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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与中国乡土文学”学术研讨

会开幕式上，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吕建荣

致辞，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齐雅丽、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分别讲话。

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遇青主持了开

幕式。

在主旨发言第一个环节，四川大学

陈思广教授作题为“贾平凹长篇小说研

究的现状、问题与思考”的发言，结合

“《废都》现象”“《秦腔》视域”与“《山本》

问题”等文学事件，指出当下贾平凹研究

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而反思当代文

学批评的种种乱象：独立见解不足，存在

跟风赞扬和跟风批判的问题；批评视野

狭窄，只关注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而

忽视与世界文学更深的联系等。进而呼

吁一种客观、坦诚、理性的文学“批评风

骨”，形成健康、良性的文学批评生态。

中山大学郭冰茹教授围绕“城乡二

重性与贾平凹的乡土书写”，从“侨寓者”

“漫游者”“目击者”三种叙事立场的叠

加，探讨了贾平凹的乡土书写在20世纪
中国乡土文学传统中的价值和意义：作

为目击者的证言，既包含农耕文明遭遇

现代化冲击的创伤体验，又带着传统观

念认知对接现代知识谱系时的无助与震

惊，呈现出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复

杂现实。

陕西师范大学李震教授的发言以

“作为美学原则的‘真’与贾平凹的乡村

叙事”为题，讨论了贾平凹文学叙事从

“唯美”到“唯真”的蜕变，分析了其将

“真”作为最高美学原则的具体原因，即

“贾平凹式的困惑”与“真”的可靠性，乡

村社会的变革需要作家重新认识乡村，

以及传统乡村叙事的二元对立的文化逻

辑已经解体，新的文化逻辑尚未找到等，

进而总结了“唯真”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的

意义：关键在于文学艺术是否要直面事

实、直面真实的人生问题。

商洛学院韩鲁华教授提出应该把

贾平凹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文学历史
长河中加以审视，无论是鲁迅所代表的

写实传统，还是沈从文、孙犁所代表的抒

情传统，在其作品中都有所承续。另外，

贾平凹的某些创作也具有突出的现代主

义和解构色彩。只有对这些方面加以全

面的把握，才能呈现一个真实的贾平凹。

西北大学段建军教授从“寻根文学”的角

度对贾平凹加以审视和评价，认为贾平凹

是当代文学史上最早进行文学寻根的作

家之一。他在长期的创作历程中，一方面

寻找中国文学、文化之根；另一方面也在

寻找自身生命之根。两方面的收获和推

进使他能够既形而下写出底层人民的生

活状态，又能够形而上写出人类整体的

生存意识。

主旨发言的第二个环节由陕西师范

大学李继凯教授引领。他以“贾平凹与陕

西文学批评为题”，指出像贾平凹这样的

作家不仅具有丰富的创作成果，同时也

有着独特的文学观和数量庞大的文论作

品。考察其文学批评实践，辨析其个人化

的文学思考、创作理念、文学追求等，理

应是研究的重要方面，而贾平凹的文学

思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以征服为目

的的文学创作理念、以独特为标准的文

学诗意追求、以彰显中国特色为核心的

文学观。

华东师范大学李丹梦教授的发言以

“流动、衍生的文学‘乡土’”为题，关注的

是整个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通过对

诸多作家作品的分析，讨论了新世纪以

来乡土文学创作所面临的困境、乡土文

学的突围与探索、乡土叙事的新趋向，如

“风景画的逐渐消失”“方言的涌动”“对

乡土‘生活常态’的发现和倚重”等问题，

并指出现代性语境下重建人与乡土关系

的重要性。

西北大学胡宗锋教授回顾了《废都》

出版30年以来的评论史和译介史，主要
介绍了本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情况、探讨

时间和空间检验对于经典生成的根本性

意义；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诸多问

题，例如谁来描述中国？如何描述中国？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等。

西安音乐学院仵埂教授结合贾平凹

的乡土写作的精神资源，探讨了“乡土民

间文学的精神三味”：鲁迅所代表的承载

着救国救民的唤醒功能的文学；沈从文所

代表的乡土文学的诗意想象；茅盾所代表

的乡土描写中破产衰败困窘的政治化现

实。贾平凹则以上世纪前半叶广阔的社会

现实作为背景，以秦岭山中土匪故事作为

人物活动的张力，以陕南乡土风情作为叙

事底色，写人性世界的摇曳多姿，表达生

活世界的深层哲理与佛道意绪。

西北大学雷鸣教授以“论乡土小说

转型的现实逻辑与书写路径”为题，全面

探讨了乡土叙事的传统难题、其基本范

式及限度，揭示了后乡土中国的新现实

情景，指出了如何抵达新乡土写作的新

路径：尊重乡村的本体地位和独立价值，

全方位理解乡村新变的趋势，改写城乡

二元的张力关系、重塑农民形象等。

在主旨讨论的第三个环节，西安交

通大学霍士富教授以“从‘堕落’向‘自

嘲’的变奏———贾平凹文学在日本的译

介与传播研究”开场。主要介绍了《废都》

在日本的译介和传播历程，总体上经历

了从“‘堕落’中的自救”到“‘逃离’土地

与‘逃离’后的寻根”，再到“从‘自嘲’中

获得解放”的诸评价阶段。指出在力主文

化自信的格局下，贾平凹文学扮演着特

殊而重要的角色。

《美文》杂志社穆涛教授从体例与象

征的角度探讨了《秦岭记》在贾平凹作品

中的突破性意义。与传统笔记内部彼此

独立不同，《秦岭记》作为“整体性”写作，

各章节之间具有神性的联系，是一个有

机的整体。作为寓言式写作，《秦岭记》又

非传统意义上的寓言，而是具有浓郁的

文学性。所有这些都给今天的文学写作

带来启示。

《小说评论》主编、陕西师范大学

杨辉教授的发言以“作为方法的‘秦岭’”

为题，提供了理解贾平凹小说的一个视

角：古典文学的根本性存在、人与自然的

内在关系、山川风物的方志意义，所有这

些来自“秦岭”的氤氲气象。

西北大学杨乐生教授总体上评价了

贾平凹文学“超越”乡土文学的一面，其

始终面对中国现实问题，对生活细节事

无巨细地描摹，还有或隐或显的现代性

表现等，更具自然主义的意味。由贾平凹创

作的“突围”，进而反思和讨论了“乡土文

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提出更新理论术

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各环节的主旨发言后，点评专家

也就发言者提出的贾平凹写作的原发动

力、存在问题、城乡二重性、真与美、文学

（批评）观、传统赓续、翻译传播、困境突

围、自然主义倾向等学术议题展开了充

分的交流互动。

西北大学周燕芬教授主持圆桌讨

论，在圆桌讨论环节上，四川大学

《阿来研究》主编陈思广、《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陆航、《西北大学学报》编审赵琴、

《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李杨、《人文杂志》

编辑张翼驰以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

艺术研究所所长张艳茜等国内外学者、

期刊主编，围绕刊物《贾平凹研究》如何

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展开讨论。会议还设

有“文学陕军”专题论坛，来自省内外高

校的青年学者和博士生也围绕贾平凹近

作《暂坐》《秦岭记》的内容、思想和艺术

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交流。

西北大学姜彩燕教授主持论坛。

最后，西北大学贾平凹研究中心主

任雷鸣教授作了学术总结。本次大会的

召开，是国内外贾平凹研究最新成果的

一次集中展示，在推动贾平凹文学研究、

促进西北大学文学院一流学科建设等方

面有重要意义。

“贾平凹与中国乡土文学”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6月17至18日，“贾平凹与中国乡土文学”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会议
围绕“贾平凹与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传统”“贾平凹的乡土小说文本解读”“中国
乡土文学的未来”等主题展开研讨，来自省内外的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研究机构的50余名学者
与会。此次会议由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北大学贾平凹研究中心、西北大学贾平凹

文学馆、《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主办。 记者季风文/图

西北大学教授胡宗峰（右一）赠贾平凹作品翻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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