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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副刊是一张报纸的品味所在。太原的饭菜好吃，
双塔副刊好看。

祝福三晋大地！
马步升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日

马步升，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
联副主席、甘肃省社科院研究员。曾任甘肃省作家协会
第六届主席团主席。发表小说、散文和学术论著约八百
万字，获奖若干，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骏
马奖评委。代表作有《北京不是你的家》《走西口》等。

故乡是一本大书，似乎永远也读
不完，越读越深奥。

故乡也是长在你脑海里的那朵鲜
艳的花，似乎随时可以采撷呈现美。

写作者最想做的事，便是让他的
故乡显得与众不同，而且还要足够的
与众不同。虽然，地域、经历、年龄、民
族，或者性格，每名作者都不会完全相
同，但许多作者笔下的故乡，几乎都有
让人读了无奈的陈词。《水边的修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3 年 5 月出版）想
尽力显现一些不同，就如法国诗人缪
塞说的那样：我的杯虽小，但我用我的
杯喝水。

本书的写作，我起先有几个奇思
妙想的角度：先变成一只自由的飞鸟，
大江、群山、动植物、生民，任意俯瞰，
一目了然，想飞哪里就飞哪里。又想
变成一棵长在富春山上的树，一棵桐
树吧，饱经风雨，栉沐时光，闲了就与
桐君、严光聊聊天。还想变成富春江
中陪伴严光的一条大鱼，自然得是鱼
的精灵了，躲过《富春山居图》中那几
竿浅浅的鱼钩，又躲过渔民细密而结

实的渔网，再躲过日日甩向江中的张牙舞爪的长铁滚钩，避开所有
的不怀好意，感知水的清冽、江的凝重，自由闲适生活。

又一一自我否决。
奋飞在空中的鸟，每每看到富春山上那闲散的白云，常自愧不

如，要是一朵白云就好了，不为生活奔忙，整天这么浮游。做一棵
伫立不动的桐树，虽说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虽说可以随意铺展根
系，但思而不能走有啥意思？它想行走啊，它一直想做一棵能行走
的树，这一点，它远不如它的种子，种子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地
方。看见两岸的人们在树底下洒扫出一袋袋的枯叶，鱼就知道，枯
叶们又收走了树的青春，它在江中又生活了一年。它倒不怕人，它
怕它的同类，不少同类都想尽办法要将对方吃掉。它也怕黑暗，幸
好，这江中流动的，大部分都是亮晶晶的清波。

接下来，就是你们眼前看到的这本《水边的修辞》。
桐庐县地图的形状，有点像一片长条的树叶，母亲河富春江与

她的支流分水江呈丁字形紧密相交，她们滋润着这片树叶上的每
一位子民，从古到今。

水边人，水边事，《水边的修辞》分“你”“我”“他（她）”三卷。
“你”卷，水边古人，故事悠长；“我”卷，水边的我，故乡回望；“他
（她）”卷，水边今人，传奇人生。

我一直想写一本意义广阔一点的书。
我创作的“历代笔记新说”系列，侧重内容上的挖掘探索，我读

历代笔记，是想发现个中饱含着千年思想的灵光。《九万里风》（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东西南北中的逍遥游历，侧重对深邃历史与
广阔地理的一种零距离感知。而《水边的修辞》，水边只是地理方
位；修辞，我取《易经》中“修辞立其诚”之意，“修辞”仅仅是手段，

“立诚”才是目的，寻找好的文辞，是为了表达美好的品德。故我的
“修辞”有两义：一是良好的表达，叙述语言，尽力追求有文、有思、
有趣；二为真实的表达，“你”“我”“他（她）”三卷均为诚实记叙。虽
是眼前的波浪，但我知道，富春江与所有的水都有联系，它一定会
流入钱塘江，再入东海，再汇入太平洋的。

万物皆有灵，包括植物与水。
富春江的清流富春江的清流，，与隐士桐君与隐士桐君、、严光严光、、黄公望等的气质极为匹配黄公望等的气质极为匹配，，

与诗人谢灵运与诗人谢灵运、、杜牧杜牧、、范仲淹范仲淹、、苏轼苏轼、、陆游等的审美也极为吻合陆游等的审美也极为吻合，，两两
千多年来千多年来，，因江生发的七千多首诗词因江生发的七千多首诗词，，都可以证明这种奇妙都可以证明这种奇妙。。现在现在
桐庐段的富春江桐庐段的富春江，，皆为二类水质皆为二类水质，，有的地段有的地段，，水质已经达到一类水质已经达到一类。。
在她的怀抱里在她的怀抱里，，春水行舟春水行舟，，如坐天上如坐天上，，或者或者，，从流飘荡从流飘荡，，任意东西任意东西。。
古人体验过的古人体验过的，，今天依然可以体验今天依然可以体验。。

我深知我深知，，尽管也是陈词尽管也是陈词，，散乱片段与宏大叙事相距极远散乱片段与宏大叙事相距极远，，但好但好
在故乡不会计较在故乡不会计较，，我只是为了看清楚自己以及自己生活的地方我只是为了看清楚自己以及自己生活的地方，，所所
有的迷茫与追问有的迷茫与追问，，都带着我少年时疼痛的体温与坦诚的思索都带着我少年时疼痛的体温与坦诚的思索。。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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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者构思、写作中，最棘手的是什么问题呢？
往往是故事、人物、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小说内部，故
事与人物的矛盾、冲突、争夺并未停止，在不同时期、不同
作家的笔下有不同的表现。

面对一团乱麻似的生活素材、创作思绪，小说创作者有
时会抽出故事的一根线头、人物的一个细节，而后生发、想
象、融合、权衡、抉择，逐渐把故事、人物、环境，一一理清，化
为一体，创造出一个和谐、完整的小说世界。在这一艰难的
创造性过程中，创作者对社会人生的体验、积累、认识，特别
是对现实人物的谙熟、理解，至关重要。同时，创作者对文
体“三要素”的理性认识、自觉把握，又是起关键作用的。只
有二者都有了足够准备，才会写出理想中的好小说。

在小说文本中，故事与人物，既“相生”又“相克”，而
环境与故事、人物，一样是“相生”“相克”的。现代小说是
以人物为主体的，但人物并不能凭空站立、行动起来，他
要凭借故事情节、生存环境，才能成为真实、鲜活的形
象。当然，故事情节也有自身的逻辑，具有社会的、审美
的价值。但它存在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人物。因此许多
作家、评论家有点“鄙视”它，认为故事情节在小说中是低

“人”一等，没什么地位的。事实上，无可称道的故事情节
在小说中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古代小说不消说，现代小说
虽以人物为主体，但故事情节常常一方做大、反客为主，
与人物形成一种“博弈”关系。当故事与人物息息相通、
融洽无间的时候，二者就出现“相生”现象；当故事与人物

“脾气不合”，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出现“相克”现象。且故
事往往淹没、碾压人物，小说便沦为故事。当下许多小说
证明了这一点，情节克损、降服人物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小说创作中，故事与人物，是可以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的。小说创作者写作的触发点，可能是一件事，也许

是一个人，或者是一幕“情景”，一种有人有景的画面，等
等。此时他的写作目标十分重要，是写一篇以故事为主、
揭示社会现实的小说，还是写一篇以人物为主、创造审美
形象的小说，将决定着他的创作思想、方法以至最终的艺
术“成果”。有生活积淀、创作经验的作家，即便是以故事
起头，也会把人物融入故事，由人物推动故事，最终让人
物与故事“双赢”。如果以人物起头，他更会以人物的性
格、精神为主导，设置矛盾、丰富性格，创造出一个独特、
饱满的人物形象乃至典型来。这时故事与人物真正达到
了“相生”“共荣”的境界。理想的故事情节是：朴素而巧
妙，完整而松宽，人物有着自由的空间和用武之地。

上世纪 80年代的塑造人物理论特别是文学主体性理
论，对那时的作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诞生了众多出色
的人物形象。譬如作家王蒙，短篇、中篇、长篇小说皆擅，
塑造了知识分子、老干部、新潮青年等各式各样的人物，不

仅有现实主义的性格人物，也有浪漫主义的意象人物，还
有现代主义的荒诞人物。譬如作家蒋子龙，他在一系列的
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中，雕塑了多姿多彩的普通工人、技
术人员、工业领导者人物，其中又有开拓者、改革者形象。
他的小说既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又有浓重的浪漫主义
气派。譬如作家高晓声，他的短篇、中篇更为著名，他写知
识分子、农村干部，但最杰出的是具有阿 Q 精神的普通农
民，他把他们复杂、矛盾的性格和精神，写得入木三分，成
为中国新时期的典型形象。上世纪 80 年代的新时期小
说，在人物塑造上的经验、理论，依然值得今天研究、汲取。

在小说创作中，故事与人物，很多情况下处于纠缠、
矛盾、背离、克损的状态。一些小说家在写作中，沉湎于
故事的叙述、情节的铺陈、细节的描绘中，使人物在作品
中没有行动空间、立足之地，更难以成为小说的主体。
作家对描写的人物不熟悉、无认知，人物成为小说中无
生 命 的“ 物 ”。 充 斥 在 作 品 中 的 ，是 物 质 世 界 、世 俗 生
活。有些青年作家对小说“三要素”缺乏清晰认识，对人
物理论更无自觉把握，因此在小说中就常常出现故事与
人物分离、矛盾、相克的现象。过度的戏剧化和无节制
的生活化，都会给人物塑造带来不便和损伤。我跟踪短
篇小说创作 16 年，每年撰写年度述评，深感当下一批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作家，已成为小说创作的
中坚力量，有着广阔的前途。如钟求是、张者、田耳、东
西、房伟、潘向黎、汤成难、马金莲等等。他们的小说题
材多样、思想活跃、写法精湛，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却
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比前辈作家要逊色不少。他们究
竟写出多少有特色、有深度、有创新的人物形象，他们的
人物能否走向广大社会和普通读者，已成为一个突出的
问题。这关乎他们的创作成就与艺术高度。

故事与人物的相生相克
段崇轩

“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梅钰最近推出的长篇
小说《大河之魂》（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 2023 年 8 月 出
版），为我们带来新震撼。

小说以新时代新农民“我”成立苹果专业合作
社，带领乡亲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故事，追溯清康
熙年间中市村村民张鸿业，组织沿河六村成立股
份制企业雏型“六股头”旱地行船的老故事，书写
黄河儿女的情感起伏，全方位多层次呈现黄土地
上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再现黄河儿女不屈服于
命运、奋力突破生存困境的场景，弘扬富于时代意
义的“壶口精神”。

关 于《大 河 之 魂》的 思 想 价 值 立 场 或 叙 事 动
机，梅钰在小说首尾部分予以揭示。“按照人类计
时方法，我穿梭上下五千年，发现壶口滩始终被同
一团魂萦绕，从大禹凿开孟门发现壶口瀑布那一
刻起，它就临照一滩人，按照它的规律主宰。”“这
团魂”，是梅钰在现实与历史间架设的桥梁，她借
此叩击故事大门。一方面“这团魂”化身现实中的

“我”依托壶口旅游资源、发展电商事业、为农村发
展和农民致富铺路搭桥，参与推动吉县苹果走向
世界。另一方面，“这团魂”历史地站在全知视角，
回溯清康熙年间壶口沿岸故事。还有“一团魂”不
容忽视，十八岁失去丈夫的玉秀。玉秀是六村女
子拉船第一人，在龙王辿挣下窑洞的女子第一人，
六村挺起腰杆开始营生的女子第一人，令人柔肠
百转、荡气回肠。

《大河之魂》艺术结构上的繁复宏阔，表现在
作品结构营造的对称性。小说共六卷，每一卷可
分成三个相互独立又分别藕断丝连的部分。每卷
第一章节讲现代“我”与吉县苹果缘起及公司发展
壮大，和祖先张鸿业创立“六股头”的千丝万缕关
系；每卷中间部分，讲述祖先张鸿业建立“六股头”
过程中的一些挫折及其他。这些章节分布具有整
齐对称的建筑美。每卷“叙”部分相对独立，又与
中间章节有些许联系，实际阅读过程中，历史——
现实——叙的编排部分颠覆了整体对称，梅钰对
于章节对称性与均衡感的毅然打破，使作品拥有
鲜明的现代性。

《大 河 之 魂》艺 术 结 构 还 突 出 表 现 在 几 个 方
面。从时空跨度看，《大河之魂》采用“复调式”叙
述，有历史与现实两条线索。从人物关系看，《大
河之魂》历史线索主要包括每一卷中除第一章节
外的其他章节。历史部分又可划分主次两条线
索。祖先张鸿业与“六股头”的故事是主要线索，
采用第三人称；“叙”部分属次要线索，采用第一人
称。与现实部分比较，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写重心
很明显落到历史中的张鸿业与“六股头”这一部

分。从时间关联看，各卷第一章节与“叙”部分共
同讲述现代故事，均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严
格来讲是不同性格的不同人物，是相对独立的不
同线索。从叙述视角看，整体文本中将第一人称
限制性叙事方式与全知式第三人称叙事方式进行
了交叉混用。

梅钰采用巧妙的家族延续方式，把不太相干
的历史与现实两大部分扭结编织成有机艺术整
体。如“我回故乡思谋苹果出路”中的“我”与堂
弟，是历史部分张鸿业的后代，“郭臻”是历史部分
郭明道的后代；“叙：寻找不在”中“我”是历史部分
张勤善的孙子；“叙：最后一刻”中“我”是“宝蛋”，
历史部分张鸿业的儿子。“叙”附着巧妙，这样处理
使人物关系更亲密，绵延的生命几乎与先辈做着
相同的事情，一代代人不过是一次又一次轮回。

每卷被梅钰处理为“第三部分”的“叙”，不仅
巧妙汇集现实与历史两条线索，且艺术地给出大
河书写的延伸意义和价值。写实层面讲，大河实
质上只是从大禹斧劈孟门现壶口起流淌至今的河
流。象征层面讲，标题“大河之魂”源于历史长河
给人们的精神信仰。倘若把《大河之魂》中现实与
历史相交织的书写与回溯时间的象征意味相结
合，“大河之魂”拥有沿时间河流上溯的意味。小
说的时间跨度是从现实追溯到清康熙三百余年。
与其说《大河之魂》是一部书写大河的长篇小说，
不如说梅钰的根本主旨在于对中国“现代性”发生
的关注与书写。

小说的文字貌似轻灵又犀利，引导读者思考
社会问题。如“叙：为爱守望”——这是一个普通
村庄，村人在眷恋中出走，在背离中眷恋。无数乡
村的缩影，象征意义明显。梅钰字里行间饱含深
情，对儿孙辈对乡土的陌生与背离隐约担忧，对在
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养老、教育、道德等问题的深
层思考，令人警醒……一个个问题抛撒，梅钰的人
道主义情怀潺潺缓缓，批判性与温情缠绕，叩问、
警醒着现代人。

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文本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层面的传承与歌颂。其中“叙”部分的批判比单纯
的讴歌与赞颂更富有魅力。离开传统视野，重新审
视，从现代小说的创作看，作家们淡化人物、环境、
情节，想要获得超越时代的、不因时代结束而结束
主题价值的、贯穿于漫长的人类社会甚至具有宇宙
性的永恒主题。由此看来，《大河之魂》文本中非物
质文化及“叙”中批判部分属锦上添花。

总体而言，《大河之魂》是一部沉雄厚重、以大
河为叙述对象、对现实与历史进行双重审视与反
思的长篇小说。

交错时空 激荡精神
——《大河之魂》的结构特色

陈李芳

王蒙小说《活动变人形》塑造了知识
分子典型形象，图为小说首发时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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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作家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露
面，积极投身于自我形象的塑造中，除了
参加读书沙龙、讲座、朗诵等与文学相关
的活动，还参与录制综艺节目和直播、脱
口秀等网络节目。刘震云、余华在综艺节
目上妙语连珠，莫言在直播间里风趣幽
默，梁晓声、麦家真挚分享人生感悟，都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作家正通过展现鲜明
个性的形象来帮助文学走向大众。

作 家 形 象 建 构 的 风 潮 最 早 是 从 青
年人开始，但和青年作家不同，传统作
家呈现出一种和作品的反差感。打破
过去严肃、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展现
出幽默睿智、接地气的一面，让读者惊
呼“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原来作家可以
这样”，拉近彼此距离。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要数余华，余华的作品以冷酷、暴
力、渲染人生苦难为风格，而他本人则
风趣幽默，玩世不恭间消解了沉重。他
的视频在网络流传甚广，展现出极强的
综艺感，为人们奉献了许多爆笑的名场
面和梗，被戏称为“把悲伤留给读者，把
快乐都留给了自己”。总以一副严肃面
孔出现的莫言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段子
手 ”，但 风 格 偏 冷 幽 默 ，在《收 获》杂 志
65 周 年 庆 典 上 ，余 华 和 莫 言 有 一 场 对
谈 ，讲 述 两 个 人 共 同 走 过 的 30 余 年 创
作历程，莫言幽默地表示余华并非自己
的对手，也从来没有形成威胁。这经典
一幕被读者戏称为“文学史上的对决”

“文坛大佬互怼”，成为热议的焦点。
年 长 一 辈 的 作 家 有 着 丰 厚 的 人 生

积淀，擅于扮演人生导师的角色，他们
更侧重人生、文学经验的分享，给予读
者启发。综艺节目《我在岛屿读书》里，
作家们回顾创作之路、分享阅读经验，
当他们动情地怀念起文坛老友史铁生
时，场面令人动容，一部生动的中国当
代文学史徐徐展开。麦家在直播间坦
陈频繁退稿曾让他备受打击，但那些失败经历也不停地敲打、锤
炼着他，最终造就了他能坚守、忍受失败的钢铁品质。而童年的
不幸让他更早地去审视人性的明暗、在写作中真实地抵达人性。

作家人设的建构也离不开读者的参与。读者除了开启共情
机制，还把作家、作品里的人物、自我重叠为一个整体，锻造出新
的身份认同，文学阅读也由此变成一种创造性的实践。青年作
家陈春成和《夜晚的潜水艇》出现，接受群体变成了更加个性、自
我的“Z 世代”，那些在现实世界里的年轻人通过作家作品得以
相遇，有了共同寻找人生的丰富可能。

作家打造人设是否有助于文学走向大众？答案是肯定的。
借助新媒体，作家不光能生动诠释创作理念、激发阅读兴趣，还
改变了过去高高在上的姿态，流露出真性情的一面，让读者感到
亲切。青年作家凸显的是个性和共鸣感，像朋友一样陪伴读者
成长，中年以上作家则像长辈一样循循善诱，带给读者人生的启
发。但作家打造人设更多是提供让大众靠近他们的契机，不该
以牺牲掉身上的独特光晕为代价，也不该把自我形象凌驾于文
学创作之上，让“文学”只是一件华丽的外衣。作家的生活还是
应该紧密围绕着文学，首要任务仍是创作出优秀、打动人心的作
品，过于娱乐化会导致大众很难以严肃的心态看待他们，也消解
了文学的崇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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