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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乡土”的书写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母题ꎮ 自 ２０ 世纪二十年代以来ꎬ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和演变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前后至 ２０ 世纪三十年代为乡土小说发端与拓展期ꎬ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ꎬ形成了

中国第一个小说流派—乡土小说流派ꎻ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中后期为乡土小说承继与变调期ꎬ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乡土

小说在延安讲话的规范下ꎬ逐渐走向“农村题材小说”发展道路ꎻ７０ 年代末至新世纪初为乡土小说转型与新变期ꎬ这一期间的

乡土小说摆脱了政治对文学的枷锁ꎬ重返乡土文学的审美追求ꎬ并在新世纪前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ꎮ 回望乡土小说走过

的近百年历程ꎬ无论是现实的、或者是历史的ꎬ是浪漫的、或者是现代的ꎬ每一部作品都在演绎着不同的乡土故事ꎬ每一个乡土

故事又承载着作家不同的乡土经验ꎬ并从中折射出作家对乡土中国近百年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思考与追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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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基层上看去ꎬ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ꎮ” [１] 千

百年来ꎬ在传统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村落社会ꎬ人
们聚族而居ꎬ安土重迁ꎬ常年以种地为生ꎮ 正如钱穆

先生所说:“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ꎬ胶著而不能

移ꎬ生于斯ꎬ长于斯ꎬ老于斯” [２]ꎬ世代定居是常态ꎬ
迁移是变态ꎮ 因此ꎬ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
也指出ꎬ中国“清末城市生活的特征ꎬ无论在政治方

面还是经济方面ꎬ都与五百年前宋代的情况极为相

似” [３]ꎮ 可见ꎬ中国作为一个农耕历史悠久的国家ꎬ
传统社会极具乡土性ꎬ因此被学者谓之 “乡土中

国”ꎮ 但自 ２０ 世纪初以来ꎬ随着近代城市化的推

进ꎬ传统的封闭格局被打破ꎬ城市与乡村不再是一体

化的存在ꎬ整个社会呈现城乡分离的局面ꎮ 这为文

学发现农村、发现农民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广阔视角ꎮ
因此ꎬ关于“乡土”的书写成为五四以来文学创作的

一个基本母题ꎬ乡村和农民一直是其最重要的文学

场景和文学形象ꎮ 纵观百年乡土小说发展历史ꎬ伴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ꎬ大致经历了发端、变
调和转型等发展阶段ꎬ构成了对乡土中国的现代性

想像ꎮ

一　 乡土小说的发端与拓展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西方国家用鸦片和枪炮

打开了清帝国大门ꎬ中国被迫开启了现代化历史进

程ꎮ 这一时期发生的五四启蒙运动ꎬ使得中国大地

上掀起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的热潮ꎮ 在这种历

史背景之下ꎬ许多生长于乡土、后侨居城市的知识分

子ꎬ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启示和烛照下ꎬ开始把视线更

多地聚焦身边的乡土ꎬ并以此来想像和思考乡土中

国现代化转型问题ꎮ 其中鲁迅以“意在揭出病苦ꎬ
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启蒙主义精神ꎬ率先开创了中

国现代乡土文学批判性创作主题ꎬ用生动的现实主

义笔触描绘出小农经济破产下农民的悲苦命运ꎬ在
客观冷静的描摹中展开对国民性的批判ꎬ传达出对

“病中国”底层农民命运的关切ꎮ 像«故乡»通过中

年闰土与少年闰土的对比ꎬ揭示了封建宗法制对广

大农民的禁锢与毒害ꎻ«祝福»通过祥林嫂这一悲剧

式人物ꎬ展现了“三纲五常”封建思想对广大妇女的

压迫和奴役ꎻ«狂人日记»通过塑造一个“迫害狂”患
者的形象ꎬ揭露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吃人状况ꎻ
«阿 Ｑ 正传»则通过一贫如洗的农民阿 Ｑ 的“革命

幻想曲”ꎬ透露出“死水似的”中国农村泛起些许时

代的波澜ꎮ 对此ꎬ著名学者王瑶先生指出:“在小说

里ꎬ把农民当作主人公来描写ꎬ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

的第一人ꎮ” [４]



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ꎬ一批带着

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家陆续出现在中国文坛ꎮ 像许钦

文、王鲁彦、沈从文、赛先艾、冯文炳、许杰、彭家煌、
潘训、台静农等ꎬ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

生、泥土的气息ꎬ移在纸上”ꎬ其小说创作展现出长

期封建统治下农村落后、破败和萧条的社会现实ꎬ构
成一幅幅 ２０ 世纪初宗法制农村社会悲惨的生活图

景ꎮ 如潘训的«乡心»、王任叔的«疲惫者»、蹇先艾

的«到家的晚上»、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ꎬ展现了

资本主义经济侵入下衰败凄凉破产的乡村景象ꎬ喊
出了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无数“悲惨的弱者的呼号”ꎻ
蹇先艾的 «水葬»、许杰的 «残雾»、彭家煌的 «怂

恿»、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ꎬ揭示了封建宗法制野

蛮残酷的乡村陋习ꎬ展示出封建中国农村令人震惊

的落后ꎻ许钦文的«疯妇»、台静农的«烛焰»、许杰的

«赌徒吉顺»ꎬ则叙述了封建文化戕害下的农村妇女

悲惨命运ꎮ 潘漠华的«乡心»、彭家煌的«怂恿»、许
杰的«惨雾»、徐玉诺的«祖父的故事»等作品ꎬ以冷

隽的笔调书写出宗族纠葛、兵匪争战、地租剥夺等给

人民带来的苦难ꎬ揭示出下层劳动者顽强的求生意

志及其被扭曲的生命形态ꎮ 这些作品取材于各自的

家乡生活ꎬ热切地关注着社会人生ꎬ用现实主义手法

展现了近代中国乡镇村民的生命图景ꎬ揭露了封建

势力对中国农民的摧残ꎬ其间点缀的剽悍民风中包

含着的冷酷、野蛮的传统习俗ꎬ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

色和奇异的风土人情ꎮ 这些作家以他们的创作实践

拓宽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内涵ꎬ推动了外来文学

和本土地方色彩的结合ꎬ为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农村题

材的小说创作繁荣作好了准备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左翼作家们ꎬ在题材选择上不

再孤立地描写某一个体或某种生活现象ꎬ而是更加

注重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去剖析

农村问题ꎮ 如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

五斗»、叶紫的«丰收»、蒋牧良的«赈米»、丁玲的

«水»、荒煤的«秋»、夏征农的«禾场上»等作品ꎬ反
映了“谷贱伤农”、“丰收成灾”等社会问题ꎬ以沉重

的笔触叙写出乡民们土地无收的惨状ꎬ揭示出农民

贫困、农村破产的社会根源ꎮ 蒋牧良的«赈米»与

«旱»、荒煤的«灾难的人群»、丁玲的«水»等作品ꎬ
以沉重的调子叙写出 ３０ 年代自然灾害导致农民土

地歉收的惨状ꎮ 叶紫的«火»、王统照的«山雨»、萧
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

的«科尔沁草原»等作品ꎬ真实地反映出大革命失败

前后农村土地革命的清醒和对沦陷故土的深深眷念

之情ꎮ 相对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乡土小说而言ꎬ这些

作品在剖析纷杂的历史事态、激越的时代风云中ꎬ真
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现状ꎬ包含着强烈

的批判精神和悲壮的民族情绪ꎬ从而实现了从淡淡

的哀愁到犀利的批判的转移和超越ꎬ形成以左翼作

家为主体的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ꎮ “在意识形态话

语的笼罩中ꎬ他们对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及‘异域

情调’的风景画、风俗画的多种艺术方法的描写ꎬ既
是对早期‘乡土写实派’的历史回应ꎬ又开创了新的

乡土小说范式ꎬ为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乃至新中国建立

后的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资源和发展路径的

启示ꎮ” [５]

二　 乡土小说的承继与变调

进入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ꎬ中
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间ꎬ经由不

同类型的作家ꎬ得到了差异性巨大却也不妨视为互

相映照的表达ꎮ 这一期间ꎬ国统区的乡土小说作家

承继国民性批判的传统ꎬ描绘农村遭遇的现实苦难ꎬ
对落后停滞的封建伦理道德和愚昧的国民性进行了

更加深邃而犀利的批判ꎮ 像艾芜的«回乡»、王西彦

的«古屋»、沙汀的«兽道»等作品ꎬ表现了乡村民间

的苦难和野蛮的封建习俗ꎬ深刻地批判了古老乡村

伦理道德和封建思想ꎻ艾芜的«石青嫂子»、«山野»、
«故乡»等作品ꎬ对抗战期国统区的黑暗现实进行了

揭露和批判ꎻ沙汀的«淘金记»、«还乡记»、«在其香

居茶馆里»等作品ꎬ对四川充满血污的乡村现状进

行了客观描写ꎬ同时揭露讽刺了国民党政治上的极

端腐败ꎻ碧野的«肥沃的土地»、艾芜的«丰饶的原

野»、路翎的«燃烧的荒地»等作品ꎬ从民众身上发掘

“原始的生命强力”ꎬ写出了蕴含于农民体内的原始

粗犷的强大力量ꎮ 这些作品延续着茅盾等人的社会

剖析派小说风格ꎬ同时ꎬ由于“对暴露和讽刺了解上

的肤浅ꎬ限制了这一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ꎮ 随

着解放战争的胜利ꎬ这一文学思潮开始走向衰

落” [６]ꎮ
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ꎬ毛泽东 １９４２ 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一切文学艺

术为工农兵服务”ꎬ从此颠覆了以往一切旧的文学

观念和审美原则ꎮ 在解放区意识形态话语下ꎬ乡村

社会特征及革命战争的背景促进了“革命乡土小

说”的兴盛ꎮ 像赵树理、周立波、丁玲等一批作家改

变创作方法上的小资“矫情”ꎬ将目光聚焦在解放区

大规模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ꎬ展现了解放区如火如

荼的阶级斗争和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ꎮ 其中赵树

理就是解放区创作农村题材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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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ꎮ 在«讲话»发表的前后几年ꎬ赵树理经常深入解

放区农村ꎬ与农民群众朝夕相处ꎬ把创作目光聚焦中

国农村和农民ꎬ用农民自身视角审视和观照农民的

生活形态ꎬ创作出为农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ꎮ
他的早期作品«小二黑结婚»ꎬ堪称农村题材小说的

典范之作ꎮ 在这部小说中ꎬ赵树理突破 ２０ 年代乡土

小说感伤忧郁的书写风格而展现出解放区农村清新

活泼的喜剧气象ꎬ同时从民族性格和文化层面昭示

出中国农民的历史沉疴ꎮ 在«小二黑结婚»引起强

烈反响之后ꎬ赵树理又创作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

话»ꎮ 小说对农民翻身解放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

考ꎬ写出了解放初期复杂的农村政治生态ꎮ 此后ꎬ赵
树理又推出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ꎬ堪称中国农

村大变革的历史画卷ꎮ 赵树理的小说创作ꎬ不仅促

进了解放区通俗化乡土小说的蓬勃发展ꎬ也对解放

后的乡土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在赵树理的影响

下ꎬ以山西作家马烽、西戎等人为代表的“山药蛋

派”ꎬ其乡土小说创作进一步向旧形式的通俗小说

转变ꎮ 其中«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就是继

承中国古典小说传奇性特点ꎬ用旧章回体形式书写

的农村题材小说代表ꎮ
同时ꎬ丁玲、周立波、孙犁等乡土作家ꎬ在“赵树

理方向”的指引下ꎬ创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暴风骤雨»、«荷花淀»等长篇小说ꎮ 其中丁玲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ꎬ这两

部长篇巨著全景式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村轰轰烈烈的

土地改革运动ꎬ书写出土地改革运动给农村所带来

的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这些乡土小说形式、语言凸显

的大众化、通俗化ꎬ均显然受赵树理小说的影响ꎬ并
且这一传统一直延伸到建国后乃至 ７０ 年代末的乡

土小说创作ꎮ 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
业史»、梁斌的«红旗谱»、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

大道»等作品ꎬ“与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对

苦难乡村的阴暗展示ꎬ与以沈从文为首的对田园乡

村的咏叹ꎬ无论是题材的选取与处理ꎬ还是叙述者的

文化身份ꎬ都存在着差别ꎮ” [７]１６３ 这一期间ꎬ“风俗

画、风情画和风景画作为乡土小说必备的艺术要素ꎬ
也逐渐从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退场ꎬ乡土小说也随

之蜕变为农村题材小说”ꎬ尤其是文革期间浩然等

人的乡土小说创作ꎬ 彻底沦为了 “政治的传声

筒” [７]２１６ꎮ 可以说ꎬ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一直延续到

７０ 年代中后期ꎬ乡土小说在«讲话»的规范下ꎬ逐渐

演变成“农村题材小说”ꎬ形成了这一期间乡土文学

创作的变调ꎮ

三　 乡土小说的转型与新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ꎬ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宣告结束ꎬ中国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

程ꎬ文艺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ꎮ 随着思想解放

潮流的发展ꎬ８０ 年代乡土小说摆脱了政治对文学的

枷锁ꎬ重返 ２０ 年代乡土文学的审美追求ꎬ“五四”启
蒙主义传统得到承接与重建ꎬ“地方色彩”和“风俗

画面”再次回到乡土小说的本体之中ꎮ 这一期间ꎬ
暴露“伤痕”ꎬ深入“反思”ꎬ渴望“改革”成为乡土小

说的创作主潮ꎮ 作为早春时代信息的“乡土伤痕小

说”ꎬ像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古华

的«芙蓉镇»、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周
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丛维熙的«大墙下的

红玉兰»等作品ꎬ突破了现实题材的禁区ꎬ比较真实

地反映了“文革”极左政治下的乡土现实及农民生

活ꎬ表达了整个民族在拨乱反正中痛定思痛的感伤

情绪ꎮ 尤其是古华在长篇小说«芙蓉镇»中采用“寓
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ꎬ借人物命运演绎乡镇生

活变迁”的叙事方式ꎬ唱出了一曲“严峻的乡村牧

歌”ꎬ展现了一幅悲凉的人生画卷ꎮ 这些作品对“乡
土风光及民风民情的诗意描绘因其相对独立的审美

价值至今仍然是脍炙人口” [８]ꎮ 此后ꎬ伴随着政治

上的拨乱反正ꎬ作家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

视历史ꎬ进而促进了反思文学的应运而生ꎮ 茹志鹃

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

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是其中的代表作ꎮ
与此同时ꎬ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

实ꎬ注重关注和思考改革发展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ꎬ
其开篇之作是蒋子龙 １９７９ 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

记»ꎮ 在这期间ꎬ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

«乡场上»、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蒋子龙的«燕赵悲

歌»、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等ꎬ成为农村改革小

说的代表作ꎮ 其中高晓声在«陈奂生上城»中ꎬ承继

“鲁迅风”写出了在跨入新时期门槛时农民的精神

状态ꎬ揭示了“五四”以来改造国民性、重塑民族性

格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ꎮ 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触

及到在改革中发生变异的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

层面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随着改革开放的推

进和经济建设的发展ꎬ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也随之进

入国内ꎬ尤其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ꎬ中国

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ꎮ １９８５ 年ꎬ韩
少功在«作家»杂志第 ６ 期发表了«文学的根»一文ꎬ
开始了“寻根小说”的理论探寻ꎮ 此后ꎬ郑万隆的

«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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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制约着人类»等文章ꎬ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

族土壤中ꎬ以“世界文学”的视镜从传统文化中寻找

民族的根脉ꎬ努力开创具有真正自己民族风格的文

学ꎮ 在“寻根思潮”前后ꎬ一些作家以现代意识反映

传统文化ꎬ致力于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ꎬ
涌现出一批“寻根小说”作品ꎮ 如阿城的«棋王»、
«树王»、«孩子王»ꎬ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ꎬ
郑义的«远村»、«老井»ꎬ王安忆的«小鲍庄»ꎬ李杭

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ꎬ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

列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ꎬ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ꎬ
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等ꎬ这些作品彻底摆脱了对生

活历史进行单纯政治层面的剖析ꎬ而把探寻的笔触

伸进了民族历史文化心理ꎬ从政治批判层面转移到

历史文化反思层面ꎮ 同时ꎬ作家们注重“异域情调”
和“地方色彩”的发掘ꎬ作品中浸染着富有地方特色

的风俗画描写ꎮ 比如阿城的«棋王»通过王一生在

“文革”时期的人生经历ꎬ表达了自己对庄禅哲学的

认识态度和对传统文化地位价值的思考ꎻ韩少功

«爸爸爸»对传统文化长久积淀下来的负面因素进

行了审视和批判ꎻ王安忆的«小鲍庄»则表达出对以

仁义为内核的传统文化虚构性的批判ꎬ以及对传统

儒家文化压抑人性的揭露ꎮ 莫言的«红高粱»展示

了高密东北乡的地域文化风貌ꎬ表达了对原始强悍

生命力的肯定与赞美ꎮ 此后ꎬ一批作家延续寻根文

学的精神内核ꎬ把目光向“下”看、向“后”看ꎬ热衷于

对生存本真状态的关注ꎬ同时摒弃了寻根文学的浪

漫化期待ꎬ更加关注底层普通人的生存状态ꎬ出现了

一批“新写实乡土小说”ꎮ 在对乡村苦难的书写中ꎬ
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就是其中的代

表作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到 ２１ 世纪初ꎬ“随着工业文

明、商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日益逼近ꎬ中国稳态的

农业结构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开始面临解体ꎬ
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幻化出的乡土文明与城市

文明严重对立与猛烈冲撞的社会景观和人文景观呈

现在人们面前ꎮ” [７]４３６一大批乡土作家面对多元化的

语境ꎬ在直面现实、文化批判、历史反思和家园守望

四个想象域进行了大胆地开掘和探寻ꎬ乡土小说呈

现多元化发展趋势ꎮ 像何申的«年前年后»、刘醒龙

«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谭文峰的«走过

乡村»等“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ꎬ还有张继的“村长

系列”、“乡长系列”ꎬ承继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手

法ꎬ把目光和笔触直接切入了基层农村ꎬ表现了改革

背景下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生存状态ꎮ 尤凤伟的

«泥鳅»、荆永鸣的«北京候鸟»、鬼子的«被雨淋湿的

河»、陈应松的«太平狗»、孙慧芬的«民工»、贾平凹

的«高兴»等ꎬ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展现出

数亿计乡下农民背井离乡进城谋生的生存境遇ꎻ李
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阎
连科的«受活»、关仁山的«天高地厚»、毕飞宇的«玉
米»、葛水平的«凉哇哇的雪»、胡学文的«命案高悬»
等小说ꎬ对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政治、伦理等进行了揭

露ꎬ呈现权力挤压下人性泯灭的乡村现实图景ꎮ 这

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下城市化浪潮冲击下乡村社会变

迁的历史脉动ꎬ书写出乡土田园牧歌情调走向消逝

的社会现实ꎬ凸显城市化语境下乡土小说的某种转

型与新变ꎮ 另外ꎬ韩少功的«马桥词典»ꎬ贾平凹的

«土门»、«秦腔»等小说ꎬ则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反思ꎬ
书写出乡土精神家园的终结ꎮ 陈忠实的«白鹿原»、
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莫
言的«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刘玉堂的

«乡村温柔»等小说ꎬ以史诗、寓言、传奇、喜剧等形

式ꎬ在历史中展示人的命运ꎬ以人的命运阐释历史的

意义ꎮ 姜戎的«狼图腾»、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

岸»、张炜的«刺猬歌»、阿来的«空山»、赵本夫的

«无土时代»、贾平凹的«怀念狼»、陈应松的«豹子最

后的舞蹈»等小说ꎬ对乡村生态危机现状进行了揭

示ꎬ批判了现代文化的人类中心主义观ꎬ表达了一种

对现代性的抵抗与反思的话语ꎮ
综上所述ꎬ伴随着百年乡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

迁ꎬ“乡土小说”大致经历了三次跳跃式发展ꎬ即从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ꎬ到 ４０ 年代至 ７０ 年

代的农村题材小说ꎬ再到新时期以来的新乡土小说ꎬ
这三个阶段的演进过程一脉相承且与当时的社会环

境和意识形态息息相关ꎮ 同时ꎬ乡土小说在不同阶

段的演进过程中ꎬ虽然在形式上存在某种差异或者

较大分歧ꎬ但在内容上都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

了当时的农村社会状况和农民生活现实ꎮ 站在新世

纪之初的时代门槛上ꎬ回望乡土小说走过的近百年

历程ꎬ无论是现实的或者是历史的ꎬ是浪漫的或者是

现代的ꎬ每一部作品都在演绎着不同的乡土故事ꎬ每
一个乡土故事又承载着作家不同的乡土经验ꎬ并从

中折射出作家对乡土中国近百年历史和当下现实的

思考与追问、记忆与想像ꎮ 当前ꎬ随着乡村城镇化进

程的日益推进ꎬ孟德拉斯所言的“农民的终结”ꎬ在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种正在进行中的历史现实ꎮ 面

对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中的乡土中国ꎬ乡土

作家们一方面将书写视角延伸到乡土之外的城市空

间或者荒野边地ꎬ另一方面在乡土中国“去乡村化”
旅途中执意为即将逝去的农耕文明奏唱一曲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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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歌ꎮ 对此ꎬ有学者便发出乡土文学可能将走向消

亡的疑问与担忧ꎮ 但在笔者看来ꎬ在乡村城镇化进

程中ꎬ“农民的终结”并不代表“农业的终结”ꎬ或者

说“农村生活的终结”ꎬ因此ꎬ在这个充满文化矛盾

和心灵裂变的历史过程中ꎬ未来中国乡土文学非但

不会走向消亡ꎬ而且必将产生出更多更好更伟大的

乡土文学力作ꎬ也必将呈现出更加复杂更加多元更

加绚丽多彩的乡土中国图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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