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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下河”区域的界定

谈论“里下河文学流派”，必须弄
清楚“里下河”区域的界定。“里下
河”不是一条河，而是由四条水系构
成的一个地域。“里下河文学”是里下
河地域范围内的文学。

“里下河”，是江苏苏中地区里河
与下河之间区域空间的简称。里下河
地区是一个 10000 多平方公里的平原。
其地理范围为，西接里运河，东牵串
场河，北靠苏北灌概总渠，南达老通
扬运河。“里下河”虽属平原，但在地
貌上又是江苏省长江与淮河之间最低
洼的地区，四周高中间低，地形如
锅，是典型的洼地，境内河湖相连、
水网密布、土地肥沃，是著名的鱼米
之乡。

“里下河”大致有 4 个行政区，包
括扬州、泰州、盐城、南通等地。具
体有扬州的高邮、宝应，泰州的兴
化、姜堰，盐城的盐都、东台、阜
宁、建湖和南通的海安等地。其中兴
化和建湖是里下河的腹部地区，而尤
以兴化处于最低洼位置，俗称“锅地
洼”。

“里下河文学流派”
作家概况

里下河地区自古以来文气很盛，
文人辈出。新中国成立后，里下河文
学创作迅速发展，逐渐涌现出一大批
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评论家、散文
家、诗人，形成了一个创作群体，主
要代表作家有汪曾祺、胡石言、夏坚
勇、曹文轩、费振钟、王干、汪政、
刘仁前、朱辉、毕飞宇、顾坚、小
海、吴义勤、庞余亮、鲁敏、沈浩波
等，创作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蔚然
成为一种文学流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环境和
地域文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来
说，有着无法摆脱的影响，但不同的
作家在进行创作时，由于对地域性文
化特征的重视和吸收程度不同，因而
在创作中呈现出的地域性特征具有显
在和潜在、鲜明和模糊的差异性特
点。具体而言，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
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作家顺序
按出生先后排列）：

一是从地域文化的影响力上看，
里下河地区形成了以文化核心区为代
表的标志性作家群和以文化辐射区为
代表的周边作家群。前者有汪曾祺、
胡石言、夏坚勇、曹文轩、费振钟、
王干、王尧、汪政、刘仁前、朱辉、
毕飞宇、顾坚、罗望子、小海、吴义
勤、庞余亮、贾梦玮、鲁敏等，这些
作家有的是土生土长的里下河人，有
的是曾长期生活在里下河地区。后者
如沙白、陆文夫、叶橹、黄毓璜、丁
帆、黄蓓佳、朱晓进、唐晓渡、张小
波、刘剑波、吴晨骏等。但是，不管
是文化核心区还是辐射区的作家，他
们的文化之根都深深埋藏在里下河文
化的沃土中，其文学创作和研究范畴
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内涵。

二是从题材和风格特征上看，里
下河地区形成了一批地域特色鲜明、
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作家群和具有文本
探索风格的作家群。前者如汪曾祺、
胡石言、曹文轩、刘仁前、朱辉、毕
飞宇、顾坚、庞余亮等，他们在创作
中以里下河地区为主要表现对象，描
写里下河的人情和地域风貌，创作了
大量充满地域色彩的乡土风情作品，
他们的作品大都追求清新自然、冲淡
平和的风俗画描写风格，具有散文化
与诗化的特征。后者如高行健、鲁
羊、朱文、刘建波、沈浩波等，这类
作家延续了上世纪 80 年代文学创作的
实验色彩，重在表达纯粹私人化的生
活体验、个体边缘性的经验等，他们
成为里下河文学流派风格丰富多样性
的代表。

三是从体裁上看，里下河地区形
成了一批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小说
家、评论家、散文家和诗人群体。在
小说方面，有汪曾祺、胡石言、陆文
夫、高行健、曹文轩、黄蓓佳、刘仁
前、朱辉、毕飞宇、鲁羊、祁智、刘
剑波、张小波、顾坚、罗望子、吴晨
骏、庞余亮、朱文、鲁敏等小说家。
在评论方面，有叶橹、黄毓璜、何永
康、丁帆、朱晓进、徐德明、刘祥
安、费振钟、王干、王尧、汪政、姜
广平、吴义勤、何平等评论家。在散
文方面，有夏坚勇、费振钟、刘春
龙、贾梦玮等散文家。在诗歌方面，
有沙白、唐晓渡、孙昕晨、曹剑、陈
义海、姜桦、小海、丁捷、沈浩波等
诗人。

我们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界
定，主要以汪曾祺所作 《大淖记事》
获得 1981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为发
端，此后在里下河地区逐渐形成一批
题材、风格、审美属性具有一定相似
性的文学流派。

“里下河文学流派”
文学成就和特点

一是文学创作与评论两翼齐飞。
里下河文学流派不仅有全国著名的文
学创作代表人物，还有在全国有影响
的文学评论家。依照文学史的发展规
律，一座文学大厦总是由作家与评论
家所共建，而里下河文学流派呈现出
作家与评论家共同书写的特点。这与
里下河历代文人重视文艺理论研究息
息相关，这里不仅有清代“扬州学
派”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父子，
还有被誉为东方黑格尔的刘熙载等，
这种独特的文学基因，对整个里下河
地区的文学创作都影响深远。在里下
河文学流派中，既有汪曾祺、毕飞宇
这样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

作家，也有费振钟、王干、汪政、吴
义勤、何平这样的国内有影响的评论
家方阵，这种独特的文学流派现象，
在国内文学界并不多见。

二是文化传承生生不息。深厚的
历史文化积淀，奠定了里下河文学流
派的坚实根基。刘熙载的《艺概》、施
耐庵的《水浒传》、出身盐户的著名乡
土诗人吴嘉纪、“扬州八怪”等等。晚
清以后，随着新的社会因素的渗入，
里下河文学步入转型期，新中国成立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里下河文学
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出现了
汪曾祺的《受戒》、夏坚勇的《湮没的
辉煌》、曹文轩的 《草房子》、刘仁前
的 《香河》、朱辉的 《白驹》、毕飞宇
的 《平原》、庞余亮的 《薄荷》、鲁敏
的 《六人晚餐》 等重要作品。特别需
要指出的是，即使有的作家走出了里
下河，作品中依然充满里下河的气
息。这些作家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
带着对家乡的深深眷恋，用笔下的文
字书写故乡的灵魂。可以说，里下河
文学流派的作家创作大多植根于里下
河这块热土，既有各自鲜明的创作个
性，又有相通的文化根源和精神气质。

三是本土文学创作极其旺盛。里
下河地区文风昌盛，文学成就突出，
不仅表现在有大量的著名作家，更有
一大批扎根本土，默默写作的本土作
家。以兴化为例，不仅有像费振钟、
王干、刘仁前、朱辉、毕飞宇等在全
国影响较大的作家，更有一大批勤奋
笔耕、坚守本土的作家，他们自己有
一份职业，或是教师，或是机关工作
人员，甚至是农民、工人、商人、学
生、离退休职工等，这部分作家构成
了里下河文学创作大军，他们甘于寂
寞，坚守故土，笔耕不辍，用自己手
中的笔，倾诉自己的文学情怀，以显
著的创作成果展示了地方写作这个群
体存在的价值。近 10 年间，里下河地
区出版文艺类图书达400多种。据不完
全统计，2011 年，仅兴化市就出版了
12种。

四是内外交互的良性循环。里下
河文学流派中，除坚守本土文学创作
的大批作家，更有像汪曾祺、毕飞宇
等众多走出本土、走向江苏、走向全
国，甚至走向世界的作家。这些走出
去的作家以自身的引领作用，有效反
哺本土文学创作。如果说，在上世纪
80 年代汪曾祺复出之前，里下河作家
群只是零星而不成气候，而 80 年代
初，汪曾祺的引领使得里下河作家真
正集群，并进入孕育期。90 年代以
来，毕飞宇长篇小说以及中短篇创作
的丰硕成就，对里下河作家群的成长
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许多
本土作家安于故土，执著书写故乡，
不断提供新鲜的地方文学经验，使得
走出去的作家们能够在更为广阔的空
间中返视故乡，深情演绎故乡。在里
下河本土生活的作家与走出里下河的
作家，这两股合力里外呼应，共同造
就了里下河文学创作的高峰，推动了
里下河文学的发展。

“里下河文学流派”
的审美属性

一是“水”、“土”交融的文化品
格。里下河地区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
文化积淀，绵延其中的便是这一地域
文化本身固有的文化精神：“水”与

“土”的精神，表现为一种刚柔并济的
文化品格，“水”的品格释放出细腻、

自由、温婉、灵动的精神姿态，而
“土”的品格却又绽放出朴实、顽强、
倔强、刚毅的生命风姿。

一方面，“水”孕育了里下河文
明，千百年来,在人们的长期生产和交
流中，里下河地区形成了与“水”难
分难解的“柔”的文化品格，它细
腻、温婉、节制、冲淡。“水”是里下
河作家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水使他
们的作品似乎处处都染上了“水”的
色彩，它温柔细腻而又不乏刚强，它
们饱含的水乡风情在文本中随处可
见。水不单是里下河作家作品的重要
内容，也是影响其创作风格的重要因
素，正如汪曾祺所言，“我的家乡是一
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
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
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国外
有研究者认为，汪曾祺的“小说里总
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
觉。”《大淖记事》 等以“水”开篇，

《受戒》的经典结尾即为里下河水乡风
光的优美抒写。里下河作家在小说中
写了大量水乡特色元素，比如鲜活的
水产，临水而建的栖身之所，里下河
作家笔下的人物似乎终日做着水乡的
营生，撑船打渔、挑箩把担、养鸭孵
鸡、打粽箬、翻菱等。刘仁前的 《香
河》 更是用优美的笔触，细腻描述了
清灵的里下河之水，作品中弥漫着氤
氲的水气。

另一方面，里下河的地形四周高
中间低，呈现出特殊的“锅底洼”地
貌形态。这块貌似封闭的土地，保留
了古老的文化传统，保留了里下河地
区从土里生长出来的、在苦难面前砥
砺出来的“刚”的文化品格：朴实、
倔强、顽强与刚毅。里下河作家一方
面眷恋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另一方
面又抒写了这片大地的苦难，以及面
对苦难的韧性与刚强。毕飞宇 《平
原》 的背景是壮丽而辉煌的苏北大
地，它以一种带有冲击力的美震撼读
者：“麦子熟了的苏北大平原金光灿
烂，盛夏季节的苏北大地浩瀚绿色无
边，大雪覆盖下村庄浮肿可爱，北方
呼啸中光秃秃、瘦而尖锐的树枝带着
惹是生非的模样。”同时，毕飞宇深刻
地体会到里下河这篇土地的苦难以及
人 们 饱 受 折 磨 的 心 灵 ， 在 《平 原》
中，他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庄稼人生
活的种种艰难，然而他们并没有认同
接受、安于现状，而是主动的试图反
叛或逃离，如“端方”、“混世魔王”
他们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顽强地向
苦难发起挑战，改变命运，并不惜为
此采取各种手段。《香河》《白驹》《薄
荷》 等小说无不表现出了里下河人在
面对这块土地的苦难和政治风暴时无
可奈何、平静面对、静缓度过的韧性。

二是“南”、“北”交会的文化形
态。评论家何平指出，里下河地域处
在江苏南北两个极点之间，属于江苏
文学暧昧不明的区域，从这里出发的
作家具有亦南亦北，亦阴柔亦坚硬的
特质，其作品具有和谐、朴素的美
质，毕飞宇的乡村和江南文人的乡村
有着一定的距离。

一 方 面 ， 里 下 河 特 殊 的 地 理 位
置，使得它处于江苏中部和北部的维
扬文化、楚汉文化的交会处，两种文
化彼此相互影响、融合。维扬文化和
楚汉文化成为江苏文化乃至中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地理的
原因，里下河文化实现了楚汉文化与
维扬文化的有机融合；明代“洪武赶
散”使得江南人口向苏北一带迁移，
客观上使得里下河文化中加入吴文化
的成分；明末至清代，里下河成为很
多野逸狂放文人避难或栖身之所，更

使得里下河文化体现出丰富的兼容
性。作为南北两种文化的交会地，里
下河地区既承受着楚汉风韵，又传承
着维扬风骚，在几千年的南北文化交
融、积累中，在自然条件、社会政治
经济、人文风俗等因素的作用下，形
成了里下河地区以细腻、从容、朴
实、顽强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文化形态。

另一方面，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
形态，也使得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审美
内涵趋于冲淡平和，形成了里下河文
学流派冲淡、细腻的艺术特征，可谓
南北兼收并蓄，呈现出充和、自然、
从容的姿态。在这种地域文化形态的
影响下，汪曾祺的小说在风格上不注
重故事情节，冲淡、朴素而和谐。他
喜欢描写故里旧人旧事中的日常生
活，他叙述的时候往往淡化了故事情
节，因此，在小说中冲突甚少，平淡
从容，仿佛是一部风情记录，如 《异
秉》《受戒》《晚饭花》《故里杂记》

《鉴赏家》等。这种细腻、冲淡的艺术
风格还表现在诗意的描写上。从里下
河水乡成长起来的作家们，既感受着
独特的水乡特色，又因地域崇文尚雅
的诗画文化的源流，这些作家多曾作
诗、多爱作诗或目前还在作诗。毕飞
宇写玉秀情窦初开的一段文字犹如一
首抒情诗，刘仁前笔下的“香河村”：

“春来杨柳泛绿，浓荫覆盖，如烟似
雾，整个村子全笼在绿荫里，成了绿
色的世界”。可以说，里下河作家擅长
用诗般的语言叙事。

三是“雅”、“俗”共生的本土生活哲
学。里下河地区城市文化和农耕文化
历来较为发达，这两种文化“雅俗共生、
兼容并蓄”，对里下河文学创作影响很
大，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里下河文学流
派外在的文本显示，诸如对地域风貌、
风情的描绘等，也表现在那隐藏于作品
中独特的生活哲学底蕴。

一方面表现为崇文尚雅。里下河
地区历代官府均重视学校教育，刻意
培育崇文的社会氛围，每年都在文庙
举行盛大的祭孔仪式。里下河地区还
有“崇文尚雅”的民风，无论城市或
是乡村，里下河人对风雅之事充满向
往，主要表现在：里下河人有诸多风
雅之好，特别是对诗文书画的推崇，
这种长久的文化熏陶使得里下河人表
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崇文尚雅的文化
气质。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形形色色的
人物，大都喜爱风雅之事。特别是汪
曾祺的许多小说，诸如 《岁寒三友》

《故乡人》《鉴赏家》 等小说中，出现
了画画的靳彝甫，诊室布置风雅的医
生王淡人，做生意却懂画的叶三等。
在汪曾祺笔下，鞋匠高大头、收字纸
的老白、开肉案子的庞家老三都懂一
点“文化”。此外如毕飞宇《平原》中
的孔素贞，刘仁前 《香河》 中的教书
先生柳安然等，这些成为里下河“雅
文化”的代言人。这种城市文化的内
涵还表现在生活上追求“安逸”，这是
里下河地区盐商文化发达所致，对奢
逸生活的追求丰富并发展了里下河地
区的休闲文化，生活节奏散漫，善于
忙里偷闲，里下河人好品茶、洗澡、
听书，这些都在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得
到了充分表现。

另 一 方 面 表 现 为 质 朴 的 平 民 精
神。清末以来漕运、盐业改制后，商
业经济的繁华不再，交通枢纽的地位
也逐渐丢失，城市文化由繁华走向凋
敝，而以农业为主、原生态的农耕文
化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显得较为平
稳，这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地势
平坦，土地肥沃，使得里下河人安于
一种平头百姓的农耕生活。这种文化
形态，发展并壮大了以泰州学派为代

表的“自然人性论”，追求表现“凿凿
有味”的朴实生活内涵，主张“以自
然 之 为 美 ”， 倡 导 倾 听 “ 百 姓 之 迩
言”，崇尚表现“率真”、“俗善”的拙
朴生活之美。以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
派所创立的平民主义生活美学，不但
丰富了中国美学史宝库，而且对后来
的里下河文学也有重要影响。里下河
作家普遍具有平民精神，他们认同自
己“苏北朴民”的角色。汪曾祺深受
市井文化的浸润，他在其中闻到一种
质朴而生动的平民气息。毕飞宇说，

“我出生在乡下，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
我是个乡下人。”在平民化文学精神影
响下，里下河作家坚持从平民生活写
起，还原实际生活中的人物、事件。
毕飞宇将“写作如居家过日子”自定
为小说创作的美学标准。刘仁前、庞
余亮描写熟悉的乡邻乡亲，熟悉的乡
土风物，作品呈现出自然、鲜活的本
态。

四是丰富多彩的民族叙事艺术。
里下河地区历来曲艺 （评话、弹词、
清曲、道情等）、戏剧 （扬剧、淮剧、
木偶戏等地方戏） 在民间流行。施耐
庵的《水浒传》，明末清初著名评话艺
术家柳敬亭，乃至后来扬州评话著名
老艺人王少堂等等，他们的故事或者
说书的内容至今广泛流传。这种地方
曲艺和戏剧的兴盛，使得里下河文学
流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民族叙事艺术。

一方面，走进里下河作家的文学
世界，我们不难发现该流派对里下河
民俗文化进行摹写，已经成了作家们
刻画“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他们都
在作品中对里下河地区的特殊节日、
节气、饮食等民俗习惯作了相当细致
的描写，使得作品充满了浓烈的地域
色彩，汇成巨幅的里下河风俗画卷。
汪曾祺被赞誉为“风俗画”作家。从
早期的代表作 《鸡鸭名家》 到 《异
秉》《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

《晚饭花》 等等，涉及里下河地区的
婚、丧、嫁、娶到和尚出家、“灯节”
等风俗。其他代表作家作品，如 《平
原》《香河》描写了婚丧嫁娶礼仪繁复
的全过程，其中 《香河》 被专家誉为

“里下河风俗的全息图”，其婚俗描写
尤其详细，每个程序及其中的“讲
究”均无一遗漏地描绘出来，并突出
其艺术性、趣味性。可以说，里下河
作家“无俗不成书”，不论人物生活如
何穷困或政治背景如何特殊，作家都
用大量篇幅不厌其烦、有板有眼地介
绍里下河风俗，展开一幅幅具有浓郁
里下河地域文化色彩和强劲生命力的
民俗画卷。

另一方面，里下河小说家在叙述
语言上模仿评话的说书技巧，小说中
广泛使用俚语和拟声词。刘仁前、朱
辉等里下河作家普遍认为，不使用方
言写作就无法表达出特定的地域风
情，就少了一层味道，因此热衷于以
方言来强化作品的地域特点。他们将
里下河百姓语言“干脆的语气、短促
的语调、开朗的表情”作为小说语言
的母体，自觉做到很短、很口语化。
里下河作家小说创作无方言、俗语不
开口，坚持在读者认可的基础上进行
口语化写作，善于在作品中插入大量
的俗语、乡间俚调、歇后语、号子、
顺口溜、民间曲艺、评话、道情等。
此外，还模仿说书艺人的口技，大量
使用拟声词和语气词，《平原》 中的

“拿来噻”、“晓得咯”、“急煞格”；《香
河》 中的“这哪里你春雨做的活计
唦”；《白驹》 中的“他们八面威风，
夸!夸!夸!皮靴震天，马蹄得得”，这些
拟声词和语气词的使用，都使读者如
闻其声，颇具扬州评话的味道。

“里下河文学流派”初探
□周卫彬 俞秋言

广 告

本期看点：中篇小说《蓝名单》演绎官场
斗争中感人至深的父子深情，《保密费》揭开
保密领域的神秘角逐，《蜜蜂误》以别致俏皮
方式讲述官场男女情事；报告文学《“囚犯”的
救赎》直击司法界冤假错案的制造与昭雪；短
篇小说《小舅舅死了》折射政治风云对家庭和
个人命运的投影。本期散文或趣味横生或真
挚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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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的救赎（报告文学）……………王敬东
作家人气榜
蓝名单（中篇小说）……………………杨少衡
前果后因（创作谈）……………………杨少衡
好看小说
保密费（中篇小说）…………………成都凸凹
小舅舅死了（短篇小说）………………邵 丽
蜜蜂误（中篇小说）……………………朱朝敏
神枪传奇（短篇小说）…………………岳 勇
新人自荐
红碱蓬（短篇小说）……………………张一皮
原汁原味的爱情如影随形（点评）……白连春
文化观察

“寻找文学的意义”征文选登之十一…………
………………………胡学文 崔美兰等

天下中文
热河杂谈六题（散文）…………………何 申
点检歌喉入票房（散文）………………刘海红
明朝的月光（散文）……………………蔡勋建
真情写作

“月色很好 ，而你不在了”（散文）……麻 宁
爱你胜过爱自己（散文）………………张 岩
热爱每一个汉字（外一首）……………彭 俐
迷幻绿洲（组诗）………………………丁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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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初，江苏高
邮籍作家汪曾祺以小说《受戒》

《大淖记事》复出文坛，在随后的
30 余年间，在高邮邻县包括泰
州的兴化，扬州的宝应，盐城的
盐都、东台、阜宁、建湖和南通的
海安等地，一大批生于里下河、
长于里下河的作家相继登上文
坛，形成里下河作家群。众多优
秀作品先后问鼎全国重要文学
奖项，特别是毕飞宇先后荣获鲁
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王干、吴
义勤荣获鲁迅文学奖，引起文学
界的广泛关注。这批作家的地
域文学创作得到了文学界的认
可，一个充分体现文学地理特点
的文学流派——“里下河文学流
派”逐渐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