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跃文

《家山》

写湖南的乡土
有细致确切的风物和口音

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

泽评论说：“跃文把这部书当作他的根

底的书，倾注了感情，倾注了心力。这

部书所写的家和山不仅仅有着确切的

细致的风物、风俗，也有确切的口音。

中国的小说，写湖南，写湖南的乡土，我

们至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沈从

文，再有一个是周立波先生（注：我国近

代著名乡土作家），周立波先生也写了

一部关于他家乡的作品《山乡巨变》。

所以我们需要放在从沈从文到周立波

这样的脉络里，来看待2022年又有一位

作家再写而且是在历史的视野中去写

湖南的乡土这件事。这部小说充满了

由感性、由细节、由对人的形象、由对生

活的气息的把握所建构起来的非常丰

沛的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家山》中使用了

不少方言俚语。文学评论家、诗人何向阳

对此感受颇深，她盛赞小说中地道方言俚

语的运用，同时注意到王跃文行文中的民

间语文，例如对联、书信、报刊、官府告令、

口号标语等特殊文本在小说中俯拾即

是。她认为，“民间语文的运用，既传达了

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

事件，也传达了自近现代以来中国的语言

之变，前者着重史的部分，如社会生活、乡

村民俗、时代变迁，后者则着意于诗的部

分，如诗、文、语言的变化，其实也是人文

之变、思想之变、情感之变。”

编辑曾问王跃文需不需要对方言

俚语、文言古句加以注解，王跃文非常

自信，认为读者只要往下看，都能理解，

“我使用民间语言的时候，学到的不仅

仅是老百姓的词汇、修辞，而是家乡人

物的神态、腔调、笑貌，以及他们的思维

方式、生活态度，等等，这些都通过他们

的语言活生生逼到眼前来。”

四十岁以后
“乡村记忆朝我扑面而来”

王跃文的故乡在湖南溆浦，这里是
中国最早的文学地标之一。2300多年
前，伟大的诗人屈原流放于溆浦，生活
达9年之久，写下《离骚》《九歌》《涉江》
等楚辞名篇，其中有“入溆浦余儃徊兮，
迷不知吾所如”之句。其境内水脉溆

水，南起金子山，汇流西注沅水。至此，

一条熟悉的文学之河映入我们的心田，

沈从文这样说明自己的创作之源：“故

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

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

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此

水即为沅水，沈从文心心念念的母亲

河。《家山》表现“人情美”、山水田园的

美、耕织劳作的美，营构生命的诗意，表

现人与大地、人与自然的和谐诗意的融

合，这些美学特征都深刻地体现了乡土

和文化对作家的双重滋养。

王跃文庆幸自己是一个乡下人。

他从小在乡野间长大，各种农作物、动

植物、生产工具、时令节气都和生活息

息相关，他心中拥有的世界因此而丰

富。虽然乡村生活是最熟悉的，最有入

骨入髓的体验，但从二十多岁开始写作

以来，乡村生活经验从未进入过他的创

作视域，直到“四十岁以后，记忆中乡村

的人与事朝我扑面而来”，他对生活的

理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谈到创作《家山》的初衷，王跃文说：

“《家山》不遵循单一线性叙事逻辑，也不

注重简单的外在冲突，深描细述寻常百

姓的烟火人生，拋弃对生活和历史的概

念化先验定义，回到原生态、日常和真实

的生活。我力图把这部小说写得扎实、

丰富、辽阔，追求我理想中的史诗品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人类热衷写诗，也钟情于对诗进行
解读。从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诗
品》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中国乃
至全世界，诗学阐释的传统源远流长。
在当代诗人群体中，写诗的同时解诗，
这个传统依然在延续。

1月3日，四川籍实力派诗人、四川
大学教授向以鲜的《迷宫与玄珠》由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诗想者”品牌以“读
经典”书系之一推出。这是向以鲜过去
四十年间（1981 年—2021 年）的古今诗
学随笔选粹。

新作《迷宫与玄珠》
涉及古今诗学命题

《迷宫与玄珠》共二十六万字，分为

两卷：上卷“迷宫”，将浩瀚的中国古典

诗歌及诗学寓意为一座瑰丽神奇的迷

宫，里面遍布七宝楼合和暗道，如何从

迷宫中获取无尽宝藏并成功走出迷宫，

是所有中国诗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下卷

“玄珠”，讨论的则是现当代诗歌，取意

于《庄子》的象罔求珠传说，如何像象罔

一样找到诗歌的真谛，也是每一个当代

诗人想要回答的问题。

从《时间之诗》《别离的笙箫》《当杜

甫遇见成都》《宋词一啸》《溪山有多远》

《蝴蝶与奔马》《火车或诗歌札记》《我、

海子和德令哈》《星辰与大海札记》《聂

家岩在哪里》《我的书房生活》等文章名

字可以看到，全书内容涉及中国古典诗

歌与现当代诗歌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

试图从纷繁的诗歌史和诗歌现象中，梳

理出一条可供寻绎的路径。

书中的第一篇学术随笔《释“彩

翠”》写于1981年夏天。那时向以鲜刚

满18岁，正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现在的

西南大学）中文系读大二，这篇暑期学习

笔记现在看起来自然显得有些稚嫩，但

作为作者学术方面的初啼却弥足珍贵，

一颗敏感而璀璨的诗心，跳荡在斑驳陆

离的汉语词汇之间。四十年，于历史长

河而言，只是迅捷的一瞬；四十年，于个

体生命而言，则几乎意味着全部青春。

在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群体中，向以

鲜的学术经历与写作经验较为独特。

作为历史专业的教授，向以鲜的本职工

作是和发黄易脆的故纸堆打交道，从学

科分类上属于蔚为壮观的历史文献学，

并参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持

的《全宋文》《宋辑珍本丛刊》《儒藏》及

《巴蜀全书》等多项国家重大古籍整理

研究工程，先后获得纳通国际儒学奖及

第八届教育部人文社科奖。

校古籍写新诗
从故纸堆中发现诗歌的黄金

在向以鲜的本职工作中，做得最多

的一项工作就是古籍的校点与整理。

为古代文献打句读、校异同的工作，他

付出了几十年的青春和热血。明人陈继

儒曾经说过：“余得古书，校过付钞，钞后

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过付印。印

后复校，然鲁鱼帝虎，百有二三。”在向以

鲜看来，这样反反复复的劳作，类似于西

西弗斯的苦役。校书永远是一个令人后

悔的工作——不是梅花落满南山，而是错

讹落满书页。尤其是卷帙浩繁的著述，要

做到百分之百的没有脱讹衍倒，几乎是一

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作为创作汉语新诗的一员，向以鲜

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也投入现代汉

语诗歌写作之中，迄今已完成“我的三

部曲”（《我的孔子》《我的聂家岩》《我的

发音》）及“旋律三部曲”（《唐诗弥撒曲》

《生命四重奏》《动物的密吟》）。其诗作

曾斩获《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赛特等

奖、天铎诗歌奖、四川文学奖、首届杨万

里诗歌奖、《诗刊》社中国诗歌网2018年

度十佳诗集奖、李白杯诗歌奖、第七届

中国长诗奖最佳成就奖等。

这种甚为特殊的职业阅历，为向以

鲜的写作与研究开辟出不同寻常的路

径和观察角度。向以鲜觉得这两者是

相辅相成的，“我能从故纸堆中发现诗

歌的黄金。很多诗作，都是在翻阅古代

典籍时写出来的。那些陈年旧事，总是

以新的形象，重生于诗作中。作为一个

诗人，得感谢伟大的传统经典；作为一

个历史文献学者，又得感谢神圣的诗

歌。这是双倍的反哺与回馈：如果没有

历史文献的滋养，我可能永远也写不出

《我的孔子》或《唐诗弥撒曲》；如果没有

诗歌，也写不出极具个人温度的《中国

石刻艺术编年史》或《盛世的侧影——

杜甫评传》。作为一个诗人，我是幸运

的，学术研究带给我无尽的‘诗想’。作

为一个学者或文献学教授也是幸运的，

诗歌让万物生辉。”

据广西师大出版社介绍，作为“诗

想者”品牌重要组成部分的“读经典”书

系，以对文学艺术领域的经典作品、代

表性人物的感受和介绍为主。所选作

者，多为具有突出创作成就的作家，他

们对经典作品的感悟、解读、生发、指

谬，对人物的颂扬与批评，均秉承“绘天

才精神肖像，传大师旷世之音”的宗

旨。在行文造句中，力求简洁、随和、朴

实，不佶屈聱牙、凌空蹈虚。

经典作品总是常读常新，其魅力不

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削弱。阅读经典，

不仅能拓宽我们的知识面、开阔视野、增

强思想的深度，更重要的是，经典作品能

够延展我们生命的维度和情感的深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延续湘地沅水地理悠长文脉
王跃文推出最新长篇小说《家山》

打捞诗歌的“迷宫与玄珠”向以鲜40年诗学随笔选粹出版

时隔8年，作家王跃文的最新长篇小说《家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54万字的《家山》，以湘地
乡村和风土人情为题材，描写南方乡村沙湾在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结构、风俗民情、耕织生活、时代变迁。其中包含了

王跃文的经历、思考和情感积淀，凝聚了其生命体验和感悟。这部小说也被中国作协列入“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一批书目。
在《家山》中，乡村的社会结构、乡村伦理、乡村经济模式以及一方水土的民风、民情、民心，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徐徐展开。因

而这本书也被称为“一部关于乡村生活的世情全书”。
过去9年间，王跃文搜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方志，钻研户籍田亩制度、捐税征收方式等等，多次重返乡间田野做实地勘

察，直到一方水土和那些村民已鲜明生动鼓涌于胸口。

《迷宫与玄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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