，忽视了新出现

的文学形式。而之后浪漫主义批评的重点则在于

诗，探讨的是诗歌的创作、批评。现实主义的文学

理论及批评，虽然卷帙浩繁，但有关散文的理论却

了了无几。
在英国文学史上，散文体现的是一种 广 义 的

散文概念，而不是一个有着鲜明特征的文类，它包

括文学性散文，也包括史传、游记、评论、特写、书

信、日记、演讲辞等形式。如特里·伊格尔顿所指

出的“在１８世纪的英国，文学的概念并不像今天

那样有时只限于‘创造的’或‘想象的’写作，它指

的是全部受社会重视的写信，不仅诗，而且还有哲

学、历史、论文和书信，”［２］这明显地说明了英国文

学中的大散文观念。艾弗·埃文斯在其《英国文

学简史》中，用大量篇幅评述诗歌、小说、戏剧，对

文学性散文却没有专门论述，即使如１９世纪的散

文大家兰姆也只是简单带过。他指出：“诗是用来

写故事和传奇文学的，而散文则要挑起道德教训、
教育和历史等较为沉闷的担子。”［３］他的描述恐怕

与五四人对英国散文的印象相去甚远。这种大散

文观 念 同 样 存 在 于《剑 桥 英 国 文 学 简 史》中。
苏珊·朗格在其著作《情感与形式》中，分 析 了 各

种文学样式：诗歌、小说、戏剧，对非小说性散文也

稍有涉及，她区分了文学性散文与实用性的散文

写作，以为散文与现实关系密切，而后指出“作者

没有把已知的事件、情况、设想和理论仅仅作为主

题去创造一些人和一些事，而是从生活中汲取哪

怕是最微小的细节。这种写作本质上不是诗。”［４］

显然，在他的理论中，诗是文学的主流形式，最富

艺术性的形式，同时，散文很自然地被推向了文类

系统的边缘。他还指出，如果散文“写作好”，也符

合“本质上是文学”的标准。这种对散文的评析非

常抽象，虽然承认了散文具有文学性的可能，但界

定十分模糊，仅仅“写得好”三个字，很难把散文区

分为一个独立的文类。
总之，散文在英国只是游离在文学与 非 文 学

边缘的一种创作现象，处于文类系统的边缘地位，
在文类系统的变化过程中，虽也有向中心靠拢的

时期（如１９世纪，因散文的繁荣及散文理论的相

对发展，曾有人称之为“散文时代”），但始终没有

居于文类系统的中心。
与英国的文学传统不同，中国的文学 传 统 一

直重视散文这一类别，散文的创作与理论都十分

丰富。散文 不 但 和 诗 歌 共 居 古 典 文 学 的 主 流 地

位，而且在整个文化系统及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

作用。在古典文学理论中，“文”一直与“诗”并列

同为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从最早的一篇文论曹

丕的《典论·论文》开始，每个时代都有专门研究

散文的专著及文选，如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

章流别志论》，萧统的《昭明文选》，刘勰的《文心雕

龙》，之后还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专

门研究文章体式风格的明朝吴讷的《文章辨体》，
徐师曾的《文体明辨》，这些文集及论著在文章的

分类、风格、创作个性与风格的关系等方面对古典

散文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散文在创作上体现出繁

荣的内核，在批评上体现出在文类系统中的中心

地位。这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精神传统有着

割不断的联系。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
使文人追求笔下的“文”与“用”的统一，追求文章

合于时而著，有利于世。有利于现世人生是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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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因此，散文并不是独立的文学作品，而是

文人学士发挥个人智识，参与政治的工具，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使命感。在这些散文当中，并不是没

有个人的情感，而是个人的情感都融入了对时代、
对国 家 的 关 怀，不 是 纯 粹 的 个 人 化、私 人 化 的 情

感。虽然以 政 治 为 本 限 制 了 古 典 散 文 的 表 现 内

容，但它作为主要文类的地位却是不可变更的。

二、英国散文的译介

五四创建新散文初期，对英国散文的 介 绍 颇

多，从时间上看涉及到各个时代，从培根、艾狄生、
斯梯尔直到兰姆、赫兹利特，近代的契斯透顿、萧

伯纳等，其中译介的重点在文学性散文或随笔上，
也就是英国文学中的ｅｓｓａｙ，散文的其它形式并不

在借鉴之列。
新文学运动中，较早提出向西方散文 学 习 的

是胡适、刘半农，他们在１９１８年就提出了这样的

观点，但影响 不 大。１９２１年 周 作 人 的《美 文》，可

谓打开了借鉴英国散文的序幕。他介绍了英国散

文的类别：“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论述的，是

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５］他的分 类 从 功 用 的 角

度把散文分为学术性与艺术性两个大类，比较全

面与公允，但在此之后的论述，他的重点转向了对

“美文”的倡导。他指出英国的美文十分发达，列

举了一系列美文作家的名字，其中包括艾狄生与

兰姆两位英国散文家，建议大家以这些美文为范

例去创作中国的美文。周作人所倡导的美文，是

注重文学性的散文，是注重自我表现、抒发情趣的

散文，与英国散文中的随笔较为接近。周作人之

后，王统照根据美国文艺家韩德的《文学概论》中

有关散文的论述，写成《散文的分类》，也介绍了英

国随笔。１９２８年胡梦华的《絮语散文》，更着重介

绍了以个人性，自由散漫性为特征的谈话式散文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ｅｓｓａｙ），在 当 时 的 文 坛 产 生 重 大 影 响。
崇拜兰姆的梁遇春翻译的《小品文选》所收入的大

多是兰姆、赫兹利特等英国１９世纪浪漫派作家的

散文。这些翻译与介绍多集中在闲适雍容的散文

风格，并不是全面展示英国的散文，并使五四时期

对英国散文的评价定位在个人化，闲适性的印象

上。鲁迅所译《出了象牙之塔》，其中对英国散文

及创作的介绍，对现代散文的发展影响较大。其

中讲到了散文内容的广博，“天下国家的大事自不

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

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６］但对于散 文 创 作

特色的一 段 著 名 论 述 却 使 散 文 的 格 调 倾 向 于 闲

适、随便。“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

椅上，倘到夏天便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

友任心谈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东西就是

ｅｓｓａｙ。”［６］这一段著名的论述在新散文创作中的

影响不容忽视，它成为许多人引用的论据，而对于

ｅｓｓａｙ这种文学形式的闲适、随便的印象，更成为

主导性的散文观念。
五四人对英国散文的译介、借鉴在现 代 散 文

的形成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种借鉴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方向，五四

人对闲适随笔的“偏爱”，对散文散漫、随意的认识

以及对散文这一文类的观念至今仍有影响。中国

散文由传统中的主导文类逐渐走向边缘，曾在漫

长的历史中担当政治、文化使命的散文也漫漫流

向平凡的个人的生活。

三、误读及影响

英国散文 的 译 介 虽 然 表 现 出 中 国 学 者 的 误

读，但这种有选择性的介绍对于中国现代散文的

批评观念及创作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五四人”对英国散文的译介经过了筛选与拣

择，存在着“文化过滤”的现象。在文化的互相影

响之中，接受者总会以本身的文化需求去改变外

来文化的风貌，并在接受中融入本体文化的因素，
这在文化交流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五四人”在
“文化过滤”之后对英国散文的认识，必然地是一

种误读，但这种误读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英国随笔中自由、个人的精神与幽

默、闲适的风格使接受者更为青睐，更有利于超越

传统的中国散文，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国现代散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鲁迅就曾经指

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

和诗歌之上。”［５］

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来看，英国的散文 观 念 影

响到中国现代散文的建设，古典散文的显赫地位

动摇了，散文开始由中心向边缘游移。受西方文

学观念的影响，研究者多是注目于诗歌、小说、戏

剧，对散文的研究少而又少，而且，还存在一种文

类歧视的问题。现代作家朱自清，以其散文创作

在文学史上 著 名，但 以 为 散 文“不 能 算 作 纯 艺 术

品，与诗、小说、戏剧有 高 下 之 别。”［５］这 与 英 国 的

散文观念如出一辙。
当代中国 散 文 经 历 了 几 次 起 伏，在２０世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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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年代之后 更 是 繁 荣 起 来，出 现 了“散 文 热”，各

出版社竞相出版名家散文集，各种报刊杂志更是

为散文提供了自由开放的园地，而且散文创作风

格多样，如“文 化 散 文”、“新 艺 术 散 文”、“女 性 散

文”、“新当代散文”，在理论探索上也出现了“大散

文”、“艺术散文”、“复调散文”几种理论。但即便

如此，对散文这一文类的歧视依然存在，王岳川在

《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冷风景”》一文中有这样一

段话：“当精神品质成为超出当代人需要的奢侈品

甚至无用品时，诗情诗思诗意消逝，世界沦为了散

文世界，因而，这个世界的散文莫名其妙地火爆起

来。”［７］其中用了“沦为”、“莫名其妙”两个词，明显

表现出对散文的轻视，这也代表了一部分精英文

学批评家的认识，有着深刻的西化痕迹。
从历史上中国现代散文与英国散文的关系来

看，英国散文的译介既给中国作家带来了新鲜的

启示，也在文类观方面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当代

散文的发展，必须打破这种文类上的尊卑之分，对
散文文体进行深入细致地考察，重视其文学性，重
视其本体研究，才能使这一文类得到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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