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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散文从古代“诗与文”传统切换到现当代四大文类时，其文体规约相对松散，涵盖的次文类有小

品文、杂文、美文、随笔、札记、论文、书评、书信、日记、序跋等。马华散文的主要发表园地是报章副

刊、专栏、文学奖，再将之辑录为散文集出版。从主流认知看，文学散文一般上用来指称文学奖所侧重的长

篇抒情散文，对技艺、意象与核心主题等有所要求。然而，散落在报章副刊与专栏的文章，篇幅较短且主题

驳杂，所以较难得到重视。作为文学编辑、读者兼作家身份，梁靖芬的散文写作在风格上倾向于回归到散文

的本真与自然风格，将日常生活的观察、思索与感悟，化作专栏文章、读书札记、随笔等文章。这类“非关

抒情”的散文是以短小、灵动，乃至零散的形式书写，并通过散文集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梁靖芬的首部

散文集《梦寐以北》以留学北京的见闻为主，其叙述姿态兼具话家常的“闲话”与“独语”，而第二部散文

集《野风波》则趋向“野路子”，从较正规的“人/情”散文，走向长短不拘、思想闪烁的自由写作状态，在

语言与形式上进行各种探索，将散文的杂趣与野性尽情发挥。 

关键词：梁靖芬、马华散文、非抒情、《梦寐以北》、《野风波》 

 

 

前 言 

现代散文从古代“诗与文”传统切换到现当代四大文类时，其文体规约相对松散，涵盖的次

文类有小品文、杂文、美文、随笔、札记、论文、书评、书信、日记、序跋等。马华散文的主要

发表园地是报章副刊、专栏、文学奖，再将之辑录为散文集出版。从主流认知看，文学散文一般

上用来指文学奖所侧重的长篇抒情散文，对技艺、意象与核心主题等有所要求。然而，散落在报

章副刊与专栏的文章，篇幅较短且主题驳杂，所以较难得到重视。所幸，近年来马华文坛的出版

情况稍有改善，散文作者开始有意识地搜集自身散落在各处的文章，并参与到作品筛选、编辑等

环节，推出自选散文集。类似的自编散文集，与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等人参与散文集的编辑、

分类与命名的情境相似，从中可读出作者自身的美学追求与文学理念。 

作为副刊编辑兼作家，梁靖芬的散文撰写在风格上倾向于回归到散文的本真与自然风格，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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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观察、思索与感悟化作专栏文章、读书札记、随笔等文体，而非参赛散文。这类“非关抒

情”的散文是以短小、灵动，乃至零散的形式书写，并通过自编散文集将它整体性地呈现在读者

眼前。梁靖芬的首部散文集《梦寐以北》以留学北京的见闻为主题，兼具闲话风与独语属性，而

第二部散文集《野风波》则涵盖身边的人、事、物，并延伸至读书札记、行旅游记等，将散文的

杂趣与野性尽情发挥。借助梁靖芬相隔十二年出版的散文集《梦寐以北》（2007）及《野风波》

（2022），可窥探散文作者的叙述姿态如何徘徊在“闲话”与“独语”状态。她后期的散文写作则

是趋向野路子，并在语体层面上形成“可读的散文”。这类“非正统”的短篇散文在写作上的探

索，对以长篇抒情散文为主流的话语属性形成某种反拨，并以杂趣和野性为自身的文学追求，力

求回归到散文的自然与本真性，在马华场域中开辟出具有辨识度的发声路径。 

 

一、非关抒情：马华散文论述的其他途径 

    钟怡雯在《论马华散文的“浪漫”传统》中，观察到七八字辈作家的散文创作与此前充满忧

患意识的“浪漫”抒情散文有所不同，不再以感时忧国、文化传承等“大”主题为轴心: 

    马华散文的“浪漫”传统可视为创作者跟现实的对话，如果华人（知识分子/作者）无法

改变现实，只有用中文“反求诸己”去抵抗/回应。心灵是外界事物的反映，也是发光体，本

文以“浪漫”取代“忧患意识”，从温瑞安以降的浪漫传统，失控的抒情、传火人的忧郁，到

反浪漫的“浪漫”，论述“浪漫”所衍生的散文美学，以及可能造成的局限和美学上的缺乏，

目的在指出马华文学评论一直存在着“大”主题迷思。不过，这个“浪漫”传统在七八字辈的

创作者身上似乎断裂了……1 

这种散文的浪漫抒情传统的断裂，题材趋向多元发展的现象，到了九字辈与更年轻的创作者身上

更明显。因此，在谈论当代马华散文时，除了处理抒情传统、中国性、虚构性等议题，也须根据

作家作品的特征属性去开辟不同的论述方向。就目前情况看，马华文学固然是小众的，但老中青

的作者依旧笔耕不辍。相对文学创作，目前马华文学的学界论述似乎追赶不上创作群体的步伐，

还有众多文学文本尚未受到关注，时间长了或许就在文学史上水过无痕地消逝，这未免太过可

惜。 

撇开抒情传统的宏观论述，现代散文是具备“个性与情怀”的文体，因此对作者与文本的联

系相对紧密，其写作也难免涉及私密性。郁达夫的自叙传体小说《沉沦》及抗战时期的南洋经历

获得学界的热烈讨论，但其散文家与评论者的身份较少被提及。郁达夫在 1935 年撰写《中国新文

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时，就现代散文的概念提出的别致观点，仍有待探究。在讨论散文分类

时，郁达夫指出散文内容往往是实写、抒情与说理合并，而散文内容最重要的并非题材，而是寻

 
1 钟怡雯：《论马华散文的“浪漫”传统》，见钟怡雯、陈大为主编：《马华散文史读本 1957-2007（第二卷）》，

台北：万卷楼，2007 年，第 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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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散文的心”，这按中国旧式说法即一篇文章的作意，而外国修辞学理将之称作主题(Subject)

或要旨（Themo）。
2
 论及现代散文的特征时，郁达夫将小说的“自叙传的彩””延伸，一一步指

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并由此讨论到散文

的体裁界定： 

    因为说到了散文中的个性（我的所谓个性，原是指 Individuality（个人性）与 Personality

（人格）的两者合一性而言），所以也想起了近来由林语堂先生等所提出的所谓个人文体

Personal Style 那一个的名词。……至于个人文体的另一面的说法，就是英国各散文大家所惯

用的那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话似的体裁“Informal or Familiar essays”的话，看来却似很容

易，像是一种不正经的偷懒的写法，其实在这容易的表面下的作者的努力与苦心，批评家又

那里能够理会？
3
 

林语堂等人提出的“个人文体”(Personal Style)及从英国散文借来的“不拘形式家常闲话似的体

裁”(Informal or Familiar essays),明确地点出了散文的本真性，乃是作者的个性渗入到作品里，所

写的文字更是离不开作者的个人经验。在《写写成序》中，梁靖芬从读者角度谈到散文的属性

时，提出类似的观点： 

    人们通常是为了亲近一个作者，才愿意去阅读他的散文。我们却完全可以略过作者的名

字，而去读一本小说。散文看的是人，是作者本人的一切。这当然也与个人阅读喜好有关。

我以为好的散文，不能只有生活的慨叹与呓语。散文常让人变得暴露，睿智无所隐藏，苍白

也无所遁形。4 

这段论述与郁达夫提到的散文“个性”相近，即散文与人的关联最紧密，文中融入作者的个人性

情乃至人格，这也是为何在匿名制度下的文学奖中，散文与作者的关联暂时被切断时，往往容易

引发伦理争议，难以纯粹从美学标准的维度下判断。 

王德威曾在《埔里的摩罗——诗力与文心》中指出，黄锦树的《尝试集》反思两项较深的理

论问题，即“一为现代叙事与抒情传统的纠结，一为小说虚构与散文纪实的区隔”5 ，而两者关关

乎黄锦树对“文”和文学的独特看法，他所论述的“散文—抒情—文心”的联动关系，不只是文

体论，而是关乎到本体论问题。黄锦树在《论尝试文——论现代文学系统中之现代散文》中，以

王安忆的序文《情感的生命》为引子去追溯现代散文的文类依据、核心乃至初心时，提到“它的

 
2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1935 年，见卢玮銮编：《不老的

缪思——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 年，第 22 页。 

3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1935 年，见卢玮銮编：《不老的

缪思——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 年，第 25-26 页。 

4 梁靖芬：《写写成序》，《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8 页。 

5  参见王德威：《埔里的摩罗——诗力与文心》，见黄锦树：《论尝试文》，台北：麦田与城邦文化出版，2016

年，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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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伦理——修辞立其诚——老中国古老的教诲”。
6
 在黄锦树看来，散文的本与与本，，是与自

传契约及文类规约紧密相连，真与诚乃是散文作者的伦理界限。相较于真实与虚构，梁靖芬在

《诚实的张望》援引了林徽因与沈从文的观点，对作品中的“诚实”提出另一种阐述： 

    而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须实际经历过自己所书写的生活，但那却必须是在理智与感

情上极能体验出的情景或人性。生活的丰富，也不在生存方式的种类多少，却在客观的观察

力和主观的感觉力同时的锐利敏捷，能多面尝试不同情景、激发复杂的情感；最后，更得有

自己特殊的看法及思想，信仰或哲学。
7
 

对梁靖芬而言，诚实是理智与情感的结合，作者在生活中对事物持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感受力，最

终形成自己特殊的看法与思想。由此，梁靖芬联想到沈从文常说：“一切作品关要有个性，关必须

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的‘独断’”
8
 。相较于浪漫与

抒情，梁靖芬的散文观念更贴近郁达夫与沈从文等人的观点，即作品要有个性，里边渗透作者的

人格与感情，也包含理性的哲思。 

余凌在《论中国现代散文的“闲谈”与“独语”》中，提出现代散文在创生时有两条语体线

索，即“闲谈”与“独语”。这两种类型的散文写作在叙事姿态、生成语境上有所不同： 

    如果说，“闲话风”文本语境是一种趋向交流，趋向还原日常语境的开放性语境，那么，

“独语”的文本语境的核心则是拉开同日常语境的距离。它是自我观照式的内敛型语境。它

的最大特征是封闭性和自我指涉性。9 

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与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一》皆谈到“闲话”的日常语境如何在英

国随笔与小品文中再现，这与上述郁达夫提到的“不拘形式家常闲话式的体裁”是相似的。至于

“独语”体散文的最初尝试，乃是鲁迅在散文诗《野草》（1927）中所呈现的“自言自语”，里头

渗透着作者个人的彷徨、苦闷和孤独的心境写照。这种带有独白的倾述调子在 1930-40 年代的年

轻散文家身上更常见，典型作品有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1936）、沈从文后期的散文集《烛

虚》（1941）及冯至的散文集《山水》（1943）等。这类写作展现的是一种较晦涩难懂的抽象世

界，通过自我观照去探索内心、人性乃至生命存在的意义。 

“闲谈”与“独语”这两种散文的生成，与潜在的预设读者有关联，前者是与外部世界对

话，而后者的写作更多的是自我对话。借助这两组概念观照梁靖芬的散文写作风格，可见《梦寐

以北》的语体风格是以“闲谈”性与的专栏文章为主，“独语”性与的私密写作为辅，而《野风

波》则跳出自我与他者、内在与外在的框架与文类规约，更随心所欲地去探索散文本与上的自由

 
6  黄锦树：《论尝试文——论现代文学系统中之现代散文》，：《论尝试文》，台北：麦田与城邦文化出版，

2016 年，第 87-88 页。 

7 梁靖芬：《诚实的张望》，《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138 页。 

8 梁靖芬：《诚实的张望》，《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138 页。 

9 余凌：《论中国现代散文的“闲话”和“独语”》，《文学评论》1992 年第 1 期，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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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野性状态。 

 

二、闲谈与独语：《梦寐以北》的杂趣语体 

梁靖芬的散文集《梦寐以北》固然是以北大读硕时期的见闻、感悟及思索为写作题材，因此

很容易被归纳到所谓的“校园生活散文”系列里谈论。陈大为在《校园散文的生产语境及其谱系

之完成（1979-1994）》中谈论到这类型的散文，从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较轻松活泼的“校园生

活散文”、到 80 年代中后期何国忠和祝家华等人较沉重、激昂的“学院派散文”，再衍生到潘碧华

的的“文化散文”，在内容题材、美学风格与文学理念上经历过不断地转型与开拓。
10
  除了在地的

校园书写，随着留台与在台的马华作者数量增长，校园与文化散文早已跳出在地书写，其边界与

范畴也不断受到冲击，拓展到更加多元化的题材与撰写风格。 

近年来，随着留华生的数量增长，开始有论者尝试勾勒 2000 年以后“留华生”撰写的旅华经

历，将梁靖芬的《梦寐以北》（2012）与潘碧华留学北大时期撰写的《在北大看中国：一个留学生

的手记》（2005）、郭莲花留学南京大学的《春天种一棵树》（2006）、邱苑妮留学南京大学的《在

流牧地》（2010）及《远方之远》（2015）并列而谈，提出留华作家经历过“在地沉浸式体验”，对

90 年代建立在纸上/文化想象中的“神州”书写形成“祛魅”与解构。11 在文中，易琼留留意到梁

靖芬在《梦寐以北》收录的《弃土》里，特意声明“我的文字中，将没有移徙他国的气势，没有

历史民族的牵扯，也没有掉魂失魂的召唤。有的只是家常”，类似怡保咖啡粉、马六甲椰糖及姑妈

将茉莉香片与咖啡混合烹煮所形成的新口味，“这些关是细细碎碎的小事，是忽忽悠悠的挂念，甚

至对生命无关痛痒。可是一点关不抽象”。12 在这段表述中，约约可看出梁靖芬的写作意图：“家

常”、“细细碎碎的小事”、“忽忽悠悠的牵挂”、“不抽象”，而她也清晰地表明，自己的散文追求并

非趋向感时忧国、传承中华文化等宏大论述，而是从生活细节中捕捉“触类旁通”的灵感闪现，

将之编织成带有淡泊且自然风味的散文，从中寻求野趣。  

关于梁靖芬散文中的“自然”风格，刑舟在 2017 年《梁靖芬从艳丽到自然》一文中，最先提

及留学北京前后，梁靖芬在文学风格乃至创作理念上皆有所转变：在撰写短篇小说《水颤》

（2000）时，梁靖芬坦诚自己的确受花踪文学奖的影响而选择“刻意讨好”评委的技巧，“选择家

国历史的大题材、开篇宏伟的气势，用艳丽、”彩的文学风格。”；但在北大所接触到的现代文学

作品，影响了梁靖芬对文学的认知，“我从他们那里感受到文学创作那种近似于呼吸的自然；‘虽

 
10 参见陈大为：《校园散文的生产语境及其谱系之完成（1979-1994）》，《马华散文史纵论 1957-2007》，台北：

万卷楼，2009 年，第 81-126 页。 

11 易琼留：《文学神州·地方重构·女性经验——马华留华女作家的旅华书写》，《华文文学》2024 年第 2 期，

第 32 页。 
12 梁靖芬：《弃土》，《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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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那种淡定”。
13
 作为同行，马华作家紫书书为梁靖芬的短篇小说集《五行 

簸》（2014）写序时，亦留意到梁靖芬去国深造期间的“沉潜”，让她对自身的写作动机与文学理

解出现变化： 

    那一届花踪得奖以后，梁靖芬辞职去国深造，直至在北大获得硕士学位，那几年里她在

马华文坛几乎销声匿迹，也未与同辈的马华写作者汲汲于文学奖项的竞逐。反正一切都与当

初人们的预测相去甚远，梁靖芬在写作的路上走得悠悠荡荡，始终没显出什么野心来。……

我认得她那种对文学创作悠悠荡荡的姿态，晓得在那近乎怠慢的态度底下其实隐着傲气。尽

管不常在文学竞赛中冲刺，她却在数量不多的小说创作中积极思忖着摆脱与突破，慢慢探索

着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好小说。
14
 

这固然是紫书书对梁靖芬短篇小说创作的观察，但这种在文学创作上的“悠悠荡荡”与“慢慢探

索”，恰是梁靖芬摆脱文学奖笼罩的光环，逐渐形成自身的文学追求与美学风格的过程。 

回到散文集《梦寐以北》的讨论，里边的文章大关是梁靖芬在北京时期所写，随着预设读者

与发表园地的不同，在写法与笔调上是有所差异的。此散文集按性与区分成三卷，即“学海家

书”、“鱼肠炖书”及“梦寐以北”，前两卷偏向“闲话风”性与的散文，而最后一卷则带有“独

语”性与，其中两篇是作者与自我内心对话，用诗性的文字去呈现抽象的哲思与思绪流动。如作

者所言，“学海家书的阅读对象原是中学生，鱼肠炖书是大众（我想象中的读者），第三章杂七杂

八，读者却多是自己”。15 从能能性与看，第一卷“学海家书”原是《洲日日报》的中学生刊物

《学海》上的专栏文章，篇幅较短小，介于 800-1000 字左右，性与上趋向于较活泼、轻巧的生活

散文。梁靖芬此前担任过《学海》副主编，这组家书性与的短篇散文与冰心将刊发在《晨报》副

镌“儿童世界”专栏上的通讯辑录为《寄小读者》的方式异曲同工，其写作意图是与年轻读者分

享自身的海外见闻，以本真及趣味性为基调，但也杂糅些许个人心绪的纷乱与异乡人的寂寞。在

这二十五篇“学海家书”中，《遇见叶锦添》《当孩子还是孩子的时候》等写的是在校园上课与聆

听讲座的侧记；《我望着十月天上十月的脸》《因为他会唱歌》《牵手》《春游以外》及《止于无法

尽说的话》等记录与导师同门相处的逸事；《八臂哪吒城》《京城苦水》《风中之城与城中之海》

《东南西北人》《嚣张哈尔滨》及《到哈尔滨滑雪》等则分享北京古城与哈尔滨的趣闻。作为异乡

人的寂寞心绪偶尔也渗透在文中，Sejahtera Malaysia 写了身为同乡的驻唱歌手在餐厅偷偷弹唱马

来歌、《求己安身》借腔调谈到异地人的位置错乱感、《沙胆胡先被捕记》记录来自在华留学生面

对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的自发静坐，而《你来晚了》则直面历史的幽暗面，感慨北大师生在文化与

革命运动中一直是积极的参与者，但这类叛逆精神与自由激情今非昔比，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在

 
13 邢舟：《梁靖芬从艳丽到自然》，《亚日周刊》2007 年第 26 期，第 70 页。 

14 紫书书：《序》，收录在梁靖芬：《五行 簸》，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14 年，第 7-8 页。 

15 梁靖芬：《写写成序》，《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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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依旧是紧忌，以至于 6 月 4 日这一天，校园网 BBS仅浮现端午节的讨论，真正的历史大事仍

处在“禁言”状态。 

《梦寐以北》的卷二“鱼肠炖书”同样是由二十五篇散文组成，原本是为《洲日日报·洲日

广场》专栏撰写的阅读笔记，每篇字数约为 2000-2500 字。在古代散文观念中，阅读札记、笔记

等原属于传统文人的日常书写，现代作家如周作人、香港的西西等人，亦有类似记录个人阅读感

悟与思索的书话文章，但这类知性散文的读者群乃是小众的文学爱好者与作家，才能读出“压在

纸背的感情”与其蕴含的学识。在《压在纸背的感情》中，梁靖芬谈及在北大上陈平原老师的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这门课时，学习到如何分析与厘清学者论著中的思路与关怀，这学术训

练解开了困扰她许久的“文人情怀与学者取向之间的冲突”： 

    第一次听到“压在纸背的感情”这话时，我想的是：“纸背”到底在什么地方？如何压在

纸背？又为什么只能是在纸背？后来逐步摸索体会，那实在是一种更内敛的感情，却足以超

越学科的情怀。那是在文章中无须大大咧咧明说的，却是一切的努力与探询的初衷。
16
 

这种“更内敛的感情”与“超越学科的情怀”中涉及的“情”，须具备更开阔的视野及人文关怀，

从个体的思索与感悟出发，但不囿于个人的性情变化与小我。作为马华作家，梁靖芬更多地是借

此思索切身的困扰：如何抒情、为何写作等。学者做学问的纸背后，往往有着自身关心的立足

点，才有上下求索的毅力与气魄，而作者在创作道路上若想走得更远、更久，也须找到类似的情

怀。论文的写作与创作有相通之处，梁靖芬在文末分享导师商金林先生评点同门论文大纲的逸

事：导师看似无关痛痒地询问学生会不会跳舞、画画、唱歌，最后当头棒喝地说道：“原来你全

会，但怎么没法从你稿子中看出这些呢？”
17
 。这话话背后蕴含深意，即写文章必须融入自身的

“个性与情怀”，而非堆砌各种论述与他人的见解。 

对于为何要写阅读笔记，梁靖芬提到她在北京读书时期，大师姐提醒她“不要放过任何阅读

时的灵光。尽管只有一闪，尽管那时刻你根本还没想清楚意义、不知道它有没有价值，通通不要

放过”18 ，因为写论文时最贵的的点点，往往来自最初的灵光。写到后来，梁靖芬将“闲话风”的

阅读笔记与“独语”性与的心情日记混合，所谓的阅读笔记，也常常是为了留住生活与生命的痕

迹，捕捉阅读过程中缥缈的思绪与偶然闪现的灵光与体悟。郑诗傧在专栏文章《梁靖芬的鱼肠炖

书》中，谈到这卷阅读笔记是“好读”的： 

    我觉得梁靖芬在马华作家里，是兼具学人之思与文人之思的。除去小说、散文的文学经

营以外，她有一类文章，即是这两种情致的融合。好像武侠世界，一会儿说作品里的世界，

一会儿说道作者生活，一会儿回到自身场景与好作品勾起的各种联想，招式不断变化，却指

 
16 梁靖芬：《压在纸背的感情》，《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117 页。 

17 梁靖芬：《压在纸背的感情》，《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121 页。 

18 梁靖芬：《随手抓蚊子》，《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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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核心，精彩、好读，会教读者喜欢上她的喜欢。我想这就是最好的读书笔记，最好的说书

人。
19
 

同样的，陈湘琳在书评《水流风过——读梁靖芬〈梦寐以北〉》中，也对梁靖芬的阅读笔记颇感兴

趣，从“鱼肠炖书”看出梁靖芬“没有停止的在学术中寻找创作的激情，她所读的书，听的课似

乎也颇能印证这个想法”
20
  其中，作为硕论研究对象的沈从文在文字间展现的“人情”、悲天悯人

的气魄与情怀，对梁靖芬的影响估计是最深的。沈从文 1936 年撰写《给志在写作者》，里边提醒

文学爱好者想走得更远，那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兴趣层面，而是要“对文学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

宗教情绪。同时就是对文学有所希望（你说是荒谬想象也成）。”
21
 他提出文学具备将人心连接与 

通的力量，能依赖文学去诠释与启发人性，作家唯有对此怀有单纯信仰，才能完成“伟大”的写

作。梁靖芬认为此文乃“沈从文的诗情所在。从那里上下求索，将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沈从文

作品中的文学观与审美意识的贵库”。22 在《不成，，不成，，天已暮》》中，梁靖芬也谈到自己

读多了沈从文谈河谈水的故事，想起他说的“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再结合沈从文的心

志散文《水云》与《烛虚》，就更理解沈从文如何借助水去把握与呈现情感流动，在“心若有所

悟，若有所契，无滓渣，少凝滞”23的写作状态中达到宁静致远的效果。 

《梦寐以北》前两卷“学海家书”与“鱼肠炖书”是专栏文章的辑录，其叙述姿态倾向于

“闲谈”；卷三“梦寐以北”的文风略杂，其中《梦寐以北》及《文字所无法救赎的》这两篇与沈

从文《烛虚》相近，是风格独特的“独语”散文，近乎胡言梦呓。《梦寐以北》此文另附小序： 

     我的梦总是充满细节。它们有的始终清晰如昨，有的会在一段时间后慢慢羽化。我并不

迷信于梦的解析，却不知为何经常梦醒亦患得患失。于是想到笔，想以文字刻印一些什么，也

许有天遇到了什么事时忆起，能给点启示。在这样的一本小书中，这些记录对外人或许无趣无

用，但对自己，却是有用的。它们比读后感或生活慨叹似的小文章更真实。我很珍惜它们。它

们记录了三年中一些小小的思想出轨。24 

就此，陈湘琳敏锐地指出卷三“梦寐以北”是通过“人称代词与叙述对象的转变”，塑造出约匿式

的“你”，一而让整体的书写成为“我”对“你”的呓语。25 这种难以归类的文章属于“小小的思

想出轨”，也是“文章中一行的一些试验”，梁靖芬在《防蠢人的编写原则》中坦言，曾主修化学

 
19 郑 诗 傧 ：《 梁 靖 芬 的 鱼 肠 炖 书 》，《 中 国 报 》，2024 年 6 月 26 日 ，

https://www.chinapress.com.my/20240626/%E9%83%91%E8%AF%97%E5%82%A7%EF%BC%9A%E6%A2%81%E9%9D%96%

E8%8A%AC%E7%9A%84%E9%B1%BC%E8%82%A0%E7%82%96%E4%B9%A6/ ，2025 年 3 月 1 日。 

20 陈湘琳：《水流风过——读梁靖芬〈梦寐以北〉》，《蕉风》2008 年第 499 期，第 75 页。 

21 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沈从文全集（第 17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412 页。 

22 梁靖芬：《在草地上听史铁生》，《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97 页。 
23 梁靖芬：《不成，，不成，，天已暮》》，《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158 页。 
24 梁靖芬：《梦寐以北》，《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194 页。 
25 陈湘琳：《水流风过——读梁靖芬〈梦寐以北〉》，《蕉风》2008 年第 499 期，第 79 页。 

https://www.chinapress.com.my/20240626/%E9%83%91%E8%AF%97%E5%82%A7%EF%BC%9A%E6%A2%81%E9%9D%96%E8%8A%AC%E7%9A%84%E9%B1%BC%E8%82%A0%E7%82%96%E4%B9%A6/
https://www.chinapress.com.my/20240626/%E9%83%91%E8%AF%97%E5%82%A7%EF%BC%9A%E6%A2%81%E9%9D%96%E8%8A%AC%E7%9A%84%E9%B1%BC%E8%82%A0%E7%82%96%E4%B9%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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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她“骨子里保有以前老爱乱拌化学液体的好奇”
26
 。另外，梁靖芬借用《经经》叙事手法的术

语，去思索写作与阅读的层次问题。“防蠢人的编写原则”原指“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以在深浅不同

的层次上来理解《经经》”27 ，里边有故事、人物与事件的盾、、明明的意象与比、、各种叙述故

事的方式、音律和节奏等，所有人关能从中看出一些东西。运用在创作上，梁靖芬表示若能选择

读者，她会选择行文的自由；若不行的情况下，则按此原则，在既有的行文规约中偷偷加入自己

的一些看法，这是自我训练的一种方式。 

 

三、“流动/待续”：《野风波》中的野性探索 

时隔十五年，梁靖芬按自己的节奏缓慢前行，将近十几年来写的文章辑录成《野风波》

（2022），即她的第二本自编散文集。此书的自序《野的想像》开篇提到散文的生命力在“野”，

这也是她心目中理想的散文模样。关于“编”与创作的关联，梁靖芬在《读范俊奇——写人》中

写道： 

    俊奇也曾是同行，除了写，还有编，有时我觉得他在“编”这部分的直觉与功力要居首

功（看看他每篇文章的题目）。编是什么呢？编就是选择。程度低的人编故事，他不是这类，

他提炼。提炼前得先有底，还得区分哪些是自己原料，哪些是外来的佐料。28 

其实，这段叙述借用在梁靖芬身上也颇为贴切。除了读者与作者，梁靖芬担任过《学海》周刊编

辑，出国深造归来先后担任《亚日眼》月刊副主编、《洲日日报》副刊编辑。若按散文性与看，

《野风波》收录的文章形式与写作旨趣更驳杂，比起《梦寐以北》更难归类，“它们有的刊在报章

上、杂志里，有的仅仅记在笔记本、发布在部落格或脸书上”29 ，创作时间也跨十十多年。此书 

有五辑，梁靖芬凭借自身的直觉与编辑能力，靠着“野”的各种面向去串联全书：其中，辑一

“求诸野”（人）、辑三“野是，潮水之不可逆”（读、写、戏）与辑四“野路子”（行），分别对应

人/情散文、阅读笔记及行旅速记。较特别的是，辑二“放野的节奏”（鼓）乃是主题集中的系列

文章，记录学鼓期间遇到的印裔老师及自身对节奏的体悟；辑五“野百合也有”（缀）则是由越写

越放的短篇随笔，有点类似于将各类花彩的小布块缝合、连缀成一张百纳被。此散文集以《新冠

疫情手记》收尾，写作时间止于 2022 年 4月 13 日。 

     写“人/情”，是散文的基本能，梁靖芬编排《野风波》辑一时，顺序是从熟悉的家乡（《家

乡们》）开始，逐渐触及散文中最热门的亲情写作，如：《漏网》用风趣的笔调写老姨妈学上网；

《巴赫金与母亲》谈到母女之间 享的阅读经历；《父亲与背诵》则记录身为史地老师的父亲，让

 
26 梁靖芬：《防蠢人的编写原则》，《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222 页。 

27 梁靖芬：《防蠢人的编写原则》，《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223 页。 
28 梁靖芬：《读范俊奇——写人》，《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194 页。 

29 梁靖芬：《自序·野的想像》，《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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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耳濡目染地接触国家与地理知识。后边一路排下来，则是朋友与路人登场，如：《做人要靠

腰》《听阿铁说厕纸花》《阿封送小说》记录下与朋友间相处的逸事；《马票嫂与写字婆》《在泰国

遇见缅甸的 Navy》《藏》写生活中偶遇的路人。另外，梁靖芬在《亚日眼》月刊与《洲日日报》

副刊任职期间，自然而然采访与结识到更多的文人或前辈，如：《杨泽与相遇》写诗人杨泽将“抒

情”与“瞬间”交融；《直视》与《微风起于苹末》分别纪念前辈李永平老师与白垚先生。在《文

学编辑的心事》中，梁靖芬提到 90 年代末与 2000 年代初，她踏入职场时恰好是文学奖创作热兴

起之际，因此文学活动与外国作家讲座纷至沓来，“我就那样遇见了很多书里走出来的人”
30
 。如

同沈从文在自传写到的《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梁靖芬在职场上的际遇让她积累下更

多的“读人”阅历，接触到形形彩彩的大小人物，捕捉下他们瞬间的神态或精辟的语录。印象较

深的是，梁靖芬在《大知道》中记录下友人不满两岁的小孩牙牙学语，咬字不清地吐出“葛鸽、

马麻、大知道（不知道）”，结尾提到自己“总是不敢动不动就挪出‘生命’或‘时间’之类的字

眼来点睛。只愿日常里能时时这样浮一白；大小不拘。”
31
在生活细微的地方，处处皆是文学。 

    从《梦寐以北》“鱼肠炖书”系列到《野风波》辑三的“野是，潮水之不可逆”，梁靖芬在阅

读笔记中多次提起读者、作者与编辑的盾、身份，让她对文学有了更多样的理解。其中，她反复

思索“重复的意义”，并以此回应生活散文经常出现题材老旧、感情经验雷同、老生常谈等的问

题。梁靖芬在《读麦卡林——重复的意义》中，对此一一步阐述： 

    “我并不孤单”，让我想起工作上每日阅读的许多文章，以前总嫌它们题材重复，毫无新

意，尤其书写亲情与死亡、消逝，现在想来，大家也不过求个“共鸣”或“雷同”而已。只

要知道世上有人有共同经历，便不感到孤单。而“不孤单”，已是人世最大的安慰与解药。这

大概就是重复的意义。32 

在《文学编辑的心事》里，她对黄锦树提到的“无风格的散文”33 保持较观观与容容的态度，认为

“感情经验的重复，修辞譬、的复制，那不是写作题材的仿袭或继承，而是，自 同的经验。”34 

《洲日日报》活力副刊对于不同类型的写作按能能性区分：“文艺春秋”栏目的征稿要求是“文学

创作”，即刊登具有文学性、创新与突破的文艺作品，而“洲云”栏目所收的稿件性与定位为短篇

的“生活小品”及其他无法归类的文章。前者对美学标准要求较明，后者则看重其发掘生活意义

的能能。在《文学允许我们做的事》中，梁靖芬再度提到“我当然还保有自己的判断，但也想通

 
30 梁靖芬：《文学编辑的心事》，《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103 页。 
31 梁靖芬：《大知道》，《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332 页。 
32 梁靖芬：《读麦卡林——重复的意义》，《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150 页。 
33  黄锦树在《马华文学里的橡胶树——我们的情感记忆，我们的“窠臼”》一文中，用“无风格的散文”来

形容近乎素人的写作者，并坦言“素人写作最难谈的，因为几乎所有理论、所有学院学来的文本分析技术关

用不上。”，见黄锦树：《现实与诗意：马华文学的欲望》，台北：麦田出版，2022 年，第 354-355 页。 

34 梁靖芬：《文学编辑的心事》，《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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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学的意义并不仅在于你能写出多好的作品，而是在于你能持续用你的方式去记录你，这是

在试图抗御时间甩来的遗忘”
35
  对于笔耕不辍的写手，作为编辑的梁靖芬生发出一种“写手与写

手之间的体恤与尊重”，赋予“重复”美学之外的写作意义，其中饱含理解之同情。 

最后，就文章的语体实验，梁靖芬在 2004 年写下《可读的小说与可看的小说》时，自称“我

无法系统地诠释我那‘可读’的小说之概念。它在初时只是模糊又非常个人的一种体验。和友人

一来一往谈过几回，我则有点胆怯起来，因为没法用自己的作品来说明那尝试。”36 其实，胡当当

初发起的文学革命运动，也就是在与友人往来讨论、争辩中，让不太成熟的想法逐渐成型。梁靖

芬在上孔庆东老师的“老舍研究”课时，聆听到老师感性地形容:“你读到某种小说，会在心里形

成想像的声音，那是作者有意营造的，是另一种的文学能能，你感觉，老舍就坐在你面前”
37
 ，这

印证了梁靖芬的概念是可行的。梁靖芬所谓“可读的小说”，是指作者有意引导读者去“读出”他

的作品，下笔时须考虑语气、停顿、换气的转折点、用词、押韵等，最终形成一种“节奏”。在

《求己安身》中，她提到当时身处北方，反而对标准悦耳的北京腔失去兴趣，有时留学生会刻意

用加入各种方言、叹词的“巴刹/混杂”口语对话，人在异地反而愈发感受到“位置”的分量。38

在《弃土》中，她捕捉到定居北京的姑妈接听儿时玩伴电话时，用粤语喊出“你呢个衰女包啊”39

的瞬间，那熟悉的热带口音让人格外动容。某种程度上，这映照出在地性语言一入书面语的重要

性。中国现代散文具备“闲谈”语境，问题是用所谓的北方腔调/规范中文作为书写语言，最终写

出来的马华文学作品只能具备“可看”，而不是“可读”的理想状态，始终会有一层“隔阂”。 

在梁靖芬后续的阅读与写作中，“可读”的想法逐渐具象化，《野风波》即是在作品中融入

“声音”，并反复探究其可行性的散文集。在《读黄碧云（一）声音》中，梁靖芬提到香港作家的

方言书写是在做实验，通篇粤语的《烈佬传》带给她奇异的阅读体验，即“我看那些话，脑里自

动响的是粤语，黄碧云的习惯大概也那样。”40 辑二“放野的节奏”既是写鼓，也谈写字。在 Born 

to be wild? 中，梁靖芬把声音和“节奏”联系，以此类推： 

    你不觉得鼓乐和中文的声韵很像吗？都是一粒一粒的。嗯，该怎样形容那种相近的节奏

感呢？有时我们写字，也在排列着声音。我常想，用中文写文章时如果意识到声音的存在

（而不仅仅是内容），那文章就会比较“好读”吧，你可能会因为声音而选用哪个词哪个字。

有的文章只能“看”，有的文章还可以“读”，声音响在头脑里。41 

 
35 梁靖芬：《文学允许我们做的事》，《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224-225 页。 
36 梁靖芬：《可读的小说与可看的小说》，《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127 页。 

37 梁靖芬：《可读的小说与可看的小说》，《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128 页。 
38 梁靖芬：《求己安身》，《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75 页。 
39 梁靖芬：《弃土》，《梦寐以北》，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7 年，第 239 页。 
40 梁靖芬：《读黄碧云（一）——声音》，《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175 页。 
41 梁靖芬：Born to be Wild? ，《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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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黄碧云（二）——美美地打嗝》，梁靖芬留意到黄碧云也借用舞蹈语言，传神地形容“节奏

感是呼吸位”
42
 ，而作品中的节奏感是靠式式长短与标点号的的位置形成。在《笔记本·音律》，

梁靖芬说沈从文也很注重文字音律，并认为“散文更有‘可读’的味道，散文甚至比现代诗更有

‘读感’”
43
。 

    除了节奏感，“可读的散文”背后也牵涉到腔调与词汇变化等系列问题。周作人在《〈燕知

草〉跋》（1929）谈到文章的涩味与简单味时，提出要注意文词的变化，并留下流传甚广的论述，

即“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当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

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44
  当这语体试验的地方置换到马华

场域时，在地的语言混杂程度如此之复杂，更考验作者如何将它们“当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

关于此问题，黄锦树在 1996 年《华文/中文：“失语的南方”与语言再造》论述过，大马华语仍有

待作者们一行技术化/书面化： 

    失语的南方因为在书写上一直是中原的边陲，所以才需要创造语言，所有的写作也必将

是语言创造意义上的写作。同时也因为是在现代化情境，在以各种外语为参照的情况下，外

文的语法、句式也都成为参考的对象，以创造新的语言可能，以在新的社会性的基础上开展

出新的语言的文化性……
45
 

散文既然是与日常经验最贴近的文体，那么它的语体自然而然会受到在地语言的渗透。有时候，

同样的意思选择用不同的文词，会呈现出决然不同的阅读体验。例如，“闲谈”是正规的中文表

达，但替换成在地的日常交流语境，或许“吹水”这来，于粤语俗语的词汇，更能让在地华人感

受到语言的生猛力量。将这种充满野性、原始的南方俗语，融入到书面语里，将有助于拓展中文

与华文的表现力，并留存下在地的社会与历史痕迹，丰富语言的文化性。实际上，相较于中国大

陆与港台地区的泾渭分明，马来西亚华语的文词一直处在浮动状态，华语的词汇规范性不曾达到

 识。梁靖芬在《笔记本·选字的自由》注意到香港有些词汇逐渐消失，由此联想到本土情况： 

    当那些土地在争执谁比较正确，该用“视频”还是“短片”，该用“数字”还是“数码”

时，我想到的是我们原有的自由——四不像，却又谁都能像的自由。为什么我们不能理直气

壮一点，好好珍惜我们谁都不用是，却也谁都能是的自由呢？这样才能回到文字的根本，选

择最贴切的字。这种自由，谁有我们大呢？”46 

 
42 梁靖芬：《读黄碧云（二）——美美地打嗝》，《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176 页。 
43 梁靖芬：《笔记本·音律》，《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237 页。 
44 周作人：《〈燕知草〉跋》，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本彩》，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644

页。 

45 黄锦树：《华文/中文：“失语的南方”与语言再造》，《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麦田出版，2012年，第

44 页。 

46 梁靖芬：《笔记本·选字的自由》，《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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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散文作家的书写经验若是触及“此时此地”，不妨用自身熟悉的说话节奏与腔调，将耳边听闻

的方言俗语乃至混杂的马来语、英语等词汇融入书面语，让流动的声音维度一入到文本写作。长

此以往，“可读的散文/小说”或可让马华文学的辨识度更明，而各地读者的阅读体验也会有所不

同。 

 

结 语 

在现代文学的四分法下，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但散文的文体边界与概念模糊，概

括其下的次文类也最复杂。散文的世界本就容泛，黄锦树在《序：力的散文，美的散文》也提过

“抒情散文不过是散文之一端，在那之外，还有容阔的领地”。
47
 目前来看，散文在当代语境中受

到社会制度、美学观念与文体能能等维度制约，抒情散文的书写成了大宗，其他类型的散文写作

似乎登不了“文学殿堂”，往往被既有论述忽视，被遮蔽在文学史之外。关于文类形构，张丽华提

出不妨换个方式去理解“文类”及其话语属性： 

    如果我们不将“文类”简单地理解为“文学”类目之下抽象的文本分类，而是视为一种

“文学交流的现实”，亦即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对于作者与读者都有规约作用的某种话

语属性，那么，文类在各自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被形构的“历史”，便可以通过考察这一话语

属性如何被制度化而得到具体而微的呈现。48 

借此反观马华当代散文的创作与论述，90 年代后期至今的文学奖、报刊副刊的发表园地及散文选

集读本的出版等制度，关会塑造出某种话语属性，一而影响作者与读者对散文的理解与接纳。 

梁靖芬《梦寐以北》收录的专栏文章面向特定读者，在篇幅、选材与叙事口吻上带有较多的

“闲话”性与，但她自身对于所谓的文类规约，始终保持清醒的态度，尽量不让自己陷入单一的

写作模式。在《野风波》里，梁靖芬反省前期写过的专栏文章，自认“以前曾写过去探林徽因的

墓。但那文章充其量只能说是流畅，不能说是好，甚至没有真正的感情。即使可以写得云淡风轻

想要取巧，自己仍然心里有数”。49 在《笔记本·懂与被懂》，她甚至提到“常说写专栏伤力力极

大，就大在这种极力为 通服务的框架下。因为你只不过在反复使用可以被懂得的写作模式”。50

明嘉谦将《野风波》视为以“野”紧密连接的概念散文集，并提出里边的“野”统摄了梁靖芬不

同阶段、不同旨趣的写作，引导读者感受集子中的内在轨迹和理路，而自序《野的想像》“似有文

 
47  黄锦树：《序：力的散文，美的散文》，见黄锦树、明嘉谦编：《散文类：新时代“力与美”最佳散文课读

本》，台北：麦田出版，2015 年，第 14 页。 

48 张丽华：《前言》，《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第 4 页。 

49 梁靖芬：《清明》，《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378 页。 
50 梁靖芬：《笔记本·懂与被懂》，《野风波》，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22 年，第 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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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味道”。
51
  如同鲁迅在《呐喊·自序》打造的“铁屋子”譬、，梁靖芬在《自序·野的想像》所

勾勒的“野路子”也颇有意味： 

    野路子是什么呢，野路子起初总是带着自嘲的——你总得先知道什么叫作“正”，才能划

出另一边的“反”不是？我是笑自己太在朝，太循规蹈矩，是以常常提醒自己不用太周到，

偏移点正轨没关系。做人是，写字亦如是。”
52
 

由此看，“野路子”是，自于梁靖芬对正统叙述的不满足，一而调当自身的写作策略与叙述姿态。

在单篇散文《梦寐以北》前序中，梁靖芬提过“思想上的小小脱轨”，但浅尝辄止。经过十多年的

思索与实践，梁靖芬的《野风波》文风不断地转变，其散文有意识地破格、打破各种形式、抛去

写作上的能利性与，选择用诚实的写作态度来回应“散文的心”。换言之，她撇开外在的表演性

与，努力让散文回归到个人性的写作状态，即真诚地记录生活与生命的种种感受与想法。 

野径的前行是持续未完的，而走在“歧路”上的作者须具备探险与好奇之心，并承担得起迷

路的风险，随时调整方向。鲁迅 1921 年在短篇小说《故乡》结尾处留下颇为诗意的描绘：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

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
53
 

这段话或可供马华作者、读者乃至评论者借鉴，在看似无望的生存语境中寻找到自身的方向与位

置，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时，仍对文学保有信仰。面对散文写作，梁靖芬在《游花园》提起诗人方

路说过“散文要有一些不确定，存有一些思想空间，避免引申为议论”54 ，而她希望自己能永远保

持对“不确定”的容容与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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