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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叶蔚林新时期的小说主要以湘南菇母山区的人情风物为题材, 富有人文情怀和人道关怀是这些小说的价

值主题, 也是其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人性特征。在这些作品中, 叶蔚林刻画了一系列洋溢着原始生命活力、与自然和

谐共处、爱情观念至情至真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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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蔚林作为 20世纪 80年代享誉文坛的 �湘

军  作家群中的一员骁将, 在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就

开始了创作。这时期的创作基本上以他的军旅生活

为素材,代表作品有 !边疆潜伏哨 ∀、!英雄港的主

人 ∀、!布谷鸟 ∀等。这些作品艺术性不高,在今天看

来,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一些赞美诗。正如他

自己所说的那样: �现在回过头看,那时写的东西是

很毛糙的,不过也洋溢着生活气息。 [ 1]
评论家雷达

把叶蔚林这段时间的创作称为 �布谷鸟时期  , 也就
是作家自己所说的 �第一步  。自 20世纪 70年代

末 80年代初以来, 叶蔚林跨入了他创作的 �第二

步  ,也就是 �新时期  。这一时期, 他以代表作 !在

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一炮走红。这篇小说获得了文
艺报 1977- 1980年度 5个一等奖之一。他的短篇

小说!蓝蓝的木兰溪 ∀荣获 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

小说奖。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 陆续发表了 !酒
殇 ∀、!黑谷白狐 ∀、!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 ∀、!美丽

野鸡坪 ∀、!天鹅岭林涛 ∀、!割草的小梅 ∀、!菇母山

风情∀等一系列以湘南菇母山的风土人情为背景,

瑶文化浓郁,风格独特,语言优美,意境清新,具有浓

厚地域色彩的中短篇小说。叶蔚林这一系列以菇母

山区为背景的小说, 凝聚着他对生命的思考和人性

美的探索,普遍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本文尝

试从对原生态的生命个性, 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以

及至情至真的爱情观等三个维度来探讨叶蔚林新时

期小说中的人文情怀。

一 # 原生态的生命个性

叶蔚林是一个具有浓厚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倾

向的作家。他在!思想境界及其他 ∀中说: �我倾全

力去讴歌山区人民的美好心灵,讴歌大自然的美,我

获得了诗意。 [ 2] 490
这种人文意识与精神源自他特殊

的经历和生存环境。他虽是广东人, 但命运使得他

与湖南江华的瑶族聚集地菇母山区 (当地人叫它姑

婆山 )有缘。 1959年他曾到江华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菇母山区深处的大柳村瑶

寨改造,这一放就是 10年。这 10年他跟菇母山人

民同吃同住同生产,在生活的最底层体验生命,思考

人生,获得了文学感觉。

叶蔚林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的思考主要体现

在笔下一系列人物的行为方式中。他笔下的菇母山

区人物全是好人,看似粗鄙, 放诞不经, 为所欲为,自

然率性却都具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与生俱来有一种

成人之美,守约信义的品格。你来了他们欢迎你,你

走了他们还长久记住你。在他们看来人是生而平等

的, 没有好坏之分。 �我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

只知道你是客人。 ( !菇母山风情 ∀)这就是他们判
断人的价值尺度,简单而又可贵, 是灵毓的菇母山赋

予他们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判断。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中的放排工盘老五是
个十分丰满而又独特的人物形象。叶蔚林在他身上

寄托了自己对爱与美的思考, 既着力表现他几近于

自然状态的人性和原始的生命力量, 又努力去描写

77

第 13卷 # 第 5期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V o.l 13 No. 5
# 2008年 10月# JOURNAL OF HUNAN UN 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 IAL SC IENCES EDITION Oct. 2008

� 收稿日期: : 2008- 07- 03

作者简介: 陈敬胜,男 (瑶族 ), 湖南江华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



一个山地民族所具有的高贵品质和非凡意志力。盘

老五和他的放排工几乎不受道德礼仪规范的约束,

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本着内心的直感快乐地活着。

热了, 就脱去汗衫,脱掉短裤,赤条条地立在排边,面

对河岸,故意引起岸上妇女们的注意,然后在妇女们

的骂声和放牛孩子的追逐中跳进河中快意地纳凉。

渴了就喝酒,兴致来了就斗酒大碗大碗地喝,醉了就

嘿嘿直笑,边哭边骂人,疯疯颠颠朝水里跳。盘老五

和他的放排工在寂寞单调的排上酗酒、斗殴、耍恶作

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人性美的一面。也正是这些

普通的劳动群众最懂得人的价值, 敢于维护人的尊

严。当原来的老区长徐鸣鹤, 因为带病踩打谷机,

�一头栽在打谷机上,血从嘴吧里涌出来  , ( !在没
有航标的河流上 ∀ )生命处于垂危状态时, 是盘老

五、石牯、赵良他们一起把老徐送到前不着村后不着

店,相对安全,以打鱼为生的魏老头那里保护起来。

石牯的恋人改改出现在河边的荒滩上, 盘老五比谁

都兴奋,完全忘掉了同石牯的冲突,也不怕惹不起抢

夺改改的男人。他主动将排靠岸,把改改接到排上,

一手拉着改改,一手拉着石牯, 将他们送进蓬里,还

正气凌然地说改改的出嫁, �那是强迫的,不作数!  

�男有情,女有义, 相见不容易, 咱们要成全他们!  

(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在木排遭遇险情,随时都

有可能排毁人亡,放排人面临生与死的考验时,盘老

五不顾自己年事已高, 首先考虑到的是赵良有 7个

小孩需要他照顾,而石牯有改改在等着,自己则是孤

身一人,无牵无挂, 从而固执地掌排, 把生的机会留

给同伴,从容地面对死神地挑战,用生命诠释着什么

是人情美、人性美。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 ∃迪克特经过研究, 将人类
的文化分为太阳神型, 酒神型以及妄想狂型等 3种

模式。她认为这些文化模式的形成主要是文化在起

作用。 �按照她的观点,人类都潜在地存在着一种

大致相同的性情,而文化是按照自身的传统模式来

选择这些性情。 [ 3] 178瑶族是个山地民族,秉承的是

山地文化,其核心是率真、质朴、单纯, 尊重生命,是

一种生命文化, 接近于酒神型文化模式。这种文化

模式的价值理念在叶蔚林的笔下得到了充分体现。

钟菌儿是位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她不仅心如

甘泉, 更重要的是对生活充满了热情、激情与想象,

其身上蕴涵着超强的生命力。她进城看到赵来宾被

红卫兵悬空吊起,想都没想, 就尖声叫道: 把他放下

来。她用自己精准的枪法,击断木杆上的粗绳子,救

下赵来宾。被追她的人逼得没办法进行抵抗还击

时, 她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打死追她的人,但就在要

扣动扳机的瞬间,她忽然想起那是人,人是不能随便

打死的。于是她将枪口稍稍一抬,子弹飞出去,那人

的帽子象被一阵急风 �刮掉 了。不是至善至美之

人, 谁会轻而易举地将欲置自己于死地的人轻轻放

生呢?

打白狐一个 �对眼穿  是钟菌儿的神圣使命, 是

她的全部生存意义之所在, 是钟家两代人许下的比

山还重的愿。钟家两代人为此付出太多了。钟河

山, 冷峻坚韧的猎人, 英雄肝胆付水流,始终没能实

现打白狐的诺言而抱撼半生。他把践诺的希望托付

给了女儿菌儿。菌儿为了实现 �白狐的梦  ,经历了

近乎野蛮的 �淬火  , 立下了血誓, 甚至于抛弃了爱

情, 独自一人过上了原始人的生活。在夏天和秋天,

她脱光衣裳仅用一条布条兜住乳房。当打白狐一个

�对眼穿  的机会好不容易来临, 正准备引机待发

时, 她突然发现:今天来喝水的是一只母狐。刹那间

菌儿心里一动,眼睛离开了准星, 手离开了枪把。因

为那是母狐,它窝里有崽。钟菌儿没接受过什么教

育, 她不打母狐完全是一个山地民族人文关怀的无

意识呈现。这种无意识或者是潜意识的人文关怀渗

透在每一个人物当中,像一根无形的主线或隐或显

于叶蔚林新时期的小说中。

!菇母山风情∀中赵老全, 木兰溪的当家人。在

外面开会住招待所看到自来水往水龙头流出, 他就

用为女儿买银链子的钱自费为乡亲们每家买了一

个, 为的是他们再也不用背起竹筒到溪边打水了。

在阶级斗争成为一切工作中心时, 为了全村人的口

粮,他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抓生产。在他看来不管是

有缺点的李大树,活钱较多的九九阿公,还是走路胸

部挺起,奶子示人的汉族女教师尹隽都是好人,甚至

整个木兰溪没有一个坏人,都不应该斗,结果是自己

却犯了包庇罪,成了被专政和批斗的对象。他女儿

小梨香, 9岁那年,挑一篮鸡蛋、一篮棕片到圩上卖,

正要用卖来的钱为自己买个铜镯子时,看到九九阿

公因钱被偷,酒瘾发作, 头上冒虚汗,脸色发白,双手

发抖,就把自己的钱给了阿公买酒喝。没有人教九

岁的小梨香这样做,她的善举完全是一个山地民族

人文关怀情结的无意识自发显现。

叶蔚林笔下的菇母山区人物,放排, �赶羊  , 流

放原木的男人,刀耕火种的女人,强悍勇敢的猎人,

基本上没接受过学校教育, 是一群没被现代文明

�异化 的原居民, 他们的人性之美是 �通过遗传逐

渐潜入人的心中,  在荣格看来, 这种无意识起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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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中某种比童年经验更为深邃的东西, 是先天存

在的, 包涵了从祖先遗传下来的生命和行为模

式。
[ 4]
叶蔚林是带着身心俱疲之躯被下放到菇母山

区接受改造的, �当时我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 完全

是个普通的劳动者。我心情抑郁、愤懑、不平, 但又

渴望着自由与光明  。[ 2] 139 �入苍则苍, 入黄则黄  ,

他耳染目濡菇母山区人民的勤劳善良, 他从内心到

外表被菇母山人民健康原生态的人性融化了。

二 # 诗意化的栖居环境
叶蔚林笔下的菇母山区是瑶族的原栖息地,位

置偏僻,呈自然的孤岛分割状态, 社会经济相对落

后。菇母山男人所从事的 �赶羊  、�流放原木 等劳

动极具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有性命之忧,而女人的

�砍山 实际上就是最原始的刀耕火种。但经济的

相对落后不等于文明文化的落后。菇母山的瑶民享

受着最纯净的空气, 最甜美的山泉水以及纯绿色的

食品, 加上健康的心态, 如果不是受极左路线的影

响,他们完全可以过上一种富足的生活。他们秋冬

季节白天狩猎,晚上就不分彼此, 不分尊卑, 不分阶

级聚在一起,围绕一丈见方的火塘喝酒,听师公吟咏

瑶族!过山榜 ∀, 遐想始居地千家峒, 一夜可以烧掉

三千斤木柴,过着自足自乐悠然逍遥的日子,就象海

德格尔所说的那样, �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  。
醇厚的菇母山人民在质朴原始的自然环境中繁

衍不息,代代相传。在生生死死的轮回中,懂得了与

人友善相爱,还将对人类自身的爱投射于赖以生存

的自然环境。在菇母山区, 自然与人不是征服与被

征服, 破坏与被破坏的关系, 而是一种相互顺从,相

互适应的和谐统一关系。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自

然也是人的一部分。 !菇母山风情 ∀中的九九阿公,

带着心爱的狗可以十天半月不回来, 没有人知道他

到哪里了。他削扁担,编草鞋, 挖药材,打野物,捅马

蜂,偌大一个菇母山就是他的家。!感恩之地 ∀中的

盘二阿公在冬日黎明, 可以用一把把绿豆唤来成群

的禽鸟,为他跳美妙绝伦的舞蹈,禽鸟把他当成熟悉

的朋友。菇母山区是瑶族人民的始居地, 在这片古

老富饶的土地上,瑶族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形成了自

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其核心就是适应自然,与自然为

友。他们不懂得文化为何物,也不懂得什么叫生态,

但他们的实践规范却与斯图而德所主张的文化生态

学理论主张不谋而合。 �文化生态学认为, 文化在
人类与其生态环境之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类

通过文化认识到能源或资源,同时又通过文化获取

利用能源或资源。 [ 3] 229
叶蔚林在菇母山区瑶寨呆了

10年, 知晓那里的风物, 熟悉那里的文化。 �倘若说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获得一定成功的话,我没有

别的依仗,唯一的依仗是熟悉生活,熟悉这个题材范

围内所接触到的一些生活 [ 2] 138
叶蔚林笔下的人物,

对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尤其是森林没有过多的索

取, 而是一种亲近和保护,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关爱人

类本身。在生产实践中,他们懂得了森林的重要性,

他们深知失去了森林就如毛失去了所依附的皮。当

现代文明加速毁灭他们赖以生存的森林时, 他们不

仅痛心疾首甚至是铤而走险。老护林人冯炳山

( !天鹅岭林涛 ∀)爱林如命,当他百般阻止山外人毁

灭森林无用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去破坏桥梁、索

道, 扎轮胎, 以推迟森林的灭顶之灾。他 �投案自
首 时,发出的最后呼喊是 �救救森林!  木兰溪有缺

点的大树为了保护树林,强忍着两天没吃饭,一夜没

睡觉的饥饿与疲倦,用大桠青树与大火搏斗,虽然他

未能制伏烈火,最终被浓烟呛倒, 被烈火烧死。但他

与烈火的殊死相拼, 争得了灭火的时间, 保护了树

林。

叶蔚林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考, 还体现在

人与动物尤其是与狗互相依存、互相馈赠上面。狗

是叶蔚林菇母山区小说中常见的意象。盘二阿公视

小花狗为人生的伴侣和益友。他一年四季背条长管

猎枪,带着花狗转入山弯山角,经常在深山老林里夜

宿。花狗也总是如影相随伴着他, 有时小花狗就是

盘二阿公。在 �我 离开小尾寨时,是小花狗一程程

相送,而盘二阿公却没见了踪影。

钟菌儿在父亲去世后,陪伴她的只有黄牯,是黄

牯伴她战胜了孤独与寂寞,黄牯的老去很使她伤心。

黄牯死后,钟菌儿完全按照厚葬亲人的礼节,把它埋

到了父亲的坟边。没有了黄牯, �野兽也似乎欺她

孤立无援;夜里几头饿狼竟敢绕着木屋逡巡,发出示

威的长嗥  ( !黑谷白狐∀ )。到木兰溪大队做客, 客

人首先感受到的是狗的热情。 �最先从寨子里冲出
来的是一大群狗: 有黄狗、白狗、黑狗也有棕红色的

松毛狮狗。它们拥挤着,你把我推到前面,我把你推

到前面。它们吠得很兴奋,很响亮%%训练有素,热

情有礼。 ( !菇母山风情 ∀ )菇母山的瑶族人民对狗
的感情不仅是生存上的依存关系, 而是把狗当作始

祖图腾来加以崇拜。据传古时高辛氏受到犬戎的侵

略, 便诏令天下:有能打败犬戎之将吴将军的, 赐黄

金千镒,邑万家,并将小女三公主嫁之。高辛氏自己

养的一条叫做盘瓠的狗,听到诏令之后,便去咬了吴

将军的头回来。皇帝一见立功的是狗, 便有些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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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皇帝的小女儿认为皇帝不能失信, 便与盘瓠一

起跑到深山老林中,生了六男六女。这六男六女就

是瑶族十二姓的始祖。因此菇母山人民对狗有一种

特殊的情感,天生贴近亲近它们。现在瑶族人民仍

然保留着不吃狗肉,禁止杀害狗的传统。叶蔚林小

说中反复出现的狗意象是一种符号象征, 象征着菇

母山瑶族人民的忠诚、友好以及与命运与生存环境

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顽强的生命力量。

三 # 至情至真的爱情追求
爱是文学作品永恒普遍的主题。一方山水一方

人,灵秀的菇母山水孕育着童心般的人民,他们吸山

水之精华,绝少有世俗欲望之爱,他们是一群爱情至

上者, 这是一种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带着神性的爱,

是最原初最本真,不记条件不受世俗规范的约束,守

约信义,成人之美的爱。

!蓝蓝的木兰溪 ∀中的瑶族漂亮姑娘赵双环是
全省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

是公社党委书记盘金贵一手培养的政治苗子, 有着

很好的前途。但她却敢于冲破思想的禁锢, 爱上出

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肖志君,一个因肺病经常吐

血的汉族瘦小青年。爱得细致、真挚,她用自己火热

的心温暖着他寂寞的灵魂, 枯萎的身躯。赵双环为

了不耽误肖志君的工作,让他多休息一刻,拿去了他

的闹钟。每天凌晨 4点 40分准时去电站叫醒肖志

君,象山里的知更鸟一样准时, 然后匆匆离去。大雪

飞扬的元旦节深夜, 赵双环冒着大雪去陪肖志君上

班,还帮他煮粽粑和红枣。面对盘金贵的政治压力

她不但没有曲服,还选择了牺牲前途,甚至愿意随肖

志君去天上、地下,哪里都可以。

!菇母山风情 ∀中梨香对大树的爱也是伟大而
又圣洁的。大树从小没有爹妈是个孤儿, 又懒又脏,

是梨香用自己的柔情感化和转变着他。大树参军

后,梨香痴痴地想念他,在深深的青山里, 蓝蓝的木

兰溪畔,在早晨、黄昏,有月光、没有月光的晚上。大

树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押送回木蓝溪后, 梨香没有嫌

弃他, 处处为他辩护, 为他着想。她相信大树的为

人,也期盼着大树证明给别人看。大树用身体保护

森林被烧死后,梨香甚至因过于痛苦而丧失了理智。

在受迫害青年黎朗误入黑谷,命悬一线,生命垂

危之际,是钟菌儿用最原始的治病方法救活了他,用

自己山泉般甜美的爱心滋润了黎朗行如走尸般的身

体,形如朽木的灵魂。为了寻找野蜂蜜给黎朗补身

体,钟菌儿还翻越了几架山, 晚上与狼共舞, 趴在大

树上过夜。为了养活黎朗,钟菌儿刀耕火种,赤裸着

上身,披散着浓密的头发,挥舞着树枝完全过着史前

人类的生活。为了黎朗她愿意牺牲一切。

叶蔚林笔下的盘老五、大树、石牯等男性形象身

上也洋溢着淳朴厚道的人性美。尽管显现层面上似

乎没有女性那样敢爱, 甚至是爱情的 �逃兵  , 但在
骨子里也同样是一种纯真之爱, 以一种成人之美和

原始宗教的方式呈现出来。盘老五年青时曾经与一

个穿红衣裳的女子相爱过, 相约在一个潇水码头相

会, 但因散排欠下 �磨盘债 ,怕连累女子而狠心而
离去。后来他又爱上一个财主的丫头,但又因为同

情一个 30几岁的单身长工,却劝财主的丫头嫁给长

工。盘老五在爱情上的成人之美是他人性美的延

续。大树尽管再三回避梨香的爱, 还故意做点 �苟
且之事 使梨香灰心、失望、嫌弃他、讨厌他,但心里

丝毫没有忘记梨香, 越避开就越感到她的存在。从

某种意义上说,大树对梨香的爱带有原始宗教色彩,

他躲避梨香是因为怕身上没有洗脱的 �污点 , 拖累

梨香,放弃爱情是为了所爱的人得到更好的爱情。

他舍身救火,耗尽气力之时, 唯一的愿望是用身体保

护梨香送给他的那朵大纸红花, 这是对梨香之爱的

真情显露。

叶蔚林笔下的菇母山人物的爱情都是以悲剧收

场, 这种悲剧性的爱情本身就是一种深层次的爱,是

一种超凡脱俗的爱,是人性至美的表现,同时也是叶

蔚林矛盾思想、复杂心理的缩影, 根本上来说这是一

种时代的悲剧。

生命、人性、美,这是三个相互关联的范畴,在本

质上是同义的,本真的生命自然散发出人性,本真的

人性就是美就是诗。叶蔚林的新时期小说与中国新

时期伤痕的痛切,反思的忧患,改革的喧闹相比是一

种恬淡的坦然,与后新时期的先锋、实验相比更具人

性的光华和对生命丰富内涵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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