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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三十年的文学文体发展，展望未来的文学前景，我以为应该这样来对待文体:一方面，我们当然需要

文体的革命和解放，但另一方面，此刻我们更需要文体的建设和守成。 

三十年的文学文体发展，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题目，因为再没有哪一样文学要素，像这三十年的文体发

展，那样让人振奋，也让人惊奇。假如我们设定这三十年的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的话，文体就是检阅文学

成就的最显眼的标识。这三十年间，当代文学的文体经历了一次大解放、大突破、大改组，呈现出前所未

有的文体实验和文体革新的热情和冲动，也带来文学全新的变化。 

文体是指文学作品的体裁，它包括语言表达方式和意义的组织形态，涉及到作品的语言、结构、叙述方

式、叙述视角等。 

讨论三十年的文体发展，必须放在一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看清它的意义。五四新文学

革命的成果就是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文学的文体界限，从大的板块说，就是现代小说、现代诗歌和散文。

当然每一个大的板块还可以从文体的角度细分。在半个多世纪里，这一现代汉语文学的文体逐渐成型稳

固。但正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人们不安于在统一的文体里生存了，纷纷摇晃文体的稳固基座。到上世

纪九十年代以后，一个文体革命的高潮来到。 

早在新时期文学初期，王蒙就提出疑问:“我们为什么不喜欢小说中有散文、小说中有诗呢？”八十年代

中期的新潮小说浪潮唤醒了作家们摆脱文体束缚的冲动。到了九十年代，作家普遍有了一种自觉的文体意

识，以谈文体为荣。文体意识的强化也与西方文体学在这一时期成为理论批评界的显学大有关系。 

九十年代以后，作家频繁地进行着文体实验，新文体的作品不断涌现。有批评家还为这场文体实验具体归

纳出拟骚体小说、双体小说、反思对话体小说等七个新品种。口号最响亮的是《大家》等期刊喊出的“跨

文体写作”。今天，我们随处可见作家在文体上下的功夫，或者调整思维，或者改变视角，或者追求新的

叙述方式，或者重组文学结构。文体成为作家们的必修功课。 

必须看到，文体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也是一个意义表达的问题，而且在有时候首先是一个意义表达的

问题，作家们需要寻找到新的载体来表达自己新的经验。三十年来文体的活跃显然是与这三十年来文学观

念的活跃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文体成为作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当代社会急速的变革，观念的更新，全球

化带来的多元文化的对话，这使得作家们看待世界和人生有了新的视角，新的理念，新的想象，而这一切

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文体来承载。文体的解放不过是作家思想解放的落脚点。因此，三十年来的文体发展充

分展现了作家精神的自由和丰富，也大大拓宽了文学的意义表达空间。 

但革命性的文体发展也带来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一是文体的超前性。文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种

文体从孕育到成型成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现代汉语的文学文体，从诞生起到现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严

文体革新带来文学新变化 
贺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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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说来，还没有完全成熟。因此，眼下的文体革命、文体解放显得过于超前，它的后果不单纯是牺牲了小

说的故事性、情节性或人物形象，牺牲了散文的真实性，牺牲了纪实文学的纪实性，牺牲了诗歌的韵律，

等等，更重要的是，巴赫金曾说过，体裁是创造性记忆的代表，体裁才能保证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

性，轻率地破坏现代汉语的文学文体，也许会抹去我们珍贵的文学记忆，会让文学精神的历史链条产生断

裂。 

二是文体的焦躁症。文体意识的弥漫，造成了作家们的文体焦躁症，仿佛不在文体上玩点花样就落后了，

于是唯文体而文体，抽掉了文体的内涵，纯粹成了形式的炫耀。文体焦躁症的后果是明显的，一些作家分

明还没有真正掌握成型的现代汉语文体，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小说思维或诗歌思维，却大举进行文体破坏的

行动，到头来，留下的只是一堆思想和语言的碎片。 

总结三十年的文学文体发展，展望未来的文学前景，我以为应该这样来对待文体:一方面，我们当然需要

文体的革命和解放，但另一方面，此刻我们更需要文体的建设和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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