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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民间文化形态
 

作者：□丁琪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时间：2009-04-29

  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民间文化在叙事文本中是以乡

村生态图景、农民生存状态和乡村伦理道德法则等具体审美

形态呈现出来，这些审美形态在相互指涉中共同演绎了20世

纪上半叶乡土中国的文化景观，以本土经验和独特的审美形

式参与了现代乡土小说的构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民间

文化形态丰富多样，并呈现出个体风格差异、时代发展风貌

的总体区别，远比现代都市小说中的市井文化形态丰富复杂

得多。那么民间文化形态在乡土叙事文本中具有怎样的价值

和意义呢？ 

  从美学层面来看，民间文化为文本世界提供了最生动细腻的乡村生态、底层人的生活细节、民间的历史传统

等具体审美内容，这些恰恰是一个叙事文本穿越时空保持恒久魅力。如鲁迅《社戏》中描写几个乡间少年夜晚拨

船去看戏、戏台下肆无忌惮地骂老旦、回来的路上偷吃六一公公的罗汉豆等细节；萧红作品中最能打动我们的也

往往是老东北黑土地上日常生活情景：冬天妇女们坐在热炕头上拉家常、说粗话等等，这些生动的细节极大地丰

富了作品的审美内容，在美学层面形成作品超越时空的永久魅力。 

  从文本的文化底蕴来看，民间文化表现出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渐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现

代作家从思考乡土开始，以自己独特的民间表达形态参与了现代化动态的文化构建。 

  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乡土作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对现代化中国的多种想象。在以鲁迅为首包括王鲁

彦、彭家煌、台静农等1920年代乡土作家的文本世界里，包含着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中国要现代化首先是彻

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及腐朽文化，把人民从封闭愚昧状态下解放出来，因而中国最迫切的是人的现代化，这种对

中国现代化的想象基本上是西方式的现代化。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并且在20世纪初内外交困境遇中提出这样

的设想是有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化形态构成了启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0年代沈从文、废名、师陀等对现代化中国的想象是在20年代彻底反传统的基础上带有反思特点的，是民

族化的现代化。这批作家更多的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找寻到了我们民族自在状态下顺天合理的部分，中国传统农业

文明的影响跃然纸上，那种回避纷扰社会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万物有灵的书写似乎更像陶渊明“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境界，作者在推拒式接受中不断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滋生的物欲贪心、道德堕落和生命

力的萎缩。这种书写一度被认为是消极对抗、道德保守主义，然而在不断反思现代性的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感

受到沈从文、废名的乡村理想正是对未来的彩色预言。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代赵树理对现代乡村的构想，赵树理是在很强的政治语境下开始乡村设想的，它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各阶层的复杂关系和矛盾斗争以及怎样在这中间实现农民的自主管理和文明

提升是他书写的主题，这种设想是基于本土经验带有农民身份特征的想象，它直接开启了1950—1960年代乡村题

材的书写方向，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都承接解放区赵树理的传统，聚焦农村农民，

表达一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构想。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乡土作家的创作不是简单地描摹和再现民间，而是以民间想象为载体参与中国现代化的

动态构建，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创造着一种新生活、一个新世界。这对作家来讲尤其重要，更重要的是，成功的

创作不能只停留在对现象的描摹或规避现实的复杂性上面，而应该以创造的激情和思想去建构理想的世界。从这

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以民间文化形态的表达参与了现代文化的动态构建，并且富有创造性地想象了现

代化中国的不同版本，赋予现代化以丰厚的内涵。 

 

  首 页  |  机构设置  |  编辑风采  |  往期回顾  |  社会反响  |  广告征订  |  关于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您是本站第 位访客  

 
地址：北京市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720

总 编 室 Tel：(010)64076113 Fax：(010)64076113 E-mail：zbs_zzs@cass.org.cn 

事业发展部 Tel：(010)64033952 Fax：(010)64033952 E-mail：fxb_zzs@cass.org.cn 

版权所有©2002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