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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寻根文学主体的构成及特点

陈 丽 芬

(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93)

摘 要: 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鲜有人对它的主体进行研究。它的主体包括作为寻根先导的少数

老作家、寻根主体部分的知青作家和寻根独特部分的少数民族作家。由于寻根文学作者不同的独特感受和各

自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审美理想追求,使他们在主体的不同类别里又有区别。老作家的寻根主要与他们的生活

经历和个人爱好有关,其寻根更多地带有不自觉的特点 ;而知青作家的寻根是出于身份认同的需要和为西方现

代文化寻找一个合适的接受场,因此担当寻根文学主体重要角色的不是文化底蕴深厚的老作家,而是文化底子

薄弱的知青作家。而少数民族作家的寻根既是对长期封闭心理的反拨,也是对民族文化沉落的焦灼,还不免带

有跻入世界文学潮流的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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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文学主体的寻根,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人

性中固有的一种基本情感和心理特征,即人作为思

维主体,具备了自己的种族记忆、文化积淀和反思

能力。人类从拥有自身历史和能够自我反省时起,

就具备了追忆和追思远古的天性。远古神话传说

里普遍存在着原始的 八风回回,凤凰喈喈  的和

谐记忆和与此相关的 失乐园  情结。寻根者对现

代社会的批判和对原始生活的崇敬,不过是这个主

题的现代变奏。但是,由于寻根作者不同的独特感

受和各自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审美理想追求,使他们

在主体的不同类别里又有了区别。

一、少数老作家

少数老作家主要指年龄和创作资历老或较老

的一批作家,如汪曾祺、陆文夫、林斤澜、邓友梅、冯

骥才等。 20世纪 80年代初,在政治性较强的伤痕

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之外,出现了一批另辟文

化新路的文学作品,艺术观照的文化视野渐渐取代

单一和既定的政治视野,地域文化、民间文化、传统

文化一时成为作家们开掘的富矿,一场前所未有的

!文化热 ∀悄然兴起,出现了汪曾祺的苏北乡镇风

情小说、陆文夫的姑苏风味小说、林斤澜的 !矮凳

桥 ∀风情小说、邓友梅与冯骥才的京、津文化风味

小说等。这类创作,貌似与社会政治现实拉开了距

离,实则是把反思的触角深入到民族文化层面,并

悄然启动了文学赖以衡量自身的审美价值目标。

从文学流向来看, 它们形成了寻根文学的先

声  [1]。汪曾祺、陆文夫等一批老作家不自觉地担

当起开创寻根文学先河的角色。

这批老作家的不自觉寻根更多地出自自身原

因,主要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爱好有关。

首先,他们见证过中国的传统生活, 不少作家

又因为 右派  身份, 沉沦过底层。如:汪曾祺, 出

身士大夫世家,从小受传统文化濡染,与传统文化

有着很深的感情;陆文夫和邓友梅都曾被错划为

右派  而下放基层,接触了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

凡人小事。陆文夫, 江苏人, 独特的姑苏地域环境

和人文精神深深影响了他,使他对苏州的文化民俗

有着很深的感悟体察。邓友梅 12岁参加抗日战

争,被骗往日本当劳工,九死一生;经历了洛阳战役、

开封战役、淮海战役, 直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南

京,尔后从事文学创作,被划为 右派  ,四处劳改,被

迫停笔 22年##一波三折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传
奇。就是这种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善于观察

人世的眼和善于描摹人性的笔。在他笔下,那五、画

儿韩、索七的遭际浓缩了人世的酸甜苦辣, 小胡同

里上演着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

其次,他们的文化修养包括阅读积累、个人嗜

好等,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如

汪曾祺,曾师从沈从文,受其风格影响,对乡土中国



和淳朴的民风民情十分向往;冯骥才, 从小喜爱美

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 1960年高中毕业后到

天津市书画社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

俗等产生浓厚兴趣;陆文夫,一辈子津津乐道于烟、

酒、茶、吃,尤其是吃, 他对各地富有特色的民间小

吃很有兴趣,总有品不足、尝不够的感觉,正因为如

此,江南市镇的传统文化尽收他的笔下。

再次,从现实创作需要来讲, 他们的寻根是为

了在政治反思小说千孔一面的主流氛围中突出自

己的审美个性,从而转向自身熟悉的故土,开始了

描写民风民俗的文化小说创作。

除此之外,还有更为深层或内在的原因, 即中

国现代小说形态自身传统的一脉承传。在中国新

文学传统中,原本存在着一种或隐或现却绵延不断

的文化小说传统。从周作人、废名、芦焚、沈从文、

老舍、萧红到孙犁等, 其作品都以关注乡土文化和

民间风土的个性而闻名于世。虽然他们的创作从

来没有取得文学主流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审美个性

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小说的先导。他们与当代小说

家也有着一种渊源性的牵连。沈从文是汪曾祺的

老师;沈从文、老舍等 京派  小说之于邓友梅,孙

犁等 荷花淀派  之于冯骥才,都有一种自觉与不

自觉的艺术承传或艺术影响的关系。

他们的这种创作心态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两

大特点:一是没有自我性地为这一文学现象命名,

也没有群体意识; 二是对传统文化的褒大于贬,有

明显的返回传统的倾向,即使是对传统文化的反

思,也不时陷入欣赏的迷津,意识上的批判和下意

识中的把玩并含互存。

二、知青作家

在主张或参与了寻根的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

处于知青年龄段上,其中主要的寻根作家都有知青

生活或类似的经历,因此一部分知青作家便成了寻

根文学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作家有韩少

功、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王安忆、李锐等。

知青作家 之所以会走向文化寻根,一方面是

出于身份认同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现代主义

实验遭遇意识形态制约后的逃逸策略需要,试图借

助民族传统包装,含蓄表现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意

识  [ 2]。在这一点上,知青作家群体与汪曾祺、陆

文夫、林斤澜、邓友梅、冯骥才等一批老作家有所区

别,其文化寻根不是向传统复归, 而是为西方现代

文化寻找一个合适的接受场。

1. 文革  的背景培养了反思和自省素质
文革  的记忆是知青作家的切身遭际,这种

成长背景培养了他们性格中反思和自省的素质。

从轰轰烈烈的 上山下乡  运动, 到拨乱反正的历
史反思,再到深化改革时期对 文化断裂  的深沉

忧患,他们的奋斗和思考始终表现出高度的历史责

任感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这种反思和自省的素质

很自然地转化为他们创作中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

他们扮演起民族文化先知与拯救者的角色,勇敢地

将 重铸民族文化  、再造东方文明  这样的历史

使命揽到自己肩上。

2.寻找自身 知识分子 价值的文化品牌标

志与中国文学希望找到民族个性、确立民族身份

形成同构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也是知青作家群体走向

成熟的时期,一方面,他们参与民族话语抒写,发出

属于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 他们也期望在民族文

化资源的寻找中,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

文革  的动乱造成政治上的幻灭在他们心灵

上留下深深的创伤,知识反动论造成知青作家对知

识的隔阂, 知识上的缺氧又造成他们文化上的贫

血,使他们在文化上有着深层的自卑感, 这种自卑

感使他们亟须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证明他

们存在的意义。返城后,随着他们境遇的改观和成

就的取得, 他们开始启动实现其自身作为 知识

者  价值的对象化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完善自我

形象的塑造,于是寻找一种属于他们自己文化品牌

标志的需求显得格外迫切。而为了弥补社会阅历

有限、文坛资质不足之劣势, 他们就利用自己下过

乡、有过民间生活的亲身经历之优势,向历史遗存

中找寻,到地域文化中打捞, 并通过这些来触摸散

失在民间的文化之根。

西方文学思潮的大量涌进与借鉴,渐渐使作家

们发现失去个性后的自我空虚。郑万隆在 ∃我的

根 %中说: 这些 !实验 ∀ ,有些在西方成功了。那是

因为它是西方。而我的根是东方。东方有东方的

文化。 [3]李杭育也认为: 中国的文学总该有点中

国的民族意识在里边, 这个说法大约是不过分

的。 [4]于是,他们以返回和深入民族自我的方式

对追随西方文学的潮流作出反拨,并对世界各民族

文学向本土本族文化传统回归的趋势作出顺应,在

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寻找民族之根,对民族重新

认识,建树一种东方的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

思维和审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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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知青作家寻找自身 知识分子  价值的

文化品牌标志与中国文学希望找到民族个性、确立

民族身份形成同构,促使知青作家成为寻根文学主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漂浮在城乡之间的 局外人  的双重经
历,使他们对城乡两种文化差异之体会尤为深刻

知青作家有着城乡两种生活经历,对处在同一

生存大环境里的城乡两类文化,他们都有切身的体

会,尤其对两种文化差异之体会更加深刻。一方

面,他们感受到民间的愚昧和落后,希望现代文明

的改造;另一方面,他们看到现代文明的负面性,希

望从民间文化、原始文化中反思现代性。

返城以后,既往的乡村生活远退为背景, 眼前

的城市又变得陌生,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熟悉的那个

城市了。社会处于复杂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

历史进程中,在新旧文明冲突和交替的转折关头,

人性中尚古情绪才会表现得异常激烈。人们担心

正在失去的是否完全无意义,怀疑将要到来的是否

真有价值,以至在失落感和疑虑重重中滋生批判现

代文明和返璞归真的思想。当他们感到未来既没

有救赎,也未必是进步,不确定性的召唤声中祸福

参半,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人们究竟要被带

到哪里去,谁也无法说清。这样,回头寻找来路,以

求从困顿和迷失中解脱出来,于是,自然地开始对

以往的乡村生活以及失落的青春理想产生了一种

回望和依恋,只有暂时回到那里, 才能获得内心的

平静和精神的安逸。

同时,由于返城后境遇的改观和生活质量的提

高,使他们回忆往事时获得了一种放松的心情,乡

村生活审美价值的一面才重新被他们估量。这也

使他们意识到,在乡村文化中还保留了大量传统文

化中的优秀财富,当一些知青作家意识到五四时期

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造成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十年

文革  更是对传统毁灭性摧毁后,他们经验中对

乡村民间文化的信仰便提醒他们扎根到民间文化

的土壤中,从那里汲取营养,以延续传统文化和文

学生命之根。

知青身份的这些特点使知青作家的创作呈现

出自己的优势:相对于那些 土著作家  或农裔城

籍的作家,知青作家摒弃了创作过程中可能导致对

农村的历史产生偏颇的感情联系,突破了从农民文

化、乡村文化的内部视角来观察和审视的局限,以

一种清醒的理性目光审视着农民、农村及农村文化

的表现,把批判的锋芒逼向其身后那一片积淀着厚

厚的历史尘埃的乡土,而且要扮演着在民族范畴里

透视 乡土中国  脉相的 先知先觉  者。但是, 这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利方面,即先入为主的创

作姿态和明显的主题暗示法。

三、少数民族作家

少数民族作家作为寻根文学主体的独特群体,

其代表作家有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藏族的意西泽

仁与扎西达娃及多杰才旦、回族的张承志、蒙古族

的白雪林、土家族的蔡测海、满族的边玲玲、哈尼族

的存文学、壮族的岑献青等。由于对少数民族作家

的研究向来薄弱,这里就多论述一些。

少数民族作家由于其生存环境和身份背景的

特殊性,使他们带着强烈的民族自尊、自强意识,带

着高度的民族责任感的民族意识,对民族发展的重

要问题,比汉族作家有着更为深沉的忧患意识。再

加上少数民族文化在制度化的文化整合下,长期处

于压抑和封闭状态,这使得他们的寻根有着更为复

杂矛盾的特点。他们的寻根既是对长期封闭心理

的反拨,也是对民族文化沉落的焦灼,还不免带有

跻入世界文学潮流的急切。这些特点具体可以结

合其主体意识特征来进行分析。

1.双边文化意识与回抱自身传统文化

在汉族文化和汉族作家一贯具有压倒优势的

国内文化格局中,少数民族作家感到无法回避的强

烈辐射和炙烤,对本民族文化的衰微表现出忧患意

识。 十七  年时,国家采取制度化的文化整合,对

过去的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上,既缺乏开阔的科学

视野,也缺乏深邃的鉴别目光。加之 左  的思想

的影响,对涉及宗教、巫术、仪式、禁忌等原始形态

的东西,视之封建落后;涉及性爱等人伦关系的,视

之不健康;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这些遗产的文化价

值。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也使得

人们生活中的一些习俗受到抑制,甚至发生变化,

对年轻一代来说,不了解更不熟悉过去民族生存的

一些习俗、仪式等, 使之产生文化断裂的感觉。少

数民族作家,常有一种面对汉民族强势文化的焦灼

和本民族文化弱势的忧患。

因而少数民族作家普遍具有双边文化意识,而

又热衷回抱自身传统文化。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

表现,比汉族作家有着更为得天独厚的条件。独特

的民族文化土壤,养育了少数民族作家独特的精神

气质,使他们同本民族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

系,强烈认同本民族的文化精神。而寻根文学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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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文化等非规范文化的大力提倡,既是在西方

话语霸权下的民族身份认同的需要,也为少数民族

作家光大和发扬本民族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

会。拉丁美洲和非洲文学的崛起,对中国少数民族

作家来说,也是一种启迪、一声召唤,使之看到民族

文学振兴的希望,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少数民族

作家开始冷静地回顾自己民族的文化,更深入地研

究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深入到民族生活中去寻找

开拓属于自己民族的东西。于是,少数民族作家回

到自己文化的流脉中,并随着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

的进步,以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视角、文化姿态对

民族生活的进步加以描绘,从中折射出本民族世世

代代的理想和品格。

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始终发生着关系,始

终相互影响着,每一民族文化传统正是在对他者的

关系过程中、在矛盾变化中逐渐发生变化,从而形

成新的文化系统。因此,处于文化认同危机的少数

民族作家,如果选择走简单的回归传统的道路是不

行的,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道路可选。为了

将本民族传统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保留和发扬光大,

就必须思考本民族文化的现代进程,探索本民族文

化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融合道路。

但是, 在寻求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融合之路

时,他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一系列文化命题:要

平衡洋为中用、他为己用过程中的心理态势; 要把

握好自我保存与顺应历史潮流间的文化分寸感;要

处理好时代艺术观念与本民族艺术传统间的 异

质同构  和 互译性  关系;要正确解决本民族文化

精神 (包括历史、现实及未来命运 )揭示与汉语表

述过程的文化生成问题;还要从灵魂的深度扮演好

一个本民族历史命运的 转写者  和文化精神的
翻译人  的文化角色;等等。

2. 宗教思想的影响

宗教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在生活和精

神上的影响要比汉族作家深刻得多。由于现代生

活、现代科学文化的冲击与影响, 各少数民族的宗

教观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也还有相当一部

分人保守着古老的信仰。但是,作为民族文化精英

的作家,他们对宗教一般是具有现代的进步眼光和

态度的,只有正确地理解和表现宗教生活,才能把

握民族精神的脉动。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他

的中篇小说 ∃丛林幽幽 %里就刻画了一位老萨满的

形象,生动描写了老萨满 进入常人难以领悟的人

神双体的萨满世界  。但这位萨满不是蒙昧的化

身,相反,他身上的神秘是古老蛮荒文化积淀的神

秘,是鄂温克族善良和智慧的化身,更是民族命运

的预言者。作品准确地反映了原始宗教对人类精

神的影响,并揭示了作为鄂温克民族文化传统最远

古的形态与今天民族心理的有机联系。张承志在

∃黑骏马 %、∃心灵史 %等一系列作品中,对民族信仰

的坚持、对理想的追寻以及为生存而宁死不屈的斗

争精神作了深入剖析,展现了回族的民族性格和心

理素质,具有震撼力。

3.诗性智慧的含纳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寻根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中国少数民族中流传着大量的神话、传说、故

事、史诗、叙事诗、歌谣、谚语等,有些在民族的日常

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是一种活的文化。人类在

原始的生存中,其文化意识是万物有灵, 以巫术仪

式沟通人与自然力的关系, 有神秘的、言之不尽的

意味。维柯在 ∃新科学 %一书中将之称为诗性智

慧。现代理性的发展,越来越倾向机械与数学,系

统有序的生存使诗意消失殆尽。寻根文学提倡恢

复人的生命感受的活力,恢复诗性文化。少数民族

文化中保存着大量诗性文化因素,因此在宗教的、

民俗的、牧猎的生活中,很容易含纳接近诗性文化

的内容。这些都使少数民族作家在寻根文学创作

中具有拥有题材的优势。

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生存环境偏远, 其文化思

想大多保持在自然状态,社会思想单纯, 受汉族传

统文化影响小,文化的遮蔽也相应较少, 因此少数

民族作家较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而富于创造

性。再加上少数民族的自然景观、富有原始色彩的

地域文化风貌、滞重的宗教习俗迁延,以及西方文

化和现代文明的侵扰,使少数民族作家在生存的文

化背景下获得了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神韵的某种

天然契合。因此,在寻根文学进行横的借鉴时,少

数民族作家对外国现代派的理解和接受,是比较快

捷且相当娴熟的。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 ∃系在

皮绳扣上的魂 %,吸取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

手法,通过夸张、变形,把历史、现实和未来交织起

来,使人物和情节产生象征意味; 回族作家张承志

在 ∃大坂 %、∃绿夜 %中,采取意识流手法,叙述角度

不断地在主观 我  与客观 他  之间转换,把喧嚣

的都市的欲望与大自然的宁静和谐纠结在一起,流

露着现代人的生存失落感。

4.少数民族作家的寻根与中国文学寻求民

族身份认同、希望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形成同

构互补的关系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无法规避 文化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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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命运,随着以汉语文化为主的中国历史的演

进与时代的发展,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正逐步摆脱过

去反映单一民族较单纯、质朴的生活内容、生存境

况和人生追求的状态,努力转向在当今多种文化交

汇互渗后所形成的更为繁复交错、混融杂呈的社会

文化背景下,对本民族文化变迁过程中诸多文化因

素和时代特征的揭示。其中,有的作家作品甚至完

全脱离了传统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化生活领域,进而

广涉到对更为广泛的时代文化和普遍意义的人生

万象的描述、探讨与透视中;而有的少数民族作家,

或日渐远离,或已经失去, 或正在丧失其原有的母

语及母语文化体系,他们偶尔对本民族文化表现出

的依恋和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寄托,更多是来自不可

否认或难以否认的血统,有的是出自生命归属感的

寻找而进行理性、自觉的民族认同,而那种来自血

脉深处的种族记忆和地域特征,那种属于民族集体

无意识的天赋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在他们身上

已荡然无存。

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的多元特点,使他们先

天拥有多元共生、互融互补的文化传统,更能深刻

理解文学创作中文化的 异质同构  所蕴涵的重大

意义,这与中国文学寻求民族身份认同、希望在世

界文学中独树一帜形成同构互补的关系。

除了以上三类文化身份的作家外,还有一类是

农裔城籍的作家,主要代表作家如贾平凹、路遥等。

这些作家都出身并成长于农村、山野,后来又身居

城市,他们虽然深知故土的贫穷、艰辛、愚昧、野蛮、

落后等阴暗的一面, 渴望现代文明的改造,但更多

的却怀有对故土的深厚感情。乡村对于他们童年

的滋养是难以磨灭和不容改变的,在感情上他们始

终难以认同城市,在血缘和精神上始终同乡村故土

保持着无法割舍的联系。来自农村的生命根性和

在城市喧嚣、冷漠的反照下, 使他们产生返回故土

的寻根意向, 他们的寻根是由被抛于城市的疏离

感、孤独感所激发,是他们移居城市后精神缺失的

一种代偿心理。

故土情结常常无意识地转化成偏袒故土和农

民的情感精神,甚至违拗作家的理性批判精神,使

他们的作品常常化为故土的诗化写意。这些审美

化了的因素更多的是热烈的情感宣泄和温馨的灵

魂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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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 of Root- seeking Literature

CHEN L i fen

( Schoo l of L ibera lA rts, Nan jingUn iv ers ity, Nan jing 210093, Ch ina)

Abstrac t: A s a litera ry schoo,l the roo t- seeking litera ture se ldom ge ts resea rch on its subject, includ ing a few veteran

w r iters acting as roo t- seeker fo re runners, som e educa ted youth w riters who a re them ain body o f root- seekers and thew r iters

o f m inor ity na tiona lity w ho are the spec ia l part in th is schoo .l It d istingu ishes in the sub ject of the roo t- seekerw r iters in d if

ferent classifications ow ing to the root- seekers w rite rs 'd istinctive sensation and different apprec iation o f beauty and ideals.

The veteran w rite rs 'sty le is c lose ly re la ted w ith the ir ow n interests and experiences which have mo re character istic of uncon

sc ious fee ling. But fo r the educa ted urban youth, the ir root- seek ing com es from the identification requirem ents and seeks for

the su itable acceptance s ites fo r the w estern m odern literature. W e cou ld find such a strange phenom enon: the re lative ly-

w eak educated urban youth w riters ac t as them a in body and p lay im po rtant ro les in this root- seek ing tide, com para tive ly no t

the experienced w rite rs w ith deep culture know ledge. In addition, for them inority w rite rs, the ir root- seek ing is not on ly the

m od ifica tion to the long- term c lo sing m ind bu t also the conce rns fo r the fa lling o f the na tiona l cu lture and they are eager for

the access to the wo rld culture tide.

K ey words: roo t- seeking literature; the sub ject o f roo t- seeking literature; vete ran w rite r; educa ted youth w r iters; ethn ic

m ino rity w rite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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