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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华微型小说的出现或许可以追溯到 1960 年 6 月第 92 期的《蕉风》，编

者有意识地把每一篇的篇幅缩短，使读者随时随地都可得到阅读的机会。然而

一直到 1988 年马华文坛才出现第一本微型小说集。截至 2017 年为止，马华大

约 24 位作家出版过微型小说集，数量超过 50 本，这足以说明马华作家对这文

体的推动与重视。本论文将以马华微型小说代表作家陈政欣、朵拉、曾沛、方

路、黎紫书和张草的微型小说集为主，探讨马华微型小说的主题与风格。陈政

欣的第一本微型小说集《陈政欣的微型》收集了 70年代至80年代的微型小说，

所以本文将研究年份定为 1970 年至 2017 年，以更全面的视角探讨马华微型。

本文把马华微型小说的主题分成三大类，包括社会政治、情感和惊悚死亡及科

幻主题。这三大类主题又可细分为社会、政治、爱情、亲情、惊悚死亡及科幻。

本文也从本土性和世界性的角度探讨微型主题，再分析其中的优点与不足之处。

除此，马华微型小说的风格也是论文的讨论重点，本文从形式、叙事和语言三

个角度，探讨马华微型小说中风格的特殊性。其实，马华的微型小说依然在寻

找一个定位，虽然是流行的文体，但却没有被纳入文学史内，研究者也寥寥无

几。于此，本文呼吁研究者在这文体中投入更多精力，并期望有一天这文体可

以与其它文体并列在马华文学史中。 

 

关键词：微型小说、马华、主题、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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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曾经阅读过著名的美国微型小说《麦琪的礼物》，第一次的接触并没发现

它是属于微型小说这个文体。一直到了大一的马华文学课，在机缘巧合之下，

阅读了马华作家朵拉的《掌上情爱》并写了书评，才无意间发现微型小说原来

是属于小说的分支之一，为这篇论文埋下了伏笔。同时，微型小说的名称也非

常多，如小小说、闪小说、一分钟小说、超短篇、袖珍小说等等，这也代表了

它是非常新奇的文体，便多加留意。 

 微型小说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 1981 年中国上海的《小说界》。（王润华、

黄孟文，1996：112）类似微型小说的形式，许多学者认为文学史上早就有了，

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汉魏的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汉代的笔记小说甚至后

来的《世说新语》等都是微型小说的鼻祖，但笔者认为这些和微型小说不可混

为一谈。古代中国小说多数是神话、传说，而微型小说是我们生活平凡的一瞬

间，作者利用那一瞬间写成一篇故事，引起读者的共鸣。 

 全世界微型小说的发展非常快速，基于生活步伐越来越快，几乎全世界从

九十年代都出现了微型小说热潮。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新加坡等都把微型小说

列入教材，如阿·托尔斯泰认为：“小小说是训练作家最好的学校。”（凌焕

新，2000：4）此外，世界的微型小说篇幅可少至三字，多至两到三千字，如英

国《每日镜报》的三字小说微型小说比赛，获第一名的是“God is dying”。

同时，世界微型小说著作也非常多，包括凌鼎年《小小说杂谈》、凌焕新《微

型小说面面观》、渡边晴夫《超短篇小说序论》等等是许多学者对微型小说的

推广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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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世界微型小说的发展，马华的微型发展得比较慢，就如拿邻近国家

新加坡来比较，新马微型小说的起步应该大致相同，而六十年代才与我们分家

的新华微型小说却得到高关注。或许是因为繁忙的生活及一段时间中断华文教

育所导致，微型的文体让新加坡人民更容易接受，新华早于 2004 年已经出版了

由黄孟文主编，赖世和著的《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历史》的微型小说专论及

2007 年已出版了《黄孟文的微型小说世界》等等。 

 马华微型的出现也许可以追溯到 1960 年 6 月的《蕉风》，在第 92 期<编者

的话>，在目标“改革”时的第三条提及：“我们尽量把每一篇的篇幅缩短，使

读者随时随地都可得到阅读的机会。”那时开始便出现篇幅较短的文章。（许

通元，102：2015）于 1968 年，南洋商报开了个专栏，征稿一千五百字左右的

小说。1989年，南大举办微型小说比赛，两千字为限，到 2017年已经十四届，

变为上限一千五百字。1999 年，南洋商报的文艺版征稿七百五十到一千字的小

说，2002 年，南洋商报的文艺版编辑张永修先生也发起以 300 字为限的极限篇

的征稿，并在《南洋文艺》发表，而雅波之后把刊登在《南洋文艺》的微型小

说修订成书。 

 2002 年以后，一些单位在南大校友会之后也试图通过文学奖推广微型小说

创作。于 2002 年开始举办的马新星云文学奖中设有微型小说征文，把佛教与文

学相融合，推广微型小说。马来西亚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征文赛于 2012 年开始由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槟州分会主办，目前已举办六届，出版两本得奖合集。

2014 年，星洲日报于《星云版》刊登微型小说及微评论，以配合第十届华文微

型小说研讨会。《三人夜话》原是星洲日报《活力副刊》的专栏，以每篇大约

一百的字数去叙述一篇恐怖故事。他们找来了网络上有名的微型作家邓世达、



3 

郭敬之和吴达坤，以 3 人“PK”的方式展开，受到读者热烈的回响，还于 2017

年拍成恐怖短片及出版成书。星洲日报的《城人小说》也征稿微型小说，字数

一千三至一千五百字，同样受到许多读者回响。 

 微型小说在马华文学已有至少五十年的历史，于 90 年代这文体更是处于兴

盛时期，简单微小的微型受到作者和读者的喜爱，微型小说集层出不穷，但在

文学史上却被忽略，马华文学史至今都没给予它一个定位，只有几句简单的阐

述，而微型的文学评论也很匮乏，从事这文体研究的研究者非常少，但这文体

被忽略又是基于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微型小说的“微”，让人觉得它写不出感

动的文章？也许他们觉得长篇小说才有足够的空间与容量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故

事？于此，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微型小说在马来西亚的定位，便决定不以作家论

而以整个时代背景讨论马华微型小说之发展，主要集中于探讨微型的主题与风

格的发展变化。 

  

第二节 研究范围 

 截至 2017年，马华文坛已出版了四本微型小说选集，陈政欣主编的《马来

西亚微型 100》（1998）、《马来西亚微型 15 家》（2014），曾沛《马来西亚

当代微型小说选》（2010）及钦鸿及闻彬主编的《回家—马来西亚微型小说选》

（2014）。个人微型小说集更是丰富，目前出版过微型小说集的作家不只有微

型小说代表人物陈政欣、朵拉和曾沛，还包括孟沙、雅波、邡眉、柏一、洪秀

琴、方路、黎紫书、萧丽芬、年红、张草、沈如康、天使、小雨、相思夫人、

煜 煜 、 碧 澄 、 胡 琼 球 、 许 通 元 、 梁 靖 芬 、 谢 嫣 薇 和 匆 匆 。 

 陈政欣是最早出版微型小说集的马华作家，他的微型小说集包括《陈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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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型》（1988）和 2016 年出版的《做脸》。朵拉是马华文坛中微型小说的主

要推手，她目前出版或主编过十七本微型小说集1，从九十年代出版的《行人道

上的镜子》（1993）到主编《世界华人微小说选集》（2016），经营这文体超

过 20 年。年红于 1992 年出版《少女图》，曾沛也从 2002 年起出版了四本微型

小说集2，还有一本以电子书的方式出版。孟沙于 1994年发行微型小说集《未婚

妻》，雅波也加入微型小说行列，于 1996 年发行微型小说集《禅之微型》和

《床》，并整理了南洋文艺刊登的极限篇3。邡眉出版过微型小说专集《女作家

系列》（1998）和《曾经错过》（1999），柏一于 1999 年发行《红疯子》，洪

秀琴也在同年出版前半部为微型小说的《新歌+精选》，而以新诗及散文为主的

方路也出版了《挽歌》（2006）及奈米小说《我是佛》（2017）。马华著名作

家黎紫书也从 1999年出版了五本微型小说集4，萧丽芬的《月亮从来不说谎》也

于 2001年出版，沙巴作家张草则出版了四本微型小说集5，沈如康、天使、小雨

与相思夫人合著鬼故事微型小说《鬼影幢幢》，煜煜于 2006 年出版自己的微型

小说集《下一步棋》，碧澄于 2007年出版了《翻版》，胡琼球 2008年出版《奇

情集》，再出版《走边关：奇情小说系列 2》（2012）。2011 年，许通元在台

                                                           
1朵拉的微型小说集包括《行人道上的镜子》（1993）、《野花草评》（1995）、《桃花》

（1995）、《半空中的手》（1996）、《误会宝蓝色》（1998）、《魅力香水》（1999）、与

小黑合编的《走出沙漠》（1999）、《脱色爱情》（2001）、《掌上情爱》（2005）、《朵拉

长短调》（2008）、《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2008）、《巴黎春天的早餐》（2012）、《自

由的红鞋》（2010）、《早上的花》（2013）、《爱一个人，可以不必让他知道》（2013）、

《那日有雾》（2014）及主编《世界华人微小说选集》（2016）。 
2
曾沛的微型小说集包括《勿让爱太沉重》（2002）、以电子书形式出版的《缘来是你》

（2008）、《拍案叫绝》（2012）及《原创》（2013）。 
3
雅波整理于南洋文艺刊登的极限篇包括《2002 年极限篇》（2003）、《2003 年极限篇》

（2003）、《2004 年极限篇》（2005）及《2005-2011 极限篇》（2012）。 
4
黎紫书的微型小说集是 1999 年的《微型黎紫书》、2006 年的《无巧不成书》、2009 年的《简

写》、2010 年的《女王回到城堡》及 2017 年的《余生：黎紫书微型小说自选集》。 
5
张草的微型小说集有《很饿》（2004）、《很痛》（2005）、《大结局》（2013）还有《很怕》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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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出版《埋葬山蛭》，梁靖芬出版《郎岛唱本》，谢嫣薇出版爱情微型小说

《谁说我寂寞》，匆匆也于 2012年出版了《寻碑》。除此，于 1994年 12月 27

至 29 日，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举办，而于

2002 年 8 月 3 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在马尼拉正式成立。由此可见，微

型小说在文学界有一定的价值与长处。 

 笔者原想以作家论来观察马华微型小说的动向，便尝试寻找微型小说的源

头，却发现马华文学史如方修的《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都没有提及微型小

说。于 2001 年，由当时马华作家协会主席云里风为总编辑的《马华文学大系》

分为十册，包括短篇小说（一）及（二）和中长篇小说，但却没出现微型小说，

而只把五篇微型放入《马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二）1981-1996》中。马华最早

出现的微型小说比赛是南大校友会于 1989年举办的，到目前（2017年）已举办

了十四届，得奖合集（十二册）也可在马华作家协会官网免费下载，证明其受

到作家与读者的大力支持。此外，还有如上述提及许多作家曾出版微型小说集，

证明有它自己的市场与价值。这已说明从八十年代末微型小说已得到重视，到

今日更是得到各方的支持，但可惜并未得到编书者的青睐。 

 微型小说的定义较注重在字数上，陈政欣觉得一千八百字左右或至两千字

左右的短篇称为微型小说。（陈政欣，2014：9）从南大校友会的第一届微型小

说比赛所设定的上限二千字到一千五百字，马来西亚全国华文创作比赛的上限

一千五百字，还有于 2002 年《南洋文艺》以三百字为限的极限篇，之后再增至

八百至一千字。星洲日报曾征一百字左右的恐怖微型小说。微型小说的字数是

无下限的，但无下限的微型小说可少至六字甚至三个字，这是否会发展成另外

一种小说支流很难说。雅波非常提倡极限篇，他曾经提到极限篇应该和微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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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区分，属于另一种文体，但实际上连微型小说的定位都不够清晰，又如何谈

极限篇？因此，在此论文里，本人会都把篇幅三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的篇幅归类

成微型小说。黄孟文于《微型小说微型论》中的观点是微型小说既是衔接短篇

小说的，只要规定一个适当又有涵盖性的字数就够了，各种不同的字数或名称

反而会变得更复杂，令人无所适从，这是笔者比较认可的。 

本文的研究时间设定为 1970年到 2017年大约五十年间的微型小说集之主题

与风格。本论文将探讨自七十年代以来，马华部分作家便开始创作微型小说，

然后一直到九十年代微型的高潮，再到二十一世纪的微型小说多元发展。本文

将以陈政欣6、朵拉7、曾沛8、方路9、黎紫书10和张草11出版的微型小说集为观察，

如有自选集则以选集为主。 

 

 

                                                           
6陈政欣，1948年生于槟城大山脚。在新加坡义安工艺学院机械工程毕业，后从商多年，现专心

创作。曾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主席、马来西亚作协北

马联委会主席等。除了出版微型小说《陈政欣的微型》和主编两本马华微型选集，《做脸》一

书还包括里面包括了他创作、译介、研究论述。 
7
朵拉，原名林月丝，1954 年生于槟城，是一位作家和画家。曾任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大马

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州分会副主席、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等。一共出版了 16 本微型小说，

并主编了《世界华人微小说选集》。 
8
曾沛，原名曾玉英，1946 年生于吉隆玻，曾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署理总会长、世界华文微

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等。2005 年获最高元首封赐 PJN 拿督勋衔。一共出版了四本微型小说，其

中一本更以电子版的形式出版，并主编《马来西亚当代微型小说选》。 
9
方路，原名李成友，1964 年生于槟城大山腳，台湾屏東技术学院毕业，现任星洲日报高级记者。

方路出版了两本微型小说集，《挽歌》以及《我是佛》。其中《我是佛》被方路自称为纳米小

说，他于 2013 年首创纳米小说专页，并在佳礼资讯网连载。 
10
黎紫书，原名林宝玲，1971 年生于怡保。在霹雳女子中学毕业后从事星洲日报记者 12 年，后

专心创作。她多次获得花踪文学奖，是该奖创办以来获奖最多次的作家。从 1999 年起，已出版

过五本微型小说。 
11
张草，原名张容嵻，1972 年生沙巴亚庇，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牙医学系。目前在沙巴当牙医

和参加合唱。张草目前出版了四本微型小说，都以惊悚为主题，包括《很饿》、《很痛》、

《大结局》和《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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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方法 

 首先，笔者会从纵向及横向研究方面着手，以全面探讨马华微型小说这个

文体。纵向方面，笔者将把目光放在微型小说的时间跨度，就是从 1970 年微型

小说在马华文坛的兴起一直到 2017 年微型小说逐渐变成成熟的文体，而以此观

察微型小说的流变及发展包括命名、篇幅及马华微型小说特点。 

 横向方面，笔者会更具体的及细微地观察微型小说的主题思想与风格的变

化。笔者会透过文本细读，把马华作家出版过的微型小说集的内容仔细分析，

再加以探讨及比较每个时期马华微型小说的主题和风格的变化。同时，了解撰

写微型小说作家的背景是必须的，笔者会从叶啸主编的《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

及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官网寻获更多作家的资料，这样才可以了解作家的思

路与专长，再探讨他们微型小说中的情节与意境。此外，笔者也会参考论文中

学者研究的方法，如参考许通元<厘清马华微型小说选的纹路： 兼论如何选/读

选集>，理清马华微型小说的源头，参考<马华微型小说“微”探>，掌握马华微

型小说之特点，观察前人研究的长处与不足。 

 另外，网上资料也是研究微型小说时无法忽略的，我们可以从马华文学电

子图书馆及马华文学书库寻获许多微型小说文本及可信资料，虽然可获资料及

文本不够全面，但准确的资料让笔者节省了不少考证的时间。 

 

第四节 前人研究 

 研究马华微型的书籍并不多，陈政欣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于 2016年，他

出版了《做脸》，里面包括了他创作、译介、研究论述的微型小说。此外，中

国学者袁勇麟于 2017 年发行了研究朵拉的书籍《朵拉研究资料》，由福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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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籍内容包括朵拉的创造之谈（包括微型小说）和专访，是

研究马华微型小说推手朵拉微型小说的重要书籍。 

 至于论文方面，笔者将根据学者的论文研究范围分类，再以年份排列相似

范围的研究。研究马华作家个人微型小说的论文可以从九十年代讲起，朱立立

发表的论文<论朵拉的微型小说>（1997），刊登于《华侨大学学报》，主要探

讨朵拉微型小说的思想意蕴和美学特征。除此，翁奕波发表于《华文文学》的<

微尘中见大千——论马华作家年红的微型小说>（1999），主要探讨年红微型中

主题选择及结构上的安排。 

 到了二十一世纪，更多的学者投入研究马华作家的个人微型小说。邱苑妮

发表的<死亡的深情凝眸，存在的斲伤与眷念——论马华作家方路微型小说《挽

歌》的死亡意识>（2007）是透过方路微型小说集对死亡的书写与象征意象的引

用，剖析、论证藏于作家死亡意识背后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朵拉于学术界的名

气颇高，许多学者独爱研究她的微型小说。袁勇麟是研究朵拉的专家，在出版

《朵拉研究资料》之前，于 2010 年发表了<朵拉研究二题>，收入于《吉林师范

大学学报》中，论述朵拉微型的写作手法与主题，并以文本为例突出朵拉微型

小说之特色。易立君的<论朵拉微型小说的哲理意蕴>（2010）发表于《云梦学

刊》，论文概括朵拉微型小说中的两性关系和其带出的思考和哲理意蕴。林艳

艳的<谈朵拉微型小说的艺术美感>（2010），主要讲述了朵拉微型小说的“悲

剧情思之美”、“意外情节之美”和“诗情画意之美”。曹惠民的<“微”之四

维——朵拉微型小说读后感>也探讨了微型小说如何以“微”为中心，发挥出

“微”的长处。曾丽琴<花的修行——论朵拉的微型小说>（2015），刊登于

《华文文学》，论述朵拉微型小说鲜明的艺术风格及把故事写得不平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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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倩于《名作欣赏》发表<女性视角下的“她”与世界——评朵拉的微型小说

集《自由的红鞋》>，主要探讨朵拉的微型小说集《自由的红鞋》的两性关系，

从家庭伦理与两性情爱关系探索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价值与尊严的缺失。黎紫书

是马华文坛的名人，胡星灿的<边界超越与世界游走——以黎紫书微型小说的

“世界意识”为考察中心>就是以她的微型为主，考察她创作中的“世界意识”，

并阐释该意识的体现与内涵，分析她如何通过“内容延展”和“话语更新”以

实现超越内容、话语边界的实践，并指出该实践能有效突破马华的“地方性迷

思”，促成马华与世界文学的顺利连接。 

 全面探讨马华微型小说而不只是以作家论也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郭剑卿<

马华微型小说“微”探>（2014）发表于《山西大同大学学报》，主要论述微型

小说无论从形制或内涵方面，处处体现其“微”特点，而马华微型小说近年来

也呈现出三个特点：其美学特征在于“微摄”与“微雕”；其美学品格属于

“微讽”与“微笑”；其美学内涵则堪比“南洋镜”与“万花筒”。马华学者

许通元的<厘清马华微型小说选的纹路： 兼论如何选/读选集>，刊登于 2005年

8 月《南方大学学报》，这篇论文概括了马华及各国微型的名称，集合微型小

说个人选集及合集的分析与见解。<论马华新生代微型小说的三项书写技艺>是

李树枝老师于 2016 年发表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的论文，内容主要以陈翠梅、

吴鑫霖、刘育龙、周天派以及张依苹等五位马华新生代微型小说文本，论述他

们继承写实或现实主义文学书写技艺之外，也娴熟运用概念和哲学性思考、科

幻主题以及后设书写三项技艺。 

 另外，讨论马华微型小说专栏的论文有<城人传奇——马来西亚微型情爱

小说一瞥>（2006），作者刘俐莉主要论述马华微型的重要性及成为热门创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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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的原因，并将《星洲日报》微型小说专栏《城人小说》中发表的作品为例子,

论马华微型小说对情爱主题的关注及艺术特色。 

 将马来西亚政治和马华微型小说结合在一起探讨的论文也于 2015 年出现。

韩国首尔水原大学出现了研究马华微型的学者徐榛及郑有轸，<超越马来西亚政

治与文化语境的华文文学创作—以《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爱情书写”主题

为中心>刊登于 2015 年的《苏州教育学院学报》，主要探讨马来西亚的制度与

马华文学的产生，再以《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叙述朵拉怎样诠释和为女性寻

找定位。此外，凌鼎年的<从微型小说观照马来西亚（评论）>（2016）是论述

他从曾沛的微型观看马来西亚的议员制度。 

 综合上述的前人研究，笔者发现只有陈政欣和许通元有稍微提到马华微型

小说的发展，但没有全面的讨论。此外，许多学者倾向于研究作家个人的微型

小说，而不是以整个马华的微型小说来论述。或许微型小说对于许多马华作家

而言不是主要的创作文体，因此学者在研究时忽略了许多微型小说作家的文本

及特色，只注重于大量创作微型小说的作家朵拉的身上。朵拉的创造风格多数

以两性关系为主，但马华文坛的微型小说主题却远比这丰富。此外，马来西亚

微型小说的专栏也是无法忽略的，专栏的出现代表微型小说有存在的价值，也

有一群欣赏它的读者。目前为止，只有《城人小说》的微型小说专栏被研究，

而笔者觉得其他的专栏如《南洋文艺》的极限篇、星洲日报的《星云》、《三

人夜话》等也应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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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华微型小说主题 

 在这章节中，笔者将归纳微型主题并尝试道出微型小说的发展甚至社会关

注的课题，并以陈政欣的《陈政欣的微型》和《做脸》、朵拉的《朵拉微型小

说自选集》12、曾沛的《勿让爱太沉重》及《原创》、方路的《挽歌》和《我

是佛》、黎紫书的《余生：黎紫书微型小说自选集》13和张草的《大结局》14以

及《很怕》为主，加以叙述他们主题之间的异同，探讨从 70 年代至 2017 年微

型小说出现的各种主题。 

 

第一节 政治社会主题 

 《陈政欣的微型》收集了从 1975 年到 1987 年的微型小说作品，以政治主

题为主，其中 39 篇中 16 篇微型带出对政治的讽刺，包括官员的贪污、低效率

及华社与华人无自主权及发言权甚至被忽略的问题。在 70 年代，马来西亚实行

新经济政策，以减少马来同胞与其他种族的经济差距，也许是当时政府忽略华

人的利益问题而引起作家写出许多讽刺政治的微型小说，以抒发自己的不满。

其中写得较特别的一篇为<中文书>，讲述华社里的每个人都在逃避负责以中文

为主的工作，包括写演讲稿、记录会议记录等，并把这职位称为枷锁。这里讽

刺了华社对自己语言甚至文化的忽略及逃避，甚至不注重自己应该捍卫的东西，

                                                           
12
《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包含 98 篇小说，4 篇曾收录在《行人道上的镜子》（1993）、1 篇已

收入在《野花草评》（1995）、4 篇曾收入在《桃花》（1995）里、19 篇曾收入进《误会宝蓝

色》（1998）、14 篇曾收录在《魅力香水》（1999）、9 篇收入在《脱色爱情》（2001）里、

17 篇收入于《掌上爱情》（2005）、27 篇于《朵拉长短调》（2008）还有 3 篇为新编入的微型

小说。 
13
《余生：黎紫书微型小说自选集》除了收集 24 篇新作，还有 38 篇《简写》（2009）、6 篇

《无巧不成书》（2006）和 3 篇《微型黎紫书》（1999）里的微型小说。 
14
《大结局》是《很饿》和《很痛》的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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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有其表，实为利益。除此，<忙死了>这篇微型也非常有意思，内容述说政府

机构公务员的日常，展示各种拖延工作的行为，降低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公

务员却还厚脸皮地说着“我很忙”，虽没直接批评，但以此带出讽刺的意味。 

 除了陈政欣，曾沛的微型也涉及政治主题，比如在《勿让爱太沉重》中的

<出奇制胜>,讲诉政党的政治手段，余力宏的弟弟余力宇是敌对党派派出的选区

主席一职的竞争对手，让哥哥措手不及，敌党以奇制胜，让兄弟因政治地位撕

破脸皮。除此，<改选>也很有意思，这微型讲诉两派人马来拉票，兄弟本想退

团，却没想到其中一人竟然受影响而想当下一届主席。虽然政治主题篇幅只有

几篇，但也算是曾沛自我突破的开始。相较于陈政欣，曾沛的政治主题不限制

于马来西亚或马华的政治状况，而是把此扩展到可以套用于世界各地的政治手

段。 

 社会课题是大部分作家的共同经营的主题，他们熟悉社会的种种现象和常

态，常以揭露社会的病态让读者更加关注社会课题。陈政欣在<生日礼物>中揭

露社会贿赂的丑态，贿赂者以负责人儿子生日的名义塞红包给负责人，以确保

项目可以顺利通过。另一篇<做生意>揭露了商业手段，以增加民众的购买欲，

揭发现今越来越快更新的产品的背后操纵。这两篇微型代表了典型的商人，为

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赤裸裸地把事实放在读者的面前。然而，陈政欣的另一

篇微型，<谣言>——写出了人的八卦心理，作者把“谣言”比喻成一种意念，

会乘机进入人类的脑内，让他们散播谣言，而谣言一旦传播便无法收拾，甚至

会牵念无辜的人，因为人类就是谣言最忠诚的支持者。陈政欣在这篇微型写出

了人性，讽刺八卦心理而散播的谣言，虽没指名道姓，却让人反省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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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朵拉也写这类型的微型小说，如<行人道上的镜子>，故事讲述了年轻女性

在城市中的迷失以及社会的冷淡，而行人道上的镜子是反映她内心真实的情感。

我们都知道朵拉擅长写女性，这篇微型叙述女性对社会感到迷茫，找不到真实

的自己，描述刚出社会年轻人的写照，表达人总是要在迷糊中寻找自己。再来

一篇<名片>，讲述一个爱炫耀的男性，因得了名片觉得高人一等而到处派发，

最后被污蔑让小三怀孕，既伤财又伤透了妻子的心。<南瓜>也批评了社会侍奉

权贵的恶习，在知道男主角并非权贵后便鄙视他在宴会上骗人。<名片>和<南瓜>

讽刺社会爱炫耀和虚荣的行为，都希望在社会拥有一席之地，结果最后得不尝

失。朵拉的社会主题微型更贴切现在社会问题，而陈政欣的<谣言>是一直都存

在的问题，如果在<谣言>中加入网络元素，以表达现代谣言以更快的速度传播

及其后果会更精彩。 

 曾沛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社会课题微型是<女佣>，开头讲述女佣要求改换航

班回国，说是遗漏了要送给丈夫孩子的蛋糕，结果女主人回家查看，被痴呆家

人砸坏的蛋糕原来内藏黄金，才惊觉是之前失窃的财物，写出了女佣的品行问

题。家庭暴力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保护令>写到生意失败的男人第一次打老

婆，老婆体谅他的苦衷，并原谅他。最后家暴变成“常态”，辅导中心便出主

意建议她申请保护令，不能姑息。之后，曾沛写的<男人女人>讲述女主角以会

馆妇女组主席身份受邀出席一项由“华团妇女组织联合会” 所主办的盛大“妇

女节研讨会”，可是归心似箭，要筹备丈夫的生日会，最后故事以女主角命令

女儿把全部餐具洗掉，并不让儿子帮忙为结尾，讽刺男尊女卑的现象还是存在

于社会，并且很多时候是父母教育的问题。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曾沛的社会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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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接近真实生活，例如偷窃的女佣、暴力的老公、重男轻女的母亲都是生活中

常见的角色，而曾沛把他们写入故事中，无疑让读者容易产生共鸣。 

 黎紫书擅长写女性心态与日常。就如<同居者>，女主角误以为有人住在天

花板，而在发现真相后黯然伤感，表现出独居女性的孤独心理，与曾沛讲述独

居女生每天提心吊胆害怕遭人奸杀的<独居>有反差，但都反映女性独居的问题。

黎紫书的<众·人>也揭发了社会打胎的常态，使读者反省这病态的行为。黎紫

书在社会课题上，反而喜欢利用女性为代表，揭发种种女性面对的问题。虽然

如此，社会好的一面也被她写入微型内，如以微笑鼓励自闭儿学生的老师，黎

紫书以<唇语>这篇打动读者，最后以年长老师欣慰学生的成长而露出微笑为结

束，带出了一位教师对自闭儿的鼓励。此外，方路的微型<小女生>中,讲述了主

角怜悯小女孩和她失明的母亲，并购买了本不想购买的鱼條，成为读者心中的

一股温流。马华作家所写的社会课题多以社会病态为主，都希望能透过小说让

读者自我反省或注意特定的社会议题，但社会好的一面是推动群众向善的鼓励，

并让读者感受这社会的暖意。 

 

第二节 情感主题 

 朵拉的微型小说多以爱情及婚姻为主，写出男女之间的互动、对爱情的反

思及以女性为视角的情感世界。朵拉喜欢把男女主角设定为第三者，叙述他们

（自以为）的爱情，但多无法越过道德准则的关卡。比如<老故事>，讲述两个

小三以电视剧来述说自己的心情，其中一人看清现实而分手，另一人则继续提

心吊胆地生活。此外，朵拉也以男生视角写了<不合脚的鞋>和女生视角<自由的

红鞋>劝勉人们应该舍弃不适合的爱情，就如不适合的鞋子一样。朵拉虽然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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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 1986 年接受妇女写作协会到台湾出席“亚洲华文女作家交流会”后对女

权意识觉醒，但她提倡的是男女平等，从两性的视角出发，而不止限制于女性

视角。曾沛的主题虽也不缺这类主题，但是许多篇幅没有高潮迭起，相较逊色

一些。就如<信是有缘>讲述了女主角在公司的联欢晚会和公司太子爷的相遇相

知，整篇小说和灰姑娘的故事大同小异，没有太大新意。相比多篇之下，写得

较特出的是《原创》中的<遍地小黄花>，从子女眼中看父亲的第二春，本以不

屑的想法看待，最后被老年的爱情感动。这里显示了曾沛对黄昏之恋的想法，

爱情不止属于年轻，在年老了还能相知相爱更为难得可贵。 

 黎紫书虽不太写爱情主题的微型，但也写得可圈可点。在《余生》中的<

再一次送行>，讲述男生对女生藏在心里的感情，甚至阻扰他人对她的追求，结

尾为多年后男生再一次目送女生离开，带出淡淡的遗憾。方路的微型小说虽然

偏于惊悚死亡的主题，但其中一篇写得让人感叹，这小说讲述两个国度的男女

主角的爱情遭到反对，只有边境的树在眼前消失两人才可相见，男生最后以浓

雾挡树说服父母，而女生却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这篇<边境树>是要读者反思自

己为爱情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令人感慨，但依然带有惊悚的味道，为爱情主题

添加了新鲜的内容。如果要跟上时代的脚步，马华作者或许可以尝试写同性恋

的爱情微型，让作品不受双性爱情局限，容纳更多类型的爱情。 

 相较于爱情，以亲情为主题的微型小说虽不多，但也是不可忽略。朵拉的

<即食面>以儿子爱吃的即食面叙述母亲为儿子操劳，最后好意却被孩子拒绝。<

母亲节电话>把故事分成两个部分，上半段讲述男主角对女友母亲花钱毫不手软，

下半段却讲述对养大自己的母亲吝啬至极，从而讽刺不懂得知恩图报，对待情

人父母和自己父母的差别待遇。朵拉的<温暖的阳光>讲述海啸把女儿卷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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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几乎天天到游乐场怀缅女儿，透出深深的母爱。朵拉的微型利用了“母亲”

代表亲情及其心态，以母亲以及孩子的视角带出父母的用心和孩子的不在乎，

也间接透露出现今社会孩子不孝顺或不珍惜双亲的常态。 

 曾沛《原创》中的<回老家吃饭>，讲述两老期待儿孙回家吃饭的场景，却

因长久无法实现而感到落寞，提醒读者多关注年老的父母。曾沛的亲情微型还

涉及孙子，更进一步体现了亲情的缺失，“孙子”的出现证明这对父母的年纪

已年长，但孩子们依然忽略晚年父母想一起吃饭的愿望，可见对父母的冷漠。

然而，黎紫书的<无花>带出浓厚的亲情，它讲述一位离婚的女性，回到父母家

后感受到继父的亲情和照顾，是多年来一直没有细细体会的。黎紫书的这篇微

型注重于提醒孩子多回家，父母永远是孩子的避风港，没有人比他们更爱孩子，

相较于朵拉和曾沛，这篇亲情小说减少了对孩子的讽刺，却增加了家庭的温馨。

  

第三节 惊悚、死亡及科幻主题 

 惊悚和死亡为主题的微型小说受到男作家的喜爱。沙巴作家张草的《大结

局》以惊悚为主题，主张 7 分种看完一个故事，称为“惊悚 7 分钟”。其中书

中的《公路》引人深思，讲述未来零意外的车让人类发明了在旧时代公路撞死

猎物（包括人类）的新运动，玩家若无法付出高额的费用就会成为猎物，而猎

物必须逃过 10 公里才可以保住性命。此外，还有令人感到恐惧的<汤头>，讲诉

一位熬汤师傅为了保住声誉，以婴儿肉为汤头讨好雇主，甚至连自己夭折的亲

骨肉也不放过，最后以买到了半人半妖的婴儿为结束。他擅长写人性的迷失，

不顾其他人死活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埋没人性换取利益，反映社会的黑暗。方

路在 2006 年出版的《挽歌》以死亡为主题，其中一篇是众所皆知的<大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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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灾来回忆死去的哥哥，从父母脸上的泪痕带出父母对孩子的爱与无奈，也从

一直没改善的排水系统看出官员的应酬及懒散的态度。然而，在方路的《我是

佛》中，这类主题也占据很大篇幅，其中出色的篇幅是<停车场>，讲述两个死

党一起从事收尸工作中发生的种种情况，相似的主题还可在<在酒店>、<储藏室>

等寻获，读者可以把它们当成独立的微型小说，也可以把有连贯性的它们放在

一起阅读，增加恐惧的效果。在叙述死亡时，方路没有歇斯底里，反而轻描淡

写，坦然接受死亡是方路要在微型中表达的思想。 

 科幻为主题的微型也受男作家的喜爱，陈政欣多以自己遇见未来或过去

的自己来自我反省。例如他写的<穿越时空的人>，讲述主角可以看见未来 48 小

时的世界，但依然无法预测自己的死亡，与张草的<黏人>讲述男孩知道自己死

期已至但无法改变有微妙的相似处，带出命运弄人的味道，但<黏人>是以看到

鬼魂而得此预测，陈政欣却以超时空的方式看见未来，紧贴社会的科技发展。

张草的微型也涉及这主题，其中<学步椅>讲述犯人研发出高科技的步椅，控制

小孩的行为，最后还把当警察的爸爸不留痕迹地杀死。此外，<嗡嗡>是以女主

角一直听到嗡嗡响而无法入眠开始，最后听到老公电话内容才发觉自己是复制

人，而嗡嗡声原来是从自己的体内机器发出的为结束。张草的科幻微型把科技

的弊端呈现在读者眼前，并带出警惕的效果。 

 

第四节 本土性与世界性题材 

 马来西亚是个具有特色的国家，部分作家的微型主要以本土发生的现象或

日常为题材，让国内读者产生共鸣。种族一直是大家热爱讨论的课题，马来西

亚的各个种族在一起生活超过 60 年的时间，但始终还是无法打从心里接受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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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曾沛的<男朋友>讲诉父母以宗教和观念差异反对女儿与马来男友继续交往，

最后两人以分手结束。又有黎紫书的<偷>讲述华裔老人对马来同胞学习自己的

文化及语言而感到危机感，可是能够让别人主动学习自己的文化及语言代表有

学习的价值，华人却觉得自己的文化被偷了。有些本土性的微型甚至从篇名就

可猜想小说的内容与本土的课题有关，就如黎紫书<我所知道的阿里>、<阿里所

知道的我>、<阿里和我所不知道的>，阿里是马来同胞的名字，我们从篇名就可

得知它与种族课题离不开干系。这三篇微型写出友族之间的看法和互动，还有

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让马来西亚读者会心一笑其中的讽刺。方路的<打山猪>

讲述主角打山猪后遇见马来长辈高龄娶嫩妻生小孩而询问妙法，结果长者告诉

他是“Tongkat Ali”。这里揭发了马来西亚种族对草药的迷思以及马来西亚童

婚的问题。然而，陈政欣在《做脸》中的<有一天>，虽依然讲述马来裔和华裔

遭遇的差别对待，但“我”依然给予期望成为马来西亚全方位作家的他们中肯

的意见；虽然最后依然讽刺国家政策，但并不再针对友族，而是以更宏观的视

野看待。此外，马华作家写的种族问题多限于华人与马来同胞之间的互动，却

缺乏书写其他种族，这说明相比起马来同胞，我们对其他族群的认知是不足的，

而无法在创作时叙述其他族群。 

 除了种族课题，马华作家也以自己的微型小说来表达自己对国家政治的看

法。就好比陈政欣，他的政治课题都是针对马来西亚的政治情况而写的，在他

《做脸》中，有一篇<站蹲论>，主要从篇名就可看出他讽刺马华政治家的发言，

讲述说出冒犯女性的言语而赔上政途。再如<五十一点六三巴仙>，讽刺马来西

亚以简单大多数来决定中央政权，并以此成立政府。除此之外，马来西亚华人

对宗教信仰有草根性的特色，也是多神论的种族，喜欢自己创造神，没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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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套正神或淫祀的观念。就如陈政欣的<神牌轶事>，讲诉为了防止人群在屋后

方便而安置神牌，最后竟然解决了问题，还有信男善女来祭拜，最后连妻子也

说出“有神则灵”。此外，还有一篇<黑土堆>,讲述有人把祭拜品丢在黑土堆上，

大家就以为此处有神明而不敢动工。这两篇微型都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对宗教

信仰的态度与迷信。 

 从马华文学创立以来，马华作家为确保马华文学的“在地感”（local 

sense）与“合法性”（legitimacy），不惜大笔书写族裔境遇、历史风貌和地

理景观，却导致了马华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断收缩，丧失与“时代”和“世界”

对话的可能。所幸的是，新世代作者已然意识到马华文学的框囿，自觉地以新

理念、新视阈介入创作，以期打通马华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渠道。（胡星灿，

2017：80）马华作家的主题从本土性到世界性的变化可以看出他们从关注本土

议题到世界课题，以微型的文体来探讨世界上的大课题，与世界文学接轨。女

权的崛起绝对是重要的世界性话题，朵拉自言在 80 年代对女权意识觉醒，一篇

<自由的红鞋>讲述独立自主的女性，摆脱了男性的束缚，并以“那是我个人的事”

结尾，展现女性的自主性。（朵拉，2008：73）曾沛的<才女难过英雄关>，讲

述女演员不愿演被强暴以制造缺憾的戏码而被批评，她提议应提升男性形象来

配合优秀的女性。这里曾沛写出了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属品，不可能一味地迎合

男性，而应注重女权的权利。曾沛的另一篇<种计>，讲述一对情侣在上司离职

后争取升职，公司高层决定把男生升职，觉得女性会臣服于男朋友，最后女主

角的离职显示女性的自主独立，带出了男女应该被平等对待的观念。除此，值

得一提的世界性主题是动物保护，虽然马华作家极少关注这题材，但方路的<三

只鸟>和张草的<神仙>把动物课题带到了读者面前。<三只鸟>讲诉射击枪手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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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杀生而轻生，而<神仙>则因修行而拒绝吃肉，甚至把吃肉形容成堕落。许多

动物保护社团崛起，法令也随着社会改进，这的确是值得探讨的课题，但篇幅

却非常少，马华作家应更加关注。 

 除此，世界上不断进步的科技，也受到马华作家的青睐。陈政欣的<合作

社>，讲述 K 星球得科学家发明了“心灵感觉器”，是能实现人类满足感的机器，

但得到满足感后机器会吞噬人的血肉，而此机器的原称为马华合作社。这就是

陈政欣所说的“微型软科技”，以科幻为题材，但回避科学知识，强调心理和

人性变化，还有对科技的反思。同时，这篇微型虽然写科技，但还夹杂着马华

本土性的“合作社”课题，没有完全摆脱本土性。反观他的另一篇<孝顺>却完

全脱离了本土性，讲述地球人口控制法令规定地球人口以褫夺方式来伸展下一

代，夫妻要自愿减寿来换取孩子的生存空间，以保证生态平衡，夫妻还提出了

在基因改造上赋予孩子“孝顺”的情操，一种在未来人类已消失的特质，讽刺

孝顺在当今社会已难能可贵。黎紫书也创造科幻微型，如<消失的赵露>，讲述

赵露是软件公司提供的人工智能，却让大众以为自己在电脑收了位午夜情人，

讽刺现代人对科技的依赖程度，混淆了现实和网络。另一篇<我是曾三好>讲述

主角买了复制人作为“后备”，但最后因复制人比他自己还像自己而把复制人

杀掉。这故事道出科技虽带来了许多方便，但人类往往在科技中迷失自己。这

些作品展现了马华作家对未来科技的幻想，把微型小说融入世界课题，丰富微

型的内涵，达到世界作家的视角。 

 微型所具备的世界性课题也说明微型小说虽然微小，但一样可以写出世界

性的主题，而留下的伏笔更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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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马华微型小说风格 

 每一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这和他们的创作年代、生活背景息息相

关。文学风格主要指作家和作品的风格，既是专属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力的标

志，又体现其语言和文体的成熟，通常被当成作家的徽记或指纹。（童庆炳，

2004：283）风格代表一位作家特色，拥有特定风格的作家会提高本身作品的辨

识度，甚至成为某种风格的代表人物。以下我将以几种马华作家特殊的写作风

格加以讨论，尝试理清他们写作风格。 

 

第一节 形式风格 

 形式是表达内容的方式与方法，内容没有形式就无法体现，两个实体是分

不开的。（童庆炳，2004：174）文学作品的形式，主要是指作品的内部结构、

表现手段和外部形态的组合，而作品的题材、体裁等首先都是由形式表现出来

的。微型小说的形式虽然有很大的局限，但马华的作家都在尝试突破。首先，

曾沛于 2002 年出版的《勿让爱太沉重》中的每一篇微型小说都会在小说开始前

引几句故事内的句子，把重要的内容或特出的句子引出，让读者猜想故事的发

展。可是到了《拍案叫绝》，这个做法就不再出现，也许是因这做法在微型小

说写法中并不盛行，篇幅微小的微型小说一目了然，根本不需提供内容提要，

否则读者会迅速猜到整体故事情节，而失去阅读小说的兴趣。 

 方路的《我是佛》一出版就受到关注，其中“接小说”的形式更占据了一

大篇幅。其实黎紫书早在《无巧不成书》中发表过三篇这种类型的小说<我所知

道的阿里>、<阿里所知道的我>、<阿里和我所不知道的>，这三篇小说单从篇名

就可得知它们是有所关联的，而这类小说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们可以分开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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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成为一篇独立的微型小说，但又可连接成为为类似或数字接近短篇小说的

“接小说”。陈政欣其实也在《做脸》中尝试这种风格，把 1987 年所写的<

忍>“加长”篇幅，再写三篇类似的小说<忍住>、<忍不住>、<不忍了>，加深他

的政治讽刺，一开始<忍>叙述总会长练习“忍”道，后来<忍住>中，总会长要

求委员个个练习“忍屁”术以忍让妥协，而不是为民族“没有节制的言论”。<

忍不住>则讲述副会长向族人“内放”，把自己的功劳内放，让族人知道自己的

苦心以便塑造形象。<不忍了>最后讲述总会长终于忍不住放屁了，把忍受了很

久的话放出来。这四则微型是以篇名上的文字游戏及内容嘲讽马华政党采取的

妥协策略，不为族人争取利益却步步妥协。除了<忍>四则，《做脸》中的<悟空>

四则15也以幽默的“接小说”方式讲述悟空和吴承恩之间的趣事。  

 此外，张草在《很怕》中有“胆小鬼小玲”系列16，篇名都是儿歌歌名，更

以儿歌带出故事的连接性。他们的接小说和黎紫书的性质一样，内容和篇名都

有关联，而且主角们都一样。然而，方路在《我是佛》里的“接小说”却与其

他作者的“接小说”有出入。方路的第一种“接小说”为内容连贯但篇名不同

且没连接性，如<问米婆>、<买乌鸦>、<长生店>，虽然篇名看不出联系，但内

容却是有连接性地揭发奸杀案的凶手。方路的第二种“接小说”是拥相似篇名

但故事不同，可故事却又属于同一种类型的。就好像<第一杀>、<第二杀>、<第

三杀>、<第四杀>和<第五杀>，小说的篇名虽然相似，但这五篇却在阐述不同主

角的五种不同死法，内容毫无关联，只是都属于凶杀类型的故事。第三种是不

同篇名，内容却以连贯的日期发生一连串的怪事，如<四议長>、<八年魂>、<停

                                                           
15
 <悟空>四则包括<悟空>、<悟空悟空>、<悟空的事>、<悟>。 

16
“胆小鬼小玲”系列包括<三只小猫>、<洋娃娃哭了>、<只要我长大>、<摇篮曲>、<猜拳>、<

小星星>、<两只老虎>、<当我们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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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记>、<福音堂>、<旧墳场>、<玫瑰花>、<树胶圈>、<神奇屎>、<两人餐>、<

陳愐壮>、<看守员>、<预告片>、<烧冥纸>和<孤单夜>，这些故事的内容和主角

不同，但却是讲述农历七月头一日到农历七月十四的故事，都以“我”看到和

经历的事连贯。马华作家尝试把微型小说的形式变化，以突破局限，而接小说

是一个很好的突破，让微型小说有更多的欣赏方式，而方路更是把这突破再创

新，让“接小说”变得更多样化。 

 在方路的《我是佛》之前，微型小说的篇名是长短不一的。《陈政欣的微

型》中甚至还在篇名中加上标点符号，如<那人，无法开窗......窗开了><没事

的！！>来代表故事的高潮起伏。《我是佛》中篇名都以惊悚诡异的三个字命名，

统一篇名字数。这使微型小说的篇名也随之微小，无法透露更多内容的信息，

吸引读者进一步探讨故事内容，而且方路是有意为之，让关键的人事物作为篇

名。 

 张草在篇名上也有突破，在《很怕》中，其中一篇以<100>命名，相比陈

政欣在早期利用文字代替数字，如<五十一点六三巴仙>和<钞票一百令吉>更简

短有力。张草和方路在篇名中增加了微小简易的特点，更加符合微型小说的特

质。然而，篇名缩短了是否代表微型小说的篇幅也变短了呢？其实不然，虽然

方路提倡纳米小说，最短的微型<殡殓师>只有 17 字，向世界最短的第一名微型

“God is Dying”看齐，但反观同样于 2017 年出版小说集的黎紫书和张草，他

们微型篇幅的变动不大，还是保持在 1000 到 1500 字左右，而陈政欣《做脸》

中的<悟空四则>开始缩小篇幅，<悟空>一篇更少于 60 字，可见方路在纳米小说

的路上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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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叙事风格 

 大部分的马华作家除了创作小说之外，也擅长写诗和散文，而在创作微型

小说时，会把它诗化或散文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风格。小说是以叙事

（narration)为重点，需要故事情节，而散文是以叙述(description)为特点，

重于描述与写实。叙事的特点就是注重谈叙事文学带出的生活内容，以人物、

情节及环境三个元素为中心，简单来说就是用话语虚构社会活动的过程。（童

庆炳，2004：238）例如方路的<在庙前>是写对母亲的思念，叙述母亲在世柴薪

时的情况“从倒塌的屋檐滑落滴在母亲肩上捆好的柴薪”，还有对庙的形容“老庙

还有两百七十个石阶长满了青苔”，都是写实的叙述风格，不如小说注重叙事。

（方路，2006：33） 

除了散文化的倾向，一些作家也为微型赋予诗化的元素。诗是以意境取胜，

并且富有象征意味，如方路<消失在茶色的女孩>，“一路上我们带来蜿蜒的心

情，向你倾诉暮色，但情绪十分克制”和“等你回过神时，忧郁的茶色如晚去的云，

越推越远”等都带着浓厚的诗歌气息，描绘自己“蜿蜒”曲折之心情，还以“忧

郁的茶色”象征失落的心情。（方路，2006：45）在《我是佛》中，方路还把

其中一部分的微型归纳入诗化小说，<中枪弹>中句子“我没醉，只是心碎”，这

是非常抽象的回答，也符合诗歌常用的象征手法，让读者细嚼其中的隐喻。

（方路，2017：270）方路的散文化和诗化的微型虽带出自己的风格，却削弱了

小说的特点，人物个性还存在，但欠缺情节铺排，对话也不明显。黎紫书的微

型中也有这种风格，但不像方路概括整篇篇幅，而是部分散文化。例如<回家>，

她以“阳光像一张落叶掉在他的脸上。我听到均匀的鼾声”这样的叙述方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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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紫书，2017：51）她一部分的散文化虽丰富了微型的风格，却也不忽略小

说该有的特点。 

 小说中的对白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作者可以用对白来铺成故事、塑造人物

形象甚至营造环境和气氛。在早期作家如 4 字辈的陈政欣和 5 字辈的朵拉的小

说中，对白是他们重视的，于《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内，98 篇微型中只有两

篇微型没有对白，足以证明对白的份量。对白不是方路所重视的，他倾向用文

字直述人物，减少故事主角的戏份，也更倾向描述的一段文字。方路从 2006 年

的《挽歌》已有这样的风格，但在《我是佛》体现得更加明显，或许是想把纳

米小说发挥得更淋漓尽致，尽量把对白都省略，以达到更简短的篇幅。方路的<

洗厕所>,讲述主角遇到向自己讨半边眼球的洗洁女佣，但她的问句并没有标上

标点符号，而是直接以“突然女工从后背开口问我，可借她半边眼球吗？”表达询

问。（方路，2017：201）黎紫书的类似风格虽然比方路表现得少，但在<杀人

者>也有如此询问，如“我说哎老郝，他们抽你耳光了？”。（黎紫书，2017：40）

这样的方式询问，主角像在叙述事情，而减弱小说的特点。 

 

第三节 语言风格  

 风格是以语言来表达的，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风格的

基础。（童庆炳，2004：283）语言风格涉及作家的遣词用字，每位作家都会或

不经意以语言带出自身的创作风格。陈政欣除了创作及推动微型小说，同时也

是一名优秀的微型小说翻译家，而在创作中会不经意透露出这个信息。陈政欣

《做脸》一书中，收录了他翻译的英文微型小说与评价，可见他关注的是整个

世界微型小说的发展，也尝试让华文读者也可以阅读到外国的文学。他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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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书籍于 1981 年出版，为美国长篇小说《杀手》，而之后还有翻译小说

《赤裸的脸》、《大骗局》等。因此，他也受到影响，一些以英文直译成的华

文用词出现在他的微型创作中，就如在<车祸>中直接利用“摩多西卡”

（Motorcycle)代表摩哆以及在<忙死了>中利用“波士”(Boss)代表老板，这里

可看出英文微型小说对他的影响，在文中参杂英式华文。此外，当他以代号代

表名称时，他也用英文字母如 A 党、B 党、C 党而不是用甲乙丙丁，微型中他也

参杂英文如<不忍了>的“Give and take”和<马国与虎哥>的“Law by law”。 

 曾沛的微型则更注重扎实、不利用绚丽的语言，而注重微型的内涵，微型

的对话十分生活化，这是她的语言特色。此外，曾沛非常擅长利用省略号，让

读者发挥想象，在<除非天塌下来>中，她在里面用了 52 次的省略号，带出了她

写小说的风格，让读者自行想象及领悟其中的奥妙。与此相反的是黎紫书，她

的<完美生活>只用了句号，以凸显每天重复不中断的机械式生活，除了利用文

字表达，她也以省略标点符号来加强小说张力。 

 此外，黎紫书和方路的微型中都展现了语码混杂的风格，充分展现马来西

亚作者对多种语言的掌握，也配合了人物的塑造与故事的发展。如<坐灵车上学>

中“大吉利是”、<午夜锁>中“Nice to meet you”和<小女生>中“Keropok 

Lekor”等出现在方路的微型中都是为了让故事表现得更真实。<坐灵车上学>的

广东话“大吉利是”在华文带有避免坏运气接近的意思，贴切现实中人们看到

葬礼或灵车会说的话，<午夜锁>讲述沟通网站出现的火辣女郎，以一句“Nice 

to meet you”勾引男性，比华文的“你好”确实更贴切，<小女生>中讲述同情

马来小女生而购买鱼條，利用“Keropok Lekor”更符合与马来同胞的对话。黎

紫书的微型<遗失>中出现歌名“The Way of Wind”是为了配合人物的形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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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喝“卡布其诺”、以“mp3”听英文歌曲，一切都顺其自然，<偷>中则在写一

名教华文的马来老师，里面称呼老师“Cikgu 哈米娜”，而“Baju Kurung”运

用在里面更突出马来老师的形象。 

 篇名是小说中重要的部分，它带出了作者的思想和想要营造的整体氛围。

虽然陈政欣有些篇名非常本土性，但也有几篇以中国象征命名，如利用龙、

《西游记》中的悟空等来带出中国意象。朵拉的篇名利用许多拟人化的修辞，

比如<不认输的咖啡>、<会说话的墙>、<自由的风筝>、<水鸡的谎言>和<自杀的

鸟>等都把动物或非生物拟人化，以此物带出小说中的寓意。方路的篇名则带着

死亡或恐怖晦涩的气息及相关事物，例如《挽歌》中的<挽歌>、<饲养灵魂者>、

<偷葬礼的男孩>及<棺语>等，《我是佛》中的<长生店>、<太平间>、<鬼列车>

及<亡妹妹>等，营造出一种令人恐惧的气氛。 

 相比起方路，陈政欣和朵拉的篇名显得普通,就以动物篇名为例，<龙>、<

水鸡的谎言>相较之下就比<上吊狗>普通。此外，如果以朵拉<会说话的墙>和方

路<棺语>相比，一样是拟人化，但方路也更胜一筹。寓言故事都是以故事带出

教育或提醒为主，方路的寓言一辑让我们阅读的同时思考与动物的关系，《我

是佛》中，在寓小说辑内，动物为篇名的微型有 35 篇，如<买乌鸦>、<吃人蛇>

和<蝙蝠洞>等，而且都是以动物为关键角色。 

 从上述种种风格特色而论，马华的微型小说家正积极地尝试把微型小说向

多元化发展，发展出不同风格，让微小的微型更多变。方路的确是这方面的推

手，他的《我是佛》展现了语言、叙事和形式的特殊风格，为未来的微型小说

注入了新的元素。女作家反而是比较保守的，她们突出的风格不多，踏实地写

微型，但若形式风格不变，微型就会渐显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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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 

 马华微型小说从早期发萌芽到现在，篇幅上的变化是最明显的改变，或许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一篇小说可以有多短？马华的微型小说多以多长的篇幅为

主？微型小说这个名称是否可包括十多字到 2000 字以下的小说？ 

 在 70 年代，微型小说这词还没出现时，作家多数都把微型小说归入短篇小

说内。就如曾沛在 1968 年写的微型小说《汽车爆胎》，发表于《南洋商报》的

小说版专栏，征求字数大概在 1500 字左右的小说，内容要求曲折、柳暗花明，

隐约有微型小说的特征。一直到了 1981 年，微型小说这个名称才正式出现于上

海。在那之后的 1989 年，马来西亚的微型小说征文比赛，由南大校友会主办，

就利用“微型小说”这个名称征稿，让微型在马华打出了名堂。陈政欣也在 1988

年出版了马华第一本微型小说集——《陈政欣的微型》。之后，朵拉的第一本

微型小说集《行人道上的镜子》在 1993 年出版，她在书里写到这本书是献给小

黑（朵拉丈夫）于 1971 年就发表具有争论性的 63 字小说，因为微型小说的概

念还没出现，小黑的小说在当时是被质疑的。在为朵拉写序时，方北方依然用

极短篇来形容朵拉的微型小说，而且还可看出当时微型小说还有短篇小说的影

子，因为书中的序写到“短篇小说的精品：朵拉的极短篇集”但朵拉极短篇的字

数和陈政欣的微型小说是相似的。 

 直到 2002 年，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的主编张永修征稿上限为 300 字的极

限篇，许多作家纷纷参与，轰动一时，后由雅波负责收集整理所有的极限篇。

此外，2016 年开始刊登的《三人夜话》原是星洲日报《活力副刊》的专栏，以

每篇 100 左右的字数去叙述一篇鬼故事，找来了网络微型小说写手邓世达、郭

敬之和吴达坤，以 3 人 PK 的方式展开。虽然数字比 300 字还少，但他们还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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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微型小说这个名称。到了 2017 年，方路出版了《我是佛》纳米小说集，大概

以 300 字为上限，并把微型小说称为纳米小说，并早在 2013 年就经营“纳米小

说”面子书专页。最后，在陈政欣的《做脸》中，他也把 500 到 600 字的微型小

说称为极限篇，而比 600 字更多的才是微型小说，并主张在马来西亚就是这么

命名的。 

 笔者认为马华微型小说还在发展的状态，且没达到外国的成熟程度。马华

微型小说的创作者虽然不少，也有属于马华的选集和作家小说集，但盛况远远

不及新加坡、中国、日本等国家。马华的微型小说还是存在于容易被忽略的位

置，虽然有微型小说的专属文学奖，但大型的文学奖如花踪文学奖还是以短篇

小说为主，而马华文学史上也缺乏微型小说的记载，马华选集更是寥寥无几，

并没有把精华收集成集。微型在马华的位置好像总是上不了台面，马华并没有

专研究微型小说的专书和刊物，只有雅波收集整理了四本南洋文艺刊登的极限

篇（2002—2011）和推动及研究的作者陈政欣一直默默耕耘。马华微型的读者

群和出版数量也比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少。马华文学史上都有短篇、

中篇和长篇的历史及发展，唯独少了微型小说，相较于其他文体，微型确实不

够普及化。 

 如果与邻国新加坡比较，不论是微型小说的创造还是研究，马华微型都显

匮乏，新加坡早已出版《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史》（2004）、《微型小说微型

论》（2007）等，甚至还创办了刊物《微型小说季刊》17和《新华文学·小小说

                                                           
17
《微型小说季刊》是新加坡作家协会于 1992 年开始出版的纯微型小说刊物，主要发表新加坡

国内外的微型、作品评论和理论研究，而于 1998 年被整合入《新华文学》。 



30 

专刊》18，这些都是马华微型小说不及的地方。相比马华，泰华对微型小说的命

名和分类也有比较系统的区分，就如泰华微型小说双年奖已把比赛分成上限为

1500 字的微型小说和 180 到 420 字的闪小说，而马华的微型小说好像涵盖了几

个字到 2000 字以下的篇幅，并没有给予这文类一个明确的定位，很大原因是马

华的研究工作没有紧扣创作的进度。马华的微型小说虽然创造数量不少，但与

马华同时起步的新华微型却能把微型研究和创作的步伐同时进行，确实比马华

的微型成熟。 

 在马华，不管是极短篇、极限篇、纳米小说都是微型小说分化出来的，目

前还是无法清楚地分割它们。这个情况和 60 年代微型小说还没有自己的名字而

归类于短篇小说一样，而如要把微型小说再细分，恐怕只会让读者只注重微型

小说的字数，而不是内容的精湛包括各种主题和风格的创新。 

 在主题方面，40 年代出生的作家如陈政欣和曾沛会比较关注政治主题，他

们经历了马来亚到马来西亚的转变、7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等，他们对政治有自

己的想法。此外，社会主题层出不穷，社会发生的种种事件都是作家的灵感，

但女作家会更倾向提出女性面对的社会问题，以唤醒女权意识。虽然社会有许

多陋习，但黎紫书和方路却把人性善良的一面写进微型内，是社会主题的一种

突破。情感主题是女作家非常擅长的，不管是朵拉、曾沛还是黎紫书，都用了

不少篇幅在书写情感方面，而朵拉的创作几乎都属于这种主题。男作家方路虽

然有一两篇，但是还带有死亡的气息，离不开他死亡的书写气氛。6 字辈的方

路和 7 字辈的张草都不约而同地把微型小说主题融入了恐怖、惊悚、灵异和死

                                                           
18 《新华文学·小小说专刊》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于 1998 年《微型小说季刊》被整合入此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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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以恐惧带出一些对生命的领悟与思考。值得一提的是，马华作家不止把本

土性的主题纳入自己的创作主题，也紧扣世界性主题，让自己的作品更加国际

化。马华作家也可参考外国微型的主题如魔幻、神话、推理等，使主题更多变

化，让马华读者接触更多世界性多元的主题。 

 风格方面，方路不管在语言、叙事和形式上都有自己的风格。然而，他提

倡的纳米小说比较碎片，有些甚至破坏了小说这个文类的基本元素，如情节的

铺排、人物的个性等都是比较缺乏的。这风格让他更关注于创作的特殊性上及

寻求突破，导致微型小说的文学成分减少。反观朵拉，她的写作风格并不特出，

主题也都相较一致，中规中矩的创作方式相对显得沉闷，但她的微型符合了小

说的基本要求，一致的主题让她成为情感及女权意识的代言人。如果要一分高

下，就要依据读者主观的想法了。 

 总括而言，从陈政欣以刊登在报章上的方式到方路发表在面子书的微型小

说，虽微型在马华发展得不够全面，但可见马华作家对这文体的重视及推动。

近几年来，微型在报章、媒体和网络颇受欢迎，它微小易懂，阅读时毫不费力，

篇幅虽短小，但内容却一点都不马虎，时时扣紧时世，让读者产生共鸣。微型

小说常出现在文学杂志和报章副刊，笔者希望未来有研究者可以以专栏为主研

究马华的微型，以更宏观的视角包括常把微型发表在专栏的 8、9 字辈的年轻作

家而不是只是资深专业作家所创作的微型一探马华微型小说的整体发展。此外，

笔者也在此呼吁马华的研究者也可以在微型小说研究投入更多精力，期望一天

这文体可与其它文体并列在马华文学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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