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散文概論　�

現代散文概論

一、散文的定義

在了解散文的定義之前，我們需要先了解散文在文學分類上的特色。

簡單地說，散文是所有其他文學類別的基本形式，具有一種文類之母的特

質。研究散文理論的鄭明娳說：

在文學的發展史上，散文是一種極為特殊的文類，居於「文類

之母」的地位，原始的詩歌、戲劇、小說，無不是以散行文字

敘寫下來的。後來各種文體個別的結構和形式要求逐漸生長成

熟且逐漸定型，便脫離散文的範疇，而獨立成一種文類。⋯⋯

也就是說，把小說、詩、戲劇等各具備完整要件的文類剔除之

後，剩餘下來的文學作品的總稱，便是散文。�

也就是說，古人發明文字之後，很單純地提筆記下事情、情緒、想

法，原本並沒有預設任何立場，想要寫出一首詩或一篇小說。這些文學作

品的分類是後來的人所分類整理而成。

只是隨著寫作越來越發達，逐漸發展出詩歌以及敘事文體，等到這些

文類已經廣為人所熟知，它們便獨立出來。日後越來越多文類成熟，例如

報導文學、散文詩等等，這些作品有強烈特色，被人研究分類之後獨立出

來。就這樣越來越多文類從散文的領域中獨立出來，作為最基本寫作型式

的散文，反而成為一種剩餘的文類。也就是說，我們把文學作品中的詩、

小說、劇本等等都挑掉，剩下來的文學作品，就是散文。但也因此，散文

比其他文學作品更顯得自由，沒有限制。了解這點，可以做為我們認識什

� 鄭明娳《現代散文類型論》（臺北，大安：1987），頁 22。



�　現代散文選

麼是散文的一個起點。

不管古今中外，散文一詞最原始意思都是指與韻文相對的散行文體。

在中國，基本上凡是有韻的詩詞歌賦，及駢體文外的所有文學作品都算是

散文。這樣的分法把一般散文，甚至是筆記、小說、歷史傳記等都包含進

來。

西方最早的三種文類是戲劇、史詩、抒情詩。史詩是記錄歷史，有記

事寫史的特質，抒情詩則接近今日詩歌的定義。後來時序漸進，三大文類

改成戲劇、詩歌、小說。但這樣的分類仍然不能顧及所有文學作品。研究

西方文學的董崇選談到西方文學分類時說：

有些文學成分很高的傳記、自傳、性格誌、回憶錄、日記、書

信、對話錄、格言錄與艾寫（essay）等，既不是戲劇，也不是

詩歌，也不是小說。而既然這些文類，通常都是用（最廣義或

較廣義的）散文寫成的，所以就有很多人把這些文類的作品合

起來，籠統地稱為 prose（散文）。�

由於散文不可被忽視的重要性，西方文學領域也開始承認散文的地

位。因此我們知道，對散文的第一個基本認識就是，只要不是詩歌的文學

作品，就是散文。

但這樣的定義仍太寬泛。比方說，一篇律師寫的存證信函，也以散文

寫成，說來也是結構嚴密，修辭文雅。但是這篇存證信函再怎麼樣都不能

算是一篇「散文」。同樣的，學術研究報告、新聞稿等等文字作品都以散

行文字寫成，但也不能稱做散文。因此我們有必要再加上第二個條件，散

文不能是為了某種實用目的所寫出來的應用文類，散文必須是一篇文學作

品，是為了滿足審美目的所寫出來的文字藝術品。

以上二點都以「什麼不是散文」來定義「散文」。但實際上，最為人

所熟知的精采散文篇章，還有一個共通而且被多數人所認同的特質，那就

� 董崇選《西洋文學的面貌》（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4），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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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散文必須是本於作家自己真實的生活、情緒、思想出發，不應該是虛構

的。這點是散文與小說最大的不同。小說是透過說故事的方式，將一件虛

構的事件以文字表現出來。因此不管多天馬行空的想像，都可以馳騁筆

下，沒有限制。小說裡可以有周遊巨人國與小人國的格列佛，也可以有名

偵探福爾摩斯或大盜亞森羅蘋。小說可以允許半獸人與英雄爭奪魔戒，也

可讓哈利波特穿著隱形披風來來去去。即使是最諷刺現實世界的小說，仍

然是以虛構出來的人物與情節，表現出小說家對現實世界的批判。

但散文則不然，散文不需要構思聲韻行列，也不用想像人物情節，散

文往往是作家最自然的心聲流露，讀者們則在散文的字裡行間，感受到作

家的人格性情而感動。故小說以虛構為主，散文則以「有我」為張本。散

文理論家鄭明娳認為散文應該要有三種要求。分別為：

(一)內容方面的要求：必須環繞作家的生命歷程及生活體驗

(二)風格方面的要求：必須包含作家的人格個性與情緒感懷

(三)主題方面的要求：應當訴諸作家的觀照思索與學識智慧

這三個要求並不過分，許多時候我們不就是在散文中欣賞這三個面向

嗎？正因為散文家把他們的生活歷程與體驗寫出來，我們才能看到唐魯

孫、逯耀東走遍大江南北品嚐美食，看張拓蕪與杏林子怎麼與不完整的身

體奮鬥，過出殘而不廢的人生。正因為散文風格包含了作家的個性情緒，

我們才能體會琦君的溫柔敦厚，吳晟的深厚平實，梁實秋的幽默機智。正

因散文主題表現出作家的思維觀照，我們才能看到余秋雨深厚的文化素

養，龍應台對時事的犀利批判。

這三點說到底，仍是要求散文需要表現出散文家的生活、情感與思

想。如果有散文以虛構的方式寫成，就破壞了這個前提，讀者們基本上是

相信散文所寫的內容是作家的真實生活來閱讀，如果發現作家的生活與所

寫的散文落差太大，往往導致對此散文家的不信任。奇怪的是，少有人指

責小說家寫的太虛假，卻質疑散文家造假。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讀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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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散文必須表現出作家本人真實的生活、情感、想法。也因此當代重要的

散文家鍾怡雯說：

所謂「文如其人」，實最適用於散文。散文是一種相對透明的

文類。正是這種一絲不掛的要求，把散文推到一個絕對的角

落，閱讀散文的愉悅，主要來自於這種偷窺欲的滿足。�

把體會不同人生的感受說成偷窺狂，鍾怡雯把話說重了點，但仍然點

出散文定義的第三點。亦即散文必須要以表現作者真實生活點滴為主，不

得以虛構內容做為散文的內容。為此散文家往往更認真充實自己的生活經

驗，為的是帶給讀者更多豐富的生活經驗。

綜合以上三點，我們可以為散文下一個簡單的定義：散文就是，呈現

出作者理性思考、感性情緒及個人生活點滴為主，非韻文形式的文學作

品。

二、散文的源流

我們今日所見的散文，是進入二十世紀後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之後才

出現。而考察現代散文的源流可以發現有四種。依次是傳統散文、晚明小

品、傳統白話小說與西洋散文（essay）。由這四種文學作品給予了今日散

文充足的養分，開出燦爛的花朵。

楊牧認為現代散文得力於中國傳統中古典散文與白話小說甚深。楊牧

說：

我們對於散文，無非是因為陳義高，理想大，確認它是文學創

作中最重要的一環，以古人典型相期許。⋯⋯近代散文的成型

除了依倚上文所提及的偉大傳統，以古典成績為理想的寄託，

� 鍾怡雯〈序〉《天下散文選》（臺北，天下：2001），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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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不忘文學藝術命脈的傳承之外，更直接拜受兩股文學風潮

之賜，即宋元以來的小說，和晚明以來的小品─前者是近代

散文白話面貌的基礎，後者則為近代散文體制的啟發。�

在中國古代，諸子思想散文以及史傳散文都是最被看重的文學正宗，

沒人能否認孟子的雄辯、韓非的嚴整、史記的雄渾、左傳的動人，這些

古典散文具有豐富哲學與歷史價值。雖然這些古典散文不是為文學目的而

做，但其藝術成就卻是後代文學家仿效學習的對象，成為日後散文的重要

養分。一直到唐代韓愈、柳宗元，宋代歐陽修、蘇東坡等八大家，或語言

純淨、或意境高遠、或議論警闢、或寫情真摯，人人各擅勝場，締造了古

典散文的高峰。

此外晚明小品文也是重要的一環，由明代李贄所提倡創作，必須本於

真誠情感的理論，被公安派三袁所繼承，創造的小品文重視文學價值，成

為純文學散文的重要範例，因此日後散文研究者都喜歡討論現代散文與小

品文的關係。

但不管是諸子文、史傳文或小品文，都是由文言文所寫成，與今日的

散文在語言上有極大的落差，因此民初發展現代散文的散文家，往往於白

話小說的文字中得到不少啟示。宋元以來的章回小說源自市井小民生活，

反映出白話文的面貌，為民初白話文運動的文學作品，提供了最直接的範

例，加上作者精闢觀察與創作巧思，使得這些小說中的片段，拿來當成白

話散文看待亦不為過，例如《老殘遊記》中的〈王小玉說書〉等膾炙人口

的名篇。楊牧提到：

傳統的白話小說使中國文字的流動性、朗暢性得到最大的發

揮，而且它本身有趣味，我們不但可以看它的情節，也可以看

它藝術錘鍊的過程。�

� 楊牧〈中國近代散文〉《文學的源流》（臺北，洪範：1984），頁 53、54。
� 楊牧〈散文的創作與欣賞〉《文學的源流》（臺北，洪範：1984），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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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說民初的散文家，時至今日，同學們想寫散文，白話古典小說仍

然是增進文筆的一個好學習對象。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古人對散文寫作的

高規格要求、小品文對純文學理想的堅持以及白話小說流暢淺白的文字，

都成為現代散文的重要根源。

除此之外，西洋慣有的散文（essay）作品也是現代散文的重要根源。

民初白話文運動放棄文言文，尋找新語言形式過程中，許多博學之士從西

洋文學中找到靈感，轉化為新文學創作的根據，在現代詩的領域有徐志摩

模擬西方句法創造新句，在散文領域亦然。周作人曾提出：

外國文學裡有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做兩類。一批評

的，是學術性的。二記敘的，是藝術性的，又稱做美文，這裡

邊又可以分作敘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這種美文似

乎在英語國民裡最為發達，如中國所熟知的愛迪生、蘭姆、歐

文、霍桑諸人都有很好的美文，近時高爾斯威西、吉欣、契斯

透頓也是美文的好手⋯⋯但在現代的國語文學裡，還不曾見有

這類文章，治新文學的人為何不去試試呢？�

提出這個主張的周作人本身也是重要散文作家，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也

可見到他從西方散文學習取材的痕跡。其實進入二十世紀對全世界來說都

是一個很大的變局，全世界不同國家、各種文化都開始互相影響，彼此交

流溝通。因此散文受到西方散文的影響，正如我們現代生活受到西方影響

一樣，是極正常的發展。

三、臺灣散文的發展歷程

在傳統散文、晚明小品、傳統白話小說與西洋散文四種文學體制影響

之下，現代散文開始發展茁壯。臺灣現代散文的發展也跟整個散文發展歷

� 俞元桂主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84.5），頁 3。



現代散文概論　�

程息息相關。臺灣散文發展可以把 1945 年國府遷臺當作一個分水嶺。在

這之前，在中國大陸的作家以及日據時期的臺灣作家各自努力。從胡適提

倡白話文運動開始，周作人、朱自清、胡適、徐志摩等人在理論與實際創

作上都有斬獲。梁實秋的散文典雅平實，深富幽默感，在來臺之後仍創作

不斷，是臺灣散文的經典作品。

在日據時代的臺灣，有一批作家熟悉日本優美散文作品，受日本所間

接傳播的西洋美學理論影響，以日文創作精采作品。可惜以日文寫成，造

成日後流傳的局限。這兩批作家在 1949 年之後，因緣聚會集合在臺灣這

塊土地上，開始展開精采的臺灣散文歷程。

五○年代，由於戰爭未遠，臺灣的情勢飄搖，因此政府大量宣導反共

戰鬥散文，報章雜誌到處可見。但真正受到肯定的卻是大陸來臺作家的懷

鄉散文，情感真摯，每篇念人思物的小品文中莫不隱含大時代的動盪悲

劇，令人動容。代表有朱西甯、司馬中原等。此外大量女作家躍上文壇也

是一個獨特現象，她們發揮女性特有的感性，書寫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

沖淡了大量懷鄉、反共的散文寫法，反有脫俗不凡的表現。佼佼者有林海

音、潘琦君、張秀亞、張曉風、林文月、洪素麗、陳幸蕙等人。其中許多

人持續創作到八、九○年代，甚至到了今天，仍然是文壇注目的散文大

家。

到了六、七○年代，臺灣情勢相對穩定，散文也開始展現多種面貌。

詩人寫詩玩詩還不夠，還嘗試跨界寫散文，詩人散文重視意象經營、字句

雕琢、情感細膩，留下許多傑出作品。其中以自稱「右手寫詩，左手寫散

文」的余光中最有代表性。

此時的報刊雜誌上，常可看到留學外國的學者散文作品。這些散文或

寫國外風土民情，或寫異地特殊見聞，或寫自己的反省感想，也形成另一

種受人喜愛的自由開放風格，最富盛名代表是陳之藩。到了七○年代，過

去學習日語長大的臺灣作家，經歷十年的時間終於習慣中文寫作，開始

嘗試寫出日據殖民經驗以及對臺灣土地的熱愛。還有一批戰後出生的散

文家，與臺灣鄉土較親近，因此不約而同與戰前作家們呈現出類似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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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來，成為七○年代散文的一種風氣。這些代表作家有葉榮鐘、李喬、吳

晟、陳冠學等人。

八○年代的臺灣社會進入高度商業化、資訊化的時代，同時政治解

嚴，也造成許多衝擊與省思。反映在散文上，就是諸如都市、飲食、情

欲、環保、性別、族群等等新主題的開發與新視野的拓展。面對不再純樸

的臺灣農村，熱愛農村田園生活的吳晟、陳冠學寫出別具特色的「田園文

學」。反之在都市中長大的一代，林燿德的都市散文便在此時崛起，在人

工的虛虛實實間，反省自己與都市的關係。

九○年代至今的散文發展仍然是朝著越來越多元的方向，不斷擴散。

原住民作家如夏曼‧藍波安與利格拉樂‧阿 等，試著以原住民母語書寫

自己的特殊族群身分與經驗。環保議題已經成為顯學的今日，劉克襄、吳

明益的自然生態書寫，結合了文字與實踐，把每一次在大自然中查訪力行

的經歷化為散文，提醒讀者臺灣大自然的珍貴與脆弱。龍應台、楊照等人

的文化批評，關懷時事批判文化，延續了柏楊的道路。在越來越重視飲食

的現代，焦桐重申飲食文學的重要，集合過往寫飲食散文的名家林文月、

逯耀東等人，宣示飲食散文的存在。

過去傳統常見的散文題材在今日社會越來越顯得不足以反應現代人的

生活，因此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後，新的散文題材類型也開始有新發展。由

於生活越來越繁忙，現代人往往物質充實心靈空虛，能帶給人心靈平靜的

宗教散文開始受到讀者的喜愛。過去重視工作至上的價值觀開始翻轉，休

閒生活越來越被看重，運動散文、音樂散文成為散文界後起之秀。在科技

知識越來越被強調的現代，結合知性與文學的知性散文也慢慢成為文壇注

目焦點。這些散文都是隨著時代前進而衍生出的新散文題材，在散文這棵

文學老樹上綻放新的文學花朵。

四、散文的分類

散文具有文類之母的特質，形式上比其他文類靈活開放，因此很不容

易分類。過去許多研究者都試圖提出散文的分類，例如楊牧分成小品、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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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寓言、抒情、議論、說理、雜文等七類；余光中分成抒情、說理、表

意、敘事、寫景、狀物等六類。這些分類方式雖然與大家的認知相近，細

部都仍有值得商榷之處。

散文研究者鄭明娳認為應該跳脫傳統的框架，因此提出一種散文分

法，值得我們參考。鄭明娳將散文依寫作的題材以及寫作的特別形式兩方

面來思考。依題材分可以將散文分成三大類，即情趣小品、哲理小品、雜

文等三類。情趣小品以抒情為主。原本散文是為了抒發個人情感而作，舉

凡人間親情、愛情、友情，乃至鳥獸蟲魚、一花一草都能寄託作者的情

感，供給散文無限的題材。因此情趣小品是所有散文類型中的大宗，作者

與作品都最多。

其次，人的精神活動除了感觸情懷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思考。散文

家們對一事一物反省有得，又或者經歷年歲而對世情人生產生透徹的洞

見，提筆記下，便是振聾發聵的好文章。因此哲理小品也是散文的重要成

分。

敘情、說理之外，散文在中國原有崇高的地位，士大夫往往期許自己

的文章能提振社會風氣，改革社會弊病，這點也遺傳到現代散文中，這些

文章或者在報刊連載，或者在雜誌刊登，題材沒有範圍，論點五花八門。

有人進行社會批判，也有人信手將生活中點滴小事拿來議論一番，但總

之，不外乎是希望社會進步改革，因此命名為雜文。

除了從寫作題材出發，可以將散文分成上述三大類之外，換個角度，

由特殊形式所區分的類別，也是另一種看待散文分類的方法。舉凡日記、

書信集、遊記、傳記這些將作者生活經歷寫下的作品，當然也算是散文。

此外有作家常常為年輕作者寫序作跋，原用意是提攜後進，但是分析作品

深刻精闢，或點出與作家的深厚友誼，仍是上乘散文。還有類似新聞寫法

的報導文學作品與為了推廣知識所寫的傳知（informative）散文都具有特

殊的寫作要求，但呈現出來的成果仍然在散文範疇內。我們也可以在這些

類別中，找到不同於一般抒情散文的風格情趣。市面上出版這些書籍，雖

然不是以散文命名，但是其性質仍是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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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分類旨在幫助散文的學習者，了解散文的不同風貌種類，並沒

有標準答案。為了希望讓同學循序漸進體會散文的堂奧，領略散文的不同

面貌，本書則以題材為分類，選出十種類別的散文，分別是：都市散文、

知性散文、女性散文、懷舊散文、飲食散文、運動散文、旅行散文、生態

散文、宗教散文、音樂散文。從最傳統的抒情懷舊小品到最新鮮的運動、

音樂散文通通一網打盡。本書就像一本簡要的散文圖鑑，當同學們在散文

的花園中欣賞各種奇花異卉，除了能欣賞文字之美外，還能對散文的種類

來歷一目瞭然。

五、散文的欣賞與寫作

散文看來鬆散簡單、漫無章法，卻在三言兩語間便吸引讀者，進入作

者的內心世界。因此留意開放的形式以及深刻的內容這兩面，欣賞散文的

訣竅便不外乎如此。

在散文內容部分，現代散文表現不外乎人的情感思想，因此散文創作

要力求情感與思想的深邃廣邈。

尤其是抒情，情感向來是散文最重要的題材，也最多人寫，閱讀時透

過文字跟隨作者的情緒起伏，看他的心路歷程悲歡離合。寫抒情散文時，

最忌諱寫得膚淺濫情、千篇一律。例如作文題目為「母愛」，十之八九的

學生都是寫母親的白髮，寫母親照顧生病的自己。倘若我們跳不出這個窠

臼，寫不出更立體的母親，自然寫不出更精采的散文。其實抒情散文寫得

好，要能掌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則，寫出每個人心中都曾有過的普

遍情感，還要進一步刻畫，讓讀者能有雋永深刻的感受。

散文不只抒情，還能說理，表現作家的思想，對人生的體悟。寫哲理

散文難在思想深刻而還能以文學家筆墨來表現，在道理與優美文筆間需要

取得平衡最難。能夠情理交融，行文進退天衣無縫者，方是上乘的哲理散

文。創作散文時，題材不一定局限在情趣小品或哲理小品，但不管是寫小

品、雜文、遊記、傳記或日記，不管什麼題材，創作時都要好好思考自己

的散文中，該如何在情與理之間拿捏分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