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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新世纪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对“故乡”与“他乡”关系的建构
———以陈仓和付秀莹的创作为中心

靳 瑞 霞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创作较多沉溺于“渴望＋苦难”的叙事模式。 新世纪以来，陈仓与付秀莹

的相关创作则表现出对该模式的超越趋向，为如何将“他乡”（城市）转变为“故乡”提出建构思路。 但同时，因作家

经验的个体性、反思的滞后性以及创作思维的惯性等，二者在城市（他乡）意象与乡村（故乡）意象塑造中，又表现

出对既有创作模式的沿袭，使“故乡”与“他乡”之间的建构路径最终蹈空。 归根结底，其原因在于作家们代际性地

日益脱离鲜活真实的乡土现场。 只有准确把握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时代转型，获取当下真切的乡土经验，相关

文学创作才可能有所创新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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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创作是指以生长于乡村

的农民为谋生目的进入城市之后的生活和生存境遇

为内容的小说创作。 该类题材创作最早可追溯至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创作①。 历经革命

及政治的特殊时期后，经济、社会体制变革意义上引

发的“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创作，则以路遥的《人生》
为代表。 伴随着城乡二元对立体制的打破，这一题

材创作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形成规模，并在 ２１
世纪初成为一股创作热潮，涌现出众多优秀的文学

作品②。 这一专注于表现城乡互动关系中的“进城

者”的创作潮流，既超出了原有“乡土文学”的边界，
又不能归入城市或都市文学，成为世纪之交一个独

特的文学现象。 此类创作的内涵指向较为集中，一
是表达农民对城市的极度渴望，二是呈现农民进城

之后悲惨苦难的生存境遇；在精神向度上则一边倒

地悲叹乡土命运、批判城市文明，呈现出某种单向

度、模式化的创作特点。
在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回不去的故乡”

与“融不进的城市”给“进城者”带来的精神上的焦

虑与漂泊感，成为较为突出的社会情感诉求，引发较

大范围的社会心理共振。 “他乡”与“故乡”所带来

的理性与情感的冲突愈加凸显。 以陈仓和付秀莹③

为代表的“７０ 后”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开
始介入这一题材领域，呈现出颇有意味的创作突破。
与之前的作家相比，二者在该类题材创作方面有何

特点和局限？ 推而广之，面对剧烈转型中的现实中

国，当代文学相关创作有何表现？ 新世纪的“城市”
与“乡村”———“他乡”与“故乡”———存在着怎样的

内在逻辑关联？ 作为“他乡”的城市能不能成为“进
城者”所追求的“故乡”？ 如果能，又将通过什么路

径成为“故乡”呢？

一、城市（他乡）意象塑造悖论

“他乡”与“故乡”是一组相互对应、相互依存而

存在的，包蕴着丰富的时空关系、行为姿态与情感结

构的文学概念。 二者一个对应着出发地和过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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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对应着到达地和现在。 走出之后，被抛在身后的

才成为“故乡”，奔赴的远方即是“他乡”。 奔赴的

“热望”、失望，进而又引出怀念、怀恋的“回望”，情
感又在其间获得双向流动。 “进城”题材创作也因

此天然地拥有两个互相映照、互相牵制的意象———
城市与乡村，它们分别由想象与实际所构成。 陈仓

与付秀莹对这两组意象是如何表现的，对以往类似

题材中的文学表达有何承续或拓展呢？
先看城市意象塑造。 这两位作家笔下想象中的

城市充满了诱惑。 主人公对城市的情感与对乡村的

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的情感

产生在离开之后；对城市的情感却发生在进城之前。
这种先期萌生的充满美好想象的情感可以称之为

“憧憬”或“热望”。 二人首先表达的是进城农民对

转变和提升自身身份地位的希冀。 譬如陈仓《傻子

进城》中的“傻子”，就因为羡慕走出塔尔坪的“叔
叔”回来时的风光无限，远方的城市便成为他心目

中“美好”或“梦想”的代名词，他想尽办法要“进
城”。 付秀莹的《他乡》同样是在对城市的美好想象

中展开，首先也是身份转变的需求。 女主人公翟小

梨的回忆之所以自高中毕业开始，就是因为对当年

高考失利一直耿耿于怀，因为高考扼杀了她进入城

市的梦想———“乡下的孩子，对于大学的想象，无非

是，借着大学的纵身一跳，到城里去”④。 身份地位

的提高，同时还意味着金钱权力的获得。 陈仓《女
儿进城》 《麦子进城》等几篇作品中出现的小记者

“陈元”虽然实际上穷苦潦倒不得志，但在老家人的

想象中，他处在权力的中心，有钱有势，因为他们认

为获得了城市人身份就获得了金钱和权力。
都市景观和都市文化所构成的城市意象也在作

品中得到展现。 城市中的高楼大厦、电梯、马桶等城

市景观与现代设施，以及高消费、讲享受等都市文化

都成为城市意象的具体阐释。 《父亲进城》中“我”
迫不及待地将上海的“楼高、人多、有钱”等现代化

景象展示给父亲，将电梯的便利、马桶的舒适、足浴

的享受塞给父亲。 这既是对他自身前期城市想象的

一种满足，也是表达自己对城市的一种文化认同。
在付秀莹这里，关于城市整体性的想象则附着在有

关城市的日常形式上，例如城市的名字、城市的语

言、具有城市身份的人等。 “南京”这个城市名字在

小梨心中是“动听、迷人”“陌生的，洋气的”“光芒四

射”。 章幼通标志着城市身份的普通话，以及他有

别于乡村的谈话主题和生活内容，都构成城市意象，
对翟小梨产生巨大的吸引，在她“熟悉的芳村的日

常之上，熠熠生辉”⑤。 在翟小梨的眼里，那个考到

南京去的男孩子，“平凡的容貌里竟然平添了一种

动人的光彩”⑥，更别说天生拥有城市身份的章幼通

了。 在陈仓和付秀莹笔下，这种对城市的渴望是主

人公奔赴城市的动力之源，对主人公的人生选择起

到很大的主导作用，翟小梨嫁给章幼通就是女性进

入省城一个最直接的途径。 然而热切的渴望落实到

行动中，终究会发现想象与现实是有落差的，这种落

差就体现在二者对现实中城市意象的塑造上。
在陈仓笔下，现实中的城市充满了龃龉，想象中

的美好在进城之后一个个被打破。 主人公陈元很快

发现，“乡下人”的身份在大都市是如此格格不入。
他到了自己单位门口，门卫却仗着上海土著身份，不
认他的居住证，硬是拦着不让进。 对他而言，有权有

钱有自由的幸福生活目标显得遥不可及。 在追求而

不得，遭受各种歧视与不公之后，作者笔下的上海城

市意象随之发生了改变，主人公对城市不再是“热
切的爱慕”，语气转为酸楚与讥嘲。 如上海城市地

标———东方明珠塔———变成了 “大锥子”，不仅扎

眼，更是扎心。 一栋栋高楼也丧失了现代化的美感，
被作者以粗鄙尖利的“戳破天”来形容。 主人公身

边没有亲人，孤独又潦倒，城市中的物象也呈现出

“病态”———连上海的月亮也似乎“患了黄疸肝炎”。
整个城市意象出现反转，呈现出病态化的表征。

付秀莹则透过城市中人际间伦理情感的自私隔

膜，塑造出现实中冷酷的城市意象。 《他乡》中的翟

小梨真正落脚省城之后，在婆家只感到公婆和大姑

姐的冷漠自私。 章幼通在自己家住还要交生活费，
“父母和孩子之间，钱是钱，亲情是亲情”⑦。 幼通

姐姐虽然与他们同住父母家，房间的门却经常冷冰

冰地闭着，“像一张面无表情的脸”⑧。 工作上翟小

梨也因户口被排除在福利待遇之外，“怎么说呢，你
是一个局外人，一个例外。 一个异类”⑨。 她在家庭

关系和同事关系中不被认可，在遭遇各种不公正、不
顺利之后，她心中的城市意象也随之变化———不再

熠熠生辉，而是变成“幽暗的，喧嚣的，黑黢黢，深不

可测”⑩。
在对待城市爱情的描写上，二者的创作也有异

曲同工之意。 “陈元”无论是在《米昔进城》中与米

昔，还是在《小妹进城》中与黑小春，似有若无似浅

８３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又深的情感，总是被犹疑或误会一刀斩断；而《他
乡》中小梨与幼通的婚姻也差点儿被更大的“进城”
步伐截停。 城市中掺杂着太多其他因素的爱情，也
成为二者塑造现实中城市意象的典型构成。

无论是最初对城市的美好想象，还是后来对城

市的各种不适应，都是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自乡村社

会走出来的人的真实感受。 然而，从对城市的美好

想象到不被认可的挫败感，这样对城市的想象性和

体验性描写，在当代文学史上，其实早已经不再新

鲜。 这种对城市的“热望”正是当代“进城”题材文

学创作的逻辑起点。 路遥的《人生》是此类题材创

作的滥觞和经典之作。 高加林对城市文明的幻想与

热望不仅击败了乡村权力者高明楼，也击败了巧珍

美好纯粹的爱情，但最终还是在城市的现实中残酷

破灭。 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中，纯真的香雪变身

为同样来自乡村的年轻送水工，为了获得城市的认

同，她在现实中受到无情的精神戕害。 李佩甫、邵
丽、尤凤伟、方方、艾伟等一众实力派作家，在世纪之

交都涉足过此类题材。 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则是

将这“热望”进行了历史梳理，以农村妇女宋家银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２１ 世纪初的人生经历，呈现农民

命运在此种“进城”渴望引导下的极致走向。 从“热
望”到“挫败”，在“进城者”题材小说中已经成为一

个写作模式。
然而，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看，新世纪又十年来，

信息化的高速发展，网络的日渐普及，加上雾霾、拥
堵与污染的痼疾，城市相较于乡村的神秘感与优越

感已经大大降低。 交通的便利，户籍的松动，使留在

城市不再是遥不可及。 与此同时，网络的加持，使乡

村的生活方式、居住方式、消费方式乃至社交模式，
也在以让人惊诧的速度向城市看齐。 新时代的城乡

关系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国家针对乡村展开的脱贫攻坚战，力度之大、规
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正如铁凝所指出的，
我们所面对的，已经“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

广袤的新时代的乡村世界。 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
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

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

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

崛起”。 著名评论家阎晶明曾这样评论陈仓的写

作：“我觉得他……写对城市复杂的感受，甚至在作

品中会把城市和乡村决然的对立起来，这有一定的

合理性，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这么写的话，也具有一定

的虚伪，或者说不真实的色彩。”陈仓与付秀莹的

相关创作附着了过多过去的乡村经验，并没有做出

相对于“５０ 后”“６０ 后”作家的代际突破。 也许对他

们个人来说，不能否认其基于少年生活阶段的经验

真实———姑且不论这种“回忆性真实”自带的净化

或过滤功能，但对当今时代来讲，这已经不能作为新

世纪颇具代表性的文学经验。

二、乡村（故乡）意象塑造悖论

当对城市的美好想象被打破，当城里的生活充

满了坎坷不平与伤害，回望来时路成为自然的选择。
故乡作为“进城者”的出发地，在“进城者”不自觉的

一次次对比中，充满了诗意和美感。 然而，在纯粹以

故乡为对象的叙事场景中，故乡又以一种凋敝的或

势利的面貌出现。 作家究竟给我们提供了几副滤

镜？ 到底哪一种才是当下真实的乡土现实？
首先看乡村的诗意呈现。 陈仓所有作品的主人

公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乡———陕西丹凤一个叫塔尔坪

的小山村。 与上海意象中的拜金、自私、虚伪、冷漠

相比，陈仓在“进城”系列中对故乡塔尔坪进行了充

满怀念的回望。 这回望中的诗意既由乡村的植物意

象所构成，包括五谷杂粮、玉米、花草与树，也有味觉

的意象存在。 在《空麻雀》中，秋天的风里是“五谷

杂粮的气息”，是“玉米正在壮浆的味儿”。 少女

陈雨心 １６ 岁生日的盛大礼物，是“丹江河两岸几百

亩田野里，金黄地咧着大嘴巴的玉米棒子”。 在作

家笔下，乡村是有香味的。 “有些凉意的夹带着野

菊花香味的晚风，吹拂着每一根小草与每一片叶

子。”《父亲的棺材树》中“我”爱着“轻轻推开院

门”吱呀一声的感觉，连院门的味儿都是“香喷喷

的”家的感觉。 这种自然的诗意与人际间的亲切，
与大城市的远离自然以及人际间的重重防备，形成

鲜明对照。
在付秀莹的回望中，诗意的乡村意象则由亲人、

庭院、家畜、大自然中的动植物以及和谐亲密的人伦

关系等构成。 付秀莹的小说主人公也都有一个共同

的故乡———芳村。 在《他乡》中，芳村以一种亲情牵

系的面貌出现。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个陌生

的家庭里，情不自禁地，我开始想念远在家乡的亲人

了”，想起夏夜母亲的蒲扇，“把我们的梦都摇远

了，长了”，“蝉鸣仿佛雨声一样落下来。 月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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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般，铺了一炕一地”。 在伦常方面，与婆家家

庭关系的不伦不类相比，翟小梨芳村的家中是“形
容举止端正，从来不曾失了形状……男女有别，长幼

有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在翟小梨不得不

将女儿放在芳村二姐家养的那一段时光，付秀莹将

充分的诗情画意赋予了芳村。 二姐家的小院里，种
着丝瓜和西红柿，“蝉声落满了院子，好像是盛大的

辉煌的鸣唱，好像是金色的雨点在空中飘洒”。 芳

村有安静吃草的大黑牛，“眼睛湿漉漉”的小绵羊，
“毛茸茸的小鸡小鸭子”，会哼哼哼哼撒娇的猪。
“清晨的芳村，安静，清新，透明，仿佛清水洗过一

般。”这种诗意，这种美，也是作为都市文明的一种

对照出现的。
然而，在作家其他的作品中，故乡又呈现出另一

种面貌。 在《父亲的晚年生活》中，塔尔坪几乎是衰

败或衰亡的。 首先是人员的不断流失，村子里人口

只减不增。 “如今族谱没法修了，晚辈们都进城了，
有的在城里打工，有的在城里安了家”，“如今塔

尔坪的这九个大院子……唯一没有的就是年轻人，
也没有孩子在这里出生”。 其次是树木的滥伐，导
致植被破坏，山被掏空。 人没了，树砍了，山荒了，塔
尔坪作为一个乡村正在从物质形态上消失，依附于

其上的乡村精神的命运可想而知。 陈仓在创作谈

《正在消失的故乡》中这样引用一个江西老表的问

话：“你们春节还回家吗？ 我是一定要回去的，不过

前几年回家是探望父母，如今回家只有一件事了，就
是去上坟，对我来讲故乡就是一座坟。”怀乡的诗

意被乡土凋敝的现实残酷剥离，乡土呈现出被滋养

过的城市文明抽干、遗弃的命运。
芳村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表现为伦常的失序。

乡村文明被以经济为本位的都市文明侵蚀，乡土文

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大幅向金钱至上的都

市消费文化投降。 如果说芳村在《他乡》中是以背

景形式影影绰绰出现在对城市文明的质疑中，《陌
上》则详详细细将这一背景的模样描画出来。 芳村

乍看起来有着亘古以来乡土的那种宽厚之美，它来

自时间：昼夜的渐变，春夏秋冬的轮转，二十四节气

间生命万物的接续；它也来自空间：沉默的孕育生命

的大地，蓝盈盈的空旷高远的天，以及天地间广袤的

北方原野。 然而生活在其间的男男女女，早已不复

从前。 金钱主导和控制着一切关系，成为乡村人际

关系的中心。 婚姻嫁娶是要看房子、车子和彩礼的，

婆媳关系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婆婆成天

瞅着媳妇儿脸色；姐妹亲情也是拮据的上赶着讨好

富裕的；夫妻关系———只要挣着钱了，咋都行。 一切

“人”的关系仿佛都是“钱”的关系了，乡村社会赖以

维系的传统道德纲常秩序悄然崩塌，向经济本位转

换。 如果说塔尔坪是乡村物质形式的消逝，芳村则

指涉了乡村精神形式的凋敝。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这种乡村的诗意与乡村的

凋敝两类叙事，几乎同时存在，也同时拥有寄情于其

中的创作者与读者群。 一方面，这种诗意延续了中

国文学传统中的田园诗情，成为乡土文学审美的一

种理想图景，进而形成下意识的叙述惯性。 另一方

面，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作家们拥有

长期的乡村生活经验供其回味。 如迟子建的“北极

村”东北乡村系列，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系列，
王新军的“大地上的村庄”系列等，都执着于展示他

们曾经验过的、一个恬静安详的乡土世界，甚至形成

了独有的地域性“审美场”。 然而，从现实关照来

看，乡土世界的衰败又是文学执着于表达的另一个

源头，如阿来的《空山》，贾平凹的《秦腔》 《高兴》
《带灯》，梁鸿的《梁庄》，关仁山的《麦河》，孙惠芬

的“歇马山庄”系列等，都对当代现实乡村凋敝面貌

进行了犀利揭示与呈现。
这样比对当下的关于乡土或城乡互动的创作便

可以发现，作家们对乡村与城市的表述存在前后矛

盾之处。 一面塑造乡村美好诗意图景，一面呈现现

实中乡村极其衰败的命运；一面抱怨着城市的精神

空洞，不断默念着故乡的美，一面却又包扎好脚底的

血泡和心底的伤痕，继续迈向与故乡相反的方

向———奔赴城市，梦想扎根。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末，钱理群先生曾指出过现代文学中“一个有趣而

发人深省的现象”：“当作家们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

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理性思考与探索

时，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现代工业文明这一

边，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着最尖锐的批判，其激烈程

度并不亚于历史学家与理论家们。 但当他们作为一

个作家，听命于自己本能的内心冲动，欲求，诉诸于

‘情’，追求着‘美’时，他们却似乎忘记前述历史的

评价，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对‘风韵’犹存、却面临

着危机的传统农业文明唱起赞歌与挽歌来。”如果

说现代作家们的矛盾在于对乡土文明存在理论的鲜

明“背叛”与情感的莫名“依赖”，那么当代作家们在

０４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对乡土的情感路径上则进行了继承性发展，渐趋一

致地对乡土进行诗意“礼赞”和挽歌式怀念，在理论

路径上又因亲身饱尝城市文明带来的痛苦，由现代

时期对工业文明的坚定立场，走向了犹疑不定与进

退两难。
对乡土的诗意描写多来自作家所持的回忆或想

象的滤镜，包括成年后对童年时乡土经验的回望，和
返城知识分子对知青生活的回望等。 对乡土的情感

则来自对那一处特殊时间内成长于其中的空间———
故乡———的留恋。 这种由逝去的时间和远方的空间

所带来的诗意，显然是回不去的。 这样，故乡必然只

有在作为“他乡”的对应物存在时，才被呈现出“诗
意”的美。 这种美是距离的产物，是不可实际触摸

的。 王德威对此这样评价：“由于空间上的距离感

以及时间上的生疏感，乡土作家们产生了一种对故

乡‘似近实远、既亲且疏’的情感。” 刘大先也在

《故乡即异邦》一文中写道：“当家乡成为故乡，意味

着家乡已经同他隔离开来，曾经的联系变得愈加稀

薄，它慢慢隐退为一个审美的对象。”这种距离感

和隔离，是回望故乡式“诗意”产生的主要审美来

源。 然而，在城乡叙事中，这种诗意显然又承担了另

外一种功能———遥望故乡的诗意又恰恰衬托出当前

城市文明中的晦暗、阴暗甚至龌龊的部分，烘托出

“进城者”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经历的种种

磨难、坎坷。 缅怀乡村乡土、质疑甚至批判城市，成
为饱受异质文化挤压中的“城市异乡者”一个最佳

情绪释放出口、一处心理迂回缓冲地。 需要警惕的

是，这是不是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城乡叙事的一

个叙述策略，甚至模式？ 而一旦成为模式，文学的生

成将直接略过现场。 创作如果难以接近和抵达真

实，附着于其上的情感与思想都将因此而失效。

三、“他乡”成为“故乡”的路径悖论与可能

“出走”乡村与“奔赴”城市的行为背后，内蕴着

以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与以小

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博弈与导流。
乡村物理空间的广大并不能掩盖现代文化知识匮乏

导致的视野狭隘、经济贫困与生活模式恒常化所带

来的心理空间的逼仄。 这种对知识的渴求与心理发

展所需的自由空间，是城市文明自带的光环。 离乡

与“进城”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民一种

必然的不可逆的探索大潮。 刘大先在《故乡即异

邦》中即谈道：“人们同自己家乡的关系，往往混杂

着普遍的矛盾：甜蜜温馨的记忆似乎并不能阻止冷

酷无情的离别。 只有眼界狭隘、抱残守缺的人才会

觉得家乡完美无疵，而那些出走他乡之人的赞美与

缅怀尽管可能是真诚的，也难免打上了时间与空间

的滤镜。”显然，故乡已经注定回不去了，作家们其

实都心照不宣。 陈仓在八卷小说每一本的扉页都标

上“谨以此书献给我们回不去的故乡”；付秀莹《陌
上》最后一章的开篇语是“是不是回不去的才叫做

故乡”。 答案其实早在心中。 回不去了，只有自己

说服自己，想办法在城里扎根。
陈仓说服自己靠的是“善是一味药”。 他在《地

下三尺》的创作谈中，对前期创作一味地表现城乡

对立进行了反思：“我承认，我对庄稼的爱和土地的

敬，这是一个农民伟大之处，也让一个农民带有偏

见。 我的这种偏见虽然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但是

共鸣并不一定就是希望。”城乡是有对立性和差异

性的，但这种差异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至于

是往哪个方向变，差异是变大还是变小，时代已经在

回答这个问题。 陈仓主动克服或弥补这一片面性，
创作了“后进城”系列，也叫“扎根”系列。 他提供了

一个路径：善是一味药，并施加于他的小说中。 《墓
园里的春天》《从前有座庙》以及《摩擦取火》中的小

记者陈元被解雇了，稀里糊涂找到墓地销售的工作；
因销售墓地被女朋友抛弃，又机缘巧合找到了新的

女朋友。 犯过事儿的陈元逃窜中流落到寺庙，开始

以种种善行救赎自己，最终救赎了别人，自己也得到

救赎。 被冤枉的陈元打算出狱后找仇家报复，在明

了各家的悲惨命运后，他选择了放下。 这几篇小说，
“善”的确是拿来当药用了，叙事很流畅，寓意也很

明显。 但是，在新时代的城乡现实面前，仅靠善这一

味药就能使各种问题迎刃而解吗？ 这条路径恐怕过

于笼统和形而上。
付秀莹则给出了她的解决方案：体验，反思，离

开；再体验，再反思，接纳，和解。 在《他乡》中，翟小

梨带着美好的想象从芳村到了省城，体验到自私冷

漠隔膜的家庭关系和丈夫的不思进取之后，她选择

再向上走，继续进城，进京。 然而毕业后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般的留京过程，也让她看清楚了大都市人际

关系的曲曲折折。 反观婚姻，丈夫章幼通虽“不思

进取”却始终耿耿深情。 最终，在乡村（芳村）所提

供的伦理价值支撑下，她选择了接纳与和解。 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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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和解，也与自己和解，承认拼命向上只是人生的

选择之一，品格才是最重要的必选项；她也与都市中

的浮华与隔膜和解，只管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就

好。 翟小梨的路径选择背后其实是芳村给予的稳固

的乡土伦理价值观的支撑。 这样一种体验、反思、选
择的个人路径，显然比陈仓所提供的路径更加真实

可信，更清晰，似乎更有可行性。 但是，从《陌上》中
的描述来看，乡村已经越来越徒具传统伦理价值的

形式，当乡村的一切关系逐渐转向以经济为中心时，
“７０ 后”作家也许还能在回忆中找到乡土的精神滋

养，那么，对于“９０ 后”及以后的作家，这条路还能走

通吗？ 这样推断起来，就仿佛釜底抽薪一样了。
事实上，如雷蒙·威廉斯所指出的，“乡村和城

市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现

实”。 中国当下的城乡关系是随着历史进程的车

轮滚滚向前的，必然也会随着其中某一或某几种选

项的变动而变动，关于“乡”与“城”的文学表达也将

呈现出别的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乡村这端尚不至

于如此沦落，那些人情人性人伦道德并没有被金钱

至上冲击得荡然无存，尚有余脉持续流淌绵延下来，
作为支撑，供“进城者们”应对城市化的各种冲击，
甚至成为影响或改造城市文明的力量，成为以后的

创作者们获得思想与情感的资源，使“他乡”成为

“故乡”得以可能。 赵本夫创作的《无土时代》中关

于以乡土改变城市的构想，固然因“理念先行”而被

人诟病，然而也并不能因此否认未来不存在这样一

种方向的可能。 第二种可能是，城乡关系的落差不

是拉大了，而是缩小了。 这样的话，进不进城，扎不

扎根，“他乡”用不用变“故乡”，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说到底，“农民进城”是当下中国社会剧烈变迁

导致的。 社会变迁又“常是发生在旧有的社会结构

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 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

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发

生了苦难。 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应之前

就把它抛弃。 旧的生活方式有习惯性的惰性。 但是

如果它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会失去人们对它

的信仰”。 当下之中国大约就处于“新环境”的发

生与“旧方法”的适应磨合期。 这“新环境”与“旧方

法”并不单指城市或乡村、城市文明或乡土文明的

任意一极，而应指城乡融合的大环境对城乡二元对

立思维的“旧方法”提出了新要求。
这种来自关系两端的调整已经从个人、群体，上

升到国家政策层面。 比如近几年三农政策的密集出

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观念的高频高强度宣

传渗透，以及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工作的如火如荼；
媒体中已经出现相当数量关于返乡创业的报道，城
市中愈加注意与“进城者”密切相关的户口、子女教

育、社保等方面的政策调整。 从中国发展的现实来

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农村正在发生变

化，乡村的价值在逐渐升高；城市也在发生变化，对
自然与生态越来越注重。 两端在发生变化，城乡关

系必然也会发生变化。 当乡村价值不断提升，物质

丰裕，设施便利，越来越接近城市的时候，乡村自身

的独有价值便会适时凸显，导流的方向就有可能改

变。 城市的“进不来”和乡村的“回不去”随之都有

可能得到纾解。
关于城乡关系的变化，早在 ２０１４ 年评论家雷达

就在《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一文中指出：
“当下中国正经历着城乡转型的巨大裂变，即从‘乡
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历史的节奏也在由传

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跃升。”２０１８ 年，经
济学家刘守英也从农民与土地与村庄的关系变迁角

度指出，中国“已由过去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

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转变为乡土变故土、
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

国’”。 由此可以看出，城乡中国的社会形态将包

蕴更多、更复杂的历时更久的文化、情感、思维方式

以及价值观的变迁。 乡土的存在是以农时、农事、农
具、农作物、民居、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附着于

其上的民俗、节庆、自然观、人伦观、亲情观、价值观

等一整套物质基础与精神形式所构成的。 当其中的

主体———农民———成规模地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物

质精神场域中迁移时，任一环节的不适都能构成社

会的不适。 雷达将针对这种迁移的创作称为“亚乡

土叙事”：“它远非传统乡土文学中的地域和民俗所

能涵盖，也不是启蒙时代的传统批判。 这是不是一

种更加宽广的道路，是不是一种更有现代意味的诗

性呢？”要想把握和表达这种“不适”中隐藏的“诗
性”，必然首先要获得转型期中这种真切的“连筋带

肉”的不适感。 贾平凹曾说：“要始终建立你和这个

社会的新鲜感，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你对社会一直

特别关注，有一种新鲜感，有一种敏感度的时候，你
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拥有一定的把握，能把握

住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你的作品就有了一定的前

２４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瞻性，你的作品中就有张力，作品与现实社会有一种

紧张感，这样的作品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否则，复
杂转型期下新时代乡土经验的匮乏将不仅阻碍当代

乡土文学创作，与乡土相关的城市文学创作也将因

此步入“失真”甚至“失语”的境地。
归根结底，文学创作要首先与当下转型中的乡

土现实联通。 只有准确把握真实的乡土现实，才有

可能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物做出准确的思想认知与情

感表达。 在深入现实方面，作家们应该有更恰切的

方式、更无缝的对接，准确评估当下“城”与“乡”的
关系。 在准确把握城乡关系的基础上，从个人经验

的局限中走出去，融入时代精神的洪流，感受时代脉

搏，才能真正在创作中揣摩和呈现关系中的人的情

感落脚与命运走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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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年《十月》），项小米《二的》（２００５ 年《人民文学》），范小青《城
乡简史》（２００６ 年《山花》）等，作品众多，切入角度各异，结合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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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对“故乡”与“他乡”关系的建构———以陈仓和付秀莹的创作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