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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特展首博开展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日，《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特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展出展品约280组件。展览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土地

革命（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1-1945年）、新中国成立（1949年）四个历史时期为时间

线索，用史料文物还原重大历史事件，概括、凝练地展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

革命历程。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已至耄耋之年的陕西籍学
者、作家杨若文，于去年底推出
了近9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
《天涯何处无芳草》。

据了解，《天涯何处无芳
草》叙写了苏轼、潘丙、王三这
三家的月缺月圆，旁顾了几十
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对中国式
家庭的内涵进行了深层次的解
剖和分析。“笔触到当时的广袤
社会，书中重大事件与主要人
物均是有据可查，力避‘戏说’
以误导读者。文艺作品允许合
理想象，讲究艺术的真实。本
书构思了相应细节，这既不影
响历史的真实，还让故事情节
枝繁叶荗起来，人物形象也变
得鲜活多彩了。”杨若文表示。

在杨若文看来，苏家如此
品位高洁、阳光艳丽，与其家族
世代相传的优良家训家风是密
不可分的。随着时间的流逝，

“苏门家风”渐渐超越一宗一脉
的意义，赢得了国人的口碑，流
传至今。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专
访杨若文，请他畅谈创作《天涯
何处无芳草》的感受和体会。

中国城市报：《天涯何处无
芳草》为什么聚焦“家庭”这一
主题？

杨若文：《天涯何处无芳
草》描绘的是苏轼家庭。我认
为，家庭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位置很特殊，如儒家经典《礼
记》中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齐家的价值追求诉诸于
治国，同时也是古代中国人精
神涵养的核心内容之一。无论
是在广阔又精深的中华民族理
念里，还是在悠长的历史现实
中，家庭的重要性是根深蒂固
的，其分量之沉亦不言而喻。

中国城市报：主角花落苏
家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杨若文：第一，苏家既是和
谐相处的典范，又是团结礼让、
快乐相处的港湾。和谐相处，
不少家庭能做到，而团结礼让、
快乐相处就不那么容易了。苏
轼曾两次遭到贬谪，生活格外
穷窘，但苏家无人抱怨，更无人
气馁，而且苦中有乐：苏轼写下

了“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
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一
家人笑翻了。他们理解苏轼的
难处，也知凭自己双手没有越
不过的沟沟坎坎。这就是苏
家，即使物质生活困乏，精神生
活却是丰富的。

第二，苏家是人才成长的
理想摇篮。苏家出了大名鼎鼎
的“三苏”，两位百姓敬仰的好
官，六位后人津津乐道的女子，
连老仆人任彩莲也有许多长处
列入典籍记载，这在古代家庭
中是罕见的。

第三，苏家是官员保持廉
洁的一方净土。苏轼、苏辙任
高官时，别人行不进贿去；一些
人瞄上苏家女眷，想要攀亲，也
被顶了回去。

第四，苏家是苏家人事业
有成的坚强后盾。苏轼先后任
8个州的太守，兴修水利，关注
民生，灭蝗除恶，兴学校、建医
坊、救饥抗灾。平民百姓知恩
报恩，给苏大人塑像、挂匾、建
生祠，焚香祈求多福多寿。这
些赫赫业绩，少不了苏家的支
持、理解。例如，苏轼被贬岭
南，成了被监督对象，眼见河桥
被洪水冲垮给百姓带来诸多不
便，就出面组织抢修；资金不
够，自己便勒紧裤腰带捐款，还
写信给弟弟动员弟媳助捐，伸
长臂到千里之外了。他弟媳还
真拿出数量巨大的私房钱。不
少历史典籍对此有记载，并非
本书的杜撰。

苏轼本人彪炳历史，苏轼
家庭也被万家敬慕，形成了“有
这个家才有苏轼，有苏轼才有
这个家”的良性互动。苏家在
多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特点和生活智慧，主角花落苏
家也就很自然了。

中国城市报：苏轼有很多
同呼吸、共患难的朋友，不止一
次地向苏家伸出援手。苏轼交
友有什么高妙之处？

杨若文：患难之交，表现在
关键时刻。“乌台诗案”中，苏轼
被冤锒铛入狱。不怕丢官、冒
着风险营救他，替他申冤的朋
友很多，仅受牵连被处理的就
达29人；苏轼被贬黄州、岭南，
千里迢迢、蹈辛履苦前来探望
的不是一个两个……友情之

深，由此可见。以心待心、以诚
待诚，是苏轼交友的诀窍。

中国城市报：《天涯何处无
芳草》的创作从情感层面切入，
小说的主题表达是否与情感表
现密切相关？

杨若文：小说中展示了爱
情、亲情、友情的淡浓、撕裂、融
合。情感，在众多家庭中，美丑
洁污，百态交错。而在苏家，多
的是光鲜的一面：王闰之与堂
姐情感交流密切，堂姐出嫁时，
六七岁的她，抱着堂姐的腿“随
姐出嫁”。花桥里抬了两个女
子，洞房花烛床上多了个小姑
娘，这样的古今奇闻让新郎苏
轼笑疼了腰。在堂姐英年早逝
后，王闰之不顾家人反对硬是
跟从了姐夫苏轼，她对堂姐留
下的独根苗，比自己亲生的还
要亲。和苏轼夫妻情感深深、
相濡以沫的王闰之，中年身患
重病，不久便去世了。在这之
前，她担心以后丈夫孤独寂寞，
便亲自搭桥拉线成就了丫鬟王
朝云与自己丈夫的姻缘。一般
的妻子想不到、做不到的，她想
到、做到了。

爱情，交融于苏轼与妻妾
的神合意密；亲情，渗透在苏家
血缘之间的纷繁复杂；友情，贯
穿于苏轼与诸多好友之间的相
投意气。本书中，爱情、亲情、
友情三者或平行、或交错、或融

合，以各种形式展现出来。侍
妾王朝云与苏轼相傍相依、情
浓意密，但王朝云的英年早逝，
让苏轼肝肠寸断、思念连连。
二人的深情，贯穿书的始终，可
敬、可叹、可慕又可惜。此外，
书中也穿插了苏轼弟弟苏辙与
史娟儿排他性的恩恩爱爱，在
一夫多妻的封建时代显得格外
另类，既纯净也忠贞。

爱情、亲情、友情的汇聚、
融合，构成了家庭之魂。有爱
就有情，有情就有家，这就是情
感跟家庭的内在关系，也正是
书中表达的主题。

中国城市报：本书中“情”
在家庭中的表达有六种：情感
断裂、情感纠结、情感浓郁、情
感平淡、情感扭曲、情感错位，
您是如何拿捏的？

杨若文：比如情感错位，常
常是物质上满足但情感冷淡。
《天涯何处无芳草》中的才子秦
观，对结发之妻钱财上没有断
供，却在爱情上鸿沟深深，同居
一屋却不同床。雪中送的不是
炭而是别的，需要的是爱情，给
的却偏偏不是爱情。秦观对王
朝云却萌生感情，但始终是一
厢情愿的单相思。对不该爱的
爱上了，对该爱的却没有爱，也
是情感错位。

再如，情感扭曲，在苏轼妻
王闰之的葬礼上尤为突出。那

些暗中向苏轼放暗箭、下黑手
的家伙全都前来祭奠了，一个
个也都装模作样地一脸悲痛、
涕泗横流。苏轼内心厌恶却不
得不装出“欢迎”的表情。在这
里，情感被扭曲得像缠在老树
上的枯藤一样。

中国城市报：《天涯何处无
芳草》是一部关于家庭和家风的
小说，那么您认为当下人们应如
何保护家庭、传承优良家风？

杨若文：保护家庭方面，我
觉得要从情感入手。只要情
在，即使有形之家塌了，羁绊还
在，就可重建；情一旦撕裂，就
很难缝补、很难追回了。情在
家在，情无家亡。希望每个人
重视家中之情，将自己修炼成
情感的理智型、意志型角色，抑
制情绪脱缰，方能保护好家庭。

传承家风方面，从《天涯何
处无芳草》来看，“苏家门风”
有很多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
的地方。此外，本书通过对当
时三十几个家庭悲欢离合的
描写，展示了近千年前形形色
色的家庭类型：和谐相处型、勤
朴小康型、残缺不全型、贪财肥
胖型、穷而瘦小型、坐吃山空
型、互咬互撕型等，给当下的家
风建设也提供了教训、经验。
善于总结、以史为鉴、去恶扬
善，同时付诸实践，方能传承优
良的家风。

品苏门传奇品苏门传奇 承高洁家风承高洁家风
——访陕西籍作家杨若文访陕西籍作家杨若文

【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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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退休前为武警工程大
学教授（编审）；在职期间从事四十余年汉语言文学教
学与期刊编辑，独立撰写学术专著、教材各两部，长篇
历史小说两部，与他人合编丛书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
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