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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正宗文学体裁之一,

但是理论界对散文的研究, 其广度和深度远不

及诗歌和小说, 尤其是对散文的文学性重视不

够。散文虽不如诗歌凝练, 也不如小说绵长, 但它于闲散

中透着灵气, 于细碎中显出厚重。如果说, 诗歌象征着人

生的华彩片断 , 小说象征着人生的跌宕起伏 , 而散文则

象征着人生的平凡和真实。生活的散文化更需要散文的

滋润。散文犹如涓涓细流一般熨帖心中的沟壑, 又犹如

电光火石一样照亮人生的底蕴。读散文就像品茶 , 细咂

其中的香味, 收获生活里难能可贵的一份清新雅淡、悠

闲自如。

散文包括抒情散文、闲适小品文和文化散文等。与

其他散文类型相比 , 文化散文常被挤出缪斯殿堂 , 放逐

到世俗文化里去。然而, 文化散文却自有它的魅力。文化

散文是个充满张力的“文化场”, 在历史、审美和哲理的

三重维度间波动起伏 , 融历史底蕴、审美意蕴和哲理思

考于一体, 比抒情散文更具深度和厚度。

曾纪鑫正是以书写文化散文的大手笔来写《历史的

刀锋》的 , 把自己独具的才情、哲思和感悟倾注笔端 , 透

过字里行间流溢出别样的美。他的文化散文兼有叙事、

抒情和议论, 显示出丰富的历史知识、开放的文化思想、

敏锐的人文触角、纵横捭阖的叙述技巧以及流畅有力的

语言风格。大视野、文化味和历史感构成了他的文化散

文的独特性。

大视野是曾纪鑫文化散文的特点之一。我们很多散

文都着眼于“小”, 拘泥于“细处”, 喜欢在一些小印象、小

意念、小情绪、小感觉上流连忘返 , 结果视野太窄 , 胸襟

太小, 分量太轻, 担当不起大命题、大拷问, 缺乏大气象,

终归给人小女子的印象。这类小散文的理论招牌是“以

小见大”,“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而《历史的刀锋》则反

其道而行之 ,“以大见小”,“大处着手 , 小处着眼”, 每一

篇散文都从大背景写起 , 写到具体的人和事 , 在历史文

化的大视野中讲述小故事, 从宏观的哲理里生发出人生

的细节。在该书中, 曾纪鑫从中国巫术文化的大视野上

逼视周文王推演《周易》的历史事件, 指出历史的巧合往

往印证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 如果不是周文王 , 也会出现

另一新的“神祇”来完成这一推演任务。

文化味是曾纪鑫

文 化 散 文 的 特 点 之

二。散文多半以描写

个体命运和私己情感

为主 , 对文化底蕴缺

乏深究。而曾纪鑫的

文化散文却把个体嵌入文化 , 用文化表述个体 , 通过历

史人物的坐标系绘制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的文化地图,

又通过文化的历史脉动昭示个体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

人生际遇 , 同时能够熔文化叙事、文化考古和文化批评

于一炉, 酿出浓浓的文化味。在《历史的刀锋》中, 曾纪鑫

对《周易》进行一番解剖后写道:“中华民族淡于宗教, 只

有以礼为核心的伦理准宗教,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只有以实用为目的的伪科学。于是, 中国人所能做的就

只有如何做人一途了。所谓的做人 , 必须按照孔老夫子

教导的一套准则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

常’、‘三从四德’以及‘非礼勿视 , 非礼勿听 , 非礼勿言 ,

非礼勿动’等严格执行。不信天神, 不信自我, 只信地上

那些大人、圣人、祖宗这样的‘准神’。个人失去了自我 ,

失去了人格, 只存在于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

历史感是曾纪鑫文化散文的特点之三。散文通常是

瞬间的写意或抒情 , 切开一个小小的历史断片 , 露出生

活鲜活的肌理, 但却缺乏纵深的历史感。而曾纪鑫的文

化散文则不同。它一面拉开历史的大幕 , 尽显波谲云诡

的历史大变动、大转折; 另一面深入历史的腠理, 表现偶

然与细节, 寻访最为幽秘的人性。同时, 历史叙事、历史

知识以及历史考辨的完美结合也生发出散文的历史纵

深感。《历史的刀锋》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它能够把人物

放在历史的脉流中考察, 把他们看作闪现在历史峰头浪

尖的精英 , 考察他们的荣辱功过与历史潮动的内在渊

源。书中如此叙述刘邦的发迹史:“风云际会的形势为刘

邦那下意识地想当皇帝玩玩的念头提供了得以施行的

土壤。就是这样, 他也没有趁机主动反秦。他这一辈子,

好多事情似乎都是天意, 都是被动的仿佛有一双看不见

的大手推动着他不断前行 , 并一步步地走向了皇帝的宝

座。”

一部成功的文化散文必备三大条件 : 第一 , 情在理

文化散文的独特魅力
———由曾纪鑫《历史的刀锋》谈开

林兴宅

南方文坛 200 ·1 绿色批评4

93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中, 理在事中, 事在境中, 融情、理、事、境于一体, 触景生

情 , 有感而发 , 适可而止 , 恰到好处。第二 , 善于提炼细

节, 做到让读者眼睛一亮, 心头一震, 灵魂一悟。第三, 突

出语言的表现力, 做到语言的诗化。

曾纪鑫文化散文, 引发人们对文化散文的文学性的

几点思考:

首先 , 文化散文应处理好文化与散文的关系 , 写出

文化情思。这意味着散文不仅要写文化 , 而且要从文化

的视角来写。写文化, 是指散文以文化为内容, 挖掘文化

的内涵。而从文化的视角来写, 则是指散文要从人文关

怀和终极关怀的高度解读历史、指点江山 , 表现历史这

部宏大正剧背后的无数悲剧, 揭示历史英雄人物背后的

冗长阴影, 并倾注所有的悲悯情怀来书写那早已隐没在

历史长河里的芸芸众生。

其次, 文化散文应注意处理好叙事与说理的关系,

做到融理于情。小说应尽量避免抽象议论, 直接表达意

图和思想, 诗歌除了哲理诗外 , 一般都不直接表达思想,

唯有散文可以直接说理, 由作者在作品中直陈、直说、直

诉。但如果处理得不好 , 很容易降低、削弱散文的文学

性。所以有些人将说理散文排除在文学之外。实际上, 一

些议论说理的散文仍然可以产生很强的艺术力量, 关键

是要能感人, 要融于情, 要将议论升华为闪光的智慧, 而

且说理议论要有节制, 要恰到好处。一是分量恰到好处,

二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理议论要恰到好处 , 三是说

理议论的内容提炼要恰到好处, 这就是叙事与说理的关

系问题。总之, 说理的分量、场合和质量要具备文学性。

比如曾纪鑫在《历史的刀锋》中对清军入关前吴三桂的

历史地位便分析得十分精彩而到位 :“吴三桂顿时变得

身价十倍、显赫无比。明亡后的历史仿佛一架天平, 一端

是清朝政权 , 一端是大顺农民军 , 而他 , 则成了 一个砝

码, 正位于天平的中心。只要他往任何一方稍稍倾斜, 天

下大势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归服大顺则可阻止清军入

关, 使得刚刚奠都北京的新生政权赢得充裕的时间 , 从

而顺利地完成取代明朝的历史使命; 降清则清军长驱直

入, 抢占农民军的胜利果实, 直取北京问鼎中原。长得英

俊潇洒的吴三桂雄踞于山海关之上, 踌躇满志地望着关

里关外两大前途未卜、忙乱不堪的军事集团 , 颇有一点

待价而沽的味道。”

最后, 文化散文还应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挖

掘审美意蕴。历史是昨日的现实, 而现实是明日的历史。

优秀的文化散文不仅要有深厚的历史感, 而且要有充沛

的现实感和当下意识。书写历史 , 是为了更好地观照现

实, 诚如克罗齐所言, 每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叙事

和现实感悟在文化散文中缺一不可, 只有两相协调, 才

能达到最佳审美效果。书中借演绎《周易》之事谈论中国

人的思维方式:“《周易》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刻了 , 它是中

华民族的文化之源, 它改变了古代的文化发展轨迹, 它

影响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基质⋯⋯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远

古的巫术智慧之成果在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 , 曾纪鑫的文化散文 , 为探究文化散文的艺术

魅力提供了较为成功的范例。我们有理由相信, 凭借他

超凡的才情、智慧和勤奋 , 沿着文化散文创作的路子走

下去, 定能在散文领域取得独树一帜的骄人成就。■

( 林兴宅,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月光隧道与历史隧道的交汇
———评《周民震散文选》

丘 行

我
喜欢读散文 , 因为从一篇篇凝

而不散的短文中 , 可以多方位

地感觉到看去零星的、互不相

连的流逝的记忆, 从中体验曾经的人生轨

迹, 依稀听到当年自己脉搏的律动, 其间,

体察到与时代脉搏相协调的欣慰或竟是

一点杂音的遗憾。这一切都出自我这个耄

耋之年的人仍需要一种激励吧。

一听到周民震君要送我一本他新结

集的散文 , 我就有一种异样感觉 , 一种期

盼。在那烽火连天的年月, 我们曾是并肩

于同一条战壕的战友, 又一同经历了五十

年代后令人匪夷所思的“混沌的年代”, 并

都吃过了若干苦头。更重要的一点, 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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