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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传统的当代弘扬

当代文学应传承古典文学的语言魅力
□张卫中

中国古典文学曾创造了无数的语言精品，古典诗歌中很
多诗句的每个字都经过精心锤炼，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
江流”，10个字就提示了一个阔大的场景，它不仅是场景还
是意境，这样的文字脍炙人口，让人过目不忘。同样的场
景，用现代文来写，或许数百字、甚至数千字也未必能达到
同样的效果。然而20世纪初为了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汉
语书面语经历了一个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同时还经历了一
个欧化过程，经过这场变革，汉语由一种诗性语言变成了散
文性、分析性语言，它似乎再也写不出那种余味无穷的诗
句。

作为中国古代主要书面语的文言之所以具有如此神奇的
表现力，是因为其特殊的词汇和语法结构。文言的词汇主要
是单音词，句子的组合则以意合为主，就是说，句子成分的
组合靠的不是语法成分，而是语义条件，只要语义相关，合
乎事理，就可以连在一起。如王力所说：“就句子的结构而
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文言不是没
有语法，但这种语法是隐性的而且非常富有弹性，词与词只
要意思相关就可以组合在一起，而且很多语法成分都可以省
略，再加上词汇的活用 （例如名词、形容词、数词用作动
词，名词作状语等），这样语言的组合就非常灵活。文言在
词汇和句法上所具有的特点，使古代诗人能更容易打造出
优美的文句，文言的优势有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是创造“含蓄美”。文言没有硬性的语法规范，一
方面它可以只保留最出彩的词语，将语义浓缩到极致，让语
言保持最大的张力，同时，它可以通过对词语巧妙的调配，
创造某种言外之意。像“春风又绿江南岸”中，一个“绿”
的活用，创造了余味无穷的表达效果。其次是创造“音乐
美”。文言的单音节和句式组织的灵活，使古代作家在语言
调配上拥有了最大的自由，可以更多地创造出平仄和押韵，
使诗歌具有一唱三叹之妙。如张中行所说，如果文言不是句
子灵活，单音词多，“像‘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白居
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
鸦斜日’（萨都刺《满江红》），这样字少意繁的句子，写出
来是很难的”。再次是创造“建筑美”。中国古典诗歌中不仅
诗歌总是保持句式的整齐，在很多散文作品中，文人也追求
语言的整齐美，而文言的灵活同样给古代作家提供了方便。
朱光潜说：“单就文法论，中文比西文较宜于诗，因为它比
较容易做得工整。”比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
枝。”和“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如果在西文
中就要加上许多虚字，很难形成古典诗歌的这种整齐。另
外，许多古典诗歌大量使用色彩词，在色彩美的创造方面也

很有特点。
五四时期汉语书面语在实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并

经历了欧化以后其语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汉语词汇由单音
到双音或多音，语法规则由隐性到显性，句子成分被固定，
也明显变长。经历了这个变化以后，汉语被套上了语法与逻
辑的重枷，它变得精密、复杂，逻辑关系严密，但同时也失
去了简约、灵动。然而从一方面来说，五四以后，语言的变
化并非使汉语失去了诗性的特点，事实上，与西文相比，现
代汉语书面语仍然是一种简约的、灵动的语言，如果作家有
足够的创新意识，仍然可以很大程度上继承古典文学语言的
魅力，创造出具有诗性的语言。

在如何继承古典文学语言的魅力上，当代作家面临的选
择是有趣的，即一方面，现代白话与文言毕竟是两种语体，
当代作家要将文言照搬到现代汉语中来是不可能的，然而，
另一方面，他们的继承又是可能的：当代作家可以学习、借
鉴古典作家的语言策略，立足现代汉语，充分挖掘其中的诗
性内涵，创造与文言相似或相近的效果。文言的有些表达效
果，现代文已经很难追及。例如，古典诗歌句式的整齐，就
连现代诗歌都做不到，现代小说就更难做到，但是文言的含
蓄美和音乐美，现代作家却可以学习与借鉴，也可以求得相
近的表达效果。另外，很多古典诗歌大量使用色彩词，在色
彩美的创造方面也非常有特点，这一点也可以学习与借鉴。
当代作家可以借鉴的语言策略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

1、含蓄美的创造
现代文虽然经过了欧化，但是它与西文的严谨和刻板之

间仍有很大距离，现代文在句子成分的省略、词类的活用与
组合方式的灵活方面仍有很大自由，当代作家可以充分利用
这个自由，创造含蓄、隽永、“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
果。汪曾祺就非常注重语言的锤炼，他的文字看似“白”、

“淡”，但其实是经过精心锤炼，真正做到了寓丰厚与简略。
汪曾祺曾认为“小说家在下一个字的时候总得有许多‘言外
之意’，‘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凡是真正意识
到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的，都深知其中的甘苦。……一个小说
作家在写每一句话时，都要像第一次学会说这句话。”“语言
要流畅，但不能‘熟’。援笔就来，就会是‘大路活’。”例
如他的 《收字纸的老人》 写一位姓白的老人，以收字纸为
生，他一生淡漠，经常走家串户收字纸，而“逢年过节，大
家小户都会送他一点钱。”然后作者写到：“老白粗茶淡饭，
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
年。”这几句话极其简略，其中既写实，也有写意的成分，
整个句段没有精确的时间标志，它写的不是老白具体在哪一

天的经历，而是对他平时生活的概括，句子是在具象与抽象
之间游走。特别是最后两句“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更
是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在当代文坛上也并非仅仅一些老作家在古典文学语言中
寻求借鉴，一些新生代作家也有这个方面的探索与追求。安
妮宝贝的语言就非常有特点，她通过不断地转行、断句，将
语言的简练推向了极致。例如，“饿。非常饿。皮肤，胃，
连同她的感情。”“她的脸沉没于暗中。笑容。头发的颜色。
额头。眼睛和嘴唇的形状。下巴。肩。手指……所有的轮廓
与气味。”“大雪的夜晚。时间。回忆。生命的旅途。以及小
说。都是如此。”安妮宝贝曾自述：“我小时候痴迷唐诗宋
词，觉得文字里有无限意境。”安妮宝贝使用的纯然是现代
汉语，没有文言成分，但是其叙事照样收到了与文言类似的
效果。

2、音乐美的创造
就音乐美的创造来说，汉语书面语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

带来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仅仅因为句子成分的固定，作家的
调配不如以前方便。当代文坛上一些语言意识很强的作家大
都注重音韵调的调配，让语言具有音乐性。汪曾祺就一直重
视语言中音与调的协调，而他的协调又主要是从字与句的组
织入手。他认为“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与短句
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缓，可
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声之高下，
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
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汪曾祺很多小说的句
子都是通过长短句交错和语句之间的照应创造起伏与节奏。
例如：“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
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到处是白蒙蒙的热
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
来往往，亲亲热热。”

以往有人认为现代语文句子变长不利于音乐美的创造，
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事实上，长句和短句都能创造节奏
和起伏，而长句可能有着更为便利的条件。陈染小说的语言
一向就是长句子多，她习惯于一口气说出一个绵长的大句
子，然而她非常注重句子长短的搭配、音韵的协调，因而语
言随着语气升降起伏、抑扬顿挫，这样的句子既有音乐性又
充满了抒情的感觉。例如：“于是母亲那长一声小宝贝短一
声大乖乖的叫声就落到宝座上的新小人身上。”“然而到了交
锋期，父亲狂怒地大拍桌子，尘土之飞扬、拍打之响亮、震
荡之剧烈，能把那七六年的大地震吓回去。”陈染小说中很
多长句子读起来都有一唱三叹之妙。

3、色彩美的创造
在汉语中还有一些古今通用的修辞策略和手法，它们并

没有因为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被阻断；当代作家更多地使用
这些手法，对继承古典文学语言的魅力也会有明显的助益。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色彩词的大量使用，很
多脍炙人口的诗句都精准、恰当地使用了色彩词，创造了绚
丽的场景与画面。古典诗歌的很多名句都是因为色彩和声音
俱佳而让人过目不忘。例如：“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
酒旗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漠漠水田
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有的诗词提供的就是色彩斑斓
的画卷，例如张志和的词《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
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没有
色彩词的丰富，古典文学语言的魅力就要失色很多。

五四以后，现代文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抽象性、逻辑性提
高，具象性和感性的成分有所减少，而新文学作家要在文学
语言中改变这种情况，提升文学语言的具象和感性成分，一
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凸显对象的色彩感，用色彩唤醒读者对生
活的感性认知。在当代文坛上很多作家都很注意色彩美的创
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莫言、苏童和林白等作家。莫言
的小说浓墨重彩，曾经被比作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绘画。例
如：“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从村东边暮色苍苍的原
野上升起来时，村子里弥漫的烟雾愈加浓重，并且似乎都染
上了月亮那种凄艳的红色。这时太阳刚刚落下，地平线上还
留着一大道长长的紫云。”这个段落是短篇小说 《枯河》 的
第一段。小说以“水淋淋的鲜红月亮”暗示了小说主人公黑
孩的不幸命运，其中每一个句子都色彩鲜明，能给读者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

中国古代的文言是一种天然的诗歌语言，古典诗人用文
言创造了无数诗歌精品，五四以后，因为语言的转型，新文
学作家与文言拉开了距离，到了当代，文言似乎更加遥不可
及。然而现代文与文言毕竟是汉语书面语的两个分支，二者
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当代作家如果很好地学习古代文人
的语言策略，就能够继承古典文学语言的魅力。对当代作家
来说，古典文学不是阴影，而是标杆和资源，以古典文学为
典范，当代作家能创造出具有同样魅力的语言精品。

经典是怎样形成的
□张兴德

现在许多人在谈论如何才能出文学经典的
问题。人们企盼文学经典，有人甚至一再追
问：“我们这样的伟大时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和
时代相配的文学经典和文学巨匠？”于是，有人
就呼吁要注意在“培养”文学经典上下功夫，
什么评奖、培养作家等等之类的举措不一而
足。其实，这些人对“什么是经典”、“经典是
怎么样形成的”这些问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自然，一些“培养经典”的举措也就很难有效
甚至是南辕北辙。

作为文学经典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考察
中外文学史，首先，它是历史厚重的文化沉淀
的结果。这种“历史厚重的文化沉淀”，既表现
在数量上，又表现在历史时间的跨度上，还表
现在文化的“土壤”上。从数量方面讲，文学
经典是耸立在文学山峰之巅的奇峰异石，它的
基础是无数的文学作品的堆积。没有文学创作
的繁荣，没有文学作品相当的数量，就不会出
现优秀的作品，更不会出现经典作品。脍炙人
口的唐诗，如果没有那一两万首的“数量”，就
不会有作为文学经典的 《唐诗三百首》（自然
300 首之外也还有好唐诗）。旷世经典 《红楼
梦》 的出现首先是建立在明清小说充分发展的
基础上，有《水浒传》《金瓶梅》以及流传和没
有流传下来的许许多多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堆
积”。同时，它也是建立在诗词、曲赋、小令、
楹联、灯谜等中华特有的文学形式都充分发展
并成熟的基础上。没有这些无数的文学的“砖

瓦沙石”，是不会有《红楼梦》这座令我们中华
民族骄傲的文学丰碑的。历史厚重的文化沉
淀，还必须有一个时间过程。还说唐诗，它是
经过了诗经、楚辞、汉赋、魏晋南北朝的乐府
民歌的漫长过程的发展，到了唐朝才出现诗歌
浪潮的总喷发。同样，《红楼梦》也是经过唐宋
传奇、元明小说的发展，到明清的才子佳人小
说的兴起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历史的
厚重的文化沉淀，还有一个社会的文化“土
壤”问题。鲁迅的杂文文笔犀利、入木三分，
有种不可驳辩的逻辑力量。有人考证，这同他
出身的家乡浙江绍兴有很大关系。那里历史上
多出师爷和刀笔吏。他是否继承了家乡的文化
基因，这自然可以再研究，但人文环境对人的
影响总是不可低估的。有专家考证，《红楼梦》
作者曹雪芹的家族是个文学世家，并且父辈、
祖父辈曾在北方、南方多地为官，这使曹雪芹
才有机会接触、学习南、北方文化并把它们共
同融入《红楼梦》中。

文学经典还要经过长时期的历史潮流的自
然淘汰。一部文学经典被世人认同，不仅仅在它

“出生”的当世，更主要的是要经过历史的“大浪
淘沙”的漫长的流传过程。它是经过了历史的“大
浪淘沙”后的“公认”，而不是在它“出生”之时的
世间的宣传和造势。清朝的乾隆皇帝一贯附庸风
雅，也有些所谓“风雅”的佳话。他走到哪里，诗词
就写在哪里，一生写诗有13000多首，有些诗词
颇为当时一些文人雅士的“推崇”和“赞誉”。
然而，现在真正流传下来的又有几首？和他几
乎同时期的 《红楼梦》 在当时尽管受到打压，
甚至被列为“秽书、滛书”，然而，它经过了和
上百部明清小说的大浪淘沙，还是流传下来，
成为传世不朽的名作。历史是最后的证人，也
是最好的证人。历史可以考验一切，也可以淘
汰一切。这也包括对文学作品的甄选。我们现
在被一些人“捧”上天的作品，能否经得起历
史的淘汰，那实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文 学 经 典 从 根 本 上 讲 ， 不 是 “ 评 ” 和
“选”出来的。现在有很多的评奖，对文艺创作
的发展不无作用，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两重
性，各类评奖也并无例外。且不说当下的许多
评奖多有暗箱操作和“潜规则”之类，根本评

不出好作品。就是所谓完全“公开、公正、公
平”者评奖，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就是世界公
认的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例外。据有人统计，自
从诺贝尔文学奖评奖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不下百人，作品就更多。但是，被世界公认的
经典却不是很多，到现在没有哪部能取代莎士
比亚、巴尔扎克的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说到底，也
毕竟只是几个评委的意见。我们应该学习鲁迅，
没有必要把它过于神圣化。文学作品的优劣从根
本上讲不是哪个大人物或“大师”封的或贬的。胡
适可谓是“大人物”了，他认为，《红楼梦》仅仅是
个二流小说，甚至比不上《海上花列传》 。《红楼
梦》也没有因为这个“大学者”的不承认，而失去
它作为经典作品的存在。相反，胡适的评论倒
留下了“不懂《红楼梦》”的话柄。

如同一代伟人、名人都不是谁刻意培养的
一样，文学经典也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
文学巨匠、文学大师自然也不是培养出来的。
现在有人刻意在“培养”、“制造”大师、巨
匠，那不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玩钱”，是

“富人俱乐部”的游戏而已，切不可当真。巴尔

扎克是谁培养的？莎士比亚是谁培养的？鲁迅
是谁培养的？说到底，他们都不过是产生于他
们的那个时代的产儿，是时代使然。

现代的中华文学发展从五四运动前后算
起，也不过百年，从新中国诞生算起就更短。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何谈“历史厚重的文化
沉淀”？何谈历史的“大浪淘沙”？我们的时代
没有产生公认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公认的

“大师”，是正常现象。既不要为此自卑，也不
要怨天尤人，更不能“拔苗助长”。有心栽花花
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就是创造一种时代环境。这个“时代的环境”
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由的创作，让各
个流派、风格、各种不同水平的文学作品，都
有展现的机会，让文艺园地出现百花盛开的局
面。担心什么什么“泛滥”之类实在是一种杞
人忧天。二是自由的批评与反批评。充分让读
者、批评家们都有直接表达对各类作品的好恶
的机会。让各类风格和水平的文学作品在这样
的相互碰撞竞争中自由发展，也就是创造一个
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时代环境。

然而，要真正做到这样其实并不容易。要
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对
我们的各级报刊、杂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
战。对编辑来说，不仅要有胆有识有水平，还
要有公平、公正的良好品质。对我们的各级领
导来说，更是个挑战。要敢于领导、会领导、
善于领导，又要有一定的包容和宽容。

民族语文作品
作品拟题 申报人 创作语种
金融界博弈 乌云毕力格（蒙古族） 蒙古语
敖德斯尔研究

刘成（蒙古族） 蒙古语
美丽的梦 戴宝林（蒙古族） 蒙古语
成吉思汗 萨仁图娅（蒙古族） 蒙汉语
年楚河 尼玛顿珠（藏族） 藏语
远处流逝的小溪

格桑占堆（藏族） 藏语
花样年代 普布次仁（藏族） 藏语
卓香卡 才让扎西（藏族） 藏语
一个步行者的远方

久美多杰（藏族） 藏语
她 卡毛加（藏族） 藏语
诗歌集 完么措（藏族） 藏语
芦苇荡 亚生江·沙地克（维吾尔族）

维吾尔语
爱在何方 伊力哈尔江·沙迪克（维吾尔族）

维吾尔语
童心梦 帕尔哈提·伊利牙斯（维吾尔族）

维吾尔语
心中的黎明 毛里提汉·阿布力哈孜（哈萨克族）

哈萨克语
无色的命运 胡玛尔别克·壮汗（哈萨克族）

哈萨克语

村长 赛力克·哈文拜（哈萨克族）
哈萨克语

改革开放30年朝鲜族小说发展历程
李光一（朝鲜族） 朝鲜语

长白山山鬼 林元春（朝鲜族） 朝鲜语
石正——尹世胄评传

崔国哲（朝鲜族） 朝鲜语
乡里乡亲 沙马加甲（彝族） 彝语

小 说
作品拟题 申报人
一夜长于百年 刘荣书（满族）
三棵草根 白雪林（蒙古族）
围胡 庆胜（鄂温克族）
图瓦大地 鲍尔吉·原野（蒙古族）
彩带缠腰 雷德和（畲族）
水杉王 田苹（土家族）
白河 黄光耀（土家族）
古港千年 陆露（布依族）
兰家书语 谭丽娟（土家族）
福桥密码 莫俊荣（侗族）
魔术师 第代着冬（苗族）
索伦杆下的女人 冯璇（满族）
商海亮剑 赵晏彪（满族）
腊子口 降边嘉措（藏族）
阿古·登巴 格绒追美（藏族）
山风不朽 蔡小锋（彝族）

心作良田 杨洲颖（布依族）
一个农村大学生的爱情遭遇

罗勇（彝族）
嗄呦寨 郑吉平（白族）
花重锦城 邓荣（哈尼族）
妃子村 成如明（彝族）
佤山1934 伊蒙红木（佤族）
蒿子花开 杨跃祥（白族）
楚楚的离歌 沈涛（彝族）
后坑 沙铁成（满族）
部落王国时期的一张羊皮画

才旦（藏族）
牦牛漫步 江洋才让（藏族）
风雨唐古拉 郭占雄（藏族）
拯救者 李进祥（回族）
客家人 朱秀海（满族）
炮兵连爱情往事 胥得意（蒙古族）

报告文学
作品拟题 申报人
复疆——台湾义勇队报告

钟一林（畲族）
一个农民的中国梦 陈铁军（锡伯族）
一粒稻谷有多重 李梦薇（拉祜族）
高原之子——“会泽七子”特岗教师

陈晓兰（蒙古族）
大国公民 段平（回族）

达浦生评传 李健彪（回族）
阴山下 乌不浪口——绥西抗战纪实

马丽华（回族）
奔跑的绿洲 杨贵峰（回族）
海殇 马泰泉（回族）

散 文
作品拟题 申报人
神山下的皇家猎场 张秀超（蒙古族）
万物的样子 苏莉（达斡尔族）
赤子笔记 杨瑛（蒙古族）
头颅中国2：帝国与自由

黄挺（土家族）
花山画语 黄鹏（壮族）
炊烟是村庄的呼吸 杨犁民（苗族）
寻乡 饶昆明（土家族）
自然笔记 吉布鹰升（彝族）
暗世界 李达伟（白族）
雪莲心语 白玛玉珍（藏族）
断裂带 刘勇（羌族）

诗 歌
作品拟题 申报人
风吹草低 席奎芳（蒙古族）
图腾诗集：我们是谁

南永前（朝鲜族）
两个字 张远伦（苗族）

龙河吟 童中安（土家族）
圣地之旅 列美平措（藏族）
锋芒 李承翰（纳西族）
凉山雪 罗斌（彝族）
高地大风 曹有云（藏族）
喀拉库勒湖畔的情歌

萨黛特·加马力（柯尔克孜族）
梦染黎乡 郑文秀（黎族）
盲道 姜庆乙（满族）

剧 本
作品拟题 申报人
聪明的甲金 韦昌国（布依族）

理论评论专项
作品拟题 申报人
新时期满族作家创作的文化生态

吴玉杰（满族）
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抒情

杨启刚（布依族）
苗族文学论稿 施俊岑（苗族）
当代少数民族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与中国叙事

白晓霞（藏族）
现当代北疆维吾尔族作家群体研究

古丽莎·依布拉英（维吾尔族）
新时期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研究

杨玉梅（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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