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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如何拓展乡土文学的书写空间

探索新时代
乡土文学
书写的新路
□主持人：崔立秋

尝试新农村书写的更多可能性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

从乡土文学土壤中开出的鲜花 □雷 达（文学评论家）

一部有文化根脉的新时代长篇小说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文学评论家）

为乡土文学创作提供新的艺术经验 □孟繁华（文学评论家）

□主持人：崔立秋

□特邀嘉宾：

李敬泽 雷 达 施战军

孟繁华 贺绍俊 张 陵

长篇小说《金谷银山》是一部值得
关注和探讨的作品。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
历史方位。新时代中国农村将发生哪
些变化，作家该如何回应时代变化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书写新时代的新农村，
都值得思考。

近年来，乡土中国发生了巨大变
化，农民的生产生活状态、精神面貌都
发生了深刻变化。关仁山显然是熟悉
这一切的，他了解中央对农村问题的战
略部署，熟知乡亲们的所思所想，准确
塑造了范少山这样一个“新农民”形象，

这是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他的回
归和重建具有重要意义——除了进城，
守护、建设乡村也是农民在新时代的新
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书写乡土
中国的更广阔的天地。

从现实层面来看，《金谷银山》反映
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乡村叙事的根本性
问题，更是中国乡土文学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如何面对、如
何开拓的问题。它是一个作家对现实
与时代做出的有力回应。从文学层面
来看，关仁山以他的敏感性和长期扎根
农村的生活经验在小说中回应了诸如
生态文明、扶贫、乡村振兴等中国农村

在新时代面临的迫切的、重大的时代课
题，并以蓬勃的激情和作家的艺术直觉
去书写这些命题，回应时代主题。从文
学史层面来看，《金谷银山》是关仁山所
有乡土小说中最有研讨价值的一部，它
体现了作家向《创业史》致敬的追求，他
把自己的写作放到了文学史脉络里，这
对一个作家有重要意义。

小说的主人公范少山寻找种子，回
家乡带领乡亲致富，是对柳青《创业史》
的回应。同时，范少山从北京昌平回到
家乡创业，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
路遥的回应，范少山这一人物会让我们
联想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以及

《人生》中的高加林。这些人物身上既
体现了现代青年不断向命运挑战，自
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
的传统美德。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不仅
仅是时代变迁的图景，也看到了现代
以来特别是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序列
中，中国农民所发生的新的重要变化
和所面临的精神难题。探讨《金谷银
山》这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探
讨一个作家该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来
对柳青、赵树理等留下的文学书写脉
络做出回应，沿着社会主义文学的道
路在新时代尝试关于新农村书写的更
多可能性。

《金谷银山》书写了乡土文学的新
空间，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是当前值得
关注的一部作品。小说在处理传统与
创新的关系上较有新意，它就像一朵
从中国乡土文学深厚的土壤中开出的
鲜花。在我看来关仁山受中国传统文
学影响很深，他始终不忘从传统中汲
取营养，积极向赵树理、柳青、孙犁等
老一辈作家学习，并与当代乡土生活
结合，这非常难能可贵。如今一些原
本书写乡土的作家已经开始转向其他
题材，离乡土和农村越来越远，而关仁
山没有离开他熟悉的乡土文学，他把
着力点放在作品的内部层面，从精神

生活的内里发力，他的作品体现出浓
郁的人民性。我们从范少山、范老井、
老德安、余来锁、田新仓、迟春英、白腿
儿等人物身上，看到了朱老忠、严志
和、春兰、李有才、田寡妇以及《铁木前
传》里九儿等人物的影子。他们是一
脉相承的，流淌着同样的血液。关仁
山在继承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不忘与
时俱进，其作品既接地气，又传递着大
量的新信息、新事物，土地流转、电商、
微信、金谷子、金苹果、旅游开发等都
让我们耳目一新。

这部作品有轻喜剧的风格，洋溢
着乐观、自信、向上的时代气息。小

说既有“山药蛋派”的幽默，又有
“荷花淀派”的清新。那种在文学史上
曾经反复书写的忍辱负重、麻木不
仁、自欺欺人的场景已很少见，这也
是生活自身发展带来的变化。小说语
言简洁，表现力强，细节描写比关仁
山以往的作品更加活泼风趣。小说开
篇对燕山大雪、老德安之死以及“鬼
难登”断崖的描写，让人眼前一亮，
显示了作者的文字功力。

《金谷银山》在乡土文学发展中的
意义值得充分肯定。小说打破了城乡
二元思维，为新时代如何书写新农村的
重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曾有一种

观点过于匆忙地宣称，城市文学将完全
取代乡土文学，中国乡土文学的土壤和
根基将不复存在，乡土文学即将消亡。
这当然既不符合生活的实际，也不符合
文学创作的实际，但乡土文学书写空间
的扩展问题亟待解决。范少山总是觉
得在北京好像一滴油花漂在水面，很光
亮，但总是融不进水里。岂止一个范少
山，现在中国进城的农民有很多，有多
少农民完全融入了城市生活，完全变成
城市人？我认为另一条路可能就是通
向返乡的道路、重建的道路。进城也
罢，返乡也罢，不存在谁对谁错，关键要
打破城乡二元思维。

《金谷银山》 这部小说，叙事上有
说书人灵活多趣的声腔，无论写大场
景，还是写小人物，都有聪明而自然
的洒脱和幽默的笔致。小说开篇对燕
山大雪的描写，展现了作者精湛的功
力，语言干净利落，朗读起来有一种
与经典相遇的体验。这样一个宏阔的
开场，毫无对接痕迹地引出了主要人
物与其他人物，巧妙地完成了场景的
挪移，美与忧、震撼与害怕——时空
的重要元素都自然地融入其中。这是
非常了得的功夫。现在很多作家在涉
及人物、时空的转换时，往往处理得
比较呆板，但是关仁山在这方面有羚

羊挂角般的艺术功力。
此外，小说有一种特殊的情绪节

奏，可以说是乐观、活跃，也可以说是热
情。这种情绪节奏来源于小说中多次
出现的两个字——指望。书中，老德安
的死是因为没了指望，这一意识的觉
醒，让小说的主人公范少山开始了带着
指望的苦乐创业之旅。小说所有的温
度都来源于指望。范少山想到家乡，想
到未来的生活，想到所有的乡亲们，家
乡对指望的迷茫明晰了他自身的志
向。“指望”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它使
小说激情丰沛。这是一部有速度感的
小说，在叙事上，让人感觉一路都在小

跑，即使有些地方慢下来或者稍有停顿
也是为了接下来的提速。与速度相伴
随的是温度，这也是一部不断升温的小
说。小说在塑造新人物、展现新气象
时，作家有热血上涌的激情，小说因此
有了一种冲劲儿。“指望”让创造性的情
绪支配着整部小说的感性世界。

这是一部有文化根脉的新时代长
篇小说。书中，范少山寻找种子的过程
写得分外出彩。金谷子是老辈人传下
来的，它连着世代人的根。与此相关的
白羊峪则是范少山以及乡亲们的根，他
们在不情愿搬迁的情况下从祖传的金
谷子这里找到了指望。但仅仅如此，从

文化层面上还不够，直到康熙皇帝题写
的白羊峪村的村训石碑被找到，这个根
立住了。自古有之，于今赓续，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关仁山找到了新时代与
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结方式。很多
人关注长篇小说在新时代的文学道路
该如何走，关仁山在这部小说中进行了
有效的探索，新时代的主要特质几乎被
悉数收入囊中。这样较为全面、鲜明地
状写新时代中国农村的长篇小说，有它
开路先锋的意义。尽管之后还会有作
家在写法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但这
部小说题材的重大不言而喻，几乎涵盖
了新时代社会的全景。

关仁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乡土文学
作家。几十年来，他扎根于乡土，认真书
写他的冀东大地。如何书写乡土中国几
十年来的巨变，如何看待和想象大变动
时代的中国乡村，是这个时代作家面临
的共同难题。关仁山一直乐观地看待这
场巨变，他的文学人物都是乡村中国变
革的支持者。《金谷银山》用大红大绿的
色彩描绘了中国北方一幅绚丽的画卷。

“金谷银山”是乡土中国的梦幻，“披金挂
银”是乡村吉祥的福音。主人公范少山
是新时代的农民英雄，是新时代的梁生
宝。他在白羊峪建构的不是一个虚幻的
文化乌托邦，而是一个巨大的、触手可及
的、金谷银山的物质世界。

《金谷银山》在创作方法上，与关仁

山的“中国农村三部曲”——《天高地厚》
《麦河》《日头》相比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它不是以同情者的角度悲天悯人地专注
于农民的生存景况，而是着力塑造了一
个“新时代的农民形象”——范少山。这
是一个有着梁生宝血统的冀东农民，范
少山要践行梁生宝的人生，造福于白羊
峪的乡亲们。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对关仁
山而言是一条“险象环生”的文学选择：
当英雄的时代早已过去之后，如何塑造
新的时代英雄，实在是太艰难了。

书中主人公范少山没有被塑造成为
可敬却难以让人亲近的“高大全”，他的
性格生成和发展是真实的、合理的、可信
的。范少山带着他自己的时代印记走到
我们面前。他有个人的情感史，曾有一

段失败的婚姻，但是刺激范少山“拯救”
白羊峪的不是个人的情感挫败，而是村
民老德安的死。老德安的死让范少山决
定返回家乡白羊峪，带领乡亲们走绿色
生态的创业之路。他在白羊峪的土地种
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施除草剂的金
谷子和不打农药的金苹果获得成功；他
带领乡亲们“挖山不止”，白羊峪村成为
远近闻名的旅游观光村；范少山没有止
步，他还下山推动土地流转，建成了万亩
金谷子种植基地，在成就新农民梦想的
同时，也使中国北方更多的农民受益。
他们曲折的创业故事，同时也在进行新
农村的道德与文化重建，为时代谱写了
一曲感天动地的新的创业史。

小说的主人公范少山，当然不是传

统意义上的梁生宝。梁生宝践行和寻
找的是一条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新
的生活观念是他前行的最大动力。而
范少山出现的时候，农村变革已经实行
多年。他可以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自由
穿行。见多识广的他和恋人杏儿在城
市和乡村搭建了电子商务平台，让更多
的城市人也在白羊峪的生态果实和旅
游中，见证山村绿色生态之美。小说在
塑造了范少山这一新的农民形象的同
时，也塑造了闫杏儿、白腿儿、余来锁、
田新仓、泰奶奶、范老井等人物形象。
这些来自白羊峪的不同人物，使小说改
变了作家自己旧有的写作格局，打破了
同类题材的写作模式，为乡土文学创作
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

关仁山有一颗热爱农民和农村的赤
诚之心，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农民精神诉
求，谱写农民命运。在这一过程中，他始
终保持乐观主义态度，向前看，不向后看；
唱赞歌，不唱挽歌。他在叙述中常常情不
自禁地表达他的爱憎情感。他追求厚实
的社会内容，不搞个人化，而是走大众化
之路；不沉湎于一己悲欢，而是着眼于社
会的大趋势。

关仁山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上设
计人物形象，并且他通过这一人物形
象彰显时代的意义。书的扉页上有一
句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
给他的小说确定了主题。书中的主人
公范少山就是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
的人物类型。进城的农民曾经是乡土

叙述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但是农民进城
并非一去不复返。一方面，城市并没有
真正向农民敞开大门；另一方面，农民
也发现城市不是自己的栖身之地，慢慢
地，一些农民可能又回来了。虽然农民
返回家乡还没有形成大趋势，但关仁山
显然认为这应该是未来的走向，新型的
农民就应该从进过城又返回的农民中
产生，于是他写了范少山这个人物形
象。其实近年来反映现实农村的小说
中一般都会写到返乡的农民形象，但
多半都是另一类返乡的形象，有的是
写那些在城市闯荡成功，成了大老板，
带着光宗耀祖的心态回到农村。这些
人有的利用自己的财富要为家乡做点
实 事 ，有 的 则 要 借 此 成 为 当 地 的 一

霸。关仁山以前的小说中也写过这样
的返乡农民形象。但发财的农民毕竟
是少数，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是范少山
这样的人物，关仁山显然预感到将来
会有更多像范少山一样的农民要返回
家乡，所以他愿意在这类人群中寻找
理想的形象。范少山这个人物新就新
在这里。

我认为这部小说的核心有三个：一
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主旋律，一个是
生态。这三个核心也是关仁山的创作
思维路径。这三个思维路径都很好，但
当作者将这三个思维路径放置在同一
部小说里时，就有一个相互协调相互关
照的问题了。我感觉目前的问题在于
关仁山未能将三个思维路径梳理得非

常清楚。比如，小说的情节发展是建立
在抵制搬迁的基础之上的，尽管这一情
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但写抵制搬迁可
以用来表达另外的主题，用来表达新农
村建设显得有些缺乏说服力。搬迁应
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搬迁
是为了让农民离开不适宜生存的地方，
到一个适宜之处生产和生活。其实搬
迁本身就非常值得书写，搬迁中同样会
涌现出代表前进方向的新农民。同样，
新农村建设的思维路径如何与生态的
思维路径协调起来，也需要认真梳理。
小说目前的情节设计显得对生态的理
解过于简单化。总之，我认为作者如果
把三个思路理得更顺畅些，其主题的表
达会更准确更有力。

塑造中国新时代农民的典型形象 □贺绍俊（文学评论家）

《金谷银山》 与关仁山以往的作品有
很大不同，那就是，作家充分发挥虚构艺
术优势，去敏锐捕捉新的时代信息，积极
感应新的时代精神，从而给作品带来新的
气象。

关仁山对京津冀一带农村生活很熟
悉，对中国农村变化跟踪非常紧，他有一
肚子农村农民的故事。这个扎实深入生活
的基础，是他写好作品的保证，也是他的
作品出新的动力。进入 《金谷银山》 的故
事以后，我们很快就发现，作家的意识很
新。作品情节的发端是白羊峪村民拒绝搬
迁，这才有了主人公范少山回到白羊峪创
业的故事。小说写老百姓对搬迁的抵制，

其实可以说是作家对城镇化的不同认识和
看法。在作家看来，大片如白羊峪般的村
庄被放弃荒废，不应该是城镇化的结果。
简单地把农民集中到城镇里，并不能最终
良性地解决“三农”问题，还会触发各种
社会矛盾，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只有因地
制宜，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态乡村，才
是真正的城镇化道路。关仁山敏锐地捕捉
和感应到这样一个新时代的信息，意识到
中国农村社会又会有更深刻变化，自觉地
在构思过程中融入新的思想，化为自己熟
悉的故事情节，把这个新时代的信息传播
到读者那里。

《金谷银山》 的故事内涵也有很浓的

新意。在关仁山笔下，尽管白羊峪农民
还没有摆脱贫困，但他们脱贫的方式已
经不可能像原来那样靠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来达到致富的追求。他们必须在绿水
青山中找到金山银山，才能保住自己的村
庄，过上幸福的生活。由此，小说抓住这
个思想关键点，描写范少山等一批具有先
进思想意识的农民一直在寻找探索走绿色
发展之路。为了使美好愿望变为现实，
多年来生活在封闭的白羊峪村的村民打
开了眼界，掌握了来自时代前沿的信
息，精准地发展自己的产品。普通传统
农村生活，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原本
落后的白羊峪，成了中国“美丽乡村”

建设的一个缩影，一个方向。关仁山正
是从这个层面上真实地反映中国当代农
村的新现实，突出了主题内涵中的新时
代意义。

塑造农村新人形象，一直是作家关仁
山不懈的思想艺术追求。这种强烈的意
识，也鲜明地投射在 《金谷银山》 的主人
公范少山身上。范少山个性里有一种品
质，那就是特别经得起生活的打磨。这个
厚道随和的冀东汉子，骨子里有一种男人
的担当和隐忍，有一种创造生活的正能
量。我们从这个人物身上，能够强烈地感
受到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热情与
力量。

呼应新时代富有新意的作品 □张 陵（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文学评论家）

河北当代文学有两大传
统，一个是抗战文学，一个是乡
土文学。作家关仁山是一位坚
定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典型
的乡土文学作家。多年以来，关
仁山一直以乡土作家的敏锐触
角捕捉着时代的风云变化，在
农村广袤的土地上寻找英雄，
在乡土文学的书写中塑造英
雄，他的长篇小说《天高地厚》

《麦河》《日头》被评论家称为
“中国农村三部曲”，受到专家
和读者好评。

关仁山新作《金谷银山》延续
了他一直关注农民精神诉求、谱
写农民命运的乡土文学写作的路
子，从精神内质上与此前的“中国
农村三部曲”一脉相承。正如关仁
山自己所言：“农民可以不关心文
学，但文学不能丢掉农民。”笔者
通读全书后，明显感觉到不管是
在新时代农民形象的塑造上，还
是在轻松诙谐富于时代特色和乡
土气息的快节奏叙述语言的运用
上，这都是一部不同于关仁山以
往写作风格的作品，他试图通过
这部小说探索一条新时代乡土文
学书写的新路。评论家郭宝亮认
为，《金谷银山》不仅是关仁山的
转型之作，也是向新时代文学转
型的一个标本。

关仁山曾经在故乡唐山的
基层农村挂职多年，最近几年深
扎在北京昌平曹碾庄和燕山深
处长城脚下白羊峪体验生活，对
新时代新农村的巨大变化有着
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金谷银
山》就是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背
景，讲述了新时代新农民范少山
返回故乡带领白羊峪走上生态
致富道路的故事。当下一些乡土
文学作品往往围绕“融不进的城
市、回不去的故乡”这个主题，抒
发城市化进程中作家内心深处
那种惆怅迷惘的乡愁，关仁山却
没有将笔墨落在乡村挽歌的书
写上，他深刻认识到当下的中国
农村已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
代，提出了农民回乡与家园重建
的问题，体现出关仁山作为一名
乡土文学作家，试图用文学方式
为新时代新农村的发展寻找出
路的努力。

关仁山以《金谷银山》向柳
青的《创业史》致敬，小说的主
人公范少山是时代的缩影，是
新时代的梁生宝。当然，随着时
代的变迁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
速，范少山遇到的问题远比梁
生宝复杂得多。因此，关仁山在
作品中通过“以人为本”的现代
意识掘进农民的灵魂深处，从
人性复杂多样的角度重新审视
农民的行为动因，给传统乡土
小说创作赋予新的生命、新的
灵魂，努力探索新时代乡土文
学书写的新路。

小说《金谷银山》也存在一
些不足或者可商榷之处，比如
主人公范少山从北京返乡创业
的缘由是否稍显牵强，这个类
似于英雄式的新农民形象是否
过于理想化等等；比如小说跌
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多元矛盾
的戏剧冲突、快节奏的情节推
进，总给读者以更像影视剧本
的错觉等等。

今天，我们特邀全国知名
评论家对关仁山《金谷银山》这
部小说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探
讨，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