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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岳文化与郭林春的文学创作
) )) 当下衡阳作家系列研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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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衡阳本土作家郭林春深受衡岳文化的影响,其文学创作深深地打上了衡岳文化的烙印。郭林春创作中有着

大量 /衡岳文化意象0; 勇于担当成为其固有的文学价值取向; 兼具衡山湘水的沉实厚重和清新灵巧, 铸就了郭林春文学创作

刚柔并济的美学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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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下活跃的衡阳本土作家中,郭林春素有 /文坛多面

手0之誉。2005年 7月, 作家出版社推出了衡阳本土作家郭

林春的一套五卷本文集。这套文集包括长篇小说 5青春风

暴6、中短篇小说集 5黑夜与骚动 6、散文集 5河西听风 6以及

影视文学集5天上谣6、诗歌集5半空中荡秋千6等 ,洋洋百余

万言, 体裁涉及诗歌、散文、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影视剧本

等几大门类, 题材包括乡村生活、校园生活、军旅生活等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浩浩湖湘, 衡州始源。生长、耕耘在衡阳

这块文化沃土上, 积淀久远、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衡岳地域

文化在郭林春文学实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成就了他初

具风范的地域文学品格。

一  衡岳意象: 郭林春文学写作的文化标记

本文所指的衡岳文化, 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

其内涵是指上迄衡阳建城, 中历两宋建构定型并延续到今的

以衡阳市 (包括南岳衡山 )为中心区域以及所覆盖的周边地

区广大民众所创造的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

其他能力和习惯的总和。从内容上看,衡岳文化博大精深,

大体上又可划分山岳文化、书院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

船山文化等诸多具体形态。衡岳文化具有一种保守性和开

放性并存的特质。地处湘南, 深居内陆,四周高山阻隔, 远离

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养成了衡阳古朴不乏保守的

民风。发达的水陆交通,悠久的历史, 使得衡阳人见识较广

且有较强的自信和大度, 未受中心文化约束又使衡阳人能在

不同文化的碰撞中能自辟蹊径, 保有 /独立自由之思想0。

别林斯基说: /在任何意义上, 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

生活的花朵和果实。0 [1]作为民族文学组成部分的地域文学

尤其如此,一方山水养一方性情,作为地域 /性情0表现的生

产劳动、节日庆典、婚丧礼仪、谈情说爱、迎来送往等民俗文

化,已构成了地域文学的美学风貌。

文化厚重而又山灵水秀的衡岳大地正是郭林春的文化

原野。他从这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艰辛道路, 他在这里取得

了引人注目的文学成就,并且他至今都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

半步。郭林春生于衡阳常宁洋泉石牛湾村, 湖南师范大学毕

业后又重返故乡,他在基层政府做过办事员,后来又在教育、

组织部门工作,这些生活经历都成了他文学创作丰富而又广

阔的 /源泉 0, 使其文学创作打上了深刻的衡岳文化烙印。

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时,郭林春多次谈到了故乡常宁洋泉

石牛湾村 ) ) ) 一个在他心灵扎下深根情结的地方。他说,

/福克纳把自己邮票大的故乡写了一辈子也没有写完, 沈从

文、莫言等人的作品, 其小说的取材几乎都来自故乡,可见,

故乡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多么重要。故乡的重要在于故乡是

每一个写作者的根,没有根的写作,写出来的东西是飘的,不

稳,同样也会失去独特的韵味和光泽。0 [ 2] 304

按照审美艺术学的观点,艺术的本体是意象, 因此作为

地域性文化一旦进入文学中,必然要凝结在作为本体存在的

意象之中。生于斯,长于斯的郭林春, 深受衡岳文化的陶冶

和熏染,在创作时, 他的主体意识就自然落脚于衡岳文化的

根基上,创作出了大量魅力十足的文学作品, 恰如其分地展

示出衡阳的文化结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信仰习惯、价值

观念 [ 3]。

在中短篇小说集5黑夜与骚动 6中, /衡岳意象 0得到了

全方位的体现:湘南农村特有的乡土生活,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著上鲜明的地方色彩。自然形态的描



写与社会形态的叙述交融在一起,真实地呈现一副衡岳文化

孕育下的有着古朴霸蛮的民风、充满原生态野性美的湘南农

村生活画卷。比如5软伤6, 通过对山乡生活的描写, 为我们

展示出一个贫苦农民 /上门女婿0刘大民的 /软伤0; 5黑夜与

骚动6里,在一个放电影的晚上, 分别发生的 /野合0、/野

逃0、/野祝 0三个故事, 显示出衡岳文化孕育下湘南农村的

野性之美; 5有话找你说6里,一个叫袁朴的老农民到城市找

/做官0的儿子告状, 却发现儿子已经成为 /机会主义分子0,

结果 /勃然大怒0, 并最终把儿子告了的故事 ,展示了纷繁的

农村社会世象。小说集中那些生存艰难的普通农民形象、从

县到村各级基层干部形象, 湘南竹乡的村民生活, ,都给人

深刻印象。

在自然地理环境的描写上, /衡岳意象0的痕迹十分明

显。在小说5软伤6、5苦竹坳6、5天和尚接亲6等中, 郭林春

都描写了一个叫 /苦竹坳0的富有湘南竹乡特色的地方 ) ) )

这明显能看出作家故乡常宁洋泉石牛湾村的影子。郭林春

曾说过: /我的故乡位于常宁洋泉石牛湾,那儿山青水秀, 浓

厚的山乡风情扑面而来, 我前期写作强烈地烙下了故乡的影

子, 5苦竹坳6、5我的知青小妹6等作品里的人与事, 就来自

故乡。0 [2] 304在5苦竹坳 6的开篇, 郭林春这样描述了竹乡的

自然风光: /月影中的苦竹坳, 青山绿水, 云影波光, 绿林竞

翠, 竹篁如盖。0 /远处, 那山山相连的一片竹海, 好一幅飘逸

的水墨长卷。0 [2] 247在外务工的农民苦生 /跌跌撞撞地走在

山道上0, /四周是黑黝黝的山 0, 他心里念叨着 /苦竹坳, 我

难舍难离的故土, 我醉生梦死的故乡0 [ 2] 247, 紧接着就是苦

生对土地、竹海的感受和对家乡竹编工艺传说的描述,以及

后来对狐狸精与人调情传说的描述,这些自然风物和传说故

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主题意象象征群落。

/衡岳意象0更体现在对传统风俗与民间文化的描绘

上。郭林春非常熟悉衡山湘水间的民间传统风习。那些原

生的、粗朴的、零散的民情风俗通过艺术加工,在其文学创作

中审美化再现。如上山砍竹 /山里有山里的规矩0, /上山砍

竹之前的禁忌更多: 先天晚上就不能讲不吉利的话, 清早起

来不许讲龙、虎、蛇、风、鬼、梦等词语, 有所谓-朝勿讲梦, 夜

勿讲鬼 . 的说法。0 [ 2] 247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

歌创作, 小说5苦竹坳 6中就收录加工了许多民间歌谣。如

在男女对唱的山歌: /河内哩格流水哟湾套着湾,湾湾哩咯飞

出哟拉纤的排。哥哥哩格拉纤哟心想着妹,湾湾哩格妹妹哟

撞我心怀。0/拉过哩格一滩哟又一滩哩, 拉纤哩格汉子哟拉

到何年? 湾湾哩格今日哟走汽艇哩, 鲤鱼哩格氽水哟空响

(想 )连连0 [ 2] 247。节奏鲜明, 朗朗上口, 曲调优美。这些关

于苦竹坳风俗人情的描述,均渲染得真切、生动而形象, 展现

出一种未被现代文明所影响的原生态的、具有一种野性的乡

村的美。

此外, 郭林春文学语言也带上鲜明的 /衡岳0色彩。比

如小说5软伤6开篇就写到 /五里坪的土地,干瘪得像老女人

的身体, , ,饿得前胸贴到了后肚皮0, /欠账太深 0, /还是

那个干精瘦猴的小样子 0 [2] 247, 在这里, /干瘪 0、/前胸贴到

了后肚皮0、/深0、/干精瘦猴0这些词都是明显的衡阳方言

俗语,生活色彩浓厚。 /瘪0, 在汉语词典里的意思是物体凹

下去的意思, 这里指土地贫瘠的意思; /前胸贴到了后肚

皮0, 也是衡阳人常用的土语, 指太过饥饿; /干精瘦猴0是一

个衡阳方言熟语,指人比较瘦弱, 不强壮。这些富有地域特

色的方言土语的运用, 让读者有置身于衡岳本土的感觉, 是

对话外的听众。更让懂衡阳方言的读者有亲切的熟悉感。

二  勇于担当:郭林春的文学价值取向

文学是一种社会性话语活动, 是作家对外部客观世界和

内在主体世界的一种反映。 /文学在反映现实过程中具有积

极的选择或改造性质。文学不仅受动摹写现实, 而且可以能

动地再造现实。0 [ 4]衡岳文化的厚重与积淀使其具有一种以

天下为已任,勇于担当的 /锐 0性。郭林春在衡岳人文环境

的浸润和熏陶下,把社会责任感融入到自己的骨子里、自己

的血肉中并在文学实践中得以再现, 进而形成其文学强烈的

关注现实,勇担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

郭林春是个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 他的作品有一个显著

特色,就是积极关注普通百姓的命运。其文学创作十分注重

真切的以生活原形为创作起点和素材, 从野性与人性、现实

与传说的冲突中,叙述衡岳大地人或悲戚或激昂或包含血泪

或缠绵悱恻的故事, 透过衡岳这块独特的生存天地, 去解剖

去思索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他的中短篇小说 5黑夜与骚

动6描写了许多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充分表明了他对弱势群

体的关注。比如中篇小说5软伤 6写上门女婿刘大民一段苦

涩的婚姻,写得非常真实 ,看不出斧凿之痕, 仿佛就是截取了

生活的一个断面,原原本本展现给读者, 让人深切感受到了

乡村的现实,由此生发出对这里人与事的悲悯、同情、牵挂与

关怀。

长篇小说5青春风暴 6, 可以说是作者社会责任感最集

中的体现。这部小说从富有正义感和良知的立场出发, 以理

性的反思态度,提出了当前教育中若干值得思考的问题, 诸

如应试教育的弊病、未成年人思想品德教育等等。在作品

中,无论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均是作为社会存在, 亦即社会

中的人而被表现的。校园仅仅赋予了他们一种身份, 这种身

份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或限制着他们的社会行为。在这

一点上,郭林春的校园小说有别于一般意义上那些出自少年

作家之手的青春书写,具有较深的思想内涵。著名评论家何

镇邦撰文指出: /它既是一首青春的浪漫曲,又是一部新时代

的教育诗。0 [ 5]

在当代中国,迄今为止, 高考仍然是高等院校最重要的

人才选拔方式。对于很多高考的过来人而言, 高考不单是一

种制度,还成了一种象征、一座炼狱、一场决定命运的战斗,

一个无比丰富和复杂的、神圣的人生课堂。可是, 高考背后

蕴涵着的很多东西, 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掩盖了, 郭林春

以对当下教育校园生活剥皮见骨的笔法, 揭示了应试教育的

弊病。

郭林春从一个中年人和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观察校园,

5青春风暴6虽然写的是中学生生活, 但他把着眼点放在教

育体制方面,通过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 揭示了应试教育的

种种弊端,对应试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故事发生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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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南方城市的一所高中里。作者通过香江中学 136班班

委改选、班长易人,参加黄花集团采摘黄花菜的劳动、郊游天

堂山以及林诗雨坠崖事件, 李子雄、周伟以及林诗雨之间的

感情纠葛, 尤其是通过李、周的对立以及周伟通过反恐精英

演习而转变等主要情节塑造了李子雄、周伟、林诗雨等中学

生形象, 揭示了应试教育与表达青少年成才之间的矛盾, 指

出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端,呼吁人们对应试教育进行改革。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 他们的道德状况直接关系到中

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如何对这些

孩子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 如何让这些 /花儿0快乐健康地

成长? 是我们教育者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中学阶段青少年

开始逐步形成系统的道德认识以及相应的道德行为习惯, 这

个阶段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和培养,对其整个人生道德品质

的形成往往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郭林春在 5青春风暴6中

即讨论了未成年人道德教育这个严肃的话题。

小说绘声绘色地刻画出了一系列鲜明的青少年形象。

小说中几个主要的青少年形象是相当鲜明突出的。周伟、林

诗雨、李子雄等几个着墨较多的形象是成功的。周伟在班委

会改选之前担任 136班班长, 骄横拔扈, 俨然是一个小霸王

和救世主, 但是当班委会改选落选,班长位置被李子雄取代

之后, 一方面情绪低落, 一方面又痛恨李子雄, 从任性、霸道

转而耍赖、刁蛮,尤其是在天堂山郊游中误把林诗雨挤落悬

崖, 李子雄在下崖搜救林诗雨中又得到了林诗雨的爱,而周

伟完全失去林诗雨之际, 他的种种表现, 关门玩网络游戏而

引起的轩然大波以及潜入网吧三天三夜不归宿不上学等等,

都把一个小霸王的任性、刁蛮与无赖写得栩栩如生。周伟的

形象, 无论是他班委会改选前担任 136班班长时的任性、霸

道, 还是改造后刁蛮、耍赖的性格展示来看, 都在告诉我们,

像周伟这种出身干部家庭, 家境富裕从小娇生惯养的青少

年, 存在着一个道德教育的严峻问题。

教育体制改革、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是个众所关注的

热点问题, 从这个角度切入,意味着5青春风暴6并不完全是

一部普通意义上的校园小说,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紧扣时

代脉搏、贴近大众生活的社会问题小说。

三  刚柔并济: 郭林春文学创作的美学品格

/在同一时代和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中, 由于环境条件

的不同, 民俗风情的不同,反映在文学风格上,可能形成不同

地域的特点。0 [6]不同的地域环境对人的气质乃至艺术创作

风格会产生一定影响, 使作家对生活感知的表达方式常常表

现出具有地方色彩的形态特征。正如梁启超5中国地理大势

论6云: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 自古

然矣, 自唐以前, 于诗于文于赋, 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

马, 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 江南草长,洞庭始波 ,南人之情

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 北人为优; 骈文之镂云刻

月善移我情者, 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 其受四周社会

之影响特甚焉。0 [ 7]巍巍南岳, 长期的文化积累, 为衡阳历代

文风渲染上一层厚重、稳健的色彩; 而滔滔湘水,永不停歇地

向北奔腾而去, 则牵扯出衡阳文人独有的灵动的心绪,在一

定程度上促成了浪漫性灵文风的形成。郭林春深受两种文

化因子的影响,其文学创作兼具了衡阳作家沉实厚重和诙谐

灵巧的两种风格。其文学创作既有一种深刻沉重稳健的美,

又有一种清新爽人的意蕴。这种表现在诗集5半空中荡秋

千6得到集中体现。这里姑且按照抒情对象把诗集分成两个

部分来进行解读。

第一部分: /诠释现实0。5半空中荡秋千6中的诗大多

是在真实客观的反映现实生活。5守望岁月6通过几个乡土

场景的描绘,构成了一种令人惆怅的意象 ) ) ) 土地的古老,

岁月的漫长,希望的渺茫, 信念的执著。尽管生活是艰苦的,

但精神却是乐观的。 /老屋一如昨日发黄的书页 /轻轻翻读 /

久违了的亲切 /携着米酒 /猛然间醉了 /窗外探身而看的那片

竹叶0 [8] 1这样的诗句, 高度浓缩现实, 有很浓的诗意, 表现

出对乡土本质的成熟认识, 也展现出作者的浪漫主义情怀。

5烈火英雄6开篇, 作者列出了永载史册的 11位英雄, 然后

落笔在衡阳 / 11# 30大火中壮烈牺牲的英雄。作者用了数

百行文字描写 /在熊熊大火中燃烧0的消防官兵, 极尽诗歌

描写叙事的细节, /八支火枪 /朝火魔扫射0, 作者用现实的

笔调歌颂英雄,从而使英雄的壮举更加真实感人, 使英雄的

形象在现实中熠熠生光。 /现实0是作者诗歌的主调, 除了

5烈火英雄6还有描写军营生活与刻画士兵的作品5哨兵 6、

5我是一棵白杨6等。另一篇现实之作54月 6日, 风沙进军

北京6里写到: / 4月 6日 /风沙向北京不宣而战0这场自然与

人类的战争被诗人纪录了下来, 这是一场战争, 更是一个刻

骨铭心的烙印, /昆明湖在哭泣 /北海在挣扎0 [ 8] 78 /北京 那

是我们的北京0, 我以为那是诗人在哭, 在呐喊! 除此之外,

还有5喊山6、5玉米林6、5老屋6等作品,都十分真实的诠释

了乡村景色,乡村生活。

第二部分: /诠释梦0。诗是诗人情感在笔尖的流露, 郭

林春的浪漫情怀集中寄托在几首诗中, 首先要说的是 5无序

的思绪6, /时间从我的书桌经过 /带走了那封发黄的情书 /

情书的年代已久远 /情书的她已模糊0 [ 8] 16作者是在追忆 /情

书0的时代, 有一点淡淡的伤感, 有一种婉约的韵致。在5爱

的季节6、5同桌的你6、5咖啡的味道 6、5站台6等诗作里, 诗

人系统地回味了 /青春0。爱情是真实的,而对于 /爱情的激

情0已近消磨的诗人来说, 年轻时的那如火的爱情的记忆或

许已经越来越模糊, 诗人用诠释梦一般的文字来诠释爱情。

/梦0本身就是一个意像, /梦有南国红豆 /圆圆的酒窝透红

透红 /梦有玫瑰千朵万朵 /含羞的花苞 /开满夜的清香 /青春

作梦 /信念在无边 的梦呓里 /痴情 地戍守 0 ( 5青春作

梦6 ) [ 8] 169梦多是美好的, 是诗人潜意识的追求与期盼, 也许

梦真能脱离现实而存在, 但是梦总会醒来的,作者诠释梦,但

并不沉迷于美梦,作者是躺在 /现实0的 /床0上作着梦。

丹纳在5艺术哲学6中云 : /要了解一件艺术品, 一个艺

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0
[ 9]丹纳认为, 要研究艺术这片茂盛的鲜花, 先要研究种子的

种族及其基本性格, 这些在祖先身上显露的特质, 会随之一

代代承传下来。一个区域的文化传统也是如此。虽然, 在当

下全球化语境中,地域性文化特征会渐趋模糊。但地域文化

的历史积淀,地域文化氛围的熏陶和影响, 仍会在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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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造就世代相承的地域作家独特的创作心理,并在某种程

度上起着潜在作用。郭林春, 这位衡阳本土作家的写作正提

供了这样的范例。

[参考文献 ]

[ 1]  别林斯基. 艺术的观念 [ M ]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 123.

[ 2]  郭林春. 黑夜与骚动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 3]  董正宇, 莫  平,孔邯郸, 王  锴, 欧阳郁婕. 衡岳文化

与现当代衡阳作家群 [ J].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 , 2007( 4) : 119.

[ 4]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 [ M ]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74.

[ 5]  何镇邦. 青春的浪漫曲, 新型的教育诗 ) ) ) 读郭林春

的长篇小说5青春风暴6 [ J]. 理论与创作, 2005( 6): 61

- 62.

[ 6]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 [M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267.

[ 7]  梁启超. 中国地理大势论 [ M ] /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

术经典 # 梁启超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707.

[ 8]  郭林春.半空中荡秋千# 守望岁月 [M ]. 北京: 作家出

版社, 2005.

[ 9]  [法 ]丹纳. 艺术哲学 [M ]. 傅雷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00: 41.

The Culture ofMountHeng andGuo L inchun. sWorks

DONG Zheng- yu, MO P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H engyang localw r iters Guo L inchun, influenced by H engYue cu lture, whose lite rature has been deep ly m arked w 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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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ature, w ith cha racte ristics o f be ing pro found, fresh and sm ant, wh ich om poseGuo Chunlin s' rig id and gentle aesthe tic cha ract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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