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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名家·南帆

工夫在诗外
南  帆

我曾经多次言及随笔写作带来的快乐——

超过了论文写作。供职于专业研究机构，论文

写作属于日常事务。我屡屡不务正业，抛开论

文逛到随笔的领地。我时常盘算着一件事情，

哪一天厌倦了理论的高头讲章，退出江湖，随

笔大约是一个寄托心情的所在。长短不拘，随

物赋形，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短笛无腔信口

吹”，所思所感的自由表述不仅是为文之乐，也

是为人之乐。

那一天早晨突然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

什么快乐？写作难道不是心力交瘁的煎熬吗？

的确如此。为什么内心充满喜悦地自讨苦吃？

精神分析学曾经抛出一个有趣的解答——那些

作家之所以奋笔疾书，恰恰因为一个巨大的精

神冲动。某种内心能量急不可耐地破门而出，疲

惫、苦恼、强权的威胁，身体遭受摧残甚至命悬

一线都无法扼杀写作的渴求。司马迁的《报任

安书》解释“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等事例

时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

往事，思来者。”①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观念，“郁

结”的内在原因往往与严重缺失的经验密切相

关。无论是父母庇荫的缺席还是强烈欲望的受

挫，缺失作为精神创伤沉淀于无意识深部，不时

渴求各种象征性的补偿，譬如孜孜矻矻的写作。

作品构筑的另一个世界曲折地补偿缺失制造的

遗憾；作家之所以下笔千言，毋宁说是用语言追

逐、捕获、占有、填补那个缺失。概括地说，写作

的快乐，即抚平缺失与挫折造就的精神落差。当

然，所谓的缺失从未真正平复，而是周而复始，

络绎不绝；因此，对于作家来说，写作的精神动

力一辈子不可能枯竭。现在，我终于将自己安置

在这种理论故事之中充当主人公，分析执笔为

文的快乐。

论文写作的意义是证明或者反驳各种命

题。众多命题或者来自学术范式的分配、学术逻

辑的延伸，或者由社会历史以及文学的发展状

况提出来。之所以交付论文予以阐述，因为这些

命题并非社会公认的常识。许多时候，论文的使

命包含扩充常识、说服常识乃至纠正常识。当人

们认为这些命题可能抵达科学或者学术的前沿

地带乃至填补空白的时候，社会文化的“理想

高度”无形中成为有待于充实的“缺失”。因此，

论文写作积极回应各种思想挑战，论证、思辨、

逻辑性阐述以及披荆斩棘获得的结论伴随强烈

的成就感。一个形象的比拟是，论文写作提供的

快乐如同对弈。

论文写作之余，之所以转身与随笔握手言

①  徐薇译注：《古文观止》，第 111 页，武汉：崇文书局，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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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很大程度上因为剩余的思想边角料。这些

边角料无法纳入规范的论文形式，不得不另谋

出路。尺短寸长，许多边角料恰好填补论文无

法覆盖的思想缝隙。无论言志还是载道，论文

阐述的各种命题具有普遍意义，论证的结论必

须抵达公众共同认可的思想高地；相对地说，随

笔表述的思想与智慧显示出强烈的个性，个人

的独特发现甚至比公众的认可程度更为重要。

论文的内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主题，或者

构成某个学科的组成部分；随笔往往穿透大概

念、大事件而抵近日常生活乃至身体，流露出

浓厚的烟火气息，譬如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七

情六欲、飞短流长。论文不得不诉诸实验室数

据、数学计算，引经据典或者有严密的逻辑推

论，这种语言是由结论的公共性决定；随笔没有

必要衣冠楚楚、正襟危坐，而是嬉笑怒骂、不拘

一格，可以幽默、揶揄，可以讥讽、调侃，散淡逍

遥，何必拘泥？

通常认为，论文是学术的存身之地。然而，

所谓的学术，并不是隐藏于深奥词句背后的某

种秘技，而是事实的发掘、整理、描述，义理的疏

通、阐发、论证。除了堂而皇之的标准论文，是不

是还存在众多的另类表述？一则寓言或许缺乏

大前提、小前提、推理与结论的完整程序，但是，

象征或者联想的话语结构具有一目了然之效。

相对于形而上的思辨，随笔倾向于经验主义，并

且尊重常识；相对于重重叠叠的概念考证与引

文注释，随笔倾向于一针见血、涉笔成趣，相信

世间的某些真理可以在打趣之中泄露出来。始

于事实，明乎义理，随笔时常显示出大跨度的内

在跳跃：吃红烧肉，读圣贤书，听小道消息，写大

块文章，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世事洞明，人情练

达，说的是若干传闻轶事，演绎的是严肃的为人

处世。我的心目中，“随笔”这个称谓隐含松弛

解放之感，坦然率直而不是刻意矫饰，宁可乱头

粗服，不可搔首弄姿；随笔接近品茗闲聊，而不

是舞台上花枝招展的表演。

什么是“剩余的思想边角料”？这种表述

至少证明某种视域或者选择机制的存在，二者

决定各种事物的轻重缓急以及中心与边缘的位

置。然而，视域或者选择机制的重大转换可能深

刻调整意识屏幕结构，重新分配世界的显现秩

序。笛子无非一种常见的乐器，烟斗不过是无足

轻重的日常用具；然而，当一支笛子成为恋人的

信物时，当一个烟斗是祖父遗留的纪念时，衡量

与评判的尺度迥然不同。众生平等，万物齐一，

每一种事物的重要程度源于人为地赋予，所谓

的“边角料”可能在另一个时刻出其不意地成

为众目睽睽的轴心。作为规范严密的文体，论文

必须将各种事物纳入严谨的因果链条，层层叠

叠铺设抵达结论的台阶；论文的视域时常由逻

辑架构掌控，设计环环相扣的理论轨道。相对地

说，随笔的思想线路短促清晰，同时形成网状的

发散状态。因此，充当网结的各种事物往往显现

出更多的独立性质，事物周边环绕、编织的微型

感想如同一圈光晕，摆脱了论文思辨的强大吸

附力，随笔的思想始终与日常生活声息相通。

聚焦于日常生活的时候，另一个不可回避

的追问是——为什么钟情于随笔而没有拐向小

说？无论是烟火气息还是微型感想，日常生活

同样是小说的基本材料。然而，作为重组世界的

一种话语方式，大多数小说力图构造连续性经

验。这种连续性经验按照人物命运的中轴线渐

次展开，从而形成起伏曲折的情节。相形之下，

随笔不屑于将零散的经验连缀成一个整体。这

并非因为随笔的篇幅限制，而是因为一种深刻

的怀疑：当世界被串成一个彼此衔接的链条时，

每一个片段隐含的多种可能是否遭到线性整体

的无形压抑？随笔试图将这些片段截取出来，

单独地观察、解剖可能释放压缩的种种内涵，从

而显现世界的另一种面目。小说的文学声望首

屈一指，但是，随笔的意义之一恰恰是阻断连续

性经验——避免小说的巨大声望封闭另一些认

知世界的形式。

虚构与否同时显示出小说与随笔的分歧。

对于成熟的小说而言，“虚构”并非纪实之余无

奈的叙事补充，而是意味深长的精神扩充。按照

精神分析学观念，为什么“虚构”以及“虚构”

什么绝不是心血来潮的消遣，而是再造生活之

中匮乏的内容。如同一种“白日梦”，“虚构”不

仅表明情节的虚拟性质，而且，这些情节同时寄

存了人们的渴望、向往乃至信念和理想。许多时

候，小说写作犹如再度创世，以想象的形式为自

己提供诗意的栖居之所。但是，“虚构”显然倾



2025 年第 1 期    东吴学术 007

心于传奇性。对于多数人来说，日常的平庸几乎

是无法抛开的枷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们

不得不身陷无数琐碎的事务，重复枯燥乏味的

日子。无论是古代的笔记小说还是说书话本，传

奇性是人们挣脱日常生活的出口。现代小说经

历了脱胎换骨的形式转换，传奇性仍然充当显

赫的叙事传统。作为一种文学特权，“虚构”不

制造传奇还制造什么？纵横江湖，快意恩仇；倾

城美人，终成眷属；吉人天相，挥金如土；才高

八斗，万众瞩目……这些八辈子遇不到的好事，

小说之中一应俱全。然而，随笔并未遭受传奇性

的绑架。看穿跌宕起伏制造的情节幻影，气定神

闲，不为所动，种种炫人耳目的良辰美景不是终

将返回通常的人情世故吗？随笔宁可闲坐于树

荫之中，等待那些撤出传奇的疲惫读者。油腻的

盛宴之后，一杯苦茶才能清心明目。在我看来，

随笔恰恰因为洞悉平淡包含的趣味而不屑于虚

构。谁说只有传奇性才能打发无聊的日子？置

身于日常生活，随笔找得到足以与传奇性相互

抗衡的内容——没有必要虚构那些旷世的阴

谋、动人心魄的爱情或者与外星人大战三百回

合，日常生活带动的种种奇思妙想绝不亚于传

奇性制造的悬念。

日常生活是辽阔的沃土。然而，随笔并非慵

懒的闲逛，而是一种耕耘——期待思想的种子

破土而出。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曾经

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在我看来，散文（蒙

田）是后现代的”①。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主义的

愤世嫉俗显现出不合作的抗拒姿态；不合作意

味着超越，也意味着“深度”——突破日常生

活表象的形而上之思或者拒绝世俗的另类立

场。后现代开始放弃各种“深度”而将历史展示

为一张平面。滑行于历史的表层而不再相信世

界背后还存在什么，后现代显示出一种无所作

为的轻松与游戏精神。蒙田的散文随笔轻盈地

掠过日常生活的众多小题目，随心所欲地发表

各种睿智的感想。他不是聚精会神地搜索什么，

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构建某种宏伟的思想大

厦，而是东鳞西爪，零散破碎，三言两语，点到为

止。后现代不再沿袭现代主义的倨傲，从而与日

常生活达成和解。但是，外部世界与主体之间的

落差可能完全消失吗？在我看来，二者的张力

始终存在，只不过显现为另一些形态。事实上，

亲密无间地融入日常生活将丧失任何写作动

机。因此，尽管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深

度”不再构成一个异于日常生活的整体，但是，

他所聚焦的一个又一个小题目仍然刺破了日常

生活的光滑表象。

鲁迅或许是人们熟悉的另一个例子。鲁迅

杂文随笔涉及的范围超出了蒙田，他也不屑于

将众多的感想装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许多时

候，“整体”或者“体系”如同形而上学或者历

史总体论带来的一种执念，仿佛一个完整的精

神宫殿可以抵御历史洪流的侵蚀。浩渺的宇宙

之间，哪一种“整体”或者“体系”不是碎片？

事实上，碎片并非缺乏“深度”。鲁迅对于杂文

随笔的自我期许是“匕首”“投枪”，两种锋利

的武器深深地穿透了日常生活。一些教授曾经

费心论证，鲁迅的庞杂作品背后存在一个“隐

蔽”的体系。对于多数人来说，鲁迅介入日常生

活的程度肯定比是否完成体系更为重要。

我当然还要提到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大约三十年前，我偶尔读到巴特的《艾菲尔铁

塔》与《神话集》，立即惊为天人。与鲁迅的激愤

不同，巴特对日常生活的分析深邃而精妙。巴特

喜好短句、短的段落，两三页纸的短文很多，文

辞机敏而坚硬。巴特同时也是一位极为出色的

文学批评家与符号学家，曾经在结构主义与后

结构主义领域充当骁勇的先锋，但是，雄厚的理

论基础并未磨钝他的感觉。巴特仿佛信手抓住

日常生活的各种片段，破译凝结其中的各种意

识形态密码。这是他的一个尖锐发现：许多貌似

“自然”的现象乃是某种文化合成物。这些文化

合成物的拆解可以暴露与敞开许多人工设计的

内在机制，促使人们追问这种设计是否合理。因

此，拆解即是对盲从的抵制与批判。巴特的观点

对“文化研究”的学术潮流产生了重大启示，以

至于他被奉为“文化研究”的鼻祖之一。巴特的

《神话集》可以视为这种观点的精彩实践。处理

日常生活的众多素材，巴特的犀利分析并未脱

①  参见[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

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第 141 页，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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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大众的接受范围——《神话集》的那一批短

文是巴特写给报纸的专栏文章。

所谓的日常生活，并非一个天经地义的构

造。一砖一瓦，一饮一啄，晨钟暮鼓，车水马龙，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总之，一切理所当然。人们似乎可以目不斜视地

穿过红尘滚滚的俗世，遥望天际的宏伟目标，一

步一个脚印地接近理想的境地。然而，这个大叙

事并非从天而降的固定理念，而是各种小叙事

精心组织起来的。从饮食装束、一颦一笑到待人

接物、世情冷暖，从父严母慈、男欢女爱到吃苦

耐劳、从善如流，无数规范渗透现实的每一个细

节，使之成为无可置疑的“自然”。这种“自然”

由众多文化意象组成：从林林总总的器物到语

言现象、规章制度。这些文化意象通常存在表象

与内涵两个层面，如同一个符号的能指与所指。

一座宫殿不仅是居住之所，同时还象征威严与

宏伟；一束梅花不仅是普通的植物，同时还表示

孤傲与高洁。解码这些文化意象的内涵，亦即解

码各种文化叙事的内在构造，很大程度上，这即

是我的第一本随笔集《文明七巧板》的写作初

衷。《文明七巧板》收集了一批日常生活触目可

见的文化意象并给予分析，譬如面容、镜子、家

具、证件、化妆、服装，或者姓名、谣言、誓言、争

吵、名声、电视，如此等等。我在“后记”之中分

析了“分析”的意义：

我的分析游戏导源于凝视。凝视是一

种简单的活动。可以端坐于居室内部的一

把椅子上，也可以伫立于闹市街头，专心

致志地注视某一个对象，这就是凝视。凝

视在于用眼光切割对象，使之剥离日常的

实用关系网络，进入特定的分析试管。这

时，对象深部所寓含的曲折涵义就会慢慢

地浮现出来——这种状况令人联想到印相

纸沉浸于显影液之中所发生的奇妙变化。

人们经常轻易地接受环绕于周围的

一切。舆论和大众传播媒介正前所未有地

主宰人们的精神。接受是一种被动的姿

态，接受意味着不加反抗地成为环境的一

部分。分析以暂时退出环境来恢复人的主

动。分析必须同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抗

拒对象的动人的迷惑，从而在拆解对象的

同时重新上升为对象的主人。分析是精神

的反征服。①

必须承认，日常生活内部涌动着强大的惰

性。作为一种轻巧的文体，随笔可能不知不觉地

遭受惰性的裹挟，无声地沉入世俗之渊。游山玩

水，瞻仰古迹，缅怀故人，诉说乡愁，大量随笔自

得其乐地穿行于这些话题，循规蹈矩地抒情议

论，絮絮叨叨，陈陈相因。然而，我的心目中，随

笔的写作如同横渡日常生活的洪流：只有仰起

头浮出水面，才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分析”

始终是一种严肃的思想姿态，而不是纵容作家

信笔随波逐流。

我对于随笔的写作大致保持“三有”。第

一，有想法。切忌有闻辄录，不分轻重，至少必须

显示出不同凡俗的想法，若干异于他人的感觉。

第二，有趣味。不久之前发表一篇考察“趣”作

为一个美学范畴的论文。“趣”不同于情，区别

于理，而是分布于二者之间的广阔地带。诗歌的

情感如同燃烧的烈焰，论文的理论坚硬严谨，随

笔倾向于“情趣”或者“理趣”。第三，有情怀。

无论是阐述义理抑或陈述事实，随笔必须显现

出襟怀气度，小处入手而展示大视野。当然，所

谓的情怀远远超出了写作的范畴，正如古人所

言，“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②。

①  南帆：《文明七巧板》，第 285 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

社，1994。

②  陆游：《示子遹》，张春媚编著：《放翁诗话》，第 3 页，武

汉：崇文书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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