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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杨 秀 学 散 文 集 《村 庄 旧
物》，心里氤氲着缱绻缠绵的乡愁情
绪，欲罢不能。作家用心地专一叙
写乡村旧物，将清水江流域苗乡侗
寨的传统习俗铺陈得场面如此宏
大，细节如此缜密，炽热的乡恋情
结如同春天飘飞的柳絮，彩蝶翻
飞，花枝招展又如丝如缕。

在 《村庄旧物》 中，令人印象
最为深刻的是温馨的乡村旧居。作
家带着深邃历史的眼光和深层的文
化思维，追踪着生命成长的步履、
追寻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精致的
文字叙述里，凡涉及村落，始终在
进行着一道又一道深沉的灵魂拷
问：我们从哪里来，未来要到哪里
去？我们为什么在此停留？在 《穿
越历史》 中，厚重的历史情结力透
纸背：“坳上有座老坟，墓顶为羊角
型，墓门、门楣、门楹均为青石条
块砌筑，墓门字迹清晰可鉴：生于
乾隆癸亥年，殁于道光丁酉年。”建
立了物证基础上的村寨记忆正切合
了苗族的历史，从苗族古歌所记载
的历史寻迹，祖先“爬山又涉水”

“翻山又越岭”方才寻找到了苗岭
“金窝窝”“银窝窝”这块神秘的土

地落脚，避开了战乱，过上了安宁
的生活。

与乡村辽阔雄奇山川大环境下
的乡愁不同，作家对乡村旧居的描
述与记忆，表达了一种深沉内敛、
细腻温馨的怀念，让我们品味着具
有浓烈烟火气息的家园记忆。栖居
于苗岭山麓，开门见山，山川连
绵。青山绿水，无疑是最鲜明而又
独特的环境特征与美丽色彩：“溪边
是一个模糊而又清晰的地名概念，
是一条溪流其中一段的两岸，许许
多多的童年梦、少年梦就在这里启
航。”这些所谓的“边”，其实并不
边，更不遥远，而是搁置我们身体
与灵魂的家园：“溪边怡人的美景正
好与谈情说爱的心情匹配……从‘初
相会’到‘久的伴’，再到生死相依，一
出出人间情爱酣畅淋漓地上演，有情
定终身的，有挥泪痛别的，有魂断溪
边的……”凡有山寨处的“边”地之
上，即为村寨生活的中心，是美丽家
园重要的组成部分。

乡村的美好环境和屋舍的宏大
构建，容纳了与人们相依相伴又千
奇百态的劳动工具、生活用具，以
及属于苗乡侗寨特有、孩提成长又

必不可少的儿童玩具。在作家笔
下，这些村庄旧物充满温润的人文
情怀，盛载着如丝如缕的乡村烟火
气息和淡淡的怀旧情结，释放着浓
浓的乡愁，像春风春雨一样滋润着
山里人的灵魂。生产器具在杨秀学
笔下，有情有景还有声响，宛若一
幅幅内涵丰富、意韵深远的水墨山
水画。成长于苗乡侗寨的孩子是幸
福的，在青山绿水间成长，在风雨
中成长，在鸟啾虫鸣中成长，出门
即有景，景色皆如画，画中即有
声，童年就在如梦如幻的水墨山水
画中悠游，陶冶出敏锐多情的审美
情趣，纯朴美好的灵魂。

在家园之上，一辈又一辈的乡
人辛勤耕耘与劳作，他们的活动轨
迹，以及属于苗乡侗寨独特的生活
方式，成为一种美丽乡俗，积淀凝
聚成为一种文化与风情，滋润着此
间生长的每一颗灵魂，也长久地温
暖着离乡游子的心，织成一条条剪
不断理还乱的乡思与哀愁。

喜庆离不开欢乐的歌声，温婉
美妙的歌声是黔东南民族文化极其
重要形态和标志。对于苗侗乡人来
说，缺了歌声的酒席，如同缺少了

一道佐酒的硬菜；对于山歌吟唱来
说，缺少了山野歌场，等于缺少了
抒情的平台，将会让平凡的人生、
鲜活的生命失去鲜艳的色彩。在
《起屋上梁》：“ 《吉利》：一步一门
多吉利，两步两花两朵银……十一
十二步步高，荣华富贵是今朝。十
二步云梯到了头，文登阁老武封侯
……”生活于苗乡侗寨的村民如此
幸运，能够以纯真而坦荡的胸怀祝
福他人或接受他人的祝福，在办喜
事时，或重要节庆随时随地都听到
或得到来自他人最美好的祝福。即
使在物质匮乏时代，内心也如此温
暖，如此富足，再艰难的日子也能
够感受阳光灿烂。

逝去的终将逝去，我们唯一能
做的，就是对于乡村传统旧物世界
的记忆、怀念和描述。杨秀学用生
动的语言描述一个个精彩故事，营
构起一个内容博大风格独特的民俗
文化世界，形成别具一格的审美情
趣与价值，一点一点垒积成宏伟的
文化体系，成为壮大民族精神，滋
养民族灵魂的丰饶土壤与文化世
界。对于后人来说，这何尝不是又
一个乡村世界的珍贵旧物呢？

《村庄旧物》中的诗意历史与文化情怀
斯 力

最近深情献映的电视剧 《人世
间》，改编自作家梁晓声的同名小说，
以周氏三兄妹的人生轨迹为线索，用
史诗般的磅礴力量书写烟火人间，其
纪实的社会背景、丰满的人物情感、
曲折的故事情节，使观众在寻常生活
里不难纵览到时代潮流、潜移默化中
不难感知到人世间“真善美、烟火
味、家国情”。

戏如人生，《人世间》 塑造了周
父、周母、周秉昆、周秉义、周蓉等
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多角度、多
层次地描绘“真善美”的实质，将社
会变迁和百姓生活有机结合并进行了
生动呈现。电视剧中，周父是支援三
线建设的技术工人，踏实隐忍。周母
虽不识字，但明事理、达人情，懂得
知识改变命运、勤劳改善生活的朴素
道理。周秉昆真诚忠义、骨子里刚正
不阿、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更是让
观众记忆深刻。在平凡的生活里，周
氏一家拓展和延伸了亲情与善良的内
涵，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

《人世间》 荡开的，是人世间的
“烟火味”。炊烟袅袅之处，便是生存
依托之所。“光字片”是诞生于 20世
纪特殊岁月里、黑土地上的城市棚户
区。“光字片”里的人，日复一日地在
人间烟火里相互取暖，结成“远亲不
如近邻”的人情社会，抒写质朴的乡
土生存哲学。无论是代表国家干部、
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的周氏三兄妹，还
是演绎“小人物”的国庆、赶超、德宝等
人，诠释的皆是“热乎乎的日子与人，总
在诉说人间值得”，坚定地为生活、为理
想不懈奋斗。“光字片”里的“景”，生活
用的锅碗瓢盆，孩子玩耍时的跳皮筋、
翻花绳、滚铁环、扔沙包等，都仿佛是穿

越时空照搬过来的生活景象，留在了再
也回不去的时代记忆里。

由己而家，由家而国，是中国人
始终不变的精神谱系。《人世间》 展现
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

“家国情”。电视剧从“家”讲述起，
一张“全家福”之后多少年，才能遇
到另一张“全家福”，周氏三兄妹无论
身在何方，都牵挂着家，也被家系念
着，家是根。过年了，就想回家。中
华民族这样具有深沉的“家”的情
感，将小家与大家紧密相连，将个体
生命与国家民族命运融汇在一起，这
是一种无形的凝聚力。《人世间》 的意
义就在于通过一个家庭的变化发展，
描绘一幅社会变迁图谱。

《人世间》 传递了时代温情，唤醒
了观众心底的良知情愫，消除人与人
的隔阂！我相信，固守生活的模样，
坚持善良、坚守平凡、坚定情怀，努
力奋斗、勇于拼搏，才是 《人世间》。

生活的模样
——看电视剧《人世间》

刘国琪

《亚鲁王》是活在苗族丧葬仪式
上的活态史诗，集唱、诵、仪式展
演于一体，对苗族的神话、历史、
语言、宗教、哲学等都做了非常珍
贵的唱述。蔡熙教授的 《〈亚鲁
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是一部对
《亚鲁王》史诗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
专著。该著运用文学人类学田野作
业的方法深描 《亚鲁王》 史诗的仪
式叙事和唱诵史诗的东郎，探讨仪式
的精神治疗功能和史诗的传承与保
护，深掘史诗的多元文化蕴涵和诗性
特质，力图为史诗研究开拓新的视野
和研究路径，进而为文学人类学的深
化和发展提供鲜活的本土证据。

重视田野调查，深描仪式叙事
田野调查是民族志收集的主要途
径，是文学人类学、民族学必不可
少的研究方法。《〈亚鲁王〉的文学
人类学研究》 一书凸显了田野调查
的方法，客观记录了很多原始资
料。作者全面采录、整理仪式过程
和采访歌师，充分掌握第一手资
料，结合史诗得以存活和传承的文
化生态环境，深描复杂多样的仪式
程序和东郎的习艺过程，深掘仪式
中蕴含的原始文化密码，是作者的
问题意识所在。

仪式是一种活态传承的文化遗
产，东郎在苗族丧葬仪式上唱诵的
《亚鲁王》史诗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该著在仪式叙事的基
础上分析了 《亚鲁王》 史诗作为

“非遗”的重要特征——活态性和原
生态性，探讨了 《亚鲁王》 史诗目
前面临的传承危机，提出了 《亚鲁
王》 史诗传承与保护的策略。作者
认为，非遗是一个民族的“DNA”，
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
的文化基因，这种认识无疑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提供
了依据。

立足文化文本，深掘多重意义
《亚鲁王》史诗是从远古时代流淌到
今天的活态史诗，蕴涵了苗族的原
始文化、宗教信仰、宇宙观念、民
俗习惯，潜藏着苗族人民的精神情
感、思维方式和道德品质。作者对
于 《亚鲁王》 史诗的研究，不仅仅
从田野的活态性考察，而且立足文
化文本，将文本证据、田野资料、
实物图像视为一个文本的集合，对
《亚鲁王》史诗的多重意义进行了深
度发掘。

该著运用象征学派人类学家格
尔兹的“符号解释学”对 《亚鲁

王》 史诗的多元文化意义进行了深
度阐释，丰富了 《亚鲁王》 史诗的
意义解读。作者通过解读 《亚鲁
王》 史诗的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
话、日月神话和龙心大战神话，探
寻了人类思维和文化编码的源头，
论析了苗族先民的宇宙观，论证了
《亚鲁王》史诗中蕴含的笙鼓文化和
绿色的生态文化。

《亚鲁王》史诗是一部复合型史
诗，苗族的迁徙是史诗的核心内
容。作者从史诗古歌文本的迁徙叙
事、身体展演中的迁徙叙事、实物
和图像中的迁徙叙事等三个方面探
讨了 《亚鲁王》 史诗迁徙叙事的多
维形态，阐释了 《亚鲁王》 史诗呈
现了本民族的社会、道德、价值、
伦理等规范，为族群文化认同提供
了可靠的现实典例。

《亚鲁王》 史诗属于诗的范畴，
它以诗的形式表现了苗族的创世
史、征战史、迁徙史，是诗化的苗
族历史。作者从史诗的形式入手，
论证了 《亚鲁王》 史诗的诗性特
质，为史诗的审美特征研究提供了
借鉴。作者提出，在史诗的形式特
质上，史诗具有鲜明的程式化特
征、轮回的神话叙事结构、独特的

表达方式；在史诗的人物特质上，
亚鲁王是一个足智多谋、英勇善
战、关爱民生、精通巫术的“文化
超人”。

运用多重证据，整合文化视野
口传和仪式展演材料、图像与实物
证据是作者深入田野调查的重大收
获，运用多重证据法解读 《亚鲁
王》 史诗的文化意蕴是该著的显著
特色。作者根据口传和仪式展演的
材料，论证了苗族先民企望通过在
丧葬仪式上反复唱诵 《亚鲁王》 史
诗，实现与祖先的对话，让死者能
够回归祖先的身边。作者考察苗族
迁徙历史时，从图像和实物中找到
了根据，还原了失落的文化真相。
该著指出给亡者脸上盖上四方形的
绣片“陌就”，“陌就”上有变异了
的太阳花，四周的环境是谷穗和蝴
蝶，这是苗族先民对东方故国的历
史记忆。同样，苗族的服饰图案也
是苗族迁徙的物证，它们用无声的
语言向世人诉说自己的历史和文
化。作者通过将文字文本材料、口
头和仪式展演材料、实物和图像材
料结合起来，在多维视野、多元文
化的基础上对 《亚鲁王》 史诗进行
了跨学科研究。

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深度融合的学术佳构
—— 评蔡熙《〈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

王 银

《江山如此多娇》是一部长篇报
告文学，文中字句平实通俗，其作
品的思想性、文学性和艺术性却是
令人震撼的。此书全面真实地再现
了贵州人民矢志不渝、砥砺前行、
奋发有为的光辉历程，是作家欧阳
黔森对新时代精准脱贫工作及时而
准确的书写。

党的十八大以来，报告文学成
为新时代文艺书写的主力军，真实
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第一时间立
体全面地体现时代精神。欧阳黔森

的报告文学 《江山如此多娇》 则一
马当先，内容共有五个篇章，即分
为五个中篇，里面的每个篇章独立
成一个故事，聚焦脱贫实践中的新
风尚新面貌，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
形成一部反映这一领域的风貌与成
就的长篇报告文学。其实，早在三
年前即 2018 年，《人民文学》 就连
续分别以头题推出了欧阳黔森反映
贵州脱贫攻坚系列题材的三个报告
文学，那就是 2018 年第 1 期的 《花
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2018
年第 3 期的 《报得三春晖》 和 2018
年第 9期的 《看万山红遍》，这“三
部曲”全部为贵州题材、贵州故
事，其巨大的影响力为脱贫攻坚重
点地区的主题创作起到了很好的示
范作用。

欧阳黔森在 《江山如此多娇》
创作谈中讲道：“扎根人民，为人民
写作，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和担当
……”欧阳黔森时常行走在云贵高
原云盘山东延地带，他跋山涉水，
做到真正扑下身子、深入乌蒙山
区，无数次来到脱贫攻坚的前沿，
与扶贫干部打交道，和贫困群众做
朋友，他亲身感受旧貌换新颜的现
场，在采访中寻觅其中富有意味的
人物和事件。正是在与老百姓朝夕
相处中，忧患着他们的忧患，欢乐
着他们的欢乐，体味着他们在生

活、生产和生命中的酸甜苦辣。他
能真切感受到贫困山区千百年来的
贫穷之苦，也深刻体会到决战脱贫
攻坚之不易，对战胜贫困的重大历
史意义有了更多思考。可以说，其
融入乡村的写作姿态可嘉，其强烈
的使命和责任担当可赞。今天，呈
现在我们眼前的贵州山区现实特
征，以及贵州山区发生一系列翻天
覆地的变化，不是作家欧阳黔森写
出 来 的 ， 而 是 他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走”出来的。
在长篇报告文学 《江山如此多

娇》 的第一篇章 《报得三春晖》 文
中，作家欧阳黔森在我国石漠化最
严重的乌蒙山区赫章县海雀村深入
生活的那些日子里，他亲眼目睹了
精准扶贫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
变化。

“我一贯坚持眼见为实……”从
文中可以看出，只有作家自己在采
访、在与老百姓促膝谈心的过程
中，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老百姓
对共产党、对政府的那份感恩，欧
阳黔森在报告文学中书写的感情如
同乌蒙山区的老百姓一样，是如此
的真挚、纯朴。又比如第二篇章
《花繁叶茂》，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
花茂村从最初贫困荒芜的“荒茅
田”到花繁叶茂的“花茂村”，即从
贫困村到小康村，再到“百姓富、

生态美”的一个美丽蝶变故事。欧
阳黔森曾十几次深入花茂村，同当
地老百姓一起生活，整整达两年之
久。他曾说：“脚上沾满泥土，作品
才有可能散发出泥土的芬芳。”是
的，他是真正把一双脚踏在这片散
发出芳香的土地上，用手中的那支
笔、用一颗真挚的心，以对时代、
对人民“走心”和“用情”的艺术
态度，踏实深入基层蹲点调研、采
访实践。将发生在脱贫攻坚进程中
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变成一部又
一部接地气、有温度的精品力作。无
论是海雀村、花茂村、红岩村，还是朱
砂镇、沙坎村，它们其实就是贵州脱
贫攻坚的一个缩影，欧阳黔森把职责
扛在肩上，将那些震撼人心的攻坚故
事、鼓舞人心的战斗捷报书写成报告
文学，还被搬上了荧幕。

贵州脱贫攻坚的辉煌成就，是
无数人为了信仰和初心负重前行，
用劳动和汗水换来的。欧阳黔森以
主人翁的精神、用满腔的热血投身到
社会主义发展的洪流中，扎根于人
民、服务于人民，为人民书写新时代
激动人心的新史诗——《江山如此多
娇》。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将成为一个
历史记忆的储存器，让身处未来不同
时空的读者，感受到“贵州故事”
里脱贫攻坚和新时代乡村振兴带给
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山乡巨变。

扎根人民，为人民抒写
—— 读欧阳黔森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

方洪羽
贵州地处西南多山之地，儒学在

贵州长时间呈现出凝滞的发展状态，
直至晚清时期，以黎庶昌、莫友芝、
郑珍等为代表的贵州近代儒学先锋打
通了从边缘到中心的儒学之路，呈现
出儒学蓬勃兴起之状。谭德兴教授从
贵州儒学与文化、贵州儒学与文学的
角度切入贵州儒学的研究，《近代儒学
与文学：以边省贵州文人群体为中
心》（中华书局 2021年 11月出版） 是
他在此领域深耕的宏大成果展示。这
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近代儒学与文学：以边省贵州文人群
体为中心的研究”的最终成果，是关
于近代区域儒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典
范之作，结项时与出版后均获得了学
界极高的评价。

该著作以家族、科举、史学、经
学与女性文献为类型代表，以近代贵
州文人群体的心路历程和著述盛况为
考察中心，以儒学与文学互动的研究
方法，探索近代贵州儒学繁荣的原
因，提出儒学的发展繁荣是近代贵州
文化与文学发生质变的根本原因。全
书选取的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取得
的研究结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与文化价
值，对进一步研究儒学与文学之互动
关系，儒学南传之表现、特点与影
响，以及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之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

本书在史学视域下呈现了贵州近
代儒学繁兴的一段历史。作者从大量
的史志文献、地方志、图谱中梳理出
近代贵州儒学家涌泉而出、儒学著作
影响海内外、儒学学宫与书院大肆兴
起的发展盛况。深入研究黎庶昌、郑
珍、傅玉书、孙应鳌等儒者在经学、
文学、小学、音韵、文献学、图书收
集与刊刻上的巨大文化功绩。新著对
贵州区域儒学以人物为核心的深入研
究，是将遥远的先贤与生生不息之薪
火相传的儒家文明相联系，在历史的
谱系中寻求贵州儒学之士延续不绝的
精神之光。

本书从地理视域呈现了近代贵州
书院及其儒学精神，在历史地理的谱系
下挖掘出明清时期贵州共有书院 141
所，这些书院是儒学传播的重要载体。
本书对这些掩映于山林之间的书院做
了系统的研究，并阐发其选址、建筑、园
林景观、研习内容等方面所具有的儒学
意蕴。对这些书院的研究，有助于建立
起贵州近代与当代学术脉络的纽带，
让后世知识人在书院这一历史的遗存
中感受儒家文化的传承脉络与贵州先
贤自觉传承并实践儒家文化的责任担
当。本书揭橥出那些掩藏在历史废墟
中的贵州书院文化遗产，她们在贵州
儒学发展过程中承担起儒学知识教育
与心性教育的双重功能，她们曾经承

担了一段儒学繁盛期最为朴实动人的
历史使命与文化功能。

本书呈现出家族视域下的儒学之
光。家族文化是近代贵州儒学文化中
璀璨的明珠，光芒四射。遵义沙滩文
化家族在近代贵州史上尤为显著。遵
义沙滩文化家族主要由郑、莫、黎三
家组成，三家互通学术、互教子弟、
互通婚姻，形成由地域、姻亲与学术
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家族联盟。黎氏
锄经堂成了沙滩学人共享的精神资
源，郑珍在这里“鼓箧读之，恒达旦
夕，肘不鬲案，衣不解带”，黎庶昌徜
徉在这“缺墙西南隅，面山有庭三楹，积
书二万卷”的书籍的世界里。锄经堂以
富足的藏书，融万物荣枯之莳花灌树于
其间，成了建构黎庶昌、郑珍、莫友芝儒
学知识的最初源泉。锄经堂成了沙滩学
人儒学建构的原点，是他们精神的故乡
与生命故乡的合一，他们从这里出发，
将散发着沙滩文化气韵的儒学精神散
发开去。

岁月的沧桑化为文字与历史在沙
滩家族文人的精神血脉中代代相传。
本书还指出儒学熏染下的黎氏家族重
视其乐融融的家族伦理，他们通过诗
篇、散文、墓志铭等文学形式呈现出
一个文化家族显著成就背后巨大的亲
族之情。黎氏家族诗歌书写是关于志
向、理想、伦理与亲情的综合书写。
儒学浸染下的黎氏读书人以诗书为基
点，以故乡为起点，不管时空如何变
幻，黎氏读书人敦睦室家、孝亲父
母、琴瑟妻子、和睦兄弟，呈现出其
乐融融又生生不息的家族情感和家族
力量，这种力量绵延至今，成为沙滩
学人共享的精神渊源。

本书从历史、家族、女性、区域
等维度呈现出贵州女性视域下的儒学
华丽篇章。本书在零散的历史文献中
收集并考证贵州女性文学作品，呈现
出贵州近代儒学滋养下五彩缤纷之女
性诗篇。这些诗篇承载了贵州女性的
生命意识、儒家操守与审美特质，是
年华与青春、美好与无奈、命运与理
性的诗情承载，是一个沉浸在儒学与
文学世界中的女性最为悠远有力的呼
唤。作者从那些隐藏的文献里挖掘出
鲜活而又美好的贵州女性之声，她们
用诗性的语言诉说着近代贵州女性文
学与儒学相依相存又略带紧张复杂的
张力，在大山深处吟唱出一曲高亢而
清亮的女性华章。

谭德兴教授《近代儒学与文学：以
边省贵州文人群体为中心》从历史、地
域、文献、家族、书院、女性等维度揭橥
出近代贵州儒学繁兴的样态，在儒学与
文学的研究视域下揭示出贵州近代蔚
为大观的儒学与文学交融形态，是儒学
与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儒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典范
——读谭德兴《近代儒学与文学：以边省贵州文人群体为中心》

付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