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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到了现代，虽然受到西
方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洗礼，在基本形态和影响力度上，都
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质的规定性和巨大
的文化惯性，依然对中国社会以及世界文
明，产生着重大影响。就从对海外华文文
学的影响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海外华
文文学的内驱力和承载体，可以说与海外
华文文学的发生、发展始终相伴，如影随
行。

海外华文文学源头都是
来自中国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中国 （含台湾、香
港、澳门） 文学之外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
的用中文书写的文学，虽然从文学的国别
属性上看已不属于中国文学，但这些分属
于不同国家的华文文学，它们的源头都是
来自中国文学。当它们在各自的发展过程
中，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属性和在地特征之
后，自然与中国文学产生了区隔，出现了
差别，有了各自的文学属性和国别印记。
然而，只要海外华文文学是用中文汉字进
行书写，那么附着在中文汉字上的中华传
统文化信息，就会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留
存；只要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学书写中用中
文汉字进行“思考”，那么中华传统文化观
念和思维方式就会灌注在这一文学中；只
要海外华文文学在创作中涉及到中国的社
会、历史、文化，书写到中国的自然山川
和风土人情，那么寄寓在中国社会、历
史、文化中的中华传统文化符码以及寄托
在自然山川、风土人情中的中华传统文化
内涵，就会成为这一文学中的有机组成。

北美著名华文作家白先勇在他的小说
《台北人》中，不但将中文汉字运用调度得
臻于化境，而且还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
多文化观念融进他的作品——如将中国文
学传统中较为突出的“历史感”代入他的
小说创作，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人生

如梦”的体认注入他的文学书写，而无论
是“历史感”的代入还是“人生如梦”的
体认，都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北美华文文学
中的当代体现。从白先勇小说 《游园惊
梦》 的篇名中，不难发现这篇现代海外华
文文学作品与中国传统 （明代） 文学 《牡
丹亭》 之间的历史联系，而小说中钱夫人
的人生遭际和命运波折，也隐现着白先勇
对 《红楼梦》 的致敬，内蕴着白先勇对

“人生如梦”佛教观念的认同。在同为北美
华文作家王鼎钧的笔下，一篇《对联》，写
尽了当代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孺慕
之情，文中以征求“桃花太红李太白”下
联为“由头”，说出了“对联”这种中国传
统文学形式中应有的精神、气度和内涵，
文章以“我的上联是桃花太红李太白，下
联是诗书可诵史可法”作结，表明了作者
对传统文化人在文字书写中展现精神气节
的文化欣赏。

中华美学理念对东南亚
华文作家产生影响

当北美华文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呈
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邃、博大、独特和巨
大影响力时，东南亚华文作家们也在自己
的作品中呈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及
他们对这种文化的深厚感情。在原籍马来
西亚却长期生活在新加坡的诗人、学者王
润华的笔下，中华传统文化由中国的古文
字、独特的山水观和丰厚的文史哲成就所
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文字和山水
观，则对王润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的
影响。王润华有一组“象外象”组诗，以

“河”、“武”、“女”、“早”、“暮”、“东”、
“秋”等汉字的古文字形态为题，通过对
这些古体汉字的联想和生发，创作出了颇
具“南洋”视角和现代风韵的当代海外华
文诗歌。而创作这组诗歌的直接灵感，则
来自“听周策纵教授讲授中国古文字学，
我往往随着他分析每个汉字结构起源而神

游古代的黄河流域，我恨不得把每个汉字
所包涵的诗情画意都写成一首诗”；至于他
的“山水哲学”组诗，则是从唐代诗人、
画家王维的 《学画秘诀》 中获得启发——
书中“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丈山尺树，
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
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的论述，在王
润华看来简直就是“一首好诗”，“道尽山
水画的艺术世界之构成的奥秘”，于是他

“马上记在脑里”，“过了几年”，终于写成
了“山水哲学”：

·上·远山/崎岖地睡着/而没有石头
古树/一片苍翠/而没有枝桠

绿水/悠悠流去/而没有波浪 野人/永
恒地望云/而没有眼睛

·中·路走尽在/树丛 溪流消失在/烟
雾中 断崖绝成/古渡 水开阔处/有远帆

·下·两座山/把水压成/涧 两湖水/又
将山逼成/崖

从王润华的这组“山水哲学”诗中不
难发现，中国古代诗人王维“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美学理念，在东南亚华文作
家王润华的笔下得到了当代呈现。在同为
新马华文作家淡莹的诗集 《太极诗谱》
中，我们则又看到了一个海外华文诗人如
何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形态——太
极拳的种种动作、名称的感悟，从中升华
出充满哲理的诗意、诗性和诗形。

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海外华文文学中
的呈现，范围广阔，领域多样，姿态纷
呈，文采斐然。中华传统文化如同海外华
文文学的生命之源，美学之泉，载舟之
水，赋形之物，为海外华文文学呈现自己
的当代形貌，提供了来源、形貌和力量。

赵本夫很低调，但是很自信。
有一年，他到北欧访问，把自己的作品送给

北欧一位秘书长，秘书长很遗憾地表示，可惜是
中文，自己看不懂。赵本夫通过翻译告诉对方：
锁到箱子里，等你的孙子学会中文，拿出来再给
他看，还是好作品！秘书长听了哈哈大笑道：赵
先生真是太自信了！

他当然有底气自信！一个作家写出的小说，
过个三五年不能看了，写它干嘛？

新作 《天漏邑》 出版了，他照样自信满满，
他说，将来从书店买去了，有读者看完了说不好
看，退回人文社，这个账算我的。我相信读者看
完会觉得好看、过瘾；当然，作品光是好看还不
行，还要有内涵，耐看。

天漏邑这个老态龙钟而又极富生命力的独特
村落，在赵本夫笔下被赋予太多的隐喻，在他一
波三折起死回生的叙述中，倏尔刀光剑影，忽而
海市蜃楼。既隐见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风格，又
有东方哲学神秘又包罗万象的博大情怀。

1981 年，33岁的赵本夫 《卖驴》 获得全国优
秀小说奖。张光年很是不解，事后问他：“无论语
言能力还是文字功底，你都相当成熟，为什么现
在才开始写？”起步晚，写作慢，厚积薄发，恰是
赵本夫的特点。他立志要写出中国气派的小说，
这气派始自他的文学与生活经验的累积，始自他
心无旁骛的淡定与从容。

《天漏邑》 的女主人公檀黛云这一人物形象，
是赵本夫以其五舅妈的一部分经历为原型。后者
是徐州著名的“钢铁妈妈侯五嫂”，她是妇救会
长，抗战时期做了大量革命工作，被日本鬼子捉
住后受尽酷刑，宁死不降。她后来侥幸逃生。历
史上很多记载似乎表明，女性相对男性更少背
叛。显而易见，书中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抗日战
争，一条是民国的柳先生以及当代学者祢五常带
学生去考察天漏村的历史。赵本夫的写法并不花
哨。在他看来，形式固然重要，但没有太多高下
之分，关键是作品的内涵。

赵本夫说，《天漏邑》探讨了文明的进化，也
探讨了国家兴旺，无论国民政府中央历史研究所
的柳先生，还是当代学者祢五常，都在探索：为
什么一个村庄的历史会长过一个朝代？这在世界
范围内都有重大意义。中国的经史子集都会或多
或少谈到兴旺。任何兴亡，看似偶然，其实是必
然的。历史学家都会谈出很多道理，但是政治家
往往很难做到，有很多无奈。

“无奈”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一种情绪。赵本夫
认为，社会上有很多问题，大家都看到了，但是
谁能做到让这个社会没有问题？人生也一样，谁
都做不到一生无憾。还是要用纵深的、宏大的胸
怀看待从古到今的演变。天漏村的生活状态都隐
寓在历史变迁中了，村里的人没有要求，没有欲
望，按自然天性生活，比如天漏村九龙洞的竹简
乍册，是由一代代的哑巴完成的，没有人去干涉
他们真实地记录历史。

写的是老故事，但赵本夫出手不凡，内容丰
富，内涵丰厚，写出了新意，而且有一种中国传
统小说的意韵，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神秘感，强烈
地吸引着我们往下阅读。在赵本夫的笔下，自然
界、生活中无处不存在“奇”。“社会生活有隐性
和显性两个层面，显性是秩序井然的现实生活，
隐性是每个人心中的小宇宙，大大小小五花八
门，无论是希望升官发财还是别的什么，都有一
种盼望奇迹发生的心理。而恰恰是内心对奇迹的
渴盼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其实，就算是日常生
活中也充满奇迹：每个人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这不是奇迹吗？还有自然界的风雨雷电、万物万
象，也都有自己的生成过程。想一想都觉得奥妙无
穷。”赵本夫说，到处都充满奇妙，只是大家都没往
深处想。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有些是科学
家都解释不通的。“一直有种观点认为，人类文明
是地球上最高级的文明。我却认为，我们人类不
要那样自恋，把文明的含义延伸一下，扩大到整
个自然界行不行？由此来看，世上最高级的文
明，其实应当是自然文明。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
个物种，人类文明只是自然文明的一部分。”

成熟的作家总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最
终应该怎么走。如果写一部作品，读者总能从中看
到马尔克斯或卡夫卡，一定是一种失败。赵本夫的
看法是，文学创作应该追求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东方的哲学思想，它是神
秘的、朦胧的、含糊的。看中国古代智者的话，或
是一些成语、俗语，它们意思完全相反，但却都有道
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就是包容，
就是和而不同。这种丰富性可以导致多种解读，而
这正是文学艺术最大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西方
的哲学思想也许更适合技术，中国的哲学思想更适
合艺术。尽管也有糟粕，但我们也积累了很多中国
文化自信。“我想写出中国气派的作品，拿到世界上
去，别人是不是承认不重要。我不迎合翻译，我只
写我愿意写的东西。”赵本夫说。

赵本夫希望，自己的文学作品能够赋予人物
某些理想主义的光芒。他的作品看起来很现实主
义，其实充满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各种小人物
都有其向善向美的一面。

船下广陵去，
月明征虏亭。
山花如绣颊，
江火似流萤。

这首五言绝句，约作于唐玄宗开元十
四年（726）春，自江宁县 （今南京市的核
心地区） 乘舟沿长江东下赴广陵郡 （今
江苏扬州） 时。当年李白 25岁，风华正
茂，出川刚两个年头，正在东南地区漫
游。

“征虏亭”，今已不存，故址在今南
京长江南岸。亭始建于东晋，文献记载
各各不一，或谓征虏将军谢安建，或谓
征虏将军谢万建。谢安、谢万是兄弟，
皆为东晋重臣，但 《晋书》 二人本传中
都没有他们曾任“征虏将军”的记录，
故以上二说均难以确定。大抵该亭得名
的由来与“征虏将军”有关，至于将军

姓甚名谁，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前两句交代此番出行的时间、地

点、交通工具与目的地，作用略同于
“日记”，简明扼要。但也不单纯是“流
水账”，以文学眼光来看，至少有两个字
是用得很凝炼的。一个字是“下”：南京
在扬州的上游，顺水放船，故云。一个
字是“明”：形容词作动词用，为“照
亮”之义。后两句着力描写旅途所见江
上风景。古代帆船吃水不深，又当夜

晚，故长江江面虽阔，也只是贴岸航
行。南京至扬州一段江面，北岸为平
野，南岸为丘陵。航船贴近南岸，因有
夜月照映，故山花历历可见。山花何所
似？似美人精心妆饰的脸颊。遥望江
上，则渔船及其他航船的灯火，星星点
点，摇曳不定，犹如夏夜里的一只只萤
火虫在飘飞。二句一近一远，一静一
动，共同营造出了夜长江的秀美与空
灵。在人们的阅读印象中，李白的山水

诗向来以大劈斧皴、雄奇俊伟见长，想
不到他还有笔法如此萧闲细腻，意境如
此宁静幽微的一面！

南朝梁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 《文心
雕龙·物色》篇里，首次提出了“山林皋
壤，实文思之奥府”，文学创作亦得益于

“江山之助”的观点，并赞曰：“山沓水
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
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
如答。”李白这首山水诗之所以风格迥异
于其他代表作，不完全因为它是诗人早
期作品的缘故，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祖
国的大好河山面相百变，多姿多彩。就
拿长江来说，固然也会有“一风三日吹
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涛似连山喷
雪来”，“月晕天风雾不开”（李白《横江
词》 六首） 的惊心动魄，但还是“山花
如绣颊，江火似流萤”的时候居多，一
经诗人画笔写生，自能令读者心旷神怡。

“70 后”作家马笑泉的长篇小说新
作 《迷城》 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
品，以新世纪第一个 10年为叙述跨度，
以一个具有 2500 多年的南方县城为标
本，试图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向度解读基
层政治文化，同时呈现传统文化在社会
转型时期所表现出的积极作用和自身局
限，以家国大业、儿女奇情、翰墨文
化、地方风俗等诸种要素融合成了这部
极富中国韵味的小说。

如评论家施战军指出，一座县城的
人文历史和现实课题以迷魅之象笼罩于

文本，作者的任务就是破解这一深不见
底的迷局。作品在引人入胜的情节内，
有着强大的思辨力。主要人物身处官
场，选择了位于正道并担当正义，但必
须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面对正道之外重
重叠叠的蛇口鼠洞的诱惑、觊觎、构陷
与杀机。而这一复杂情境的正反两面，
都可以既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存在依据又
能够在现实中得到情理解释。这部长篇
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辨深度，才使得好看
的官场生态题材小说，有了向中国故事
的精神深处和人类生命的价值底线探问

的思想气质。
在作家付秀莹看来，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的底层社会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
化，马笑泉写出了这种剧烈变化中的人
的精神出境，写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写
出了这个时代的波光云影。在这波光云
影中，大约可以见出大时代的山河巨变。

马笑泉本人则认为，县城政治生态
的文学书写，要尽可能写出其多义性、
复杂性和含混性。作家应该深入思考，
在鲜活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中审慎地探
询价值判断。

作家肖复兴新著 《我们的老院》 最近由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作家曾经广有影
响的 《蓝调城南》 的姊妹篇，同样书写老北京的
地理历史和人的命运。作家所说的老院，是一座
三进的四合院，位于京城最繁华的前门大街附近，
曾是拥有百年历史的粤东会馆，后来成了平民居住
的大杂院。在时代历史的变迁中，院里的居民之
间，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在这些浸透着作家
生命记忆的故事中，人心和人性赤裸裸地相见，如
电光石火，令人深深震撼。童年记忆，对每一位作
家来说，都是他个人的富矿。这是一部情感沉郁的
书，是一部哲思深蕴的书，也是一部可见作家心魂
的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肖复兴说，《我们的
老院》是他一直想写的一本书，也是他的一部最重
要的书。本书虽篇篇皆为凡人小事，却告诉了我
们最朴素的真理，最真实的善恶。这是一代人的
历史记忆和一代人的心灵史。 （文 一）

赵本夫：
写出中国气派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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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近况□作家近况

海外华文文学透射中华传统文化
刘 俊

□文学聚焦

山花如绣颊，江火似流萤
李白《夜下征虏亭》诗赏析

钟振振

□诗词赏鉴·大好河山

《迷城》：县城书写与时代生态
陈 成

“举办‘我们与你在一起’全国大
型诗歌公益活动，旨在唤起更多诗人从
满足自身审美需求的小我创作，回归关
注时代、关注社会、关心民众疾苦的大
我诗歌创作立场上。”中国诗歌学会会
长骆英在日前举行的2017“我们与你在
一起”全国大型诗歌公益活动上表示。
本次活动由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诗
歌研究院、浦江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北京
大学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以及唐晓渡、
程步涛、黄亚洲、傅天琳、郑小琼等诗
人、诗评家齐聚浙江浦江县，谈诗论
文。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包括授予浦江
县月泉书院为首个“中外诗人创作基
地”、在大畈乡建光村举办“诗人小
镇”揭牌仪式；“我们与你在一起”全

国大型诗歌公益活动朗诵会及论坛、“万
年浦江 千年月泉”全球华语诗歌大赛启
动仪式等系列活动。

“这一诗歌公益活动引起关注。诗
人们将笔触转向留守儿童、老人、妇女
这些需要温暖和帮助的群体，并动员全
社会来关爱他们、帮助他们，摒弃以往
的自说自话，真正的走进人民大众，诗
歌才能具有生命力。”中国诗歌学会副
会长唐晓渡说，将这一诗歌公益活动落

户在浦江，开辟了中国诗歌学会与县级
城市长期合作的先河。

浦江的诗歌历史源远流长。宋末元
初的“月泉吟社”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
的文人结社，对后世影响极大。现在
的浦江是中华诗词之乡，有民间诗社
10 多个，诗人 1000 余人。近年来，浦
江 诗 词 文 化 活 动 丰 富 多 彩 ， 开 展 了
校园诗教活动、农民赛诗会、翠湖纳凉
诗会等。

(图片来自网络)

大型诗歌公益活动走进浦江

于超蓉

肖复兴新书《我们的老院》出版

赵本夫

中国传统山水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