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章 

新中国十七年的散文



• 第一节 杨朔、 秦牧等人的散文

• 第二节 魏巍等人的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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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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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杨朔、秦牧等人的散文



一、 杨朔

•     杨朔可能是最为当代中国人熟
知的散文家之一， 他的散文 《荔
枝蜜》、 《雪浪花》、 《茶花赋
》等被选 在中学语文教科书里，
得到相当普遍的阅读。由于 作家
长期创作小说和通讯的艺术惯性，
在他的散文 创作中，除了刻意追
求鲜明的 “诗化”特征外，也 不
可避免地流露出 “小说化”和 “
通讯化”的艺术 痕迹。虽然杨朔 
“诗＋小说＋通讯”的散文模式并 
不完全迎合纯粹的艺术散文抒情性
的审美标准，但 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独特的政治文艺背景下能够做到 
重视散文的审美规范，却是需要敢
于探索的艺术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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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小传：：

杨朔：“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

        杨朔（1913—1968），原名杨毓，字莹叔，山东蓬莱人，曾长期深入部
队、矿山、农村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多行业多角度地体验和积累
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作家亲自奔赴朝鲜战场感受火热
的战争场面和志愿军战士英勇的斗争精神，写作了曾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初
期小说创作重要收获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和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斗生活的散文通讯报告集《潼关之夜》《铁骑兵》《鸭绿江南北》《万古
青春》等。杨朔一生创作成就突出，散文最为突出。在艺术散文的创作上，
《香山红叶》是杨朔由通讯特写走向抒情散文的标志，作家大力倡导“以
诗为文”的创作主张，自称“自有诗心如火烈”（《雨夜遣怀》），在其散文
创作中也不断融入诗的意境，《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都是“
诗意散文”的代表。杨朔的散文充满革命激情，结构严谨，语言精练含蓄，
极富诗意，为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公认的第一流散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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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朔的散文创作未能摆脱十七年散文那种高度 统一的颂歌式表现模式，但他

同时也注重散文自身的艺术表现规律，有很明确的自 我创作理念和艺术主张，通
过个人散文创作实践总结出经验，逐渐建立了独特的艺 术风格和创作特色。 

•            第一，散文的主题设置上，杨朔开创了一种 “自我置换”的散文模式，这

是作家 的小说、通讯创作经验沉淀的突出体现。不同于传统散文对 “自我”内
在心灵、性情 的抒写，“普通劳动者”成为散文的主角，实现了由主体向客体、
由自我向他者、由个 体向整体的主题置换。作为一名时代的歌者，杨朔努力追寻
着时代的足音，努力以他 的文字歌唱伟大时代，多视角地表现新中国成立十七年
中社会主义建设与斗争的火热 生活。杨朔的散文创作通常采用一方面选取各种 

“有意义的生活断片”表现时代的激 流和新社会的新风貌，另一方面又真实可信
地勾画出旧时代苦难生活的情景，在鲜明 的对比中向读者展示历史车轮的前进方
向，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          第二，在意境美感上提出 “诗化散文”的艺术主张。开阔的审美视野要求

作家对 于散文自身的艺术表现规律、创作技法和美感体现倾注更多的关注和

思考。１９５９年他 的 “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的美学论断明确地提出了 

“诗化散文”或者说 “诗体散 文”的艺术主张。杨朔说：“我在写每篇文章

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常常在寻求 诗的意境”；“我向来爱诗，特

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 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

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练，也 不容忽视。我

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 意境

”。杨朔所讲求的 “诗意”，体现在古典诗词文化元素的大量介入，谋篇布

局讲究 寓情于景、借物咏怀，营造诗一般蕴藉含蓄的审美境界。见微知著的

艺术构思作为古 典美学的重要创作原则，在杨朔的散文中运用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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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园林风格”的行文模式。
杨朔散文的 “诗情画意”还体
现在其张弛适度 的局势设置上，
杨朔热衷于调动文字营造疏密有
序、峰回路转的艺术效果，恰恰
与 建筑上曲径通幽、流连婉转
的苏州园林颇为相似。杨朔散文
熟练地运用 “转弯艺 术”，开
篇不着痕迹设置悬念；在层层递
进、逻辑井然间突然引出隐藏幕
后的叙述对 象，点明主题；结
尾点题并提炼升华文章的主题精
神。作家极其关注开头和结尾的 

艺术效果，开头有如鲜花含露，
令人一见钟情；结尾有如品尝香
茗，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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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教育是一个汉语词汇，拼音是jiào yù。狭义上指专门组织的学校教育；广义上指

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者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根据学
校条件和职称，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心智发展进行教化培育，
以现有的经验、学识推敲于人，为其解释各种现象、问题或行为，以提高实践
能力，其根本是以人的一种相对成熟或理性的思维来认知对待，让事物得以接
近其最根本的存在，人在其中，慢慢地对一种事物由感官触摸而到以认知理解
的状态，并形成一种相对完善或理性的自我意识思维。但同时，人有着自我意
识上的思维，又有着其自我的感官维度，所以，任何教育性的意识思维都未必
能够绝对正确，而应该感性式的理解其思维的方向，只要他不偏差事物的内在；
教育又是一种思维的传授，而人因为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又有着另样的思维走
势，所以，教育当以最客观、最公正的意识思维教化于人，如此，人的思维才
不至于过于偏差，并因思维的丰富而逐渐成熟、理性，并由此，走向最理性的
自我和拥有最正确的思维认知，这就是教育的根本所在。
教育也是一种教书育人的过程，可将一种最客观的理解教予他人，而后在自己
的生活经验中得以自己所认为的价值观。教育，是一种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实
践活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BE%8B/99051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4%B8%9A/20639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BA/136806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9%E8%82%B2/29448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9%AA%8C/43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A8%E6%95%B2/4731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8%B1%A1/28086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4%B8%BA/333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A5%E8%BF%91/13562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A5%E8%BF%91/13562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4%9F%E5%AE%98/110504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9D%E7%BB%B4/4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87%E7%A8%8B/838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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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 牧

•          秦牧 （１９１９—１９９３），原名林觉夫，广东澄

海人，生于香港，童年和 少年时代在新加坡侨居。１３岁
回国后先后在澄海、汕头、香港等地就学。 １９３２年回
国后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抗日战争时期，辗转于广州、桂
林、 重庆等地，担任演员、战地工作队员、教师、编辑等
多种职务。１９３８年 开始在广州报刊上发表作品。１９
４５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过民盟中 央机关刊物 

《再生》的编委。抗战时期从事杂文创作，１９４７年开
明书店 出版的 《秦牧杂文》收入作家１９４３年至１９
４４年的杂文作品，这是他的第一本集子。新中国成立后
的十七年时期，他的创作成果丰厚，有散文 集 《星下集
》、《贝壳集》、 《花城》、 《潮汐和船》等，文艺散
论集 《艺海 拾贝》，童话故事集 《巨手》，长篇小说 

《愤怒的海》，中篇小说 《黄金海 岸》等；新时期秦牧
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和文艺散论，最能体现作家散 文成就
的作品集是１９７８年７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长河
浪花集》。 

•          秦牧的散文风格独树一帜，经久耐读，被誉为 “散文

一绝”。此外，在小 说、童话、戏剧、诗歌、文艺理论等
方面他都有著作问世，故又被喻为 “一棵繁花树”。



            秦牧根据多年的散文创作探索出了
适合自己的独特风格： 首先，知识性、
思想性与趣味性相结合是秦牧散文的基
本特色。秦牧最初是以杂 文家身份步
入文坛的，所以在其散文创作中始终执
着于散文的知识性。秦牧的散文无 法
贴切地划分为知识小品文还是抒情散文，
更多的是二者兼而有之。作家在创作时
往 往从自己的知识储备中提炼出与主
题相关的知识材料，天马行空地津津乐
道着鲜为人 知的掌故趣谈、逸闻传说，
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乡俗风物，以此
阐释主题思想，达 到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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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秦牧的散文 “形散”而 “神聚”，也就是体现了通常所说的 

“形散而神不 散”的散文基本特征。虽然秦牧在其一篇题为 《散文领域
——海阔天空》的学术论文 中大力倡导 “大散文”的理论观点，强调当
代散文的一种突破性，竭力做到旁征博引， 然而繁多的材料却能处处紧扣 

“中心”，杂而不乱，真正做到寓控制于放纵之中，正如 翱翔天际的风筝
始终牵引在放者的手中，这根线从看似庞杂的材料中寻到相通之处进 而将
其牵引在一起。 《社稷坛抒情》在艺术表现上虽然大开大阖、思接千古，
如五色土的历史缘由、屈 原等千百年来思想者的不断探求……看似天马行
空、纷繁芜杂，但多条思索的纹路统 一于一条抒情主线周围。始终以社稷
坛、五色土为线索贯穿全篇，松弛得宜，聚放自 如，形成大气磅礴、汪洋
恣肆的散文风格。在叙事过程中夹叙夹议，运笔轻重浓淡、 参差有别，在
大起大落的变化中整合结构以实现形神的统一。作者把美丽的幻想与深 刻
的分析结合起来，情理交融，使想象的境界臻于深邃悠远，发人深省，启
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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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秦牧的散文语言流利酣畅、凝练生动，妙语连珠，流露出浓厚的

情趣性和平民化色彩，营造出亲切的氛围。研究者将秦牧散文特有的声情并

茂的语言气势归纳为“林中散步”和“灯下谈心”的行文作风。《社稷坛抒

情》在语言表达上自然率直、富有情趣，作者如同与读者一起徜徉散步在中

山公园，一起登上社稷坛，无拘无束地尽情倾吐自我的内心感受，语言虽朴

素却不乏文采。全文在平易亲切的絮谈之中，时有妙语、警句和精彩的比喻

点缀其间，增强了语言的艺术感染力。

•         秦牧提出的题材与表现形式多样化，散文知识化、艺术化等创作主张，在

理论和创作上给当代散文界带来一股清新活泼的气息，充实了当代散文创作

理论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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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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