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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跋涉
是一生永不停止的节奏
爬过一山还有一山
涉过一水还有一水

有时感觉真像
行走在黑夜里
眨着疲惫的眼睛
望星空茫茫
望村落茫茫

只是从不想改变初衷
只是从不想放弃向往
即使跋涉
在没有尽头的旅程
心中瞩望远方
便会升起红红的太阳

梅花

刺向冬天的第一支红缨枪
灼灼地，若雪野里的一团火焰
发出对白色牢城的挑战

迎春花紧步梅先锋其后
招展金黄色的云旌
扫荡着料峭的风
杨柳的枪已林立

对生命的解救兵临城下

隐隐地
一阵一阵胜利的欢呼
自地底，自黑暗中响起来
一丛一丛不屈的生命
向春风，向暖日，次第开放

灯塔

潮水翻卷着黑色浪花
浪涌发出狰狞的呼啸
泡沫露出帮凶的本色
与夜色勾结成死党
忽喇喇挤压向孤岛

太阳月亮早已隐去
天空又不见了飞鸟
只有几只寒星
眨着幸灾乐祸的眼睛

漆黑挤压向孤岛
孤岛仅凭一座灯塔
与暗夜浪涌作最后的抗争
擎住一灯如豆
竟也挑破大片黑暗
挣扎出些微光明

跋涉（外二首）

杨宗荣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重
大文化原创工程——《中国历
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第二批10
部新作近日正式问世。丛书的
首批 10 部作品自面世以来，
已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市
场表现不俗。此次推出的第二
批 10 部作品分别是：权海帆
的 《忠 魂 正 气 —— 颜 真 卿
传》、聂冷的 《花红别样——
杨万里传》、乔忠延的 《感天
动地——关汉卿传》、陈计中的

《西风瘦马——马致远传》、杨
东标的《此心光明——王阳明
传》、泥马度的《梦回汉唐——
李梦阳传》、李洁非的《天崩地
解——黄宗羲传》、马瑞芳的

《幻由人生——蒲松龄传》、刘
兆林的《儒林怪杰——吴敬梓
传》、王作光的《史志巨擘——
章学诚传》。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丛
书编委会主任何建明说，第二
批图书的出版是对中华民族五
千年文明史和文化巨匠们的又
一次致敬。编撰这套丛书经历
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作
家、专家和编辑人员都付出了
巨大的心血。希望这套丛书成
为一套真正经得起历史和读者
检验的精品工程。

这项工程遴选出在中国文
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
120 余位历史文化名人，目前
其中绝大多数已被作家们“认
领”，形成了百位作家同步创
作的景象。此次推出的丛书第
二批 10 部作品的作者都是学
有专长、颇具创作实绩的作家
和学者。在过去一年多时间
里，他们以严肃认真的创作态
度，多次进行走访和实地考察，克服种种
困难，严谨细致地考证传主的生活事迹、
收集各方面资料，扎实认真地进行创作。
对此，他们有不少宝贵的心得体会。72 岁
的作家、学者马瑞芳说，阅读经典对于一
个民族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全民阅读的风
气正日渐形成，推出这套丛书正逢其时。
此次创作蒲松龄传已是自己第四次写蒲松
龄，也可谓自己研究蒲松龄 36 年来的最终
成果。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 在 21 世纪大
放光彩，莫言在诺奖颁奖典礼上曾说“我

是蒲松龄的传人，是讲故事的
人”，《聊斋志异》在海外也很
有影响。自己这次写《蒲松龄
传》 用了 500 天的时间，查阅
了 100 多部书，不放过任何一
个蒲松龄研究的新观点和材
料，写得很艰苦。杨东标称自
己写王阳明是一个磨炼心志的
过程。“准确生动地把握传主
的精神气质、性格特征，我以
为是最重要的。而深入细致地
探究传主的内心活动，作出合
理的想象和描绘，一定会使这
一形象的血肉丰盈起来。”刘
兆林表示，自己在写《吴敬梓
传》 过程中，尽量把从史料、
学者的有关评传和年谱、传主
著作中获得的各种材料，都叙
述得形象可感，还不惜笔墨刻
画了吴敬梓对妇女和底层劳动
人民的尊重。

专家们对丛书第二批 10
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孙郁
认为，在《天崩地解——黄宗
羲传》 中，作者小心地考证，
大胆地陈述，将社会氛围、士
人之雅好与现实生活之抵牾，
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全书行
文散淡洒脱，沉静的叙述里峰
回路转，演绎了一代人的心
史。在白烨看来，在《感天动
地——关汉卿传》中，作者把
史料的搜集耙梳与剧作的研究
解读内在地结合起来，在互为
参照中寻其踪、察其人、读其
作、解其戏，并以杂剧叙述方式
的借用与化合，独辟蹊径地完
成了这部传记。何西来评价《忠
魂正气——颜真卿传》说，在唐
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节点上，
作者用严谨而生动的文笔，展

现了传主宦海沉浮的命运，塑造了颜真卿刚
正不阿的性格、满门忠烈的英雄气概及义薄
云天的道德人格。

丛书的传主画像创作者、已年近 90 岁
高龄的高莽，坚持利用大量时间对每一位
传主进行深入研究，查阅相关资料，并根
据传主的时代背景、自身性格等细节，下
笔创作出一幅幅形神兼备的传主像。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 丛书由作家出
版社出版，计划用 5年左右的时间出版 120
部左右的作品。

向历史文化名人的又一次致敬
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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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

关汉卿

吴敬梓

高莽作

近日，美国 AMC 电视台宣布打算将《西
游记》改编成 6集的功夫题材电视剧《不毛之
地》，很多专家、剧迷、网友对此纷纷表达自己
的看法。有人担心中国经典名著会被误读和
恶搞；有人提到，AMC 电视台在把《西游记》
文本改编成战士和小男孩寻找极乐世界的旅
程时，加入了很多商业和科技元素；还有人认
为曾经出品过《绝命毒师》、《行尸走肉》等热
门美剧的AMC电视台此次盯住《西游记》，是
中国文学向海外传播的一件好事。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小说《西游记》
早已在海外积累了一定的观众，国外影视公
司也不止一次地进行改编，日本人曾 4 次将

《西游记》搬上电视荧幕，韩国也在 2011年改
编《西游记》并大玩恶搞和穿越。多次改编虽
然客观上显示出《西游记》等中国文学作品在
海外的吸引力，但包括此次AMC电视台的计
划在内，人们对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之路，
在充满信心之余也有一些担忧。

大胆改编激发传播活力

比起海外汉学家对《西游记》等中国文

学的理论关注，普通大众在接受中国文学时
更加侧重故事的可读与内心的放松，有文化
隔膜的海外观众更是如此。《西游记》 等文
学作品内含神魔、历险等主题因素，更容易
摆脱地域的限制，这是它在海外走红的主要
原因。而它在海外传播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
走入普通大众内心深处。影视、网络游戏等
载体更容易引发大众关注，市场化手段和相
关产业的开发则起到了助推剂作用。之前国
外电视台的多次改编和此次 AMC 电视台的
计划都是用自己的语言体系和影像模式对中
国文学文本中的内容进行解读，把中国古典
文学故事融入到自身市场的流行元素中。这
虽有一定难度，却也反映了中国文学在海外
传播路上不断激发出的新活力。

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
比较文学学会理事王向远教授认为，许多中
国人对古典作品采取了类似保护文物的态
度，担心别人一拿走，一改编，会糟践原
作。例如中国的古典名著，在当代日本几乎
大都被重写改编或电视化了，他们的改编远
比中国大胆，中国不少人看了觉得匪夷所
思，一些人也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但其实大
可不必担心。

在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用多姿多彩的
画面表现故事，可以使不同喜好的观众在融
合文字、图像、声音的立体式信息空间中，
进行文学的超时空阅读和赏析。“中国文学
经典走向海外过程中只要保留了中国文化的
某些基质和因子，就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有益处，对此不应苛责，应该予以充分肯
定。特别对于像 《西游记》 这样的想象性、
非写实的作品，态度更应该如此。”王向远
教授指出。中国传媒大学陈友军教授也认
为，此次对于《西游记》的改编虽然是商业目
的使然，甚至“会面目全非”，“但我们也要看
到，正是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在政治、经济、
文化的体量越来越显著，过去的一些老牌资
本主义国家才开始把目光朝向东方。”

商业元素内寻找共同价值

无论是 AMC 电视台打算对 《西游记》
进行的改编，还是之前美国拍摄的 《美猴
王》、《龙珠：进化》等影视动画，虽然大量
借用了《西游记》的文化元素，但这些影视
公司基于营销的需要，把改编后的故事揉进
了所在国的本土特色和民族色彩，尽可能获
取更多的商业利益。王向远认为，“ 《花木
兰》、《西游记》在海外传播中的商业化，是
中国故事漂洋过海的必要的推动因素，比起

政治化的推动，效果要正面得多、可靠得
多。”

确实，对《西游记》的改编很多网友担
心“完全失去经典的味道”。

然而，无论海内外，叫好又叫座的改编
作品都是文学、文化和商业对接的结果。成
功的改编作品或多或少保留着原著部分内
容，而这部分内容恰恰是原著中最能反映人
类共同价值观的部分。就 《西游记》 而言，
很多改编作品中依旧把带有东方特色的中国
魔幻色彩故事作为噱头，在情节的开展中，
也传达出师徒几人历经千难万险才修得正果
的母题，人类追求自由、摆脱束缚的本能以
及自我“修炼”和通力合作的团队精神也保
留在作品的内蕴中。

“在 《西游记》 中填充海外文化元素或
者把中国的武侠元素与海外要素混搭也并非
没有可能。”陈友军先生说，但“中国文学
的影像海外传播，确实需要让普通人真正感
受到中国文学经典的价值所在。”而从中国
经典中挖掘跨地域、跨文化的共同价值，无
疑是一条跨东西方价值体系的和谐传播之
路。毕竟，总会有些思想可以跨越民族和时
间，成为全人类的共知。

多元开掘中走产业化道路

留意近年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方式就
可注意到，文学多与影视产业以及教育、娱
乐、讲坛类节目等跨界结合，出现文学向产
业化的转型。数年前的《花木兰》、《功夫熊
猫》、《功夫之王》、《火影忍者》等动漫就已
衍生出了形态多元的文化产品，甚至形成了
一个产业链，在海外受到观众的喜爱。陈友
军说，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就必须处理好文
化产品与市场需求的关系。

文化产业深度开发文学资源的事情也同
样发生在《西游记》身上，海外的多次改编
出现了由《西游记》人物演化出的产业化产
品。先前美版《西游记》中带有科幻色彩的
各种“妖怪”，《龙珠：进化》和日本的《七
龙珠》等也改编出“悟空”的动漫形象，甚
至在市场中出现实体的玩偶商品，带动了制
造业、零售业市场的发展，不仅成为人物形
象传播的“神话”，也制造了一个财富神
话。这些中国文学形象的母本在世界背景下
表现出极强的文化衍生、再生功能。虽然在
海外的“游历”中，《西游记》 的内在主
题、故事以及外在的叙述都出现了根本性的
变化，但这种全新文化产品的解构和重构也
为中国文学的全球传播开辟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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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观察

按照某些文字记载与影视传说，好像关
内人闯关东最早是自清末和民国才开始的。
其实不然。准确地讲，如果说大批地、拖家带
口地迁徙关东尚可如此说；但自胶东半岛渡
海赴辽东者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以降。

在这方面，有据可查的一位名人就是后
来做了东吴大将的东汉末年的太史慈。此人
乃东莱黄县人（与笔者是真正的同县老乡），
早年渡海北上辽东，“求职”均不顺遂。当时辽
东那边除了有少数民族占山为王，东汉政权
也早已渗进。太史慈作为当时真正的“北漂”，
在那边始终未定下来；加之此人事母至孝，不
久又乘船回乡。但其母深明大义，力主真正的
男儿家应四海为家，闯出一番事业，于是太史
慈又转向南下，以其勇武过人，得遇“小霸王”
孙策，归之于吴，中年逝世后葬于镇江北固山
南坡，与鲁肃墓相距不远。

关于太史慈等先行者在 1800 年
前渡海闯辽东的启航之地，我少年在
老家时即到县城东北诸由观一带寻访
过当地人。古时龙口和烟台均未开港，
太史慈等先驱者乘木帆船多是从我县
东北渤海滩边或稍东今之蓬莱栾家口
一带出发，一般只需漂荡一天便可抵
达今之大连青泥洼海滩。遇上风浪，以
当时简陋的渡海工具，其险可知。

好在两个半岛之间距离不远，自
太史慈家乡海畔起程至今之大连附近
海滩，不过一百六七十公里。然而，先
行者的胆魄与实践，使自海上北渡的
历史比大批“闯关东”的历史提早了一
千六七百年。这些情况，完全有据可
查。因为“老乡”太史慈在《三国志》中

是有传记的。
但在那时，毕竟闯辽东还属于“散发”和

“独漂”的情况，真正大规模的自南而北的海
峡渡有记载的还是在 1400年后的明末时期。
当时的登州参将孔有德和耿仲明叛变明朝，
先是攻打劫掠登州数县，然后率领本部军兵
加上裹胁的乡民以及拥入叛军者号称万人，
至少也有七八千人之数，于崇祯六年乘船浮
海北抵辽东，向后金投降，孔、仲二人双双被

“封王”。这一明末的重大事件，不仅说明王朝
内忧外患之危重，也说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
岛之间渡船往来已非难事，而且可以动员大
规模的渡海行动。在此后的1945年，我党我军
在日本投降后大举进军东北，调集了十几万
部队由黄县的龙口港、蓬莱的栾家口等港乘
船抵辽东半岛各处，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战略
意图。这前后相距三百余年的军事渡海赴辽

东性质完全不同，但说明渤海海峡在军事转
移与民众迁徙上都是古今相续的交通命脉。

笔者幼时在故乡，听自家先辈和邻居老
人讲的闯关东的真实故事那就更多了。最典
型的一例是我外祖母讲她舅舅的事。当时我
姥姥已年过九旬（她生于清咸丰年间），但一
提她舅舅只身闯关东，每个细节都记忆犹新。
她说她舅舅是从蓬莱栾家口上船的，那是道
光十二年。舅舅会厨师手艺，还会唱皮黄戏，
但到了关东几年，“事由儿不顺”，最后只带回
一个“大脚片妗母”。这位妗母长得眼窝较深，
鼻子有点高，嘴岔也大，不大会干家务活，更
不会做针线。当时老家人给编了一段顺口溜：

“渤海湾/关东山/几年没挣几个钱/领回一个
大脚嫚”。弄得她舅舅挺没面子，不久便带着
媳妇回了关东。这充分证明：在鸦片战争前，
故乡人已有人在“海北”那边落户了。

“闯关东”不是在一个时间段内
大举“破门而入”的，而是千数百
年以来探寻—冒险—跋涉—起伏的
过程；开始是零落渐进的，随着主
客观各方面条件的成熟，便出现了
相对意义的“关东热”。在我们老
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民族企
业家自力开埠的龙口港，在“闯关
东”大潮中是一个分水岭。因为从
此龙口先后与营口、大连等港有了
定期的班轮，胶东半岛北部和西部
的民众大都在此乘船去东北，“闯关
东”渐形常态化。但不知这时的旅
客们，透过“火轮”的窗口望着起
伏的海浪，会不会想起当年的海上
探路者太史慈他们？

“闯关东”非自近代始
石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