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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小小说的鸟瞰和探幽 

———评张春《中国小小说六十年》

吴培显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张春博士《中国小小说六十年》是其多年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结晶，该书从纵横向两个方面客观梳理了新中国小小
说的发生与发展，并以“名称论”“文化论”等六个专题实现了点与面的有机结合，在资料的翔实性、审美的敏锐性和内在的

科学性上也进行了极为有益的探索。同时，论著还切中了当下小小说的创作弊端，为小小说的未来繁荣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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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说一直活跃在“小说”这个大家族中，称得
上是小说家族中可爱的顽童和小精灵。仅出于篇

幅上的长短差异，人们作出了长篇、中篇、短篇、小

小说的不同分类；而从内在的角度看，这个一般以

两千字的篇幅为限的小小说，与长、中、短篇小说在

根本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它同样具有一颗完整的

内核和灵魂。小小说同样有资格享有其平等的文

学家族地位和价值，也应得到评论界和文学史界的

一视同仁的重视。但实际上，小小说还没有真正获

得相应的如长、中、短篇小说那样的被重视程度，尽

管也有学者和评论家投入其中。正是在这种意义

上，我为张春几年来在小小说研究领域的坚持和努

力而喝彩，更高度评价他所陆续推出的具有独到识

见的研究成果，———《中国小小说六十年》便是他的

系列研究论著中的一部新著。［１］

６０年来尤其是近３０多年来的小小说作品广泛
甚至是零散地发表于全国各地区的各种报刊上，除

了少部分作家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这块园地，大部分

作家也都偶有涉猎，更多的作者是业余写手；小小

说研究也基本上呈现为这种散点式分布。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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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进行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的小小说作品及

研究文献的收集和整理，进而做出纵向的梳理及其

发展轨迹的辨析，并对各个阶段上活跃在文坛上的

小小说作家及其作品做出个性化的评判和比较研

究，真正做到这种纵向考察与横向评析的结合，殊

为不易。而张春的《中国小小说六十年》较好地做

到了这一点。从纵向梳理的层面来看，本书虽是以

专题的形式如“名称论”“概貌论”“文化论”“群体

论”“作家论”“发展论”等来讨论当代小小说，但无

论是对小小说名称自１９２０年以来的发展沿革历程
的勾勒，还是对小小说创作不同作家群的形成的概

括，抑或对小小说叙事模式发展变化的细致论述和

实例分析等，都构成了对小小说发展轨迹的纵向考

察和研究，都可以说是从某一侧面对小小说史的揭

示，从而显示了作者学术研究的历史意识及其科研

活动和相应资料整理的纵深把握的能力。另一方

面，本书中的这种纵向考察并非单纯的线索式展

开，并非仅仅展开方式意义上的一种描述，而是每

每体现出其特有的深广度，因为它总是有丰厚的横

向研究作为依托的。如在“群体论”中对民族作家

群的专节讨论，既是对６０年小小说发展进程及其
作家群形成过程的纵向梳理中的一种横向把捉和

辨析，同时这种横向把捉和辨析自身，又构成了一

种纵向扫面与横向探究的一种结合。如对“民族作

家”的研究，作者便将其置于百年小小说史的进程

中加以考察，从１９２０年代作为小小说创作践行者
和奠基者之一的老舍以及尝试性创作小小说的沈

从文等开始，到建国后的彝族作家普飞、维吾尔族

作家阿·吾甫尔、布依族作家弋良俊等新生力量的

加盟，直至新时期文坛，诸如《民族文学》《西藏文

学》《回族文学》等民族文学期刊相继开辟小小说

“特辑”“专辑”类栏目，多种动力因素的影响使得

民族作家及其优秀的小小说作品蜂拥而至。同时，

作者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和评析了新时期一批民

族作家如扎西达娃（藏族）、赵大年、孙春平、安石榴

（满族）、沙叶新、袁耘（回族）、蔡测海、田岚、姚子

珩（土家族）、贺晓彤、顾先福（苗族）、义明、李肇弄

（瑶族）、佳峻、伊德尔夫、马宝山（蒙古族）、韦玮

（壮族）、昆盖·木哈江（哈萨克族）、罕莱（哈尼

族）、麦买提明·吾守尔（维吾尔族）、符玉珍（黎

族）、穆尼·塔比尔特（塔吉克族）、雷高飞（布依

族）等在小小说领域的创作成就，正是他们的共同

努力，使得近年来具有民族特色的小小说蔚为

大观。

与上述纵向、横向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特点相

应的是，本书在点、面结合上也有自己的特色。本

书为“六十年小小说面面观”，放眼于整个新中国小

小说百花园乃至自“五四”以来的百年小小说发展

史，其视野之开阔，涉及面之广，不言自明。另一方

面，本书作者在对中国当代小小说给予驾轻就熟的

宏观鸟瞰的同时，还在多个层面上精心选取某些有

代表性的个案，加以深入剖析和发掘。比如，在中

国当代６０年尤其是新时期以来３０多年的小小说
创作中，名家云集，书中也多有概括性介绍和提及，

但一本著作不可能同等用力地论及所有作家，更难

以涉及如此众多的作家们各自的多侧面特征，这就

需要作者对其重点论述对象作出筛选和选择。如

作者在“女性作家群”一节和“作家论”的专章中，

就各有对其典型之“点”的选择。首先，关于女性小

小说作家，本书主要选择了小小说语言这个基本之

点来论述。新时期以来女性小小说作家人数的迅

速增多，是可以用确切数字来表述的，并且其作品

在精神追求、思想深度和审美特质方面，也在各自

个性化的探求中形成了某些方面的共同之处，如建

构性文学谱系，以真切的生命体验探寻文化的冲突

与融合，在人文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之际而执着

地关注民生、提倡品格、张扬崇高价值，女权主义色

彩及其悲剧美等，本书作者在对其人文理想和精神

价值作出“面”上的扫面的同时，重点从“女性视阈

与语言”的“点”上，来加以深入剖析。的确，语言

对于小小说的表达来说更为重要，要用短短的几百

字上千字，推出一篇有完整结构和明确的生命内核

的小小说文本，没有出色的语言是难以想象的。作

者便是从这一角度，以具体作家作品的生动的语言

个例，证明了自己这样的观点：“小小说的语言必须

要有个性，只有在一两千字的篇幅里，创造出一种

独特语境氛围，把现实生活进行诗意化的扩张，让

不同层次的读者获得共鸣，这才能算是一篇成功的

小小说。”其次，本书在小小说作家群的整体扫描的

基础上，选取了五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虽然仅

是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群中的五个散点，但又足以

具有当代小小说的标本性意义，因而通过其“点”的

透视，庶几可整体上领略当代小小说作家的创作概

括。如莫言小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和历史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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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聂鑫森的小小说的原乡意识、题材广泛多样及

其“闲笔技法”，李永康的小小说的巧妙的诗化结

构、浓郁的娱乐趣味和哲理意蕴，彭晓玲的小小说

的故事张力和世情韵味，李性亮的小小说的现实视

角及其底层亮色的独特价值等，本书简明而精彩的

概括和论述，都意味着作者其实是为读者解剖了小

小说百花园中的五个标志性的“金麻雀”。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也是更值得称道的一点，

是其资料的翔实性与审美的敏锐性的结合。张春

自攻读硕士学位起，就一直跟踪中国当代小小说的

创作和研究的进程，也一直以内在的热情和兴趣投

入于小小说研究，因而对于当代小小说创作实绩和

相关研究文献资料，都有较为全面和翔实的收集以

及首次统计性、抽样分析性的第一手资料的整理。

如对关于小小说名称沿革的资料的整理，关于当代

民族作家、女性作家的小小说创作资料的整理，以

及对新时期以来《民族文学》等报刊发表小小说情

况的统计，对百年来小小说叙事模式发展变化的多

角度的抽样性分析和图示说明等，不仅是作者在本

书中的观点及其论证展开的坚实支撑，也是其作为

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的有充分说服力的事实见证。

比如仅从第六章第一节中的十份表格来看，作者关

于“建国前小小说：性格叙事比重较大”“‘十七年’

小小说：连贯叙事达到顶峰”“新时期小小说：全知

叙事逐渐减少”的判断，都在这些表格和图示中得

到直观而有说服力的证明；同样，由这些图表，作者

也自然得出“全知叙事比例微弱胜出且呈下降趋

势，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总体保持平衡，第三人称限

制叙事开始提升，说明作家的叙事角度日益多元，

艺术技巧日趋成熟”的结论；而其图表中所显示的

传统情节叙事在近３０年的小小说中仍比较突出的
现象，“恰恰说明在文化多元背景和阅读时间趋紧

情况下，故事性的小小说更容易获得读者喜欢，而

那些过分追求技巧的小小说则难以让人产生阅读

兴趣”，作者的这一结论也由于图表论证的优势而

显得那么水到渠成、令人信服。

资料的翔实性以及图表论证的可感性相结合，

促成了本书的内在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本书还充

分体现出作者良好的艺术感悟力和审美的敏锐性。

这种科学性与美感性的统一，非常难得。张春本来

也是小小说作家群的一员，对生活的审美的敏感在

他的小小说创作中已有所体现，而带着这种艺术悟

性和感受力去从事小小说研究，就更是一种优势

了。比如，对热情关注现实生活的少数民族作家的

评析，作者在看到他们特有的淳朴在时代转型中承

受着考验这一共性特征的同时，也于细微之处敏锐

地感受到他们各自鲜明的个性化的美学特征和标

志：阿曼吐尔·阿布德热苏鲁考量着市场经济中的

知识贬值；赵大年给人一种深切的当代性和厚重的

历史感；巴图宝音、刘国星等人的作品凝聚着对人

性宽容的感悟和对善良的呼唤，弥漫着深厚的人文

主义情怀；何晓从家乡阆中古城入手，呈现出独特

的地域风情；雷高飞善于从女性视野来观照女性群

体的生存状态，使小小说这朵奇葩散发出迷人的芬

芳。再如，作者这样概括女作家陈毓的小小说的美

学风格：“陈毓喜欢在作品语言中表达出情感铺陈

的张力，从而十分执着于女性身份的体认和其作品

对女性爱情生活的关注，使其小小说具有饱满可触

的女性肌质。这种女性肌质不仅使她的小小说弥

漫着婉约派的深情与空灵，同时也内化并凸现着构

建这一风格的叙事策略的巧妙，使之有效地避开了

坠入彻底的悲情的终极。”如果说写小小说需要一

点参悟生活的“禅机”，才能达到艺术上的“创新”

与“涅?”，那么，大概对小小说作家的参悟也需要

这般禅机的。

正如作家凌鼎年所说：长篇小说可以“一本书

主义”，而小小说如果仅仅写一篇两篇，是很难让读

者记住的。即便是一本小小说集子，也得有 ７０～
１００篇作品———要知道，１００篇就是 １００个点子、
１００个题材，读者还要求你 １００种写法、１００个主
题，何其难也。因此，作为一种对叙事方式和审美

品格都具有特殊且较高要求的文体样式，小小说应

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以及专门性的研究和理论探讨。

同时，作为已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中国当代小小

说，更值得当代文学评论界和学界同仁，也如本书

作者这样，为此作出更多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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