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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乡愁书写寻找生存之根 ——孟昭旺小说集《少年游》赏析

看 不 尽 的 风 景 ——《贾大山评传》荐读

由古文经典探寻风雅之道 ——评《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

□郑从彦

中国文脉，是中国传统人文精
神的主脉，也串联起中国传统文学
艺术。丹麦文学评论家、作家勃兰兑
斯曾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
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
魂，是灵魂的历史。”在徐晋如看来，
中国文脉从《诗》《骚》以降，一直遵
循着风雅之道，从未更移。中国文学
是中国文士表达自己心中之“道”的
方式，了解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风雅
之道，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传统文
学艺术。

《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5 月出
版）是一部系统讲述中国文脉的著
作。作者徐晋如从《诗经》讲到明清
传奇，详细梳理中国文脉。“以一国
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

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中国文
学的正脉，被称作“风雅”。风雅是士
君子的人格风范、精神气质，故中国
文学是一种纯然士君子风的文学，
是寻求真正读懂诗经楚辞、汉赋唐
诗，充分认识屈原李杜、韩柳欧苏的
文学。讲透中国文脉，不是件容易的
事。作者积淀三十年功力，经历三载
春秋，用自己的执着追寻和真挚热
爱，完成对中国经典文学的返视
内观。

不学诗，无以言。温柔敦厚、芳馨
悱恻，是中庸之道在文学中的体现。
古语有云：“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乐观的作家，方能作出气势恢宏、辞
丰文丽的赋来。司马相如的风骨是作
者极为欣赏的，恰也因这份欣赏，让
其对文学“为己”之义有了更深刻的
领悟。作者相信《古诗十九首》是诗人
生命精神的宣泄——用真挚高尚的

情感拨动读者的心弦，用温柔敦厚引
起人们的共鸣。乐府诗并不是民间的
诗，乐府动清声，这清声包罗万象。当
然，将中国文字特性发挥到极致的，
当数骈体文。作者对六朝俪体偏爱有
加，盛赞其为美化的文字艺术，在历

史上，它赋予了应用的文字超越庸常
的美感，不仅默默地推进着世道人心
向美向善，而且达到实用文字无法臻
至的境界。

学者龚鹏程在该书序言中写
道：“重新调整视阈，了解文脉、接上
文脉，既是文学，也是人学。”重整视
阈，续接文脉，知易行难。为了达成
这一宏伟目标，作者要克服内心强
烈的忧惧。他秉持不破不立的精神，
顺利进入与古人相对倾谈之境，直
观感受中国文学的蓬勃生气。

作 者 存 古 人 之 心 ，行 古 人 之
道，阅古人之境。在讲完六朝文之
后，他以专章推介有“唐孟子”之称
的陆贽。作者眼中的陆贽，是一位
品德高尚的醇儒，既拥有成熟的政
治思想，也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政治
主张，还是一位有着超卓战略眼光
的政治家，足智多谋，以道济天下。

讲至唐宋八大家，作者抑韩扬柳。
他力推欧阳修，皆因欧阳修对道德
的推崇起到了厚人伦、美教化、移
风俗的作用，值得敬仰；鼎荐苏轼，
正如苏辙所言：“其于人，见善称之
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
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
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孔子谓伯夷、
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公实有焉。”

作者以虔诚之心观照儒者精神
世界，以酣畅之笔书写三千年中国
文学的精神主脉。他带领读者去了
解杜甫的沉郁顿挫，去精读李白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句，领略“李杜
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磅礴气象。
正如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所言，作
者“自由洒脱地来往穿梭于中华千
年文脉之中，啜饮着古圣贤酿就的
甘露”。

□张福堂

写文章或者著书立说，写赏读
类的容易，写评传较难，尤其是名
人名著的评传，作者需要有一定的
功力。

由杨金平、杨岱撰写的 《贾大
山评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4
月出版） 记述评价了贾大山的一生
经历及其作品成就。该书分为 15
章，内容包括少小时光、插队岁
月、遇见伯乐等。每篇评述既独立
成篇，又相互关联，不仅梳理了贾
大山的作品，也穿插了对河北文
坛、河北文学的思考点评。

作者认为贾大山的作品“笔墨
跟随时代”，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有强烈的家国情怀。贾大山作品中
的人物形象刻画生动，有血有肉，
人物的语言风格、生活习惯、交往
方式等，都有着鲜明的“此时此
地”烙印。所以，贾大山的文学作
品才能成为精品佳作。

贾大山是河北正定人，1964 年
作为下乡知青到正定县西慈亭村插
队务农，后调至正定县文化馆。曾
任正定县文化局局长、河北省作家
协会副主席等。20世纪70年代，贾
大山开始在 《人民文学》《北京文
学》 等杂志发表作品。其创作主题
多关注小人物命运，通过对底层人
物的个性描绘反映农村社会现实。

《取经》等作品将笔墨集中在基层干
部身上，“梦庄记事”系列则侧重写

普通农民的人性及人情。
《贾大山评传》详细介绍了贾大

山作品的创作背景、谋篇布局，深
刻阐释其中蕴含的哲理。如前所
述，写评传很难，甚至费力不讨
好。因为吃透作家作品，再加以详
尽论述，非有勇气者不敢为，非有
智慧者不能为。

《贾大山评传》 作者之一杨金
平，深耕文坛多年，曾担任文学刊
物 《长城》 杂志副主编。他是一位
优秀的编辑，也是一位著作颇丰的
作家，小说、散文、随笔都有所涉
猎。他的老家藁城与正定相距三四
十公里，风土人情相近，方言土语
相通，他的人生经历、社会阅历，
与贾大山也颇有相似之处。因此，

他对贾大山作品中的人和事有着更
深切的体会。在书中，作者对贾大
山的文学作品进行爬梳，对这位富
有个性的作家的小说创作时间、底
蕴、风格等逐一评述，意蕴丰赡，
耐人寻味。

好的评传应该是立体的、多维度
的。作者在对传主热情赞颂的同时，
也有温情提示和善意的批评。比如作
者认为贾大山固守正定，有意避开思
想的交锋、学术的碰撞，没有到更广
阔的天地锤炼自己，在创作境界上还
有可完善的空间。

千字小文，挂一漏万，难以尽
述 《贾大山评传》 的诸多特点。书
中自有看不尽的风景，想要一窥全
貌，还需读者亲读体会。

网络时代影视创作离不开文学性
□王文静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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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伊始，扫黑除恶题材电
视剧《狂飙》作为一部开年大戏引
发观剧热潮，在主人公高启强从贫
穷懦弱的鱼贩最终成为黑恶势力
的覆灭命运背后，除了正义与邪恶
较量的惊心动魄之外，关于善恶之
分、忠奸之辨以及人在命运浮沉中
的挣扎，也引发观众热议。赢得观
众口碑的除了演员的演技，更有作
品主题意蕴之厚重、人物形象之丰
富、角色关系之微妙、人性之复杂
等，而这些恰恰是文学性的集中表
现。主创团队在开掘作品的文学性
上体现出较强的专业能力和智慧。
文学性既是网络时代影视改编的
重要元素，也是网络影视从迎合受
众走向引领受众，从而带动网络影
视良性竞争的重要表征。

从《觉醒年代》《山海情》到《人
世间》《扫黑风暴》，优秀影视作品专
注于挖掘网络时代人们对信仰、价
值、精神和美学的创新表达，并得到
时代的认可和受众的共鸣。人们越
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影视作品之所
以能从眼花缭乱的IP迷雾中突围并
受到观众喜爱，并不是因为它们的
IP 基因和路径，而是因为它们聚焦
宏阔的社会生活、云谲波诡的历史、
复杂立体的人物以及多元的审美。
可以说，文学性已经成为网络时代
影 视 佳 作 保 持 艺 术 生 命 的 重 要
元素。

2022 年 ，电 视 剧《人 世 间》热
播。这部作品以中国近 50 年来时代
发 展 为 背 景 ，刻 画 了 三 代 人 的 青

春、情感、理想和命运，它呈现的生
活温度和精神力量超越了单纯的
娱乐，成为不同年龄层观众津津乐
道、深深共情的精品剧作。最近，根
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三体》首轮播出结束，持续多年的
“三体热”在跨媒介转换中打开了
宇宙文明的视野与想象。还有之前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推拿》《平凡
的世界》《装台》等优秀影视剧的
播映。有学者认为，这是优秀传统
文学改编影视剧的升温回潮。而这
一现象也同样出现在网络文学 IP
影视剧改编中。

事实上，网络文学经过二十余
年的发展，其优势不仅体现在为大
众 写 作 赋 权 、丰 富 题 材 类 型 等 方
面，更体现为它在互联网文化产业
链条的大众性、互动性、消费性商
业话语中，即时获得和把握大众心
理，积极与网络影视的传播特点适
配，并最终把读者或者观众变为用
户的过程。从 2014 年以《华胥引》

《云中歌》为代表的网络文学影视
改编“井喷”，到 2015 年组团出现的

《花千骨》《琅琊榜》《盗墓笔记》，再
到《余罪》《白夜追凶》《如懿传》《隐
秘的角落》《庆余年》，热播影视剧
的背后无一不是优秀的网络小说，
网络文学通过便捷的传播和互动
构建起自身影视化的绚丽前景，其
精彩的故事、鲜明的主题、巧妙的
叙事、清新幽默的语言所形成的合
力，成为影视转化的价值内核。以

《庆余年》为例，该剧 2019 年在三家

网络视频平台播出以来，播放总量
超过 200 亿次，是近年来网文 IP 改
编中当之无愧的爆款。而这部作品
的同名小说《庆余年》自 2007 年开
始就在起点中文网连载，融江湖、
庙堂、家族于一体的传奇故事和跌
宕起伏的情节，让小说历经十余年
仍然居于网文平台收藏榜前列。由
此可见，IP 爆款的诞生，并不取决
于它是传统文学还是网络文学，其
影视化的改编空间和品质最终指
向的是文学原著的本质属性，即文
学性。

与传统文学不同，网络文学的
文学性不仅体现在前文所述的单
个文本的思想含量、叙事节奏、人
物形象等方面，它作为类型文学在
题材优化、现实转向、“Z 世代”崛起
等方面产生的对网络文学史的重
要影响，也成为网络文学在题材、
文学风格、表达方式等方面不断强
化自身文学特性的证明。《2022 中
国 电 视/网 络 剧 趋 势 报 告》显 示 ，
2022 年 度 剧 集 的 IP 改 编 占 比 达
64%；2022 年电视剧百度指数峰值
排名的 TOP10 中，《雪中悍刀行》等
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剧集占据 8
席。如今的网络文学早已从最初的
玄幻、穿越、军事、校园等类型，发
展出了涵盖悬疑、医疗、工业、教
育、传统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的 20 余个大类、200 余个小类的题
材，塑造了包括乡村教师、基层警
察、工程师、农牧民等 180 多种职业
的人设，开辟了“次元系”“马甲文”

“无限流”等新的表现类型。《梦华
录》中的宋朝风雅，《天才基本法》
中的平行世界，《开端》中的时间循
环，既是让读者大开眼界的“网文
梗”，也成为影视改编格外关注的
内容增长极。

互联网时代的影视创作在多
元 共 生 的 发 展 态 势 下 ，承 担 着 塑
造 中 国 形 象 、讲 述 中 国 故 事 的 历
史使命，彰显出主流化、经典化的
趋势和特点，优质的文学 IP 在大
众化的影视艺术中“破圈”，热播影
视剧的不断涌现又反哺原著，形成
了文学阅读的社会效应和市场反
馈的良性循环。《2021 中国网络文
学发展研究报告》中提到，根据《庶
女攻略》改编的《锦心似玉》播出
后 ，原 著 网 文 日 均 阅 读 人 数 增 长
了约 46 倍。可见，无论是传统文学
还 是 网 络 文 学 ，一 旦 进 入 影 视 转
化 的 产 业 链 条 ，这 个 跨 媒 介 的 超
文本就必须努力处理好艺术与市
场的关系；与此同时，网络时代的
影 视 创 作 想 要 在 以 平 面 化 、复 制
化为特点的大众消费市场脱颖而
出 ，也 必 然 要 凸 显 剧 作 的 思 想 含
量和艺术质感。

从十年前“IP”概念的流行、发
酵，到如今《人世间》《三体》《流浪
地球》等热门影视剧被人们津津乐
道，文学不断自证其作为网络时代
影视创作的资源属性，而文学性的
在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泛娱
乐 语 境 下 影 视 剧 的 传 播 力 和 生
命力。

□黄军峰

乡土小说是中国新文学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很多作家的创作素材
常常源自故土乡情，青年作家孟昭
旺也不例外。其小说集《少年游》（花
山文艺出版社 2022 年 10 月出版）收
录了他近年来创作的40多篇短篇小
说。作者以有趣的故事、纯朴的人
物、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追忆儿时
岁月和少年乡土生活，展现出难以
忘却的乡愁。

谈起故乡，孟昭旺总有讲不完
的故事。乡愁，连着故乡与游子，连
着过去与现在。乡愁，是每一个离家

之人心中对故乡的惦念。出生于乡
村，有过一段时间的乡土生活，长大
后来到城市，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不

断奔波，置身于高楼大厦，精神却扎
根乡土。作者将记忆中的生活浓缩
于文本，春耕、婚事、卖艺、上供、卖
棉……熟悉而亲切的乡土生活，充
满快乐、苦楚、温馨、趣味，有过乡土
生活经验的人，尘封的记忆瞬间被
唤醒。

阅读小说集《少年游》，能激发
人们对乡土、乡情、乡愁的深入思
考。作者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他成长的过程，正是中国农村改革
开放的社会转型期。他目睹了社会
发展变化给农村、农民带来的冲击。
他在作品中通过一件件生活小事，
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的巨

大变化。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
改善，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在这一
过程中，变化的是村里人的生产生
活方式，不变的是植根于乡土社会
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
我国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内涵丰富，
一系列价值观念和传统美德，如邻
里和睦、勤俭持家等，在乡村发展中
得以传承与弘扬。

生活在“董村”的人们，朴实、善
良、幽默、可爱，甚至还有一些憨、一
些笨、一些愚，但在憨、笨、愚之中，
透着智慧、坦诚。打兔子、爬树、掏
鸟、扎风筝、逮知了、烧蚂蚱……从
作者描绘的一个个生动场景中，我

们能感受到“董村”人知足、宽容、乐
观的生活态度。

评论家谢有顺曾说，好作家是有
“原产地”的。或者说，好作家都有一
个精神的来源地，一个埋藏记忆的地
方。比如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笔
下的湘西，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韩少功笔下的马桥，贾平凹笔下的商
州……“当我们想起这些作家的时
候，自然就会想到他们所写的这些地
方，包括其中的风土人情、世态万象，
都成了一个地理、经验、精神意义上
的写作符号。”作者透过乡愁这一主
题去寻找人们的生存之根，进而探寻
故乡对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蒋辉月

搜 集 整 理 大 运 河 河 北 段
的 民 间 故 事 ， 对 于 传 承 弘 扬
大 运 河 文 化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这些故事反映了特定时期地域
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社会习
俗 和 民 间 心 理 特 征 。《大 运
河·河北民间故事》（河北人
民出版社 2022 年 9 月出版） 为
研 究 大 运 河 河 北 段 历 史 事
件 、 民 俗 风 情 、 经 济 发 展 等
提 供 了 资 料 ， 具 有 较 强 的 史
料 价 值 ， 是 对 官 方 记 录 的 民
间补充。

书中的故事具有教育、娱
乐 功 能 。 民 间 故 事 反 映 了 先
民 朴 素 原 始 的 思 维 方 式 和 世
代 积 累 的 生 活 经 验 ， 以 口 耳
相 传 的 形 式 代 代 流 传 ， 惩 恶
扬 善 ， 警 醒 后 人 趋 利 避 害 。
书 中 内 容 多 是 反 映 大 运 河 的
形 成 以 及 周 边 百 姓 的 生 产 生
活 、 社 会 关 系 等 。 故 事 往 往
带 着 民 众 的 主 观 意 愿 和 想
象 ， 对 历 史 事 件 进 行 变 形 处
理 。 古 时 候 ， 恶 劣 的 自 然 环
境、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使得很
多事情难以找出解决的途径，
于是人们幻想借助神力来惩恶
扬善。有些民间故事不仅反映
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
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批判。如

《滕小圣的传说》 中因才华出
众 被 人 嫉 妒 而 榜 上 无 名 的 滕
经 ， 死 后 被 封 为 “ 河 神 大
臣”，表达了人们追求公平正
义的美好愿望。先民们以万物
有 灵 的 思 维 方 式 ， 将 天 地 万
物 人 格 化 ， 面 对 运 河 发 生 的
自 然 灾 害 ， 他 们 往 往 用 想 象
来 解 释 。 如 《 运 河 水 的 传
说》 讲 述 红 莲 姑 娘 盗 取 龙 珠
变成黄龙，喷吐黄水，使运河
水由苦变甜，改变了运河人的
苦日子；《盘龙塘》 中李娃用
神仙的降龙剑挡住了洪水，借
助神的力量征服了大自然。书
中还记录了祭祀、修庙、日常
生活等，故事简单易懂，风趣
幽默，不乏河北的方言俚语，
读来亲切，如话家常。

民间故事具有浓厚的生活
属性和独特的审美特征。书中
的故事描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和思想观念，承载着民间的文
化记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故事
的产生基于劳动人民的精神需要，有的故事具有
教育意义，有的则是纯粹的娱乐逗趣，利用巧合
误会巧妙安排情节，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许多
故事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展现出人们丰富的想
象力。《水妞智斗鲶鱼精》《渔童遇仙记》 中，水
妞、渔童的形象生动活泼，故事情节惊险曲折。

《乾隆输棋》 中，皇帝小心眼儿、好面子，也会窘
迫得出汗，有着普通人的弱点和心理；李大脚的
故事中，皇帝的形象则是可亲的，比如皇帝跟李
大脚拜把兄弟等，这些都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思维
方式塑造出的皇帝形象。故事中，有的人物性格
复杂多变。如 《浪漳河》 中，河伯杀死黑龙，为
民除害，自己沉到了河底，却要求村民把年轻姑
娘扔进河里给他当媳妇儿。本来是为民除害的大
英雄，却变成残害百姓的恶人，反映了人民群众
对人性变化的朴素认知。《花手绢》 中，贫穷善
良的小男孩富有后变得贪婪蛮横，展现了因财富
地位变化带来的人性转变。《双城集的传说》 则
描绘了同时存在的两个时空，反映出当时人们所
具有的平行时空的思想理念。

收集整理大运河民间故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书中许多故事蕴含着深刻哲理，对现代人依然
有教育意义。比如 《借鉴亭的传说》 阐述父母管教
孩子“严是爱、宠是害”的道理；《张朝寺村里的
传说》 讲述吕纯阳戏弄为富不仁的财主，劝诫人们
要勤劳善良；《金罐子》 引导人们正确对待金钱和
财富。中华传统美德需要以民间故事的形式进行弘
扬，影视、舞蹈、戏剧、美术等艺术形式，常常从
民间故事中汲取创作灵感。

书中配有不同时期民间文艺工作者深入田间地
头、老乡家中采访，农民在劳作间隙讲故事的图
片，以及剪纸插图，让读者更加深入立体地感受朴
实多彩的民间故事。

大运河河北段的民间故事是运河两岸人民宝贵
的文化财富，是运河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它
承 载 的 不 仅 仅 是 民 间 的 知 识 、 经 验 、 智 慧 、 情
感，更凝结积淀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基因与价
值追求，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壮大提供了
丰厚滋养。

互联网时代的影视创作

在多元共生的发展态势

下，承担着塑造中国形

象、讲述中国故事的历

史使命，彰显出主流化、

经典化的趋势和特点，

优质的文学 IP 在大众

化的影视艺术中“破

圈”，热播影视剧的不断

涌现又反哺原著，形成

了文学阅读的社会效应

和 市 场 反 馈 的 良 性

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