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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8年《满月儿》引起当代文坛的关注，贾平

凹的文学创作，四十余年来，持续保持着旺盛的艺术

创造生命力，特别是《废都》之后，几乎是每两三年一

部长篇小说，令人叹为观止。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宿

命，自1978年5月23日的《文艺报》发表邹荻帆先生

关于贾平凹文学创作评论的文章《生活之路——读

贾平凹的短篇小说》，也特别是《废都》之后，有关贾

平凹的研究与探讨，已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作家

研究上富有典型性的一个显学案例。当我们将贾平

凹文学创作与研究进行历史性梳理后发现，不论是贾

平凹的文学创作，还是贾平凹研究，与中国改革开放

这四十年，产生着一种感应性的脉动或者律动，从中

可以探寻到当代文学与研究的脉搏跳动与历史走向。

从当代文学研究来看，资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越来越受到当代文学研究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并且

进行着成效卓著的实践，取得了累累硕果。学术研

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历史的沉淀，也是一

种历史的总结与发现。在学术研究的发展历史中，

沉淀了许多资料文献，到了一定的历史时期阶段，也

就自然需要进行历史的归纳总结，从中会有着一些

新的发现。而这其中，对于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资

料进行收集整理，以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某种方便，

也应当是其中一项不容忽视的研究工作。就对当代

作家研究资料整理而言，毫无疑问，贾平凹应当是其

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对象。

一、关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

贾平凹以他四十多年写下的千万余字的文学创

作实绩，似乎在昭示着：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家，都

不是遵循乃至套用现有文学写作规则的，而是以自

己的创作实践，创立着自己的文学写作规则的；他们

不是被已有的文学史所能完全强行规约的，而是在

吸纳承续文学史上优秀成果的同时，延展并改写着

文学史的发展。就现代文学而言，鲁迅们如此；就新

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而言，贾平凹、莫言们亦在做着

这方面的探索、努力。

在这里，并非仅仅将贾平凹视为一位作家，而是

将其称之为一位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家。之所以如

此称谓，这是因为贾平凹不仅仅是在文学创作方面

叱咤风云——小说、散文与诗歌都取得了令世人瞩

目的成就，而且于书法、绘画、收藏等方面，亦有着

“一超直入如来境”①的不凡造诣。

关于贾平凹的书画等在此暂且不论，就贾平凹

的文学创作实绩来看，自1972年踏入大学校门，便在

校刊上发表诗作《相片》，或者说自1973年在《群众艺

术》发表革命故事《一双袜子》(有人将此作视为短篇

小说，笔者以为不妥。该作虽有虚构的成分，但创作

基本模式是按照当时革命故事模式而写作的。合作

者是贾平凹大学同乡同学冯有源。)署名贾平凹以

来，至2018年出版长篇小说《山本》，贾平凹以其富有

艺术挑战性、探寻性的创作历程，建构起中国当代文

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学景观。这种独特的文学景观

的文学史意义，借用李星先生的话说，就是贾平凹作

为一位“东方的作家，民族的作家，他是以自己的为

传统文化所陶冶了灵与肉的精神与创作，与当代世

界作着深层次的对话”，“用自己如椽之笔在为自己

所生活的时代命名”。笔者又想到陈晓明先生在一

篇五万余言的长论中开头的话：“现代汉语白话文学

历经百年的风吹雨打，终于成长几棵大树，贾平凹无

疑傲然在列。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不管是对当代

现实的表现，还是对西北地域文化的表现，不管是他

笔下众多鲜活灵动的人物，还是独具韵味的文字风

格，贾平凹都无可争议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之一。

贾平凹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整体观
韩鲁华 潘靖壬

【作者简介】韩鲁华、潘靖壬，商洛学院。

【原文出处】《小说评论》（西安）,2022.3.113～121

··150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8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历经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他的创作涵盖了一部当

代中国文学变革史，他笔力所及无疑是当代文学抵

达的境地，他的困扰与艰难，无疑也是当代中国文学

的困境。深入解读贾平凹的创作，细读他的作品，也

是在解开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形图。他身上显现出来

的文学意蕴如此丰厚，汇集的问题、矛盾与启示是如

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如果不认真对待贾平凹的创作，

就不能脚踏在当代中国汉语言文学的坚实的土地

上。”于此，我想用一种比喻的话语来描述贾平凹的

文学创作及其意义：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构成了当代

中国文学史上一架富有高品质文学艺术矿藏的山

脉。这架山脉通东西而会南北，有耸立入云的高峰，

也有深邃幽静的山谷。这架山脉不是沉于海底或者

谷底，而是存活于高原之上。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更

多的不仅仅是借鉴或者吸纳，而是在做着一种会

通。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在致力拉通与中国古代

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经脉。

也许，这架山脉犹如秦岭一样。

这时，我想到张清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观点：

从鲁迅到莫言构成了一个文学创作谱系。由此引发

的话题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约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到

了贾平凹、莫言这一代或者包括其后的作家，似乎在

进行着一种历史性的总结与新的建构开拓。在阅读

他们的作品，特别是他们有关创作的言论时，感觉到

他们似乎都在强调：创立自己的文学艺术世界。实

际上他们在致力于创建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自己本

民族的文学世界。这与五四一代作家开创中国新文

学这一脉是有所不同的，他们似乎更加自信，更加自

觉地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土壤，而不

是完全或者更多地依赖于西方的文化与文学艺术资

源的影响。

二、贾平凹研究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研究，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

独特意义的文学研究现象。不仅研究论文数量大，

而且涉及的面也非常广阔，体现出一种关于个体作

家研究的水准与高度，其间所涉及到的问题应当说，

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所遭遇的境遇之命题。就研究

论文而言，仅以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

库的统计数据来说，截至2016年，以贾平凹为对象的

研究论文多达 4465 篇。其中期刊论文有 3457 篇

(1980-2017 年)，博硕士毕业论文有 424 篇 (2000-
2016年)，会议记录有50篇(1999-2016年)，报纸概要

有 534篇(2000-2017年)。尤其是 21世纪以来，其研

究更是形成一种学术现象，诸如《文学评论》《文艺争

鸣》《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等学术期刊都曾以

专题专辑形式刊登、发表贾平凹研究成果。如 2012
年第10期的《文艺争鸣》以“当代文学六十年·贾平凹

研究专辑”为专栏，分别刊登了《黑氏》、《天狗》、《秦

腔》的研究成果，2017年又以“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

学”为题，一次刊发了16篇文章；2013年第3期的《当

代作家评论》以“贾平凹专号”为专栏发表刊登《带

灯》的研究成果，2015年第1期以“《老生》评论小辑”

为专栏发表《老生》的研究成果；2013年第4期的《小

说评论》以“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评论小辑”为专

栏刊登《带灯》的研究成果、2015年第2期以“专题评

论”为专栏刊登《老生》的研究成果；2015年第1期的

《文学评论》已专栏刊登贾平凹《怀念狼》《老生》及贾

平凹小说话语结构、有关西安的书写的研究成果。

还有如《扬子江评论》《东吴学术》《江淮论坛》等重要

期刊也以专栏形式刊登发表贾平凹作品研究成果。

因此，有关贾平凹的研究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评论

中的“显学”，而贾平凹的文学建构自新世纪以来，始

终与当代文学研究评论共构同振，丰富、发展着中国

当代文学的书写经验与文学创作研究经验。或者可

以说，从 1978年邹荻帆先生在《文艺报》第 5期发表

《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至今，贾平凹

的文学创作研究已经构成了一种作家个案研究史。

而从这个作家个案研究史中，在某种程度上说，亦是

显现着中国四十多年来的文学研究历史的脉象。

从历史纵向来看，贾平凹文学研究确实有一个

肇始、发展、丰富深化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进程，大

都可分为初期、中期和近期这么三个时段。三个时段

区分，是以《废都》研究与《秦腔》研究为区划节点的。

初期的研究，就对于文学体裁的关注而言，主要

集中在散文与中短篇小说上，诗歌研究也有，但很

少。这也是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情景相契合的。贾

平凹前期文学创作，致力于散文与短篇、中篇小说

上，这也正是他们那一代作家在文学创作由散文、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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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小说而中篇、而长篇的发展路数。进入九十年代，

更确切地说，自《废都》之后，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

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焦点。除极少的

两三部长篇之外，贾平凹每出版一部长篇小说，都有

一批研究文章问世，而且直至今天，对于像《废都》等

长篇的研究成果仍然不断出现。有十几部长篇小说

研究，都可以单独编选一部研究的论文集子。这时，

对于贾平凹文学创作整体性的研究著作与论文，也

逐渐地多了起来。并且，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也成为

硕士、博士论文选题的对象。进入新世纪，尤其是

《秦腔》出版并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长篇小说研究、

整体研究与比较研究、传播影响研究，构成了贾平凹

研究上的几个重要理论视域。当然，在这四十年间，

贾平凹的散文研究成果不如小说研究成果丰富，但

始终延续着。而且他的书法绘画艺术，也受到了研

究者的关注，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这方面的研究

虽然并不是很多，但是，书法绘画乃至收藏等方面的

研究，尤其是文学与书画艺术的互动研究，拓展着贾

平凹研究的理论视野与维度，已然构成贾平凹研究

中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分。

如果从形成研究的关注焦点来看，初期研究中，

对于《商州三录》笔记体散文与短中篇小说《小月前

本》《鸡窝洼的人家》《古堡》等的研究探讨，不仅成为

贾平凹研究甚至可以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上的一个

重要的现象。也正是此时的研究，从学理上定性了

贾平凹商州文学地理版图，以致于谈到贾平凹的文

学创作，人们就自然而然地与商州内在地连接在一

起。这一方面，陈思和等学者的研究是具有先导影

响性的。不仅如此，当人们将研究的目光投向贾平

凹的文学创作时，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与当时当代

文学创作连接在一起，比如与寻根文学等内在关联

性，直到新世纪仍然成为一个反顾式研究探讨的话

题。《废都》之后的研究，乡村——城市、农民——知

识分子，以及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主流文化与

民间文化等，成为研究者切入的重要视角。这也构

成了贾平凹研究中期的两翼。毫无疑问，在九十年

代贾平凹研究上，《废都》不仅构成了贾平凹研究上

的一个焦点热点，也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上的一个热

点焦点。可以说，由《废都》所引发的研究话题，已经

超越了《废都》本身，将思想与文学理论触角，伸向了

整个当代社会时代与文化领域诸多方面。比如它与

重建人文精神的话题，与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

子的问题等，就密切地关联在一起。进入新世纪，特

别是《秦腔》之后，似乎又凝聚起贾平凹研究的热

度。自此，贾平凹研究进入到一种热度持续的恒常

状态。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自《废都》之后，将主要精

力放在了长篇小说上，因而有关他的长篇小说研究，

也就成为有关他的研究的半壁江山。在这里还应提

到，随着《废都》的再版，对于这部作品做了一次重评

性的历史性的归结。与此同时，有关贾平凹文学创

作的译介、传播、影响研究，也赫然形成态势，构成了

贾平凹研究上一股后起力量，越来越引人注目。这

一方面的研究，似乎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等有着密

切的关联性。于此，我们不去辨析中国文学走向世

界这一命题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乃至质疑，我们只是

从贾平凹研究现实出发，看到了其研究与外国尤其

是西方国家汉学家越来越重视中国文学自然也包括

当代文学这一现象的内在关联性。

不论就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与当

代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的发展息息相关，甚至

可以说它们之间产生着一种共振。就其研究而言，

更多的是与当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发展与建设，似乎

形成了一种互动式的关联建构。在研究的初期，中

国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理想的

追求建构，各种思潮蜂拥而至，但是社会历史文学批

评依然是整个文学批评上的主流，因而，对于贾平凹

文学创作的研究，也自然是以社会历史文学批评为

其主调。后来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乃至各种

各样的文化思潮与文学美学理论蜂拥而至，对于贾

平凹研究的文化思想与文学美学理论视域，也在不

断地拓展。在这中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文

化思想视域，那就是中国的现代性的历史建构。不

论是引进吸纳西方的东西，还是继承坚守本民族的

东西，其目的还是要使得中华民族复兴或者振兴，建

构起中华民族现代文化思想精神来。这也形成了一

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的研究者将贾平凹归之于

传统，将其视为最为民族化的文学叙事，而有的研究

者则是更注重于其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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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贾平凹及其文学艺术创作本身就是复杂的、综

合性的，也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视域切

入，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呈现出研究上的复

杂性、综合性。

有关贾平凹的研究，初始似乎对其评价还相对

比较一致，将其归之于淳朴、清新等，这从人们对于

《满月儿》以及那些散文的高度评价就可以看出。但

是，总体来看，对于贾平凹的研究评论，更长时间里

伴随的是争议。1980年代初，对于《二月杏》《“厦屋

婆”悼文》《沙地》等一批作品的研究探讨，就出现了

肯定与否定不同的声音。此后，人们对《商州三录》

《鸡窝洼的人家》，尤其是《腊月·正月》等适时表现农

村改革现实生活的作品，虽然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总

体看来还是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争议性并不是

那么的突出激烈。而进入九十年，从《废都》开始，对

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争议成为贾平凹研究评论上

的一种恒常状态。而且，愈是争议，愈是引起研究者

的热度。比如，进入新世纪，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几乎

都召开过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甚至有

的作品还在多地召开学术研讨会议，伴随的是一批

研究成果的出现。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贾平凹这

里，在莫言等作家那里也是如此，这也构成了新世纪

文学研究上一个现象。

关于贾平凹文学创作研究，可以从如下几个方

面加以归纳总结。

第一，贾平凹文学创作整体研究。这一研究，不

仅着眼于贾平凹文学创作整体特征，而且往往是将

其创作置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背景之下加以论说

的，从中可以看出贾平凹文学创作与当代文学历史

建构的息息关联性。不过，早期研究文章主要是以

评论家的主观感受、心理映照为主，多是以对贾平凹

文学创作阶段的划分为始，厘清不同阶段的不同创

作特色。近期的研究文章，则呈现出更加宏观和多

元的研究视域，不仅拉通了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时间

关节，而且更为宏观深入地从批评史的角度来讨论

批评与创作的互动关系，试图对贾平凹创作不断走

向历史化和经典化的进程加以学理性的归纳探究。

在这一背景意义下的研究中，需要重点提及的是陈

晓明《穿过“废都”，带灯夜行——试论贾平凹的创作

历程》一文，梳理了贾平凹 1980年至 2013年的小说

创作，勾勒出贾平三十多年来文学建构的风格、特色

变化，肯定了贾平凹对当代中国“新汉语”写作的卓

越、杰出贡献，对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给予具有文学

史意义的评价判断。还有李遇春《“说话”与贾平凹

的长篇小说文体美学——从〈废都〉到〈带灯〉》一文

以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说话”体(“话体”)小说为视角，

从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对传统小说的继承、化用为论

点，分析了贾平凹自《废都》至《带灯》以来的所有长

篇小说的文体美学特征，指出贾平凹对中国古代白

话体小说的现代性转化及对中国传统“块茎结构”艺

术的创造性转化，认为贾平凹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学

中的“史传”与“诗骚”传统基础上富有卓见的创造了

以意象支撑结构的日常生活叙事方式。对于贾平凹

以意象为其艺术建构核心的论说，笔者之一在其《精

神的映像——贾平凹文学创作论》以及系列论文中

有着比较充分的论说，在此不再多说。

贾平凹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的研

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已深入到作家文学建构的潜

心理层次。早期这方面研究，如丁帆《谈贾平凹作品

的描写艺术》一文，指出贾平凹对作品人物的塑造是

抒情性的，表现出对新生活的向往、对美的追求，其

人物具有“姿”“韵”兼备的美学特点；认为贾平凹的

文学创作具有诗美特质及生活美感复现的特点。王

愚、肖云儒《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一

文对贾平凹早期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进行细致、具

体的探讨与挖掘，认为贾平凹创作的艺术特色在于

着重表现社会变型期中普通百姓的生活美和深居乡

土的乡民的心灵美，具有诗的意境。刘建军《贾平凹

小说散论》一文，开篇指出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在

于汲取传统小说资源的同时具有强烈的表现欲望和

浓重的主观色彩，渲染着诗的意境和情绪，是散文化

的小说，认为贾平凹文学创作的艺术实质在于真实、

动情的主观抒情性。韩鲁华《审美方式：观照、表现

与叙述——贾平凹长篇小说风格论之一》一文，以历

时性的描述、分析、研究方法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

格作出比较准确、精当的分析，认为贾平凹的小说创

作追求的美学风格是一种清新优美、空灵飘逸的美

的表现方式；论者从审美观照视觉、审美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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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叙述结构形式等角度详细阐释。

对作家具体作品的美学观念及其中突显出来的

主体人格精神和文化意蕴追求进行微观、细致的研

究探析；从整体上把握、宏观上研究的文章大多以文

学史的发展为背景，开始出现了一批视角独特、观点

新颖的研究、评论文章。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内在

美学风格的观照与作家审美个性、审美心理的把握

作出精准的判断，使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贾平凹研

究得以进一步深入，以致这种研究具有了当代文学

普遍意义上的阐发。

第二，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比较研究。这是指研

究者将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与东方文学中不同时代的

不同作家作品进行比较论说，或者是将贾平凹的文

学创作与西方文学中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作品进行

比较探析。一般而言，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比较研究

大致可分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类。

影响研究又可分为三类：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对贾平凹文学创作

的影响。如栾梅健《与天为徒——论贾平凹的文学

观》一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贾平凹文学观的形成原

因，认为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天道”、自然观是形成贾

平凹文学观的基础；而客观的地理环境和主观的个

体生理条件、个人气质特色、家庭背景等因素均参

与、影响了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胡河清《贾平凹论》

一文从道家文化思想观念对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影响

切入，着重分析了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观、《周易》思

想对贾平凹早期作品《古堡》《浮躁》《白朗》《废都》等

创作的影响，认为贾平凹是中国当代作家群中对“阴

阳”观(男女性别)的观照最得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熏

染。张器友《贾平凹小说中的巫鬼文化现象》一文，

从巫术、鬼神文化对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影响切入，认

为贾平凹的文学建构始终与巫术、鬼神等文化现象

一并构成其民间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巫术、鬼

神等文化现象的参与、渗透与贾平凹笔下“商州”世

界的独特人文环境、自然景观并相影响着乡民真

实、真切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变化。樊星《民族精魂

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一文，从中国传统

文化思想资源对汪曾祺、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影响切

入，指出汪曾祺的小说世界中表露出的士大夫的幽

远、高渺境界在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继承和

发扬，认为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对汪曾祺、贾

平凹二人在小说创作时的影响程度不同，但两位作

家在复现“民族魂”、反观社会的多变性与复杂性上

是相一致的，承续了中国文学另一种文脉，为当代文

学的历史建构具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是西方文化、文学传统资源对贾平凹文学创

作的影响研究。有关西方文化、文学传统资源对贾

平凹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的文章是双向的，也就是

说有的研究文章是从西方文化、文学传统资源对贾

平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角度展开论述，而有的研

究文章则是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这一角度来看西方

社会对中国文化、文学的接受程度。新世纪以来，贾

平凹的文学创作在欧美、日本等国家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西方读者视角中的贾平凹》以及《欧洲人视野

中的贾平凹》等文集中讨论了贾平凹的作品在欧美

国家的传播。如韦建国、户思社《西方读者视角中的

贾平凹》一文，认为贾平凹的主要作品在国外连获大

奖、引起巨大反响的主要原因，是作品展现了人类文

明发展史必经的特定阶段，真实地描绘了社会转型

时期人们的复杂心态。姜智芹《欧洲人视野中的贾

平凹》一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贾平凹作品在英语、

法语世界的传播：一是国外的译介与影响；二是国外

的研究；三是传播与接受的原因。吴少华《贾平凹作

品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一文，重点介绍了贾平凹的

小说在日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上述研究、评介的文

章是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这一角度，来看西方社会

对中国文化、文学的接受程度。黄嗣《贾平凹与川端

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一文，从创作心态、气

质、心理的角度，比较了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在文学

建构上的相似性。沈琳《试析加西亚·马尔克斯对

贾平凹创作的影响》一文，认为贾平凹继承了马尔

克斯作品中的孤独感，指出商州农村的建构与拉美

农村存在相似性。韩鲁华《特殊视域下特殊时代的

人性叙写——〈古炉〉与〈铁皮鼓〉叙事艺术比较》一

文，通过对贾平凹《古炉》与联邦德国作家君特·格拉

斯《铁皮鼓》的文本梳理，可以指认出中国当代文学

本土化、民间化叙事的确立与世界文学整体叙事中

的当代性建构有着某种相似性、关联性；认为两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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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其自身不同的艺术个性，体

现出了作家对具有相同背景的人类经历的不同叙事

艺术的有情书写。

三是中国文学思想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影响。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雷达的《心灵的挣扎——〈废

都〉辨析》，陈晓明的《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

及其他》，蒋正治、唐妹的《试论贾平凹对〈红楼梦〉之

接受》等。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和陈

晓明《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都指

出《金瓶梅》《红楼梦》《西厢记》等世情小说对《废都》

创作的影响。而李陀《中国文学中的文化意识和审

美意识——序贾平凹著〈商州三录〉》和李振声《商

州：贾平凹的小说世界》，共同指认出贾平凹“商州”

系列小说的艺术特质带有明显的明清笔记体小说

的印痕。王刚《论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审美视角与话

语建构》一文，指出作家身上具有明显的现代作家

(如张爱玲、沈从文、孙犁、川端康成等)审美意识的影

响痕迹。

关于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平行影响研究，多以同

一国别、同一民族的作家为比较对象，从对同一类型

化的文本出发，分析其艺术风格、创作个性等方面的

异同。有关作家之间地域文化差异性研究，如赵学

勇《“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

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一文，认为沈从文对“湘西世

界”的建构是其审美理想的总体表征，而含蓄、朴素

的文字风格、淡化人物的主观情绪及对意境的创造，

是沈从文独特的审美追求；而构成贾平凹笔下“商

州”的审美境界，是一种静达、高远、清朗的“世界”，

其审美追求是对沈从文笔下营造出的古朴、旷达的

“湘西世界”独特审美意蕴的发展与延续。李振声

《贾平凹与李杭育：比较参证的话题》，从贾平凹小说

创作对西部文化资源的承袭与李杭育小说创作对吴

越文化资源的承袭进行比较论证，认为贾平凹、李杭

育为繁荣、壮大地域文化书写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梁颖《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路遥、陈忠

实、贾平凹比较论之一》，从对西部作家的杰出代表

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创作进行比较，指出三位作

家所处的不同自然地理环境对其创作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影响，认为路遥的小说建构带有陕北高原中的

刚毅与悲凉的色彩，陈忠实的文学创作具有关中地

区的厚重与朴实的因子，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则具有

陕南地区中的灵秀与清奇的特色。李吟《莫言与贾

平凹的原始故乡》，认为莫言的创作追求的是格外放纵

的表露，由野向狂，追求狂气、雄风和邪劲，而贾平凹则

是有所节制的吟唱，由野向雅、雅俗相得益彰。

第三，有关贾平凹文学创作研究，还体现为跟踪

式研究的特点。而这一方面主要是对于贾平凹长篇

创作跟踪研究，特别是《废都》尤其是《秦腔》之后，几

乎每一部新的长篇作品问世，就会出现一批研究论

文。相比较而言，对于《废都》《怀念狼》《秦腔》《古炉》

《带灯》《老生》等的研究比较集中，特别是《废都》《秦

腔》《古炉》《山本》等。毫无疑问，《废都》研究已经构

成了当代文学研究上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案例。

关于《废都》这里多说几句。《废都》——这是当

代中国文学，甚至当代社会，必然要重提的一个话

题。因为不论是致力于当代中国的文学文本的探

析，或者工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是对当代文学给予

充分的肯定，还是予以严厉的批评，都是难以绕过

《废都》的，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如果不是这样，恐怕

当代中国文学文本建构，就会留下一个明眼人一眼

就看得出的空白；或者进行历史的叙述，也就会留下

一个令人惋惜的缺憾。所以，你赞成也好，批评也

罢，甚或是以枪炮似的批判，你都在阅读《废都》，都

在审视《废都》。

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存在的事实：现实

的和历史的。

《废都》出版的1993年，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一

个极为具有历史意味的年份。进入90年代，“市场经

济”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名词，这个名词的完整表述

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一

次经历了精神的蜕变：由无语而失语，甚至神经错乱

地胡言乱语。知识分子的堕落，已成为有目共睹的

社会事实。知识分子的堕落，表现为各式各样：或为

金钱而进行的文学评论，或为某种项目而卑颜屈膝，

或做了媒体或权力的奴才，凡此等等，均可视为精神

堕落的表现。这些与庄之蝶相比，可谓是有过之而

无不及。1980年代，知识分子那种精英文化立场，在

许多所谓的文人那里，已是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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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走向精神堕落，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

一种生存状态。虽然这个堕落过程可能是如此的痛

苦，其间充满了困窘与无奈、尴尬与荒诞。《废都》，不

合时宜地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及其解构历程的

文学叙事，为我们描绘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映像。虽

然已经掉入精神的泥潭，但是，阿Q似的忌讳与自

尊，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拒绝《废都》为自己存照。

于是，知识分子与他者进行合谋，撕碎着《废都》的存

照。也许正因为如此，《废都》必然要有这一段生不

逢时的历史命运。好在这段历史已经翻了过去。查

阅1994年后报刊杂志，有关《废都》的研究评论文章，

达数百篇之多。但这些文章，多为关于贾平凹文学

创作整体论述，或者在对作家其它作品论述的过程

中，间以《废都》的研究评论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

单独研究《废都》的文章偶见于学术期刊。2000年之

后，随着中国社会历史形态的转型，特别是知识分子

在许多社会文化问题上的缺席，尤其是知识分子文

化精神上的溃退，不由使人想到《废都》，对《废都》进

行重新阅读与研究。这种研究最具意味的应当是：

研究界对于这部作品评价上的历史转向。包括当年

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文学批评精英，就有一些人发生

了极大的变化。近几年来，研究《废都》的文章较前

多了起来，对这部曾经引起诸多争议的作品，进行重

新审视，对其文学艺术价值，进行重新评价，给人以

更多的启发与思考，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之发展与学

术研究，有着更多的裨益。比如一组刊发于 2010年
第5期《小说评论》上孟繁华先生主持的《大时代与知

识分子的心灵波澜——重评〈废都〉》专题评论文

章。于此，我们不仅从这些评论文章中，读到了对于

《废都》的重新评价，从中发微着对于这部作品价值

新的解读与发现。更为重要的是，从这种评论行为

中，我们更读到了一种文学批评和批评者的价值取

向和精神姿态。历史地看，今天对于《废都》的研究

与评论，比起《废都》初版时要冷静的多、客观的多，

也学理化多了。于此，我们更关心的是《废都》的文

学艺术价值。在我们看来，从文学艺术价值角度来

说，《废都》可以言说的东西还很多。虽不敢说《废

都》是一部言说不尽的作品，但它确实是一部至今仍

然有话可以言说的作品。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它

的生命力都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

族，得以不断的言说。《废都》是不是一部伟大的作

品，自有历史去做公断。所以，我们至今仍然坚信，

《废都》是一部不可轻易下结论的书。

关于《废都》研究的再思考，也许陈晓明的观点

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毋庸讳言，在贾平凹的创作历程中，《废都》是其

重要的起轴心作用的作品，这不只是在于它曾经产

生过激烈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标识着九

十年代中国文学重新开始的独特的戏剧性形式。而

贾平凹本人的创作抵达于此，本来是预示着他创作

风格和小说美学观念的转变，遭遇历史化的戏剧性

冲突，他本人也放弃了这一方位的转向，而转向更具

有现实性的创作。贾平凹抵达这一“废都”不仅仅具

有强烈的现实感——他要写出 20世纪九十年代之

初，中国社会现实的困扰、虚空与茫然；同时具有深

远的历史感——要在文化和美学上试图沟通古典时

代的血脉。然而，他要穿越“废都”的方式却是选择

了颓废美学，在这“废都”的旷野上，前有古人，后无

来者，只有他只身一个去迎接降临的“古典美文”，谁

能理解这样古怪的超前举动呢?九十年代初，中国知

识分子重新出场就遭遇到这一片废都，如此空无一

人的历史空场，只有一个自以为旷达的贾平凹，他不

幸就成为重拾批判性大旗的知识分子集体行动的牺

牲品。两者本来相距甚远，不幸狭路相逢，历史将错

就错，而贾平凹也只有将错就错。“废都”这一方天

地，不再是他经营古典美学的理想家园，而是他要辞

别的故土旧地。贾平凹转向《秦腔》，又有《古炉》，还

有《带灯》，这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废都》起到的轴

心作用了。贾平凹没有在“废都”里被击垮，而是站

立起来，重新出发，不断成就自己，有着一种更加沉

静笃定的写作状态。这就可以去梳理贾平凹抵达

《废都》的曲折过程，他转向走出了一条更加险峻的

路径。这一路径，无疑也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学的隐

秘路径。

注释：

①陈传席：《“一超直入如来境”》，载贾平凹：《贾平凹话

语》，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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