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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漠雪漠““故乡三部曲故乡三部曲””：：

雪漠的《野狐岭》《一个人的西部》《深夜的蚕豆

声》等一系列作品是可以放到80年代寻根文学终结

后的文化再寻根这一谱系中来看的。雪漠用自己的

方式展示了中国西部文化的一种自主性，这一点对

中国当下写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是外在的视

角，而是完全内审的视角。在这个完全内审的视角

里，他以西部为中心，发现整个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在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再造，或者说创新的基础之上，

雪漠的写作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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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西部写作的文化自主性西部写作的文化自主性
□□杨庆祥杨庆祥

我对雪漠的阅读是比较晚近的事

情，第一次读他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野狐

岭》，当时很惊艳，竟然能够带来如此阅读

的快感，同时又不失内容和形式感。自

此就对雪漠其人其作有了更多的兴趣。

《野狐岭》这部小说符合我对长篇小

说的一种期待，我当时不太了解雪漠神

秘主义的精神信仰，而是完全把他作为

小说家来看待。他的长篇小说有非常厚

重的历史内容，客家文化、土客械斗，从

岭南社会一直写到西部两种文化的冲

突。历史的厚度、社会内容的广度，还有

历史的纵深感，在这部小说里都有。但

是，我们知道中国的长篇小说其实最不

缺的就是历史——它是整个长篇小说的

基石——我们的小说特别缺少的是哲

学、宗教，那种相对而言更精神性的东

西。雪漠的《野狐岭》在表现历史、表现

中国西部苦难的时候，采用了值得我们

期待的形式，就是那种非常多元的、庞杂

的叙事视角，每个人都说一个故事，而且

每个故事都说得特别有意思，这是一部

内容和形式高度自洽的作品，形式感强

化了作品的美学性质。有的作品可能内

容很好，但是叙说的方式特别陈旧，让人

昏昏欲睡；有的作品形式很炫，但内容很

空。《野狐岭》特别饱满，就像一颗雪漠所

谓的蚕豆，特别有意思。如果非要找毛

病的话，可能在故事叙述的推进中稍微

有些重复的地方。

《一个人的西部》里雪漠回忆说他大

约从1982年9月开始创作，并发表了自

己第一个中篇小说。而1985年前后中

国当代文学有一场“寻根运动”，这在文

学史上是一个常识性的话题。但我个人

认为，“寻根”没有完成它的使命，寻根文

学，包括上世纪80年代整个寻根的文化

思潮，因为80年代历史的突然终结而导

致寻根的使命和诉求远远没有完成。这

种“不完成”是两方面的：文学的方面和

文化的方面。以前我觉得文学上有所完

成，包括韩少功、阿城那些作品，但是今

天看来还是不够，文化上的确认（寻根主

要是文化上的诉求）更是没有完成。阿

城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谈了这个问题，

在和查建英的对话中，他认为寻根没有完

成主要是因为把文化的确认又变成文化

的批判，对于道家文化、儒家文化、楚文化

等文化之根的寻求最终又变成对这些文

化的批判，然后又重新回到“五四”国民

性批判的路子上来。也就是说，在这种

文化的追求里面，并没有发现本土文化的

自主性。所以，我一直认为90年代以后，

如果“寻根”要再走下去，应该还有一个

“再寻根”。我认为，韩少功的《山南水北》

等一系列作品都是“再寻根”的结果。

如果放在“寻根”的谱系中，雪漠的

《一个人的西部》《野狐岭》《深夜的蚕豆

声》等以“西部”为主题的作品会呈现出

另外的意义：他把寻根的文化诉求向前

推进了一步——不能说雪漠完成了这种

诉求，因为文化的耦合是不断磨合的过

程，可能永远都无法完成——具体来说

就是，雪漠在对西部文化进行书写、想象

和确证的时候，没有站在一个启蒙者的

视角或者外来者的视角对其进行批判或

者反思，而是完全用他自己的方式展示

了中国西部文化的一种自主性，这一点

对中国当下写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

这样一个内在的视角里面，雪漠以西部

为中心，其实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

自主性和历史性。在今天文化再造或者

文化创新的语境中，他的写作对我们来

说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用西部或

者寻根来谈论雪漠或许只是一种批评家

的习惯，或者说，这样一种文学史的框架

或者批评的观念还不能全部说明雪漠作

品的特质。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它还可

能有一种诗学的、精神性的，甚至是一种

灵性或神性的诉求。对于雪漠来说，或

者对于雪漠这样类型的作家来说，所谓

的西部可能只是一个形式，是一个佛教

里讲的外在的“相”，他最终要破这个

“相”，然后达到另外一个他所诉求的东

西。也就是说，如果雪漠不是生在西部，

而是生在北京，他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展示其精神世界。在《一个人的西部》

《深夜的蚕豆声》里面，雪漠反复强调的

就是怎么“破执”。一个要破执的人，不

断用语言和形式来破执，这本身就有矛

盾。最终雪漠要走到哪里，或者最终他

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生命样态，这让我

们非常好奇、期待。

不过，《一个人的西部》和《深夜的蚕

豆声》跟《野狐岭》给人的阅读感觉有一

点差异。阅读《野狐岭》的时候，快感强

烈，因为作家做到了把自己化在语言和

故事之中，就像佛教里的偈语一样，不是

直接讲道理，而是通过隐喻来完成。但

在《一个人的西部》和《深夜的蚕豆声》里，

作家自我的那个“执”没有破掉，恰恰相

反，作家老是执著于自己的感受，执著于

自己的经验，执著于自己对这个世界的

认知，这时候世界反而离他远了。也许，

这就是作家的落英缤纷、开花结果吧。

■创作谈

《深夜的蚕豆声》和《一个人的西部》一样，都是我

“不期而遇”的一本书。最初是想出一本中短篇小说

集，但是，编辑建议我以今天的眼光重新打量过去的创

作，将那些中短篇用一条线索贯穿起来，成为一本“有

机”的小说。这个建议一下点亮了我，也激活了原来的

那些小说。于是，我虚构了一位西方女汉学家，千里迢

迢来到中国西部，在一个山谷里跟一位西部作家聊了

好几个晚上，为的是想了解作家眼中的丝绸之路，也就

是说，想了解那些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人。

于是，西部作家“我”便给汉学家“你”介绍他的小

说，引出一篇篇小说。每篇小说后面，“我”和“你”还就

小说里的人物、生活、活法和小说背后的故事展开对

话，那对话，是我向世界讲述我眼中的西部，也是我用

今天的眼光重新解读我过去的小说。对于想了解西

部、了解丝绸之路、了解中国的朋友，这本书也许是有

着另一种色彩的范本。

而我觉得它还是我最有趣的一本书，因为它是一

本杂交的书，有议论、有散文、有小说、有对话，内容非

常丰富，有点像“一本书读懂雪漠”。

我很少写中短篇小说。我总是从灵魂中喷涌出一

个世界，这个世界总是饱满，总在汹涌，有点像大海，中短

篇小说的杯子往往容不下它们。每次一写完，从写作氛

围里出来，就发现又有三四十万字了。一些好心的编辑，

总会从我的长篇小说中选出几万字，发表在杂志上。虽

然那只是几朵浪花，你也会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掘坟》

《母狼灰儿》《深夜的蚕豆声》《神婆》《鼠神》《博物馆里

的灵魂》《美丽》和《豺狗子》，就是这样诞生的。

在写作中，我始终有一种定格时代的意识。那些中短篇小说，包括我刚

文学开悟时写的短篇小说，像《新疆爷》《马二》《马大》《磨坊》《黄昏》《丈夫》

和《大漠里的白狐子》，它们都定格了一种别处没有的风景，跟《大漠祭》一

样，刻画了一个真实的西部。它们有点像农业文明的背影，也代表了一段正

在远去的历史，你还可以把它们看成我对一个时代的定格。它只是我抛出

的一块块砖头，我希望它能引来无数块玉石，有更多的人跟我一起来定格一

个正在消失的时代，定格一种正在消失的美好——不仅仅是人物本身的美

好，更是影响了这些人物的文化的美好。当然，有时也不美好，但它是真实

的西部。在某个时代、某块土地上，在那个丝绸之路的重镇上，确实有过一种

这样的文化，它博大、清新、超越功利，但它也非常复杂，一言难尽。或许通过

这本书，你会更理解那个时代的西部，更了解在丝绸之路上生活过的人们。

有些人在了解西部文化的时候，看到的仅仅是它美好的那一面，对于它

复杂落后的那一面往往忽略了，但西部文化的丰富恰好就是因为它复杂。

它有无数个点、线、面，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混沌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是立

体的，不是二维的，不是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它是在千年的

岁月之中，由一代又一代的西部人活出来的，其中有他们的艰辛，有他们的

向往，也有他们的愚昧。在我眼中，这一切都值得研究，所以，在传播西部文

化精髓的同时，我也不愿回避其中的糟粕，我承认它们的存在，允许它们的

存在，但我写出了它们的无奈。其他的，由世界来选择吧。

所以，在写这部书时，我给自己设定的前提就是饱满、全面，能够体现西

部人的复杂和丰富、能够定格一个真实的丝绸之路上的西部。同时，在创作

这部书的时候，我其实只是在享受着一次对话——跟自己对话，跟人物对

话，跟记忆中的故乡对话。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和自言自语中，我写出

了一部又一部书，到了今天，蓦然回首，才发现竟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十多

年后的今天，重新还原那个记忆中的、真实的西部，实在是一件充满温馨的

事情。

青年评论家专栏

合办

作品 作者姓名（笔名）
最强军魂 冯畔弄（天佑）

太古神王 李涛（净无痕）

食汇录：香酥厨娘，不外卖 向雪昧（秦楼）

侠行天下 张恒（zhttty）

原始战记 徐良（陈词懒调）

二孩时代 马占武（浩瀚馨语）

女王的战争 凌丽芬（林雨）

一品仵作 孙艳（凤今）

终极替身 高歌

民国诡案录 朱双艺（墨绿青苔）

神图腾 姜爱华（如沫）

唯有一人爱你灵魂至诚 荣进（三盅）

长安未歇 任佳英（灵犀无翼）

单身时代 张国圣（十一圣）

吞天记 张伟煊（风青阳）

谢家皇后 赵林浩（越人歌）

道医天下 周丽苹（闷骚的蝎子）

神魂至尊 王益朗（八异）

血歌行 张凤翔（管平潮）

国色天香 王圣锋（钓人的鱼）

百炼成神 董小台（恩赐解脱）

催眠游戏 尹剑翔

武道独尊 郗金柱（小妖）

龙战 杨明刚（阳朔）

烽火连营 蔡白玉（杨妮）

梦想国旗 代海龙（海龙）

绝世狂尊 陈毅军（五月初八）

2016年度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工作联席会议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共27部）

小说

作品拟题 申报人
狮语者 刘荣书（满族）

鸟事·牛事 孙泉喜（蒙古族）

守望 陈秀民（蒙古族）

独活 王开（满族）

耳顺之年 孙春平（满族）

我的春暖花开 马爱茹（回族）

河西渡 金伟信（回族）

伊宁有一条汉人街 赵康林（锡伯族）

春风拂过你的脸庞 雷智华（畲族）

奎虚阁 王延辉（回族）

风云湘鄂西 向远志（土家族）

天地共一春 彭承忠（土家族）

蛊伴人生 江月卫（苗族）

甘蔗林 韦孟驰（壮族）

深院 白禹（土家族）

天狗吃月 谭长军（土家族）

我弥留之际 王荣（藏族）

第三世界 熊理博（彝族）

一个人的族长 杨秀刚（侗族）

飞来的岛黛瓦 潘光繁（水族）

光之阴 包倬（彝族）

滇西秘史 孙宝廷（阿昌族）

古村 李明智（怒族）

静静的板岩河 马步斗（回族）

嬗 王喜平（满族）

夏天的故事 何延华（藏族）

王的奴 旦文毛（藏族）

黄河从这里拐弯 韩庆功（撒拉族）

天堂来信 马凤鸣（回族）

夜空下的孩子们 马金莲（回族）

西夏秘史 张慈丽（回族）

大土司 向延波（土家族）

榆树在城市奔跑 肖龙（蒙古族）

散文

作品拟题 申报人
敖特尔的背影 韩伟林（蒙古族）

棉花朵朵白——一个河南女作家的新疆之行 李智慧（回族）

目送 陈丹玲（土家族）

世界生态文化保护圈——黔东南漫记 莫屈（侗族）

安宁大地 左中美（彝族）

阿倮欧滨：哈尼人一座灵魂的高地 白冉波（哈尼族）

秋天的路上 张志华（基诺族）

怒江记 彭愫英（白族）

大地上的追寻 拜学英（回族）

黄河源笔记 王小忠（藏族）

乌鸦神照耀的大地 崔岩（满族）

诗歌

作品拟题 申报人
乡愁安魂曲 胡礼忠（土家族）

越西以西 阿苏越尔（彝族）

冰山在上 蓝晓梅（藏族）

放牧云朵的风 曾入龙（布依族）

金色的山寨 白笑杰（傣族）

彼岸 李云华（彝族）

傍晚的拉萨 洛桑更才（藏族）

鹰隼的天空 妥清德（裕固族）

碎屑岩 华多太（藏族）

家园之恋 韩原林（撒拉族）

报告文学

作品拟题 申报人
天地人心——包头北梁棚改全景纪实 马宝山（蒙古族）

护航湄公河 杨佳富（彝族）

三线蔬菜密码 普光泉（彝族）

儿童文学

作品拟题 申报人
蒲河小镇 王立春（满族）

一条叫英雄的狗 梁安早（瑶族）

东巴之女吉佩儿 和晓梅（纳西族）

一汪月亮水 冶生福（回族）

理论评论

作品拟题 申报人
198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小说叙事研究

顾广梅（回族）

伟大传统的回声

——湖南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与文学传统关联研究

郭景华（侗族）

西藏当代文学评论发展概观 普布昌居（藏族）

青海当代诗歌史论 马有义（回族）

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批评研究（1978-2015）

许峰（汉族）

张贤亮论 李有智（回族）

新世纪（2000-2015）宁夏小说创作编年史

郎伟（回族）

丝绸之路跨境民族哈萨克族文学创作述评 张春梅（汉族）

藏族青年作家创作论 来鑫华（藏族）

中国作家协会2016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篇目
（排序不分先后）

民族语文作品

作品拟题 申报人 创作语种
哈萨尔圣地的密码 布和必力格（蒙古族） 蒙古语

科尔沁记忆 白龙（蒙古族） 蒙古语

哈伦宝力格陶丽 阿拉塔（蒙古族） 蒙古语

银月之韵 朝鲁门（蒙古族） 蒙古语

阿塔山 安塔·胡萨（蒙古族） 蒙古语

古城 旦增尼玛（藏族） 藏语

变异鸡蛋 郎嘎扎西（藏族） 藏语

家园 万玛项千（藏族） 藏语

枕边的故乡 尕藏加（藏族） 藏语

祖尔东·沙比尔传 马合木提·穆罕默德（维吾尔族） 维吾尔语

香烛 马依努尔·阿布地力木（维吾尔族） 维吾尔语

好友 牙合甫·司马义（维吾尔族） 维吾尔语

新世纪维吾尔长篇小说创作研究

艾尼瓦尔·吾守尔（维吾尔族） 维吾尔语

草原娇子——秃黑鲁帖木儿汗

艾克拜尔·依马木（维吾尔族） 维吾尔语

天蓝色长裙 古丽巴哈尔·纳斯尔（维吾尔族） 维吾尔语

正道与罪行 买买提·巴热提（维吾尔族） 维吾尔语

今天我是个王子 吾买尔·阿不都（维吾尔族） 维吾尔语

表率 乌拉孜别克·贾那布尔（哈萨克族） 哈萨克语

不灭的生命之火 迪丽娜尔江拜（哈萨克族） 哈萨克语

大湾街 哈拜·苏来曼（哈萨克族） 哈萨克语

一千零一个梦 喀山·奥巴克尔（哈萨克族） 哈萨克语

东方男子汉 郑虎元（朝鲜族） 朝鲜语

中国朝鲜族“50-60后”文学研究——以代表性长篇小说为中心

禹尚烈（朝鲜族） 朝鲜语

生命曲 马海吃吉（彝族） 彝语

体力 多力坤·阿地（柯尔克孜族） 柯尔克孜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