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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区域文学研究始终是一个热门话

题, 形形色色的区域文学研究或拾遗补缺, 或张扬个性, 或强

化问题意识, 或突出地方特点, 不同程度地消解了权利话语

形成的 /中心0或者 /权威 0的大一统局面, 进而形成了多元

化文化生态的组成部分。巡视以往区域文学的研究,往往会

发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研究角度或理路的调换就能给区域

文学的探讨带来新的学术景观 ,显示新角度或新理路的独特

功能和逻辑威力的新成果的产生,标志着区域文学研究学术

层次的新递升。青年学者董正宇博士5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

军 ) ) ) 现代湘籍作家 /泛方言写作0的现象研究 6[ 1] (以下简

称 / 5方60 )一书应该属于这个渐次递升过程中的一块重要

的碑石。

董正宇博士将具有特殊审美特质的方言作为区域文学

研究的突破点, 无疑找寻到了一条便捷之径 ) ) ) 更贴近存在

的本真性和个体性。海德格尔把 /因地而异的说话方式称为

方言0 [ 2] 199, /在方言中各个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 也就是大

地。而口不光是在某个被表象为有机体的身体上的一个器

官, 倒是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动和生长 ) ) ) 我们终有

意思的人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

得我们的根基和稳靠性0 [ 2] 200。大地的语言是生存的语言,

方言是大地上开出的口之花朵 ,地域以方言直达人的血脉灵

魂之中, 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方言正是以其永不消

竭的内在生命力捍卫着文学语言的某种独特性和个体性, 使

文学作为特殊的语言艺术具有自在的本体地位。基于此,

5方6/对现代湘籍作家运用方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具体表现,

使用方言的形式进行比较细致的陈述和分析,并由此阐释了

这些作家与地域的根性联系和地域文化特色0 (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朱晓进教授语 )。

尤其是在著作上篇 (综合论 )的第二章 (方言情结、楚辞

传统与边缘策略 )、第三章 (话语改造与方言出场 )、第四章

(方言审美与言语效用 )中, 研究主体以深微的艺术感悟力、

敏锐的发现逻辑机制、坚实的史料知识结构、缜密的辩证逻

辑思维颇有效地穿越了文学湘军错综复杂、多维交织的文化

精神结构,逐步勘察地域文化对于湘籍作家创作的特色和形

成原因具有怎样的推动作用。在著作者看来, 现代湘籍作家

方言写作的动因,一是 /源自根性的母语方言的情结0, 湘人

湘地多元生活方式和独特生活图景构成了湖南众多方言之

间以及与民族共同语言之间巨大差异的根本缘由所在; 二是

/承续久远的方言写作传统 0, 在中国文化及文学向现代的

历史性转型中,现代湘籍作家更是无意识承续先贤 /书楚语、

做楚声0传统, 试图重新在文学想象中奏响湘楚之音; 三是

/自居边缘的文化策略 0, 在古代 ) ) ) 现代社会转型的时代

文化语境下,现代湘籍作家做出了自居 /边缘0眺望 /中心0

的身份定位和文化选择。这是通过上述三方面深刻而辩证

的透析,著作者从创作心理、文化传统和文化策略等维度呈

示出新的理论创新点、新的价值增长点和新的思维范式, 达

到以前研究者尚未完全达到的整体认识深度和高度。

方言视角的切入为文学湘军们创作的独特性和个体性

找寻到了永不消竭的内在生命的根源, 换言之, 为文学湘军

们的 /独语0行为找寻到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依据, 这是5方6

的创新点与增值点,然而这部著作的学术贡献又并非仅限于

此。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 随着外界的冲击和影响, 以及

方言自身的局限性和个体性,随意性极强的方言在潜移默化

中似乎渐渐转化为有序的文学形式, 方言的个体性和文学的

流通性和审美普泛性之间似乎也在形成一种互为渗透互为

牵扯的悖论张力,这是一种复杂的文学书写现象, 也是一个

有待深入挖掘的崭新课题, 在董正宇博士之前, 国内外的学

者似乎还没有对此进行系统详尽的阐释, 5方言视域中的文

学湘军 ) ) ) 现代湘籍作家 /泛方言写作0的现象6应该说拓

展了目前学术界关于方言写作研究的疆域, 打开了另一扇曾

经被忽略的研究视窗。在 5方 6中, 著者史无前例地提出了

一个崭新的概念 ) ) ) /泛方言写作 0, 而这毫无疑问应该是

本书一个至关重要的闪光点。所谓 /泛方言写作0, 是相对

5海上花列传6、5九尾鱼6等纯粹的方言文学作品而提出的



一个概念, 在著者看来,之所以要提出迥异于 /方言写作0的

/泛方言写作0概念, 是因为唯如此才能更好涵盖一种文学

事实 ) ) ) 即从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文学事实观察,虽然不同

时代尤其是 20世纪 40年代有方言文学倡导的零星声音, 但

纯粹意义上的方言作品少之又少,不成阵势。纵观全文, /泛

方言写作0概念的提出,的确使著者找到了准确介入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 它使得著者在关注现代湘籍作家

/独语0状态的同时也能够兼顾时代 /共语0对于 /独语0的纠

葛和牵绊, 它使得著者对于方言写作的研究能够在 /独语 0

和 /共语0 艺术空间里自由穿梭,从而使得学术研究得到一

种更为全面的舒展和充盈。

在 /独语0和 /共语0的艺术空间中自由穿梭的董正宇博

士, 以独特的艺术感觉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耳目一新的发现,

这种发现集中体现在著作的下篇 ) ) ) 现代湘籍作家的个案

分析中。著作的下篇是尤显著者功力的部分,在这部分中著

者以 /泛方言写作0的视角切入, 对于沈从文、周立波、韩少

功、彭家煌、古华、何顿等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湘籍作家作品进

行了详尽系统的阐释和剖析,时有真知灼见闪现。例如著者

认为 / 5边城6的写作, 意味着沈从文文学-湘西世界 .整体框

架的基本完成, 也标志着沈从文语言形象的确立和自由境界

的抵达0,这种从容写作境界抵达的成功如果从语言资源方

面观察, 主要在于三方面的完美整合, 即 /湘西 -母舌 . ) ) )

5边城6的语言底色0, / -古典 .话语 ) ) ) 深层诗意的传达0,

/欧式语言 ) ) ) 被改造的语言形式0。这样著者从语言学的

视角系统阐释了如何通过文本中的独特语言形象,沈从文传

达出别样的生活图景 ) ) ) 即心灵对生存世界的独有的文学

想象, 从而对现代汉语文学以及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

再如5主流话语缝隙中民间话语的再现 ) ) ) 周立波6一

章也是5方6中写作非常成功的部分, 正如著者所言, 对于周

立波评论家们历来存在一个有意味的 /两极阅读0现象, 围

绕周立波及其创作既有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也有不少否定的

声音,著者力图所做的就是返回历史现场, 从 /泛方言写作0

的独特视角出发对于周立波及其创作进行一次客观、公正的

评价。在著作者看来,只有结合时代的具体文化语境重新审

视文本的文学语言策略,也许才能找到一条正确认识或者破

解曾经被树立为 /经典0文本的道路。在5主流话语缝隙中

民间话语的再现 ) ) ) 周立波6一章中著者撷取周立波的两

部代表作品 ) ) ) 5暴风骤雨6和5山乡巨变 6进行颇有深度的

挖掘和阐释,从对于文本中关于方言资源运用的考察, 勾勒

出周立波从5暴风骤雨6到5山乡巨变6所走过的艰难的语言

还乡之路,其中 /对周立波从东北方言到湘中方言的转变尤

见深度。结合文本,寻根溯源, 贯穿了大量的文学现象, 富有

系统性和学理性0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功正语 )。

同样在论及韩少功、彭家煌、古华、何顿等其他现代湘籍作家

作品时,著者也提出了大量的颇有见地的看法, 尤其难得可

贵的是,关于这些作家作品的分析著者并没有将其处理为一

个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使其在整体上体现出一种时代意义上

的连贯,或者说使其能够前后呼应体现出现代湘籍作家发展

的时代特征和内在逻辑, 因此从此意义而言, 5方6的下篇既

可以看做是关于现代湘籍作家的个案分析篇, 也可以看做是

关于现代湘籍作家 /泛方言写作0的发展简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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