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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文学”主要是指中国大陆改
革开放以后走出国门，在海外以汉语进
行创作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形成的
文学。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新移民
作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在海外主要
用汉语写作；他们的作品所描写的世
界，都会与中国大陆的历史、社会和现
实发生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些

“新移民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深度介入中
国大陆当代文学，作品主要在中国大陆
发表、出版，作家常常在大陆获奖，以
至于有些学者干脆将他们“收编”进中
国大陆当代文学，认为“新移民文学”
就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一部分。

具有较为明显的中国
大陆当代文学的影响痕迹

“新移民文学”的出现，在某种意义
上讲，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开
的花结的果——因为“新移民文学”作
家群中的代表性人物如严歌苓、陈河
等，出国前在大陆就已经是颇有成就的
作家，而那些到了海外才走向文学创作
的众多成员，也在大陆基本完成了文学
教育，有些还接受了大陆的文学训练，
并直接或间接地受过大陆文学观念的熏
染乃至灌输，即便到了国外，他们也非
常关注大陆文坛的动态，与大陆文学界
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种种因素的共
同作用，就使得“新移民文学”具有较
为明显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影响痕
迹，受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苏联文
学影响较深，并带有非常强烈的中国当
代文学“气质”，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代
入感，历史感强。

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断定“新移
民文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
因为“新移民文学”既然是由移居到海
外的作家所创作，那么他们的作品，自
然就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并
且，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
文学观念、创作形态，与生活在中国大
陆的作家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在文学诉

求、情感表达、主题关注、创作自由
度、艺术理念等方面，也逐渐地形成了
他们自己的特点，与中国大陆当代文
学，形成了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
点的独特性。

兼具“大陆文化”与
海外“异质文化”的特质

“新移民文学”这种既从中国大陆当
代文学中脱胎而来，又与中国大陆当代
文学有所区别，既有中国大陆当代文学
影响的印记，又有自己新生出来的特点
的文学，事实上是个跨区域跨文化存在
的文学世界。说它跨区域，是指它既寄
生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之“内”，又独立
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之“外”；说它跨文
化，是指它看上去似乎与大陆当代文学
的“文化”气质相仿佛，“新移民作家”
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大陆的文学环境下成
长起来的，与同龄的大陆当代作家有一
种“同根性”，但它毕竟是“生产、生
长”在异质文化环境之下，直接受到异
质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它在文学
写作的纯粹性和自我要求方面，在文学
写作的超然态度和大胆突破方面，在异
质文化对文学观念的渗透和体会方面，
都自有一种有别于大陆当代文学的文化
特性，也就是说，“新移民文学”的文化
特性，兼具了“大陆文化”与海外“异
质文化”两种文化内涵 ，并升华出一种
不同于两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文化的新
文化。

“新移民文学”这种跨区域跨文化的
属性，与其说是我们的理论概括，不如说
是它的“生产方式”和“生存形态”的真实

写照。当严歌苓、张翎、查建英、陈河、陈
谦、虹影这些海外“新移民作家”在大陆
频频获奖，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大
陆重要文学刊物上一再亮相，并在大陆
的名牌出版社密集出书的时候，他们其
实已经以“新移民文学”的身份，在中
国大陆当代文学的“版图”中，跨入了
一只脚。

与此同时，沙石、余曦、卢新华、
北岛、苏炜、曹桂林、周励、沈宁、施雨、少
君、刘荒田、陈瑞琳、王性初、冰凌、曾宁、
邵丹、宣树铮、曾晓文、阿黛、易丹、于濛、
坚妮、叶念伦、戴舫、刘慧琴、马兰、晓鲁、
朱琦、程宝林、孟悟、巫一毛、力扬、秋尘、
吕红、李南央、融融、蒋濮、刘观德、张奥
列、薛海翔、刘索拉、钱宁、吴民民、王毅
捷、高小刚、小草、施玮、戴宁、刘瑛、叶周、
黄宗之、章平、孙博、华纯等“新移民作
家”，以在大陆发表、出版作品的方式，在
中国大陆当代文坛显示自己的“存在”，更
是屡见不鲜。甚至，像查建英、施雨、华
纯、章平、刘荒田这样的作家，更是从“新
移民作家”变成了“海归作家”。可以说，

“新移民作家”这个数量颇为可观的群体，
已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坛烙下了独特而又
坚实的脚印。

将“中”“外”文化嫁
接、杂糅、重组和再造

与“新移民文学”跨区域的特性比
起来，它的跨文化属性显得隐性得多。

“新移民文学”的跨文化属性，主要
体现为“心态文化”上的“中”“外”兼
具，以及在高级文化、大众文化和深层文
化三个不同层级上，将“中国文化”和“异

质文化”进行嫁接、杂糅、重组和再造。
“心态文化”上的“中”“外”兼

具，在众多的“新移民文学”中有所体
现。以陈河的小说 《黑白电影里的城
市》 为例，当陈河在写中国经验中的

《宁死不屈》经历——小说主人公李松在
中国观看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的
历史和记忆——的时候，他的“文化心态”
完全是特定时期“中国心态”的呈现：饱含
难忘的英雄记忆和青春记忆；可是当他在
写阿尔巴尼亚经验中的吉诺卡斯特经历
——李松在阿尔巴尼亚真的踏入到《宁死
不屈》电影中故事发生的城市所遭遇到的
一切——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用“中国心
态”来看待这一切，而是用“在外国的中国
人”心态，以一种融合了西方历史观念、宗
教意识、经济优越感等复杂的多元心态，
来回忆、反观、审视、重组所面对的中国历
史和阿尔巴尼亚现实。

将中外文化进行嫁接的现象在“新
移民文学”中可以说十分常见。在沙石
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人性

“不可理喻”一面深入挖掘的“高级文
化”，已渗入沙石的那些“新移民”故事
之中；而在吕红笔下的中国爱情故事
中，则可以看到“新移民作家”对西方
流行小说、大众文化的汲取和借用；至
于施玮将基督教的灵性文化代入自己的
中国故事，则体现了“中国文化”和

“异质文化”的深层对话。类似的例子，
在“新移民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中，不
胜枚举。

因此，可以把跨区域跨文化特性，
视为是“新移民文学”的“身份标识”
和本质属性。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
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
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
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
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行路难》，乐府古题，多写世路艰难等内容，
现存最早作品是南朝宋鲍照十八篇。李白此诗约作
于 41岁前，那时他正漫游各地，谋求出仕以建功立
业。

起四句高开低走。“清酒斗十千”，语出汉曹植《名
都篇》诗“美酒斗十千”。好酒每斗十千钱（即万钱），夸
言价格之高。“直”，同“值”。“停杯”二句化用鲍照《行
路难》“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如此盛筵，正
好大快朵颐，而诗人却没有胃口，推杯掷筷，拔剑
而起，茫然四顾，无所适从。四句有意设置不同寻
常的生活情节，耸人听闻，以构成悬念。

诗人当欢不欢，究为何事？这便逗出下文：欲渡
黄河，而冰块阻塞河道，渡不过去；欲登太行山，而大
雪覆盖山冈，登不上去。二句点题，以自然之旅的行路
艰难，比喻政治之旅的行路艰难。仕途既不顺利，知难
而退可也，何必自寻烦恼？令人纠结的是，诗人不想放
弃，他对政治还有所盼望。于是乃有下文。“闲来”二
句，暗用了两个历史典故：相传姜太公曾在磻溪 （在
今陕西宝鸡东南） 垂钓，得遇周文王，后辅佐文王
之子武王灭商，建立了周王朝；伊尹曾梦见自己乘
船从日月旁边经过，后得遇商汤，辅佐商汤灭夏，
建立了商王朝。用此二典，可见诗人自我期许之
高。这中间的四句，抑而后扬，诗情复又振起。

然而梦想是梦想，现实是现实。一旦返观现实，诗
人再次跌落苦闷之中。“行路难！行路难！”一叠连声的
叹息，使读者感觉到，诗人仿佛就站在我们面前。

“多歧路，今安在？”二句换韵，乘势也换出新意：
行路之难，不仅在路有障碍，还在岔道甚多，正确
的路今在何处？想到这里，诗人豁然开朗：“天生我
材必有用”，天生我材也必有路！黄河不通，太行不
通，大海通不通？《宋书·宗悫传》 载宗悫少年时自
言其志：“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末二句是说，人生
不可能总是逆境，我且高高升起船帆，一定会有

“长风”到来，助我破浪直渡沧海！几经感情的煎熬
与挣扎，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还是占了上风，诗的
旋律最终又拉升回到了高音区。

此诗情绪激烈，波动幅度大，振荡次数多，时
沉九渊，时腾九天，艺术张力大，故文学感染力
强。其自强不息的信念，为理想而百折不回的价值
观，既带有盛唐时代精神的投影，也是李白个性气
质的典型体现。

长风破浪会有时
李白《行路难》诗赏析

钟振振

跨区域跨文化的新移民文学跨区域跨文化的新移民文学
刘刘 俊俊

□ 诗词赏鉴·自强不息

我的老家宅院里有一棵老枣树，父亲说
他小的时候院里头就有，估计总得有上百年
了吧。而今，父亲已不在人世了，这棵老枣树
依然蓬勃蓊郁，每年秋季都结出香甜的红
枣。

老枣树长在窗前，树身不高，也不很粗，
中间裂开一条深深的树洞，树干 60 度倾斜
着，像一个佝偻身躯的老人。我小时候它就
这样，过了50年，它还是这样，似乎岁月在它
身上停止了迁延。在我的记忆中，我家的鸡
到了晚上，往往不回鸡窝睡觉，而是习惯飞
到枣树上栖息。我也喜欢登着树洞爬上枣树
玩耍。童年的喜好竟然与动物相同，实在有
趣。这让我想起人类的童年时期，我们的远
祖最早也是筑巢而居，把家安在树上的。唐
尧时代有位隐士名“巢父”，即如此。

树老了，就成了“神”，许多百姓给老树
蒙上红布，供之香火，叩头膜拜。《中山狼》
载，东郭先生救了狼，狼却要吃他，东郭先生
和狼商议要找“三老”评评理。“三老”即老
牛、老翁和老树。在人们看来，老了就有通神
的意思，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道家却认
为活得久远是因为修炼得道。人如此，树亦
如此。

去过山西的晋祠，那里有春秋时期留下
的柏树，距今快 3000 年了，树身皲裂得七沟
八壑，形状怪异，部分还补着水泥，树根也隆
起地面，像老人的手青筋暴露，但树冠如伞，
葱茏沃若，新叶碧绿，如新鲜的娇娘。这是我
见到的树龄最长久的古树了，也是我见到的
最长久的生命体。春秋时期的老子孔子早已
化作尘埃烟云，而与他们同龄的树，“春秋依
旧在，几度夕阳红”，历经无数次雷击、风摧、
洪淹、地震、兵燹等无妄之灾，仍好好活着，
老而弥坚。

万物的寿命都有长有短，树也一样，树
种不同，生命的长度也迥异。凡是易成活、长
得快的树都短命。有一种树叫泡桐，几年工
夫发面似的巨大粗壮，树身多汁，小时候淘
气，拿小刀戳一下，汁液就流出来，像人的眼
泪。这种“速成”的泡桐寿命很短，不几年就

枯死了，而且质地粗疏、弱脆，不堪大用。但
城市拿它做行道树倒也合适，树大叶阔，今
天栽种，翌年就可享受绿荫了。寿命最长的
树种应该是松树柏树了，“岁寒，然后知松柏
之后凋也。”人们祝福寿星常说“寿比南山不
老松”。它们多栽种在陵园墓地，祠堂寺庙，
皇家园林，象征万古长青，永垂不朽。黄帝
陵，避暑山庄，武侯祠，清东陵西陵等故地旧
地所在多有，古意森然，平添了一份岁月感、
历史感和肃穆的气息。松柏不仅常被人们赋
予精神的象征意义，生活中也堪称栋梁之
材，质地密实坚韧，不折不弯，盖房子做家具
做寿材都是上好的木料。

最文艺的树应该是柳树了。柔媚，浪漫，
伤感，多喻离别。柳树特别容易成活，插个枝
不久就冒牙了。树的形状不够高大雄壮，有
一种垂柳更是枝条柔软细长，婀娜婆娑，随
风飘拂，颇像柔顺乖巧的女子，河边、田畴、
井旁、房前屋后到处可见。从《诗经》“昔我往
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开始，柳
树跟诗人结下不解之缘，关于柳树的名句车
载斗量。诸如“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
园情”（李白），“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春风
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等
等。这里“杨柳”就是柳树，跟杨树没丁点关
系，譬如“杨柳细腰”是说女人婀娜的腰肢，
像摇摆的柳树，如果像杨树那样直挺挺，岂
不大煞风景？

我们生活的北方平原，最家常的树是杨
树、槐树、榆树、柳树、枣树、桑树、椿树，还有
桃李杏梨等果树。农村长大的孩子，童年记
忆的底色就是爬树攀高，抓知了，偷果子，
找鸟蛋。用树杈做弹弓，用树棍做皮牛，
用树枝做伪装帽。在食不果腹的饥馑年
代，槐花、榆钱、树皮、树叶等都是救命
的食材。树木是人类的密友，甚至是生命
的孵化器，人类是从丛林中走出来的。没
有树，我们所生存的地球就是荒漠。

那年去澳大利亚，第一次走进热带原
始森林，那真是树的世界呀，密密匝匝，

遮天蔽日，盘根错节，枝柯交错，仿佛走
进了洪荒远古。有树的地方，就有人烟，
有树的地方，就有文明。中华文明唐之前
北方是中心，后来就移到南方了。据说跟
树有关。唐之前，北方气候温暖，雨量丰
沛，森林繁茂，不仅有母亲河黄河，河边
林地还有大象出没，要不河南为什么叫

“豫”呢？字里有“象”，黄河边上还出土
过大象的化石。北方翠竹成林，所以才能
就地取材、竹简作纸，书写青史，竹子绝
对不会千里迢迢从南方运来。后来，“坎坎
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王朝更迭，大兴
土木，战乱频仍，森林被毁，气候变得寒
冷，北方不再适宜竹子生长，大象更是南
迁。文明也如候鸟找寻温暖。比如宋代，
大文人苏东坡、王安石、陆游、欧阳修等
多是南方人。即使如今，森林覆盖率高的
地方，文明程度就高，反之就低，树木稀
疏，精神也荒凉了。

庾信作 《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
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
人何以堪。”由树及人，生发对生命从葳蕤到
肃杀的慨叹，表达出一种无奈、伤感、苍茫的
情绪。人的生命意识从来就有许多和自然界
的树木联系在一起，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
江滚滚来……从一树鹅黄到碧叶青青，从落
英缤纷到枝桠萧条，一如人的生命年轮轨
迹。生生死死，枯荣寂灭，周而复始，无穷无
尽。茅盾见白杨而想起挺拔的哨兵，鲁迅把
寒夜的枣树喻作孤独的战士，庄子欣赏不成
材的樗安享自在，孔子在杏林筑坛授业，佛
陀在菩提树下觉悟，李聃（老子）之李本就是
一棵树啊。

小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画
画，让大家画一个家。大多学生的画面是
这样的：一座房子，旁边有一棵树，树的
下面是人，树的上方是圆圆的太阳，房子
前面有一只鸡或一只狗。这就是我们的
家，家园里怎么能没有树呢？

题图题图来源来源：：百度图片百度图片

□ 文学新观察

《决战崛起》紧扣强军梦

由龚盛辉、曾凡解创作，国防科大
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决战崛起
——中国超算强国之路》作品研讨会日
前在京举行。《决战崛起》是中国作协重
点扶持作品。作品紧扣中国梦、强军梦
时代主题，以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讲述
了新中国一支胸怀祖国、志在高峰、团
结协作、奋勇拼搏的计算机科技攻关队
伍——国防科技大学银河团队，为中华
民族之崛起，呕心沥血奋斗半个多世
纪，开创的堪称中国超级计算机发展缩
影的历史伟业，展示了中国计算机技术
从比美国落后20年，到登上世界超算之
巅，创造世界排名“六连冠”的惊世逆转
和辉煌成就。与会专家认为，作品史料
翔实、结构宏阔，堪称佳作。

专家研讨“弘扬现实主义精神”

文艺报社与人民日报文艺部日前
联合在京召开研讨会，专题研讨在新的
时代如何在文艺创作中弘扬现实主义
精神。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根本
上揭示了文艺创作与现实的关系，指导
着文艺创作如何看待生活现实、如何反
映社会历史。在文艺创作上，现实主义
不仅是创作方法，更是一种创作精神。
文艺工作者要弘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现
实题材创作水平，发掘时代新经验，塑
造时代新人物，讲好当代的中国故事。

《民族文学》奖励年度佳作

2015《民族文学》年度奖颁奖会日前
在京举行。该奖从本年度的汉、蒙古、藏、
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6种文版中共评
选出了32篇（首）获奖作品，涵盖了11个
少数民族作者及译者的精品力作，其中
汉文原创作品9篇，蒙、藏、维、哈、朝母语
原创作品 10 篇（首），翻译作品 12 篇

（首），是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多语种多门
类、精彩纷呈、不断发展进步的集中体
现，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发扬现实主义
创作传统，扎根人民、深入生活、为人民
抒怀、为民族立志、为时代放歌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民族文学》被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评为“2015百强社科期刊”。

布谷鸟叫了，
叫醒了裸睡的柳条，
用黄芽装点起来吧，
重新展示你的曼妙。

布谷鸟叫了，
叫醒了酣睡的小草。
准备你的绿色巨笔吧，
涂抹广袤的草原和幽幽
小道。

布谷鸟叫了，
叫醒了报春的万物争
俏。
使出你的浑身解数，
与春天对视深聊。

布谷鸟叫了，
叫醒了人们为生活奔
跑。
一年之际在于春，
把握时机为事业赶考。

你的细手纤纤柔嫩
轻轻拨动悠扬的琴声
百鸟赶来合唱
群芳绽放神韵
小草齐刷刷苏醒
晨露亮闪闪流银……
你掀开神秘的头巾
让人间又实现华丽的转
身

你的微笑楚楚动人
悄悄点亮多彩的画屏
嫩芽扬起蓬勃
新绿涌动激情
河水哗啦啦欢唱
春晖暖融融升腾……
你摇响生命的风铃
让我们又拥抱美好的愿
景

布谷鸟叫了
王 谨

春韵
黎耀成

觅春 李 陶摄觅春 李 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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