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责任编辑：王杨 宋晗 电话：（010）65389071 电子信箱：wybsjwt@163.com 华文文学

歙县新安碑园 李志超 摄

■动 态

2019年6月24日 星期一

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HUA XIN

从1978年发表《伤痕》以来，作家卢新华至今

已发表、出版短篇和中长篇小说数十篇（部）、随

笔集两部。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除《伤痕》外，还

有《紫禁女》《伤魂》《财富如水》等。虽然其身份

经历了从中国知名作家到美籍华人作家的转变，

却初心不改，从《伤痕》至《伤魂》，他依旧关注着

中国大地的城乡变化，以及由此带给中国人从物

质到精神、从思想到观念、从道德到心理层面的

冲击与嬗变。他依旧担负着反映中国现实问题

的社会责任感，从未放弃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

传统与作家“揭出病苦”的良知。

《伤痕》等的伦理重建

今天看来，《伤痕》这篇文字技巧不无稚嫩的

短篇小说，当年却给了刚从十年动乱的噩梦中醒

来的人们以及中国文坛以极大的震撼，是此后的

中国文坛所难以想象和不可重复的。《伤痕》通

过一位与“叛徒”母亲决裂的女知青王晓华在

“文革”中的经历，揭示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

问题，即如何认识和反思“文革”对于中国人的

伦理观念和道德秩序的破坏，它烙在中华民族肉

体上、精神上究竟是怎样的一道道“伤痕”？“伤

痕文学”承担的恰恰是本应由哲学家与思想家来

承担的历史使命。《伤痕》如同一个突破口和宣

泄口。它的横空出世，开启了亿万中国人内心深

处的一扇扇紧紧封闭的情感闸门，于是，亿万中

国人可以在一夜之间为一个女知青及其母亲的

生活遭遇和悲剧命运而潸然泪下，亿万人的泪水

很快化为汹涌澎湃的浪潮，成为冲破思想禁区和

精神桎梏的滚滚洪流。它一扫“假大空”式的文

风，为中国文学恢复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开

了先声。

《伤痕》《上帝原谅他》等作品，尽管不可避免

地带有上世纪70年代末文学作品的政治印痕，但

正是由于它们敏锐地触及并反映了中国人最亲

近、最柔软、最温情的血缘关系、亲子关系，被外

力所打破而带来的伦理悲剧和人性沦丧，因而成

为“伤痕文学”中最动人心弦的作品，也表明了当

时的青年作家卢新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的社会责任感及其与鲁迅先生“揭出病苦，以引

起疗救的注意”一脉相承的文艺观。

《森林之梦》不是梦

从1978年发表《伤痕》，至今已40余年。纵

观卢新华的全部小说，其作品在文坛上引起较大

反响的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上世纪70年

代末至80年代中期，以短篇小说《伤痕》《上帝原

谅他》等为代表；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长篇

小说《紫荆女》《伤魂》等为代表，而中间似乎有着

长达十几年的“断裂带”。这其中自然有他当《文

汇报》记者后辞职下海，继而出国留学，此后在异

国他乡为生计奔波，无暇静心写作等因素。不少

人却忽视了卢新华在出国之前出版的一部长篇

小说《森林之梦》，这是他在80年代中期出版的惟

一一部长篇小说，其重要性在其创作生涯中不言

而喻。

《森林之梦》完整展现了“后伤痕时代”的“王

晓华”“苏小林”们的命运、前途和她（他）们返城

之后人生梦想或实现或破碎的悲喜剧，最终完成

了作者自《伤痕》以来对于中国知识青年的命运、

前途与社会变革、时代变迁息息相关的“忧思

录”。这部作品，以返城后的女知青白

娴与林一鸣、贾海才之间的爱情、婚姻

纠葛为主线，围绕着他们及其身边形

形色色的人物，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

从国家、城乡到家庭、个体发生的巨大

变化，以及物质、经济的量变给人精神

上、心灵上的冲击力。白娴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就是返城后的“王晓华”。

她没有王晓华为了表明“革命立场”而

与母亲断绝关系的盲目与决绝，美丽

善良，温顺懦弱。她对家庭压力、世俗

观念妥协，与恋人林一鸣分手，选择嫁

给了“城里人”贾海才，终于酿成了最

后走向死亡的致命苦酒。她与王晓华

一样，在骨子里都属于名副其实的“懦

弱者”，只不过王晓华在母亲面前表现

出冷漠，而白娴则屈服于精于算计的父母的小市

民习性而已。

而林一鸣无论在人品上还是在情感上，与

《伤痕》中即使在荒唐年代仍人性未泯的苏小林

都属同道中人，作者让他在《森林之梦》中完成了

苏小林的人生梦想。作者写他的人生觉醒：“一

种自我反省的内在力量，一种对于社会、历史、周

围环境的无可推卸的责任感，大枷般压上了他创

伤满目的心，帮助他从一种类似沉睡的麻木状态

中苏醒过来。”无疑，林一鸣虽然来自农村，又被

白娴父母嫌弃而与恋人分手，但他却是时代和生

活的强者，不仅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而

且发表小说一举成名。小说结尾处写道：他和同

学一起利用暑假深入苏中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终

于在开学后完成了《江苏农村社会调查》，成为有

理想、有抱负且与祖国共命运的时代新人。正如

书中那首小诗所写：“我没有漂亮的诗行，可我手

捧不曾破碎的理想，妈妈，请将我的汗和血，汇入

你奔流的大江。”

《紫禁女》的隐喻性

《伤痕》为年轻的卢新华赢得了荣耀。他本

可以按部就班地走上“文而优则仕”的坦途，或是

太太平平地继续他的文学梦想，然而，天性不安

分的他此后却选择了放弃公职，经商下海，而后

自费出国留学，为了生存蹬三轮车，到赌场发

牌。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从未放弃文学梦

想和作家观察生活、批判现实，尤其是反映中国

社会历史与现实的使命感。中篇小说《细节》是

他远渡重洋踏上新大陆之后一部饱含辛酸苦辣

的人生见闻录，与其将它当成小说来读，不如当

它是“十年一觉美国梦”的生活笔记更为恰当，日

后的《伤魂》在此篇中已初露端倪。卢新华去国

十多年似乎憋了一肚子的话，正话反话俏皮话、

好听的话难听的话，一股脑儿在小说中宣泄，好

处是直抒胸臆；不过，《细节》中过于直白冗长的

议论也使得它更有较明显的说教气。

卢新华似乎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美国

经历了人生百态，命运无情，感受了东西方文化

的剧烈碰撞之后，2004年，他携着一部令不少人

惊愕的《紫禁女》正式重返文坛。从小说的表层

故事来看，它讲述了一个患有先天性器官闭锁症

的女子石玉，为打开其闭锁的身体，从中国到美

国，遭遇了肉体上、精神上、心灵上的难言之痛。

疾患终被治愈，然而躯体虽被打开，石玉已不再

是先前那个完整的女人了，她在怀着混血的胎儿

回国寻找爱人时发生了血崩，成为母亲的梦想最

终破灭。小说充满了文化隐喻，也饱含着东西方

文化冲突的象征。这是卢新华首度用小说来表

述他对东方社会在向西方开放之后所产生的种

种弊端的忧思。《紫禁女》的题旨至少有三重隐

喻。首先，女主人公石玉的性器官是生理上的先

天“幽闭”，俗称“石女”，而“紫禁”则代表了数千

年中国闭关锁国的“幽闭”历史，两者在“幽闭”的

相似性上达成了同构。其次，小说曾取名《幽闭

的女人》，石玉的“幽闭症”虽是先天形成的，但作

为女人，她的来历与存在充满了屈辱与悲哀，小

说写到石玉梦见自己曾被八个外国人强暴，这与

中国近代史上八国列强入侵北京城的屈辱史实，

无疑具有互涉的指代性。第三，石玉在美国通过

西方文明的现代医疗手段治愈了“幽闭”，然而她

又以“乱交”来填补身体的空洞，这成为开放之初

社会文化种种不适的象征。

《伤魂》犹如警世钟

卢新华回归文坛，成了穿梭于中美两国的文

化使者。他观察到现实社会中许多不尽如人意

之处，不断为创作积累素材。他提笔写作，要么

是社会现实中某人某事的遭遇在其心中盘桓已

久，挥之不去，要么就是针对社会现实问题而如

骨梗喉，不能不一吐为快。他始终怀着作为一位

正直而有良知的作家的使命感。

比如，他看到了社会上拜金主义盛行，不少

人为追逐金钱、财富、名利而贪污腐化、假公济私

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即以自己在美国

赌场发牌时“铁打的赌桌，流水的筹码”的观察与

思考，以生动流畅的笔触写下了《财富如水》。

他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的道理告诫人们认清金钱、财富的本质：“脏

财不取，浮财当散，善财应聚！”《财富如水》无疑

对当今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有所警示。

卢新华至今仍然是一名敢于在作品中针砭

现实、批判社会不良风尚的战士。《伤魂》通过主

人公几十年来在官场、名利场摸爬滚打、投机钻

营，最后为逃避举报和审查而成了精神病人的人

生轨迹，反射出物质丰富之余人灵魂的堕落。读

《伤魂》，犹如读一部20世纪末以来的新“官场现

形记”。它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当今官

场权谋文化的毒瘤，忧患与忧思贯穿在整部作品

中，细节生动丰富而又切中肯綮。

不张扬，不夸饰，却从未停止过对人的命运

和人生价值的思考；不图名，不为利，却对中国社

会和现实存在怀着深深的忧思与批判，这就是卢

新华。他依然承担着思想者与社会学家的使命，

从未抛弃“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这既是作

家的神圣使命，也是赤子心的滚烫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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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世界

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对话：华

人文化创作与批评”座谈会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近20名来

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学者参加

了这次会议。在致辞中，文学所党委

书记张伯江特别谈到国内华文文学

学科的发展状况，并对华文文学创作

与研究寄予希望。

理论家张炯肯定了近年来世界华

文文学的蓬勃发展，希望今后多做宏

观扫描性工作，呈现各个地区华文文

学的发展样貌，对已取得相当成就的

华文文学作家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

积极培养研究队伍，强化理论批评工

作，迎接世界华文文学发展新高潮。

任启亮从自身长期从事华侨工作的经

验出发，指出当今华人生活、华人社会

较此前已发生结构性巨变，但在海外

华文文学作品中，反映海外生活且产

生广泛影响的精品之作仍难得一见，

华文文学的名篇往往以呈现国内生活

为主，由此他呼吁世界华文文坛更多

去展现海外华人生活、凸显海外华人

社会的特殊性。于文涛谈到海外作家

如何寻找自我定位这一重要问题，倡

议海内外作家之间、作家与评论家之

间、文学界与媒体之间均应加强交流。

此次座谈会围绕“写什么”的主题

问题、“写给谁”的读者问题，以及“怎

样写”的经验交流，涵盖了方方面面的

议题。在总结发言中，台港澳文学与

文化研究室主任张重岗强调华文文

学创作应积极同西方主流文化展开

对话，同时着重谈到，学界应努力将华

文作家作品研究推向深入。最后，他

希望此次座谈会的交流成果能够促进

相关研究与创作的开展，使华文文学

研究在新时代大步向前推进。（行 超）

华人文化创作与批评座谈会在京召开华人文化创作与批评座谈会在京召开近日，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和德国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联合主办

的“第一届欧洲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五届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年会”在

法兰克福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北美、欧洲不同国家的30余位专家学者与

德国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的会员们齐聚法兰克福，共同研讨欧洲华文文学

的创作成就与发展趋势。

近年来，欧洲华文文学有着较好的发展态势。久负盛誉的作家仍有佳作

问世，如吕大明的散文集《世纪爱情四帖》《生命的衣裳》，丘彦明的随笔集

《在荷兰过日子》《人情之美》等。欧华文学新人新作在欧洲和中国大陆及港

台地区频频发表或出版，如方丽娜的小说“蝴蝶”三部曲，穆紫荆的小说《战

后》《情事》，倪娜的小说集《一步之遥》，刘瑛的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朱颂

瑜的散文集《把草木染进岁月》，黄冠杰的散文集《果园与歌者》和诗集《黑夜

敞开》，阿心的小说集《爱按门铃的劳尤什太太》，昔月的散文集《两乡情苑》，

夏青青的散文集《天涯芳草青青》等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带来了欧华

文学的新气象。

欧华作家的创作体裁日趋多样化，从中长篇小说到短篇、微型小说，从

散文诗歌到政论时评，从儿童文学到科幻悬疑作品。作品表现的主题也逐渐

由抒发一己情感和思乡愁绪、表现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转向“二战”与中

国的错综叙事，以及新移民由“原乡记忆”到“异邦体验”再到“落地生根”的

生活书写。值得一提的是，奥地利华文文坛的“后起之秀”叶小明，近来推出

悬疑推理小说《红点血衣之谜》，“借刑侦推理的外壳，揭世相人生的内核，以

通俗故事的词文，谱严肃思考的乐曲”，在环环相扣、扑朔迷离的烧脑故事

中，将宽阔的国际视野与厚重的中西文化内蕴结合起来，其作品甫一成熟便

受到国内出版界热切关注，让人有理由相信：欧华文学，方兴未艾。（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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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方式
1.邮局订购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邮政代号：62-130

2.汇款订购
汇款地址：成都市金家坝街
7号文联大楼6楼（610015）
收款人：青年作家杂志社

RMB 15.00
全年：180（含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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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场
龙象——汉家实验小说四题

………………… 汉 家
散文坊
晨省 ………………… 侯志明
琵琶行 ……………… 彭志强
非虚构

“北太阳”的升起与陨落
………………… 郭发财

外一首
叶菊如 崔家荣 千 野
符纯荣 夕 夏 王志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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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新作 半山居士生活记（选四十九节）
……………………… 沉 河

女诗人小辑
敬丹樱 冰 水 孙担担 墨 菊 念小丫
舒 琼
诗坛百家 柳 沄 冯金彦 赵 卡

杜 华等
本刊新面孔（第十七季）
麦 豆 默 问 刘 强 江飞泉等
短诗大观
佩 英 苏清风 商洲洋 秋 如等
微平台集萃 木 桦
中国诗歌地理
湖南邵东诗人小辑
邓星照 范朝阳 郭竟成 唐志平等
散 文 诗
支 禄 薛 菲 粟辉龙 卢 静 敬 笃
风雅沈阳
韩东林 苏美晴 刘棣聚 杜文瑜
古韵新声
盛京诗坛 浅绛轩诗草……………………………… 初国卿
吟坛百家 王恒鼎 青 璞 张立春 王 权
读·品·评

“现代诗创作之标准与方向”专题论坛
中国80后诗人作品赏读（第一辑） ………………… 卢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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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前沿
“要贴着人物写”——“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 郜元宝

澳门文学与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启示 … 朱寿桐

2018年的中国科幻小说 …………… 李广益

今日批评家·李振
“光明”如何成全“创伤”…………… 李 振

发现边缘和批评的历史感 ………… 孟繁华

论李振的文学批评 ………………… 刘 波

批评论坛
许鞍华电影的香港叙事与中国认同 … 贺桂梅

凉风秋月：许鞍华电影中的风景和中国势能

………………………………… 毛 尖

理论新见

2018年度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报告

……………………… 吴子林 陈 加

对诗歌抒情传统的四个追问 ……… 胡大雷

译介与研究·王 尧 季 进 主持
文化企业家新论… 雷勤风（Christopher Rea）

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生态”思考

……………………… 华媛媛 王 斑

最新文本——《修改过程》《三城记》——
《三城记》的文学理论 ……………… 贺绍俊

《三城记》与后启蒙时代的精神成长问题

………………………………… 刘大先

顾明迪是一个新人物 …… 何 平 张 柠

《修改过程》的精神现象学 ………… 刘复生

互文与自反：《修改过程》的认知诗学

………………………………… 廖述务

诗坛万象
论吉狄马加 ………………………… 向云驹

文坛钩沉
坊间新见穆旦交待材料评述 ……… 易 彬

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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