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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春秋海边春秋》》““共同描绘出了新时代现实里共同描绘出了新时代现实里‘‘可能的生活可能的生活’’与人生成长的斑斓画与人生成长的斑斓画
卷卷，，也让刘书雷由嫩书生到实干家的心性的转变更加真实可信也让刘书雷由嫩书生到实干家的心性的转变更加真实可信。。””由这部散发着时代由这部散发着时代
热腾腾气息的小说生发出去热腾腾气息的小说生发出去，，提出了新时代对作家的新考验的观点提出了新时代对作家的新考验的观点：：““新时代现实题新时代现实题
材书写材书写，，是对作家能否保有新鲜的思想敏锐性是对作家能否保有新鲜的思想敏锐性、、能否具备足够的创作完成度能否具备足够的创作完成度、、能否秉能否秉
持初心并在对时代生活的真切体验中生成无尽的创造力的考验持初心并在对时代生活的真切体验中生成无尽的创造力的考验。。因此也可以说因此也可以说，，新新
时代时代，，检验着我们作家的认知水准检验着我们作家的认知水准、、行动能力和综合素质行动能力和综合素质。。””

从博士到斗士

《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在重要位置、用

大量篇幅刊发了福建小说家陈毅达的长篇小说

《海边春秋》，小说聚焦岚岛（福建省平潭综合实

验区）的改革建设，讲述年轻干部到岚岛改革建

设前沿阵地成长的故事。可以说,《海边春秋》是

新时代现实题材书写的重要收获之一。

《人民文学》在“卷首语”中肯定了这部小说，

认为《海边春秋》“描绘出了新时代现实里‘可能

的生活’与人生成长的斑斓画卷，也让刘书雷由

嫩书生到实干家的心性的转变更加真实可

信”。并由这部散发着时代热腾腾气息的小说生

发出去，提出了新时代对作家的新考验的观点：

“新时代现实题材书写，是对作家能否保有新鲜

的思想敏锐性、能否具备足够的创作完成度、能

否秉持初心并在对时代生活的真切体验中生成

无尽的创造力的考验。因此也可以说，新时代，

检验着我们作家的认知水准、行动能力和综合素

质。”看来，陈毅达和他的《海边春秋》完成了这种

考验。

《海边春秋》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重大题材

的小说。其“重大性”表现有三：其一，内容重

大。青年干部是改革发展的生力军，小说讲述年

轻干部到基层锻炼由青涩成长为中坚的故事；其

二，场景重大。以岚岛综合实验区建设开发的火

热现场为切入点，折射出中国改革发展的时代大

场景；其三，群体力量。小说塑造了改革开放前

沿阵地有担当、善谋划、亲人民的干部群像。是

一部语言素朴、生活扎实的较为成功的新时代现

实主义作品。

“我们现在就是要培养大批善思能干的干

部，我希望你能从学业上的博士，变成为岚岛改

革开放奉献才智的斗士。”这是小说开头一位领

导对小说主人公刘书雷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几乎

构成了整部小说的“题眼”——从书斋的“文学博

士”成长为服务改革的“斗士”。

刘书雷，文学博士，省作协副处级干部，受党

组织委派，到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岚岛综合实

验区“援岚办”挂职锻炼，成为几百名援岚干部中

学历高、年纪轻、资历浅的干部之一。小说用大

部分笔墨浓墨重彩地讲述刘书雷在海风激荡、烈

日高照的岚岛，如何从“书斋博士”成长为“改革

斗士”的故事。

新现实的叙述难度

如何有吸引力和有说服力地向读者展示刘

书雷的蜕变历程，是小说的难点，也是小说成败

的关键。可以说，作者用有一定难度的叙述解决

了这两个问题。

首先是让故事有吸引力。好读，对读者有难

以抗拒的阅读吸引力，是小说的第一要义。把小

说写得吸引力十足并不容易，尤其是这种主旋律

式的社会政治小说更难。《海

边春秋》利用矛盾冲突、叙述

谜局、错位人物等方式让刘

书雷的故事很是吸引人。大

公司兰波国际斥巨资开发岚

岛银滩国际旅游，涉及蓝港

村整体搬拆，蓝港村民不同

意搬拆，当年轻的刘书雷接

手这个“烫手山芋”时，以前

负责搬拆的干部来过两轮也

没解决问题，兰波国际因赶

工期曾试图强拆被试验区制

止，刘书雷该怎么办？小说

充分利用集团利益与群众利

益、整体发展与村庄发展、大

局与小我之间的矛盾冲突，

来结构小说的故事情节，小

说在一环套一环的冲突中往

前推进。同时还设置叙述谜

局制造故事的紧张感，来历

不明的网名“海上蓝影”在网

上试图掀起民意波澜，在工

作推进艰难时，“海上蓝影”

正透过网络组织村民聚会商

议“大事”，“海上蓝影”是

谁？是否掀起了波澜？这些

谜局颇为吸引人。小说还从

几组错位的人物中，制造了

新的故事魅力，比如青年干

部刘书雷、张正海和德高望

重的村民大依公、硕士生海

妹和公司首席温淼淼、歌手

余望雨，三组人物身份相异、

经历不同、看问题的视角和

观念不同，形成了小说中互

为张力的人物关系，增添了

小说的叙述活力。《海边春秋》因这几方面具有了

很强的阅读吸引力。

其次是让叙事有说服力。吸引力是小说的

动力，说服力是小说的智力。一部优秀的小说总

是在吸引读者之后，然后再尽最大力量地说服读

者：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必然的结果，都是令

人相信甚至心有所动的。可以说，好小说始于欢

愉，终于智慧和情感。《海边春秋》要克服的叙事

智力，是刘书雷如何剥开这个“烫手山芋”并吃下

它。很显然，作者陈毅达还是深谙此道的，剥“烫

手山芋”比吃“山芋”更难、更重要，小说花大笔力

去写刘书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写他扑下

身子，用喝酒等“笨”方法和换位思考等“巧”方

法，了解人情民意，了解企业意图，思考村庄发展

与岚岛发展双赢的最优方式，总叙述汇合到一

点，刘书雷找到的剥开“烫手山芋”或者说打破僵

局的方法是不搬拆，与兰波国际一道就地开发蓝

港村，让建筑风格独特、富有地方历史文化意味

的蓝港石厝，成为银滩国际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当读者读到这里时，他们

也相信这是解决难题的最佳方

案。小说在叙事推进中不知不觉

已经说服了读者。当然，吃下这

个已经剥开的“山芋”就相对容易

了，小说通过上报试验区领导、协

调调研、与村民交流等细节描述，

在刘书雷的推动下，蓝港村不搬

拆的方案落实了，三方都接受了

蓝港村发展规划。完美的结局之

后，一场盛大而火热的建设开发

大幕拉开了。

新时代的新人物

小说在简洁而不失丰富的叙

述中，岚岛改革建设中的一块“拦

路石”被书生博士搬开了，刘书雷

这个人物形象也在这种有吸引力

和说服力的叙述中立起来了。初

到岚岛的刘书雷，文质彬彬、细皮

嫩肉、在“援岚办”抄抄写写、上传

下达，经过搬拆事件的磨砺和岚岛海风烈日的考

验后，变成了皮肤粗黑、眼神灵光、有创业激情、

有韧劲、敢于闯、对岚岛人民饱含深情的成熟干

部——成了“大事难事有担当，逆境顺境有襟度”

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年轻干部。

可以说，《海边春秋》较为成功地塑造了刘书

雷这样一个由书斋“博士”成长为服务改革“斗

士”的文学人物形象，这一形象兼具典型性和群

体性，而且给人动态的变化之美，是新时代的新

人物。与此同时，小说中还有一些人物虽然着墨

不多，仍然给读者留下较深印象，比如金书记、赵

主任、吴副秘书长、张正海以及李然书记等，他们

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好干部，有大局意识，有实

干精神，支持年轻干部成长，这也是当下中国干

部的一种正面写照。

每个时代都会诞生烙上自己时代印记的文

学作品，它所包含的时代背景、时代精神、叙事语

言、人物形象等信息留存于作品中，如同随时等

待复活的密码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大历史叙事的

一部分。这样的作品早已出现并镶嵌

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无声地讲述着各

自时代的故事，比如柳青的《创业史》、

浩然的《金光大道》、王蒙的《组织部来

了个年轻人》、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

等，这些具有时代概括性和历史参考性

的作品，成为文学创作的独特景观。如

果我们将陈毅达的《海边春秋》纳入到

这类小说的序列当中考察，我们发现

《海边春秋》就是一部反映当下中国改

革开放建设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是对这个新时代

及时而准确的书写，从这个角度来说，《海边春

秋》便具有了某种价值性和重要性——它用文学

的方式记录了我们正在经历的大时代，它终将同

前面提到的那些作品一样，成为时代和历史的一

种形象记忆。

小说将大量的政治语言——官员语言、官方

文件语言、基层干部语言——写入小说，这部小

说成了鲜活的政治话语的展示馆，它让我们体会

到一个执政党在推进它的领导、管理和建设中所

使用的语言体系——用词习惯、句式特点、话语

腔调、语言风格等，毫无疑问，这种语言体系是极

具风格的，是独特的，是具有强大力量的。因为

作者对这种语言的娴熟使用和简洁有效的追求，

并没有让读者有违和感和空洞感，这是我所读过

的社会政治小说中，政治语言运用得最为恰当和

有效的作品。所以，政治话语的大量使用，成为

这部小说另一大特点，小说也因此成为时代的另

一种语言记录。如果我们有趣地想一想，很多年

之后，当另一个时代的人们读到这部小说时，这

种话语风格是不是会让他们闪动着好奇的眼眸，

陷入思考和遐想之中呢？

如果要说遗憾的话，我以为这部小说篇幅稍

短了，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尽管小说精致而不

单薄，但如果增加叙事线索和加大故事篇幅，或

许人物的丰富性和时代的复杂性便会更加明显

地凸显出来。或许，作者已经开始酝酿年轻干部

刘书雷成长的第二部第三部了，因为美丽的岚岛

的故事正在上演，一切远没有结束。

（作者单位：福建文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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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大事件为焦点的各类历史学研究著作

汗牛充栋，无论正史野史，莫不围绕政治关键人

物展开。而游离于政治漩涡边缘，备受生存恐

惧侵扰的平民，则鲜受关注，对于个体具象特

征，则更是微乎其微。平民百姓这个群体，数量

是庞大的，但面目是模糊的。然而，胡塞尔在现

象学中提到“世界及其中的对象与它们的被给

予方式的内在关联”。如何再现特殊历史时代

下小人物的生活，意义深远。历史证明，未来文

明的走向，重点不在关键精英到达的高度，而在

于如何惠及众生，平等仁爱。

在大事件背景下还原小人物的复杂性，比

精英研究更艰难。历史资料中对于百姓日常衣

食住行的描述凤毛麟角。如若对中国古代世俗

生活还原，只能通过名家诗词中背景描述，如路

过村庄的景致、朋友乡人款待的饭食，再借助逻

辑推理，方略可还原。

法国历史学家乔治·杜比，集结了法国、美

国、英国、德国等各国72位著名史学家参与撰

写的《私人生活史》，被称为20世纪下叶史学界

一项革命性的成果。乔治·杜比在序言中描述：

“在我们之前，从未有人对调查资料进行过梳

理……我们必须在杂乱无章中四处寻找，以求

打开最初的缺口，标出路线，就像考古学家们置

身在一片尚未发掘的空间……”

《私人生活史》在“星期天历史学家”的还原

中，只具备了历史资料的罗列和粗线条的描述，

而山西作家李晋瑞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国丈

夫》，在大历史背景下书写了一系列小人物的命

运沉浮，作者有意识地将重大历史事件模糊处

理，若隐若现，事件中的政治冲突全部转化为小

说中典型人物的情感纠葛，这种创意，堪称胡塞

尔现象学还原的哲学实践。

史料中的历史大事件，用胡塞尔在《逻辑研

究》的现象学角度

分析，“仅仅从正

面，或从某个视角、

某个侧面以省略或

投射的方式被给

予……”对普通人

的关注，才能更全

面体验历史，如同

洛克在《自由与人

权》中所说：“个体

人格是这个世界进

程的阻断、突破和

终止，是新秩序到

来的启蒙者”。

《中国丈夫》探

索了一种体验历史

的新方法。小说通

过中国贫民陈米仓

和法国医生之女伊索尔之间不

可思议的爱情传奇，借用先验

现象学还原的哲学分析，可以

体会小说给予读者的全新历史

解读视角。

米仓和伊索尔的爱情之

路，象征着一个哲学悖论：世界

表面上与主体无关，事实上却

一刻也不能离开主体。伊索尔

是法国小镇不得志医生的女

儿，她跟随父亲举家奔赴中国，

不想中了镇长和船长的阴谋，

父母倾家荡产，受尽屈辱，甚至

中途赔上了性命，独留伊索尔

在天津和叔叔汇合后辗转内地

山西。她目睹西方传教士在中

国农村的传教过

程，结识了年龄

相 仿 的 仆 人 米

仓。无论以西方

的阶层观念，还

是中国的门当户对，这种主仆关

系都是一生的定局。但是，大事

件发生了，民间掀起了灭洋教运

动。这次运动不仅是权力的重新

分配、社会关系的重构，还有人性

的哲学反思。此时传教士面临两

种选择：走向光荣的殉道，或者逃

生后以暴制暴；本土老百姓却没

有选择权，“活下来”便是其饱受

苦难中的奢侈品。

伊索尔在叔叔殉道后，生命

危在旦夕，而米仓却活下来，这是

两人位置的第一次转变。巨变造

成普通人群体日常

生活中自然态度的

悬置，“世界的预先

给予性”被解放出

来，政治事件为个

体生命带来的影响

变化，此时便还原

为通过主观意识被

给予的现象，于是

小说作者把个体命

运的纠缠与民族命

运走向的内在关联

结合了起来。

作为流民的伊

索尔逃到天津法租

界姨妈家，和米仓

失散分离，又经历

了1900年的庚子之

变，租界在武装反

抗冲突中，人性在

暴力刺激下异化，

个体欲望变态膨胀，变得失去了民族、文化、性

别、伦理的界限。伊索尔的身心再次受难：同是

法国人的姨妈变得狭隘自私谎话连篇；表哥西

蒙不断强暴伊索尔；表姐波丽娜为了享乐从交

际花沦为暗娼；修士鲁本斯变成杀人机器，并用

鸦片瘾囚禁占有美丽善良的米香。作者在此表

达出：历史资料里看到的客体不能与个体亲历

者的感受相混淆，这种沉思是现象学式的彼此

反观。

伊索尔和赵家公子赵崇阳结婚是第三个转

折。米仓作为家仆与伊索尔重逢，主仆关系再

次确定。然而，大事件再次出现，一战爆发了。

赵公子成为中国向欧洲战场派出劳工的承办

人，并举家前往法国。伊索尔回到祖国，却无家

乡。加之赵公子知晓伊索尔曾被强暴，不是处

女，心存芥蒂，使伊索尔更加孤独绝望。小说在

这里，展现了性与爱的多层次对撞，是最有价值

的部分。性或性欲不是简单的个体化问题，而

是复杂的社会化问题。福柯认为，性有着复杂

的世系关系，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表面受过西

式教育、彬彬有礼的赵崇阳，其实代表着典型中

国士大夫的礼教思想，代表中国式的性爱观念

标准：弱势方（家庭中以女性为主）必须绝对服

从权威，保持忠诚，性是权威的恩典，爱则随时

能被政治发展而阉割。伊索尔遭受性的冷与

默，让她如入死牢。而米仓所代表的，是中国平

民阶层的性爱观，如大地般朴实、务实、真实、诚

恳，受儒释道教化的慈悲心、互帮互助抱团取暖

的宗族观念，苦难中的忍耐力，和战争中破碎不

堪的法国农村，在性与爱的需求中，达到了高度

的默契。面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小说作

者通过米仓在审判席上为自己辩护，揭示了这

种善良宽和、忍耐合作的美德，这是无论《圣经》

还是《古兰经》，佛经还是《道德经》中提到的，能

在世界毁灭之时让人类幸存下来的美德，这也

是战争结束后人类自我反省的准绳。

米仓与伊索尔终于在温暖的壁炉旁，性与

爱同时融汇在一起，这也象征着中西方文化在

互相需要互相尊重互相给予中融合了。平等

的爱，带来了性的最原始的满足，伊索尔在人

性的源头处找到了“诗意的栖居”，生命获得了

归乡般的重生。

通过《中国丈夫》中米仓和伊索尔爱情线索

的梳理，彰显了作者借助细节描述的优势，实现

了历史哲思的又一种可能。这部作品的意义如

果从现象学角度来描述，就在于作品能够表现

出感知历史中应该“存在一种完全不再被直观

却被意识的东西的连续性。即一种‘滞留’的连

续性，在另一个方向上，则是一种‘前摄’的连续

性”。具体来说，事件漩涡中的经验对象的情感

纠葛，在大事件视域中呈现，用被给予的方式折

射出了彼此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是隐蔽的，

读者观看大事件的视域要通过一定的意识行为

将人物并联起来，每个人物的每个侧面以一种

“连续的综合”、当前的在场呈现给读者，这些人

物当时命运的背后有一个无限的过去，又包含

着前面广阔的未来，因为受到其他侧面的影响，

又造成不确定的悬念，这种阅读的快感，着实能

在《中国丈夫》中得到充分释放。

（作者单位：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哲学实践
——李晋瑞长篇小说《中国丈夫》的现象学分析 □杜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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