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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边地小说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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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边地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文学样式,自身蕴含着特有的文化价值。但
是,长期以来边地小说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 一直处在一种遮蔽状态。因此, 论文秉持
生态文学观,运用对话理论,从边地文化与中原汉儒文化的互动来剖析边地小说存在的文化和
文学意义,由此体现出多元民族文化形态互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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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而非对抗这是进行文化交流最合理的方式,
也是获取双方信任与理解的最佳前提。 /对话一定不
能够被视为一种说服的开场白。我们也不应当将对话
作为解释我们自身立场或表白我们自己信仰的机会。
毋宁说,对话是扩展我们的视野, 深化我们自我反思以
及开拓我们文化意识的机会。对话的本质特征是一种
倾听的艺术。并且,只有通过面对面的互动, 我们才能
够作为合作伙伴开始相互理解, 以便容忍、认可、尊重、
欣赏并庆祝差异。0 [ 1]

而且 /在文化全部实有之中,我们
不可有意或无意把我们认为 -好的 .或 -要得的 .看作
是文化;而把我们认为 -不好 .或 -要不得的 .看作不是
文化, 而只是 -历史中的偶然 .。0 [ 2] ( P17)

因此,边地文化
与中原汉儒文化也需要在相互包容中获得最佳的交流
效果。

一

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历程来看, 中原文化与边地
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北方诸非汉民族在历
史长河里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进入中原农业地区而不
断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 使汉族壮大起来, 同时又为
后来的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这些都对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0 [ 3] ( P20 - 21)

而且 /中国历史上, 正统的王朝都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上
的王朝, 如夏、商、周、秦、汉、六朝、隋、唐、宋、明、清。
即使是北朝及五代时期的诸政权、元朝、清朝的建立与
游牧民族有关,但其政权的基础仍然是农耕 0。[ 4] ( P13)

这
不但从自然生态的角度阐释了农耕文化重要性, 还表
明了中原文化的主导位置。因为农耕文化的主要存在
地就是中原地区。 /在我国历史上,统一不能从血统着
手而要看文化高低。文化低的服从文化高的, 次等文
化服从高等文化, 而文化最高的是汉人中的士族。要
统一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推行汉化,在与南朝争取文化正统地位上, 做得相当成
功。0 [ 5] ( P230 - 234)

边地少数民族统治者要想统一整个中
国必须要承认汉儒文化的正统地位, 才能巩固自己的
统治基础。所以,在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化有意识的吸
收接纳汉儒文化。汉儒文化也为边地输入成熟的文化
理念, 影响着边地文学的发展。 /历朝采用的中央集权
制使得 -中央 ) ) ) 四方 .这一政治地理观念延续下来,

这就影响了文学。与都市政治相对的则是边陲政治。
边陲政治是产生边塞传说与边塞诗歌的温床, 像李广
难封,汉妾辞宫的传说, 像-日光寒兮草短, 月色苦兮霜
白 .之类的描述,则透视出边陲政治那邈远厚重的历史
文化氛围。与都市文学相比较, 边塞文学肩负着正义
与苦难, 所以总是以苦涩为多, 但这种苦涩也仍然具有
永恒的魅力, 它虽然粗粝,依然豪放, 即使荒寒,总有春
温。0 [ 6] ( P161)

边地文化的混杂性与现实功用性使得这种文化缺
少中原汉儒文化的理性与严谨。而且由于这种文化的
内在结构成分的不稳定, 使得其内在构成与外在表现
形式上都呈现出发散的文化特性。这样就使得它的活
力因素相较中原汉儒文化来说更多一些表现也更突出
一些。自由、活泼、放达成为此种文化的一些基本特
征。因此,这种文化对于人性的约束相对宽松,允许较
为自由的宣泄人性的本能冲动, 认同更接近于自然化
的人类生活方式。它不像汉儒文化那样经过了五千多
年的发展演变历程已经形成了超成熟稳定的体系, 具
有强大的控制与约束能力。边地文化对人的控制并不
严密。即使像周文笔下的川康边地那些 /实力派 0人物
也只是依靠着蛮强之力来压制别人, 并不能像汉儒文
化一样从精神上扼杀人。所以, 边地文化孕育出来的
边地人虽然粗野但是朴质。自然而生、自然而长的生
存状态造就出一群相对自由的生命形态。从文化的辐
射力来看,汉儒文化覆盖了几乎整个中原文化区域, 成
为封建帝国意识形态的基础。它突出强调一种理性的
人生追求,特别是对士大夫阶层要求他们修身养性、克
己复礼、中庸处世。对于社会下层民众, 虽然没有那么
严格的儒家礼教修身要求, 但是这些思想也渗透进他
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一种 /集体无意识 0。这样整个中
原文化区就在汉儒文化的操作机制中运转。而且汉儒
文化的过度理性还极大束缚了人性的自由发挥与生命
潜能的充分释放, 使得中原文学中出现大量的性格扭
曲变形的人物。以至于鲁迅尖锐地指出中国四千年的
历史是 /吃人0的历史。这种文化形态在无形中淹没了
很多无辜的生命。像鲁迅作品中的祥林嫂、魏连殳、子
君; 巴金描写的牢笼般的大家族中诸多年轻人的生命
等都是被这种文化给 /吃掉0的。就连端木蕻良笔下的
边地草原由于受到汉儒文化的影响较深, 其游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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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也渐渐消退。边地小说中少不了穷困潦倒的底
层人的形象,但是这些人物在精神内涵上却比较自由。
所以, 一些被中原文化排挤出去的 /可怜人 0往往会选
择边地作为避难所。艾芜的5南行记 6中那些生活的流
浪者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不同民族之间人口的流动
与迁徙,促使文化的互动也频繁起来,各种文化交混在
一起形成一种杂交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这种互
动对中国文化母体来说是有益的。 /中原文化要维持
它的权威性、维持它的官方地位, 它在不断的论证和发
展过程中,自己变得严密了,同时也变得模式化了、变
得僵化了。这个时候,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有原始性、带
有流动性、带有不同的文明板块结合部特有的开放性,

就可能给中原地区输进一些新鲜的甚至异质的、不同
于原来的文明的新因素。0 [ 7 ] ( P20)

由此看来,各种文化形
态的对话与融合大大有利中国文化的再造与重生。边
地文化中包含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 而且少数民族文
化的因素可能要超过汉儒文化的比重。而且边地文化
空间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
相比汉儒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就长期处在一种边缘状
态。当然,这并非表明边地文化等同于少数民族文化,

而是说边地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有文化共性。二者都
具有自由活泼的特质。边地文化既可以与少数民族文
化相互比照也可以与中原汉儒文化互为参照。这样,

中国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直至融合的文化发展过程,
可以产生更多新质文化因素从而激发母体文化的活
力,使我们的文化更具有竞争实力。

二

文学作为反映特定文化的叙事载体既能抽象的体
现作家的文化理想也能具象的表现文化的细节。因
此,研究边地小说的意义,一方面在于通过具体小说来
呈现边地文化, 另一方面也将中国作家的边地空间体
验挖掘出来。中国不缺少边地, 也不缺少表现边地的
文学作品。若要将文化中国完整的呈现出来就需要边
地文化与中原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在双方互动中才
能发现我们的主流文化存在哪些问题, 才能够不断的
补充新质活力因素。回到文学这个主题上来说, 古往
今来那些文学审美价值较高的作品往往都是多种文化
因素交织碰撞的产物。四大文学名著之首的 5红楼梦6
至今仍然是中国文学的骄傲。现代文学中, 沈从文的
5边城6、5长河6, 端木蕻良的5科尔沁旗草原 6,马子华
的 5他的子民们6等都是现代文学丰美的收获。除了对
话,包容也很关键。如果当初中原文坛拒不接受沈从
文那些异族风情的边地小说的话, 城里人是不会知道
中国版图上有湘西这个地方, 也不会领略到湘西多民
族混居的风俗人情, 更不会欣赏到5边城6这样的经典
作品。中国现代文学也就缺少了一个拥有独特人文思
想的优秀作家。当年若不是鲁迅的提携, 巴人的大力
肯定, 端木蕻良的 /科尔沁旗草原0不会直立起来。它
仍会沉寂在塞北, 伴随着岁月的流失而荒芜衰老。蹇
先艾的川黔边地的原始与压抑的乡村景象, 如果不是
鲁迅的慧眼识珠, 也只能沉默在崇山峻岭封闭的贵州
边地。周文描写川康边地同样也是得到鲁迅的首肯后
才更加坚定了创作的信心。 /农村工厂的题材自然重
要,但当中国每个角落都陷入破产的现在, 别的题材也

还是很需要的。0 [ 8] ( P423 - 424)
因此, 主流作家的认可与鼓

励是边地作品涌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 如果
上述这些作家没有主动走出 /边地 0的包围, 感受中原
文化的魅力并主动接受现代文化的洗礼, 相信中国现
代文学会单一、沉闷很多。 /多民族文化融合所产生的
综合功能,由于各种文化基因嵌入的位置、配比、深度
等等的差异, 就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
群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范式。因此,如果我们以
文化范式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话, 那么民族之间的胡
化、汉化的问题就很值得注意。0

[ 9 ] ( P24)
汉化、胡化的相

互交流融合就是进行文化对话后的结果。
谈到中国文化, 首先想到的就是以汉儒文化为主

体的文化,而其他文化样态则都是边缘文化或者说次
要文化。但是,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 汉族则被看作为
/少数民族 0,汉儒文化也不再是主导文化,而转换为次
要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汉儒文化往往会失去自身的
特征而被少数民族文化所收编。在边地文化空间, 汉
儒文化不再是具有强势特征的中心文化而是与少数民
族文化混杂在一起而出现。这种状况在边地小说中是
通过不同的社会阶层所持有的思想鲜明体现出来的。
蹇先艾的 5到镇溪去 6中的那个年轻能干的寡妇春云酒
店女老板 ) ) ) 王大嫂, 如果按照场上老者们的意思应
该赶紧嫁人, 以免 /破坏风化0。这无疑是汉儒人伦道
德的体现,而一般的村民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
从王大嫂自身的利益出发, 认为她没必要再为亡夫守
孝而应该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两种文化在边地空间
中产生了交锋。交锋的结果从小说的叙事中可以看
出, 应该是边地文化占据了主导。王大嫂并没有像一
般中原农村的女性一样被强行嫁人, 而是自由的选择
自己的意中人。因此,中心与边缘的也是相对而言的。
中心的存在是因为有了边缘的衬托, 而边缘的活力却
是中心存在必不可少的动力源泉。中心与边缘在某种
条件下会相互转化。但是中心的确立是必要的, 中心
过多容易造成文化失重。

三

不同文化之间允许善意的对抗, 甚至是偏激的矫
正, 但是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是最重要的。在边地文
化与中原文化中, /边地文明往往带有原始性, 同时又
是几个文明板块之间交叉的地方, 几个文明的接合部,

所以它的文明带有原始性, 带有流动性, 带有吸收外来
的开放性,不断地给中原文明输入一种新气息。0 [ 9] ( P44)

从文学审美上看, 边地文化空间的构成使得作家可以
依托这些空间来表达非同寻常的人生体验与生存感
觉。这样就在主流中原文学之外增添 /另类人生 0的文
学想象, 使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时代
与民族特色。通过有效的对话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

从中获得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培养液。在5阿黑小史6中
沈从文借边地油坊的 /昨天 0和 /今天 0的变化,揭示出
历史时空的转变。时隔 6年在 5边城 6中, 他又预言了
边城的 /明天 0。沉迷在母族文化的过往记忆中, 他将
/时间0拉长, 让 /空间 0静止。 /今天 0、/明天 0和 /昨
天0的命运既是边地人生的写照, 也是乡土中国的命
运。周文在5白森镇 #后记 6中写道: /这个中篇, 和在
三个月前写的一个长篇 5烟苗季 6的题材, 都是取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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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我在一个边地所看见的一些生活和人物, 边荒的
情形究竟多少不同于内地, 而且在这个不断发展和变
动的社会中。0 [ 10] ( P719)

边地是作者所熟悉并产生深刻人
生体验的地方, 边地与内地在社会的发展变动中存在
着不同之处,这些都成为作者创作的动因, 也是剖析边
地小说文化及文学意义的着手处。 /鲁迅特别反感 -中
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伟论 .为洋人的枪炮击碎
后,又臆想以此 -开化 .苗瑶一类的大汉族的自卑、自
大; 更愤慨统治者对新疆回民、广西瑶民等少数民族
-南征北剿 .、-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 .一类的
-王化 .。他向中国大声喊出了孔孟之道的本质; 并宁
取边缘化的立场, 自我放逐于汉儒文化中心。0 [ 11] ( P171)

鲁迅先生自我放逐于汉儒文化边缘的态度表明他可贵
的生态文化观。这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包容、借鉴、赏
识的大文化观使得鲁迅不但在创作上给了边地作家借
鉴模仿的范式, 而且这种文化认同也给边地作家极大
的精神鼓舞,使他们所持的 /边缘化 0理念得到了中心
的呼应,使他们能够进入以汉儒文化为主的中原文化
圈的视线中。边缘 /是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区域、民族、社会体系、知识体系之间, 从隔阂到
同化过程中人格的裂变与转型特征,这是一种空间性、
地域性文化冲突的产物。0 [ 12 ] ( P48)

根据这个定义, 可以
看出边缘与中心的关系既相互冲突也相互转化。因
此,文化之间的隔膜不但会造成文化保守还会形成社
会的动荡,边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对话是非常必要的。
提出 /边地 0这个文化概念,就是为了在文化生态学意
义上凸现出 /文化边地 0的审美价值,发掘出以往被文
学史所忽略的边地文学。这些边地文学不同于一般意
义上的乡村文学。它是从更细化的角度来呈现 /中国0
的全貌,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和多民族文学混杂的问
题。而且从生态文化学的角度来看, 边地小说的研究
有助于较为深入的发掘中国文学的 /边地 0空间,以便
在理论和创作上加强这个薄弱的环节, 为中国文学的
整体提升提供借鉴。边地并非只是满眼荒凉、一派萧
条的边僻之地,如果 /进入 0它的深处,会发现这里蕴藏
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而且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融
互渗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历史上,每当中原的
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 甚至僵化的时
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其发起
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

和新鲜思维, 从而使整个文明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
新的重组和融合。0 [ 13 ] ( P147)

边地文化由于其驳杂的文化
组成因而形成立体交叉的文化结构。它既带有少数民
族文化的活力也渗透进汉儒文化的基因, 还有自身在
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边地特质。边地小说承载了边
地文化的精神内涵, 作家的文学想象与人生体验成为
记录边地发展的最佳载体。

边地小说带着边地独有的气质从 /边缘 0走向 /中
心0,为描绘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态全景增添一份亮色。
正是因为边地文化的开放野性的特质才让我们认识到
中原汉儒文化的滞重保守的另一面, 正是因为边地小
说的粗粝瑰奇才使中国现代文学更加丰富多彩。边地
文化与中原文化在相互碰撞交织中丰盈着中国文化母
体, 使其呈现出勃勃的文化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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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valve ofmodern rim land novel

WANG X iao- w en

( The Depar tm ent of Teach ing and Research Party Schoo l o f Shandong P rov ince, Jinan 250021, Ch ina)

Abstract: The rim land nove l as the un ique literature sty le o f Chinamodern literature, conta ins the un ique cu ltural va-l

ue. But the value of rim land nove l has no t been w ell- explored. Therefore, this paper based on E co- literature implica-
t ions are revea l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 een rim land and H an cu ltures, w hich shape the complementary impor-

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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