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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语言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
中国古典文学，二是民间生活语言。”作为
成名多年的作家，王跃文的语言风格一直
是研究者们关注的方向，对此，王跃文不止
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道。

《家山》亦延续了王跃文一贯的语言风
格，既有典雅的书卷语言，亦有鲜活的民间
语言，既有旧时的官文语言，也有时人的书
信语言，一切都不刻意，因人因时因事而自
由转换，总体风格则以简素为主。如写劭夫
作抗日演讲时，便用了典雅的书卷语言；写
县长李明达雪夜访扬卿时，则用了文雅的
读书人谈话；而到了写乡村儿女情长时，则
根据人物身份和性格来调整笔调——乡村
知识青年的爱情和乡村农民的爱情截然不
同，宣之于口也是不一样的表达。

尽管《家山》里使用了大量的基于乡村
生活经验的民间语言，但这些语言却不乏

强烈的文学性，“民间语言的文学性是从地
里长出来的。老百姓因为经验世界和知识
世界的限定性，通常喜欢用他们熟悉的事
物来描述眼前的世界；又因为老百姓的词
汇局限于其生活空间，他们说话天然地会
借助兴比赋的手法，反而让民间语言变得
生动、形象、朴拙，元气充沛，天然生发出文
学性。”王跃文说道，并举书中桃香教儿媳
妇煮饭时烧火的情节为例，桃香说“为人莫
做亏心事，煮饭莫烧黑心火。人要实心，火
要空心。”短短几句话，兴比赋手法全用上
了，生活常识和人生哲学也蕴含其间。

除了鲜活的民间语言，《家山》里还运
用了大量的独具湖湘地域特色的方言俚
语，在王跃文看来，所谓方言俚语，多是古
语在民间的遗存，古风古韵存焉。中华文明
万古赓续、生生不息，与中国文字中的实词
总体上都是音形义统一的“表意文字”息息

相关——字义大致古今不变，只是读音会
因年代或地域而变。如《家山》里写“烤火”
用的是“揸火”，“揸”字便是被普通话“排
挤”为土话的词。揸，其义为五指张开。“揸
火”是对人围火取暖状态的生动描述；再如

《家山》里说“煤油气味不好听”，外地读者
觉得奇怪：气味不是闻吗？怎么说成听呢？
但是“闻”不就是“听”吗？只能说古人很早
就掌握了通感；还有《家山》里写“燕子叫得
亮亮的”，也是把视觉和听觉都打通了的说
法。“方言俚语的艺术化处理，不但是小说
传情达意的需要，也能丰富现代汉语的表
现力，扩展了汉语言的宽度。”王跃文说。

分享会最后，王跃文总结说，《家山》是
他力图以一村之隅，写出一个时代的风云
际会和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当然，我深
知《家山》存在很多不足，一切教训都会成
为今后创作的借鉴。”

王跃文先生的新作《家山》，是一部以湘地乡村和
风土人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描写南方乡村沙湾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结构、风俗民情、时代变迁。这部小
说书写了一个南方村庄跨越百年的往事，呈现的是作
者熟悉的乡村民俗史，也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史。其中
包含了王跃文的经历、思考和情感积淀，凝聚了其生
命体验和感悟。

读过《家山》，我不禁想起了茅盾先生的《子夜》。
两部小说都以一个地域为背景，展现了中国社会在半
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复杂面貌，也都通过对个人命运
和集体历史的交织，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
和担忧。但两部小说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子夜》以
都市为舞台，描绘了上层社会和革命派别的斗争，《家
山》则以乡村为舞台，描绘了普通百姓和地方势力的
生活。《子夜》以激烈的冲突和悲壮的牺牲为主线，《家
山》则以平缓的叙述和温馨的情感为主线。《子夜》以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家山》则以日常
化和诗意化相结合的手法。

王跃文先生在《家山》中运用了大量的溆浦方言，
使得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方言是古语在民间
的流传，也是一种文化遗产。王跃文先生通过方言，不
仅还原了当时当地人们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也展
示了他们对生活、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祖国、对
民族等各种问题的态度和看法。方言是一种情感的载
体，也是一种智慧的体现。王跃文先生通过方言，让我
们听到了沙湾人民真实而鲜活的声音，也让我们感受
到了他们淳朴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王跃文先生在《家山》中运用了大量的诗意化描
写，使得小说充满了美丽而动人的风景画面。诗意是
一种审美情趣，也是一种精神境界。王跃文先生通过
诗意，不仅赞美了沙湾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也抒
发了对故乡的眷恋和对生命的感悟。小说中，沙湾的
山水、花草、鸟兽、农事、节令等都被赋予了丰富的意
象和象征，构成了一幅幅诗画般的景致。例如，小说开
头就描写了沙湾的“家山”——“从柚子树下望过去，
望得见西边青青的豹子岭。豹子岭同村子隔着宽阔的
田野，田里长着麦子和油菜……东边齐天界不远不
近，隔着万溪江，山重着山，起起落落，没入云天。”这

些笔下迷人的山岭田地，不仅是沙湾人民的标志和象
征，也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和信仰寄托。小说中还有许
多类似的诗意化描写，如“佑德公家的大窨子屋同陈
家祠堂隔着一片松林，松林间春夏都会落满白鹭”、

“燕子雀儿正在筑窠，从桃香头上飞进飞去”、“贞一坐
在娘身边，抬头看星星。院子里安安静静的，满耳都是
墙外的蛤蟆叫”等等。这些诗意化描写不仅增加了小
说的艺术魅力，也反映了作者对乡土生活的深刻理解
和对自然美的敏锐感受。

王跃文先生在《家山》中运用了大量的日常化对
话，使得小说充满了真实而生动的语言风格。日常化
是一种写作技巧，也是一种表现手法。王跃文先生通
过日常化，不仅展现了沙湾人民的口语特色和性格特
点，也传达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社会关系。小说中，沙
湾人民的对话充满了方言、俗语、谚语、歇后语、谜语
等，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貌，既富生活细节，又有
文学之美。这也是因为老百姓囿于经验世界和知识世
界的限定性，通常喜欢用他们熟悉的事物来描述眼前
的世界；又因为老百姓的词汇局限于其生活空间，他
们说话天然地会借助兴比赋的手法，反而让民间语言
变得生动、形象、朴拙，元气充沛，天然生发出文学性。
比如，桃香教儿媳妇煮饭时烧火，说：“为人莫做亏心
事，煮饭莫烧黑心火。人要实心，火要空心。”短短几句
话，兴比赋手法全用上了，生活常识和人生哲学也蕴
含其间。

总而言之，王跃文先生的《家山》是一部具有高度
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的长篇小说，它以乡土中国为题
材，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与传承，也表达了对故乡
的眷恋和对生命的感悟。这部小说不仅继承了茅盾先
生《子夜》等作品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开创了自己的乡
土文学风格。它以方言、诗意、日常化、历史化等手法，
塑造了一系列鲜明而丰满的人物形象和风景画面，构
成了一幅幅诗画般的乡村民俗史。它以平缓而温馨的
叙述和情感为主线，贯穿了村中芸芸众生的故事和命
运，形成了一部具有史诗性质的乡土长篇小说。它以
广阔而深刻的时代意义为背景，呈现了中国社会在 20
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和变革，也表达了对中
国历史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书名：家山
作者：王跃文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 年 12月
定价：89.00元

内容简介：
一日，沙湾首户佑德公去县里打听儿子劭夫在军

队的消息，不意遭逢“马日事变”后县知事被杀事件，劭
夫避过身祸回乡休假，与村上同道兴办乡村小学，佑德
公义救“红属”，扬卿主持修建红花溪水库，齐峰、克文
组织人民武装迎接解放，由此展开大革命时期到新中
国建立二十余年波澜起伏的一部地方史志。抽壮丁、大
洪水、征赋纳税、乐输抗捐、生老病死，桩桩件件演绎一
方乡土的民风民情民心。小说得方言古语之神韵，承中
华文化之浪漫精神，细密编织沙湾村耕织劳作的日常
生活。夫妻父子邻里，悲喜忧欢哀乐。小说在极其世俗
然而又充满诗性的生活图景中不时鸣响着冲突、争斗
的命运变奏……

乡村生活的世情全书
湖湘文化的民族史歌

王跃文携新作做客炎陵 分享《家山》创作种种
郭亮

“大约十年前，我读《三槐堂王氏五修族
谱》，里面有这样的记载：1949 年 3 月 5 日，与
我溆浦县相邻的辰溪兵工厂（现 861 厂）被土
匪张玉琳聚众抢劫，三万多支枪械流落民间，
山头大王据寨称雄，邻近不少县城被土匪洗
劫。我们村一批热血青年在村里一位地下党
员的领导下组建保乡护民自卫武装，村民们
纷纷捐钱捐谷，筹资购买枪支弹药。这支自卫
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

总队湘西纵队’，为解放溆浦和湘西剿匪立下
功勋。”

这些参加“湘西纵队”的王氏先贤，按辈
分算，是作家王跃文的祖父辈、伯父辈。在王
跃文儿时的记忆里，这些人只是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普通农民，等他意识到这些人都是英
雄的时候，他们却皆已不在人世。出于作家
的自责，王跃文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他们的故
事写下来，这便是王跃文创作《家山》的最初

动机。
小说《家山》的故事发生在“沙湾”，一个

王跃文依着自己的出生地漫水的样子描摹虚
构的中国南方乡村，以陈姓为主的数百户村
民世世代代在此生活劳作，老一辈中有年过
七旬的乡贤佑德公，是村长也是道士的修根，
年轻一辈里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齐美，留日
归乡的扬卿，省城求学回来的齐峰等。他们经
历 了 军 阀 混 战 ，国 共 合 作 ，抗 战 、解 放 战 争

……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在世俗又充满诗
性的乡村图景中，抽壮丁、大洪水、征赋纳税
等冲突与争斗的命运变奏不时鸣响，一部波
澜起伏的地方史诗徐徐展开……

3 月 30 日，作家王跃文携新作《家山》做
客炎陵，并做主题为“我的乡村文学叙事——
以《家山》为例”的创作分享，与到场 300 余位
文学爱好者共同分享《家山》创作中的种种。

日常叙事，静水深流

“文学是打量生活的一双‘天眼’，给庸
常生活赋予新的意义。”

与史家“常事不书”的特点相反，《家
山》的聚焦点是沙湾乡民的烟火日常，不简
单概念化地图解生活和历史，一切回到真
实的生活细节。

对此，王跃文坦言，“故事好编，日常难
写。”《家山》采取全景叙事（非单一线索叙
事），不以某个事件、某个人物为中心展开
小说叙事，呈现的是乡村百姓生息与共的
生活原野，刻画的是各具面目和性格的人
物群像，呈现的是真实的人间时空，这就要
求作家对生活场景的还原必须有敏锐的观
察力。王跃文说，传统乡村生活是天人合
一、天人感应等中国哲学的人间样本，人们
日常起居、春种秋收、婚丧嫁娶、年节往来，

都应时应年应景，如小说写沙湾的人家如
何养鸭子，短短 300 余字，“既写了农事和物
候变化，又写了季节轮回和岁月流转，还写
了田园风光和乡人野趣，充满着从土地里
自然生发出来的诗意。”

王跃文认为，作家的写作笔法，客观上
就是作家的人间态度。《家山》叙事从容，徐
急有度，沉静舒缓，并举例来说明他如何用
细节和故事来描摹中国人的神貌、性格、气
息、精神。如写扬卿和瑞萍结婚时，既写了
年俗和婚俗，热闹喜庆，又写了正处乱世，
喜庆中又有哀伤；再如写逸公老儿葬礼时，
既写了中国人庄严的生死观、血肉相连的
亲人情感、乡亲眼里的盖棺定论、葬礼在乡
间的教化作用，又写了老人回光返照和上
山入土的诸多细节，“中国人生命哲学里，

生死是最大的事，小说里写了几场婚礼，几
场葬礼，又不断诞生新生命”，在王跃文看
来，正是这些极具仪式感的婚丧嫁娶之礼，
体现了中国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文化的传
承。

王跃文说，《家山》有意避免了过于戏
剧化的情节描写，依从于那方山水的生活
自然逻辑，“尽量在白描中写出生活的宁静
与艰难、清晰与复杂、细小与宏大、恒常与
骤变。表面波澜不惊，实则静水深流。”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小说里的
佑德公、逸公老儿、修根一代是旧传统的守
护者和传承者，而劭夫、齐峰、扬卿、瑞萍、
贞一则是新文明的传播者和引领者，“历史
和时代都在故事的讲述中自然演进”，王跃
文如此总结道。

史笔为文，史观不拘

“我只会用真实的细节和故事勾画乡
村变迁和时世流转，完成乡村和乡村人物
的命运表达。”四年前，王跃文在接受《芙
蓉》杂志编辑杨晓澜的采访时曾如是说。

虽然是小说，但正如王跃文所说，他是
用真实的细节和故事去勾画的。《家山》的
明线是沙湾村的日常生活，伏线或背景是
百年中国大变局。大革命、红军长征、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历史风云都
在沙湾土地上翻卷，国家民族紧急关头，沙
湾子弟们或奋勇争先、前仆后继，或忍辱负
重、坚韧不屈，表现出应有的家国情怀、使
命担当和民族血性，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
如贞一上雅礼中学不到半年就“放假”回
家，这便是依据历史创作的。1927 年 5 月 21
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周南女校创始人
朱剑凡因反对蒋介石而受到通缉，被迫离
开周南。周南女中亦被反动政府查封，停办
一年。1928 年 8 月才获准复学。再如史瑞萍

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到县里来组织革命武
装，随即同组织失去联系，也是据史写的。
当时（1929 年），湖南省委代理书记是蒋长
卿，省委机关设在益阳。蒋长卿同志 1931 年
被捕牺牲。

除了这些大的历史事件，生活场景的
描写也无一不与史料相吻合，如写县政府
征用佑德公家的马，小说中是这样写的，

“佑德公送走县政府的人，径直进屋去马
栏，见马鞍都没有取下来，马已瘦得不像样
子，腿上的白毛都成了灰色。佑德公眼眶一
热 ，泪 水 就 出 来 了 。心 想 ：他 们 哪 把 马 当
人？”国民政府基层官员不爱惜民物的嘴脸
跃然纸上；再如写其时的苛捐杂税，“扬高
看过今年的征收章程，他看了也是白看。齐
树是内行人，看了就记得了。这时，他把今
年征收名目一五一十说出来：“过去的老名
目样样都在，今年只要想得出的新名目都
出来了。本来已征收多年交通附加，今年又

多出了桥梁捐、义渡捐、茶亭捐。年年征收
行政附加，今年又多出个不敷特捐。又不管
你种不种茶叶，种不种烟叶，都要交茶捐、
烟捐。沙湾人都不晓得鸦片烟树长得什么
样子，都要交种鸦片的罚金。他妈妈的，今
年涨这么大的洪水，粮食征实之外还要征
借！”老百姓负担之重兼以对政府的切齿之
恨，于斯亦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家山》对一些普通人难以
察觉的小细节也做了史实上的查考，如煤
油灯取代桐油灯，旧时工价——农忙一日，
工价一升半谷子；纺十二斤棉花，工价一石
谷子——税赋的名称、种类、税负变化，等
等之类，皆可以寻到相关的史料依据，王跃
文将之归因于多年阅读真实史料和研究专
著，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兼以多年听长辈
讲过许多过去的事情，提笔便历历在目。

“历史和文化是延续的，我从小至今都能感
受到过往的历史回响。”王跃文说。

辞气简素，雅俗参差

《家山》：乡土中国的变迁与传承
郭亮

王跃文在炎陵分享《家山》创作种种

分享会结束后，王跃文给现场读者签名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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