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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相济　雅俗共赏 

———聂鑫森新笔记小说中文化品格的表现与接受

刘文良ａ，宋泽松ｂ

（湖南工业大学 ａ．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ｂ．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聂鑫森作为当代文坛的短篇小说名家，其很多作品因为既富含浓郁的古典美学情调，又体现着新的时代气息和
创新倾向而被人们称为“新笔记小说”。在他的小说中，儒家正直自强、仁爱担当的品格与道家飘逸淡薄、通透超脱的思想被

表现得淋漓尽致。丰富的文史信息与优雅的诗情画意，不仅拓宽了小说文本的视阈，也提高了小说的审美层次。聂氏“新笔

记小说”的创作，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根与招魂，也是作者作为一个热爱祖国且清醒着的知识分子的良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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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笔记小说作为近现代中国文学大观园里独
具审美特色的一种小说文体，既是近现代尤其是五

四之后的作家如沈从文、废名等人在小说文体上一

种不自觉的创造，也是当代作家如孙犁、汪曾祺等

人的一种有意识的继承。与深受西方文学观念影

响的现代小说不同的是，在新笔记小说中，作者并

不是十分倚重情节与悬念这些东西去获取读者的

注意，他们只是淡淡地叙述，写平淡的生活，谈一些

掌故，说一些文化。如同中国传统的写意画，只是

寥寥几笔，造一种境界，境界之中的东西，就全凭读

者去体味了。在新笔记小说的创作队伍中，湖南作

家聂鑫森先生尤其看重小说对中国儒道交融的传

统文化品格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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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诗史传承：创新的“笔记小说”

在数千年的文学发展演进进程中，中国文学形

成了相对健全的文学体系与独特的文学传统。仅

就古代小说来看，历来种类纷繁，就其体例而言便

主要有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笔记小说、章回小说四

类。在这四类之中，笔记小说的形成最为特殊。其

他三类小说都是自下而上，先由民间说书艺人创

作、传播再影响到士大夫文人，最终转向由士大夫

文人创作而定型的；唯独笔记小说是由封建士大夫

文人所独创的，而且也一直停留在封建士大夫文人

的手中。例如最早从两汉的《列女传》到魏晋时期

的《世说新语》，到隋唐时期的《大唐新语》，到宋朝

的《归田录》，再到明清两代的《阅微草堂笔记》等都

是如此，并没有像其他三种小说文体一样有一个不

同阶层之间创作合作与渗透交流的过程。

所谓笔记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以笔记的体例

和形式创作的小说。因此，它在艺术特征上也就必

须兼备笔记与小说的特点。作为笔记，它注重随笔

而录，因此所记的内容便十分广泛，几乎无所不在

其内，且语言简洁，篇幅相对短小；而作为小说，它

又必须刻画人物言行，记录事件，带有一定想象虚

构的成分。

笔记小说作为隶属文言一派的古代小说，它的

起源问题亦是我国古代小说的起源问题，因此笔记

小说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神话与传说、诸子寓言故

事以及史传散文。笔记小说深受史学纪事传统的

影响，甚至在写作观念上来说是“史说同质”的。［１］

同时，由于笔记小说篇幅短小，所以用语极为俭省

精炼，常常用写意造境的方式来表达人物的神采与

作者的感情取舍，颇似传统诗歌表达情感的手法。

可以说，笔记小说不仅是纪事的“史”，也是写情的

“诗”。

新笔记小说作为对古代笔记小说的继承与发

展，自然也称得上是“诗”与“史”的延续。但是，新

笔记小说在对“史”的延续上进行了突破。因为古

代的笔记小说存在“史说同质”的问题，所以古代笔

记小说常常用一种带有史学倾向的思维模式去观

照现实世界，因此，古代笔记小说大部分是重记录

而轻虚构，往往对有限的事实摩画有余而主体性的

审美创造不足。在这一点上，“新笔记小说”有了突

破。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言文学的冲击，

笔记小说寿终正寝，而后沈从文、废名等人的继承

只是针对当时的批判现实主义而重拾笔记小说的

诗性部分，而对史学传统则做了扬弃，增加了小说

的虚构性。对此，聂鑫森的新笔记体小说亦可作为

例证，诸如《红印花楼主》《虎音锣》《洗礼》等作品

以文革为叙述背景，但是又不拘泥于记录真实的人

事，而是似乎在述说一个或许真实又或许虚妄的故

事。其实，读者在那饱含爱憎的文字中已不会再去

关注那些故事的真实性，因为他们已经被那些人那

些事所传递出的一种文化品格所感染、所激荡。

新笔记体小说的审美观念进一步发扬了笔记

体小说的诗性部分，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作家利

用他们深厚的古文根底在叙述描写中去营造一种

或恬淡、或率性、或隽永的文风。在聂鑫森的笔下，

许多作品中都透露出一种或刚健或清远的古典诗

意。如《镖头杨三》中写救民于水火的沙风里在小

客店里与吉成镖局的镖头杨三鉴别赠诗一首：

横刀江海世人知，几日纹抨并酒卮。最忆镖师

情意重，可怜野老倒悬时。［２］

甚至是《老梅》中描写枪杀中国爱国志士的日

本军官龟田为拜访朱肃霜，也特意在拜帖上提绝句

一首《乞梅》：

家家花事尽凋残，唯有朱园梅独妍。敢乞寒冬

春一抹，不辞踏雪访前缘。［３］

两首绝句都属上乘之作，前者气势雄浑壮阔，

却又饱含着解民于倒悬的悲天悯人的胸怀；后者不

乏清新雅致的风流，以侵略者爱梅的雅好与意境清

远脱俗的诗歌反衬他们侵略他国、屠戮志士的行

为，委婉地讽刺了龟田之流凶残暴虐却又附庸风雅

的丑恶嘴脸。

　　二　儒道相济：聂氏小说的精魂

聂鑫森作为我国当代文坛以新笔记小说创作

而蜚声海内外的优秀作家，在他那深沉隽永、余味

绵长的叙事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聂先生其实是一位

对传统文化与传统精神执着的“守夜人”。潘吉光

先生评论说：“聂鑫森是一位执着的具有独特艺术

个性的作家。在商潮泛滥人欲横流之际，他却甘于

寂寞，虔诚严肃地坚守着自己的那片精神的家园，

把‘写作过程’当成‘一种享受’，‘把文学创作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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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生的滋养’。”［４］联系聂鑫森先生最早引人注

目的小说《头上是一片宁静的蓝天》中一胖一瘦两

个卖风筝的老头，那个执拗倔强、在极度自尊中显

出古典式精神气度的瘦老头便是聂鑫森的自画像，

他从最开始便为自己在物质的丰腴与精神的枯瘦

之间选择了后者，选择了坚守中华传统精神文化中

儒道交融的文化品格的清冷之路。连他自己也说

“我希望我的短篇小说有一种文化品格，不管是对

久远历史的钩沉，还是对现实历史的切入，贯穿此

中的依然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人文情怀，所要表现的

依然是对文化传统的守望与坚持。”［５］

当然，他的守望与坚持也就是呐喊，他的呐喊

便体现在他对笔下的那些纯朴的民风旧俗、职业行

当、三教九流、陈年旧事，甚至是那些故事里一个个

微不足道的姓名绰号的专注中。

儒家文化精神是入世的精神，国学大师南怀瑾

先生曾生动地把它比喻为人们须臾不可离的“粮食

店”，在这粮食店的大货架上赫然陈列着“自强不

息”、“仁者爱人”、“正直担当”等这些中国人精神生

活的必需品。作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坚守者，聂

鑫森像一个尽职尽责的伙计，不时地把自己的新笔

记小说当做鸡毛掸子，为这些滞销的“货物”拂去微

尘，招揽顾客。

被《小说选刊》转载并誉为“隽永”之作的《贤人

图》，描写了“两个画画的先生”陆小如和覃怡斋困

顿之中相濡以沫，彼此敬重。两人在绘画上都各有

所长，但却都互为对方考虑，“有人要画梅花、蝴蝶

兰、墨蟹，陆先生说：‘画这些玩意儿，覃先生有好手

笔，请找他。’有人要画桃、画牡丹、水仙，覃先生说：

‘我不及陆先生，他有高招儿，我领你去。’”［６］两位

画家的情义日益加深，才会在平常生活乃至危难处

境中互相扶持两肋插刀：陆小如病了，自知不久于

人世，才将一箱自绘的螃蟹、虾、梅花、桃等物件的

图画送给了覃先生，覃先生恍然惊呼道：“你的蟹、

梅花比我画的好。你不画，是留一碗饭给我吃。”［６］

陆先生这才说，他之所以离开沧州来到这江南古城

多年不敢回去，是因为犯了法，打死了一个纨绔子

弟。不久陆先生病故，覃先生亲自扶柩把陆先生送

回老家沧州安葬。

在这篇小说之中，儒家那种“仁爱”精神与在仁

爱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担当”意识被陆覃二人的死

生之契表现得淋漓尽致：陆先生藏拙为拖家带口负

担颇重的覃先生留下一口饭，这是由人性本善所生

出的一种仁爱之情；覃先生冒着客死异乡、妻小挨

饿的风险帮助陆先生归葬故里的行为，则是由感念

陆先生的恩惠而产生的一种担当，这种担当对于性

格相对比较懦弱的覃先生来说也更为可贵、更加

悲壮。

诸如此类强调担当与仁义的故事在聂鑫森的

新笔记小说里还有许多，比如《虎音锣》中为酬知音

而不避凶险最后惨死的罗长鸣以及《蓬筚居印人》

中章达君与金锲之的知音相酬、生死为报。

正如著名文化学者林语堂所言：“儒家与道家

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７］道家文化中的出世精神

作为与儒家文化中入世精神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补

充的一种重要精神遗产，也是聂鑫森新笔记小说所

要表现的重要主题。

聂鑫森在其新笔记小说《血牒》中描写了这样

一位金盆洗手的绿林好汉龚和生：龚和生为了躲避

在其门上钉“血牒”的杀手的追杀，化身为一药材贩

子，千藏万躲，惶惶不可终日。其实，在人们眼中，

他不过是一个只管聚财、节俭吝啬到极点而被人所

瞧不起的“龚记药材行”的药贩子。但是，那杀手却

像影子一般伴随着他，使他永远处在一种恐惧之

中。于是，他便想用死来获得彻底的解脱。但是事

与愿违，他被人救起又重新醒了过来。经历了悬梁

自尽而又被救起的生死旅程之后，他突然变得不怕

死了，仿佛是悟透了什么哲理，心里也变得平静了。

这哲理就如庄子所云：“生死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

端乎”，［８］所以，他醒悟了，超脱了，从此再不把“血

牒”放在心上，尽情地享受一切。他心想，过去活

着，“心为行役”，生命逝去了意义；今天活着，心神

应当成为一切外在行为的主人。正如庄子说的“其

有真君存矣”，即说人在形体之外，尚存有精神，这

才是真正的主宰。唯有如此，人才能获得自由，生

命也因此呈现出绚烂的色彩。作者对龚和生这一

文化性格的塑造，旨在规劝人们从是非纠葛和利害

冲突中解脱出来，让生命呈现自由，返归自然，获得

通透洒脱、超然物外的大境界。

甚至，像聂鑫森在其小说《蓬荜居印人》中对于

主人公“章达君”与“金锲之”的姓名设计也充满了

儒道合流的味道。先看其姓：章达君家藏的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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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黄冻”乃是镌刻图章的绝佳之物，故而冠之以

“章”姓；而金锲之家道中落，一生操刀琢磨，以制图

章为业，故而令其姓“金”。更进一步来看，因为有

“金”的琢磨，“章”才得以彰显出它的价值；也正是

有“章”的配合，“金”才能完成他一生的伟业，二人

是相辅相成的。再看其名：“达君”先是谨记“原封

原物以传后人，勿使损伤”的家训，即使是好友金锲

之求之若渴，几近疯魔，他也是负疚远遁以避之，直

至病入膏肓，才意识到“虽有至宝，传之不识者，不

若传之有识者。宝之所以为宝，其价值并非在其自

身”，［９］终于，淤积于心中的块垒释然，达到达观畅

然的道家的生命状态，命其儿子将田黄冻送给金锲

之；而“锲之”则像一把固执的刻刀将一生都沉浸在

方寸之间，把金石镌刻看作是自己的生命的寄托与

归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为田黄冻怅然成疾，几

近疯魔，可在文章的最后，他虽然得到了田黄冻，但

却不能在田黄冻上刻划一刀了。文章结尾，他在田

黄冻上看到的幻想，分明在暗示金锲之已经把自己

对章达君的知己之情用情感的刻刀永远刻在了那

一块宝贵无比的田黄冻上了。此时，“达君”所代表

的潇洒放达与“锲之”所代表的坚守执着也都在两

人的知己之情中融合了。

从故事叙述的庐山风景中挣脱出来，反观由

“达君”所代表的潇洒放达与“锲之”所代表的坚守

执着的主观精神是虚，而两人之间的故事则可以看

作是实；在传统意义的视域里，儒家倾向于“实”，道

家则更倾向于“虚”。作者是否是想用故事文本与

主观精神的虚实结合来印证儒道之间的虚实结合

就是一项有待深究的新课题了。

　　三　雅俗共赏：聂氏小说的多维魅力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阅历与视野的宽广度，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读者的构成。赵树理有着

多年的农村生活经历，常常和农民吃一个锅睡一张

炕，所以他的作品充满了乡土气息，深受广大农民

读者的欢迎。而与其同时代的宗璞却因为自小生

活在燕园之中，家学渊源深厚，耳濡目染的都是当

时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熏陶，所以她的作品总是如

空谷幽兰一样高雅脱俗，为许多知识分子所青睐。

反观聂鑫森的经历，则似乎要更加复杂一些。他

１９４８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初中毕业后，１９６５年到株

洲市木材公司当工人。１９７８年调至《株州日报》副
刊部工作，此前当了１３年的工人。湘潭十余年的市
井生活以及当工人的经历，使他的作品贴近普通大

众的生活，饶有生活情趣。传统文化几十年的浸

淫，又使他的作品充满了精神贵族的高蹈与空灵。

总而言之，他的作品如庐山群峰一般是可以进行多

维赏读的，知识背景、生活阅历不同的人站在自己

的角度上去观测解读，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从其中

找到自己所关注的东西。

正如新笔记小说作为对古代笔记小说的继承

与发展，具有“诗史”同构的特点，聂鑫森的新笔记

小说无疑也包含了丰富的文史信息与优雅的诗情

画意。在他的小说中，对于现代人来说充满了新鲜

感与趣味性的传统文化与地方风俗物产的知识俯

拾皆是。比如说，在其反映社会发展进程中旧的被

新的打败而无限感伤的小说《脑髓卷》中，他不吝篇

幅详细地介绍了湘潭名吃脑髓卷的制作：

脑髓卷的制作讲究得很，主要原料是精白粉、

肥猪肉、白糖，另加少量的饴糖、精盐、纯碱。每年

冬季备料，拣纯净肥猪肉制成肉泥，掺和白糖精盐，

入缸冻成肉酱，糖油入味，油脂晶亮，如同脑髓，叫

做脑髓油。……然后将精面粉和熟，擀成薄皮，抹

上脑髓油，捏好，形状要像瓦片；蒸的时候，火不能

猛，要温匀；出笼后，颜色银白、透亮，吃起来肥而不

腻，软嫩咸蜜适当，才为上品。［１０］

在传扬民族文化，讴歌花脸名角窦戈穷毕生精

力以酬观众的《最后的辉煌》中，聂鑫森将戏剧中窦

尔敦的脸谱装束做了详细的说明：

蓝花三块瓦，呈蝴蝶图案状；眉间白纹上勾出

双钩形象的象征性皱纹，并在红色眉毛上勾画出黄

色犄角；鼻窝勾成翻鼻孔的式样，刚正而勇猛。装

束也漂亮，头上打蓝扎巾，在扎巾外戴大额子，扎巾

上的火焰和额子上的绒球相互辉映；穿两边腋角、

带小袖的蓝龙箭衣，系绦子、鸾带；箭衣外罩蓝蟒，

腰横玉带；下穿红彩裤，足蹬黑色厚底靴。［１１］

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来看，聂鑫森新笔记小说

“史”的部分充满了知识性与新鲜感，即使是文学素

养较低的普通读者也容易接受，他们在阅读故事文

本，体味人情世故的同时又能对文史知识与地方民

风民俗有所了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聂鑫森

新笔记小说所呈现出的视阈在与读者本身所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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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阈进行交流融合时，无形中使读者原有的视阈

得到了拓展，为读者更好地阅读同类型文学作品起

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同时，聂鑫森新笔记小说中所包含的诗词韵文

也是相当可观的，可谓行行见诗意，处处听琴音。

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这些诗词韵文除了少部分是引

用前人的成句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作者自己的创

作。在《云深不知处》中，作者为主人公罗季风在寻

得闲云先生遗迹最后的一段路上就连作两首绝句：

其一

　　云去运来独自闲，山看我时我看山。
　　泉水流到不平处，石破天惊胸臆间。

其二

　　自种黄菊自种兰，且把俗意笑剪删。
　　寂寂无人夜半后，惊涛骤浪纸上看。［１２］

在《生死劫》中，作者更是借何一芬之手赋就一

首寓意深刻的律诗《冬日呈尚师》：

　　玉屑霏霏宇宙昏，金猴破毁水晶宫？
　　人蒙口罩模糊脸，车走风雷批判声。
　　治史最称司马笔，论诗还具岁寒心。
　　相携雪霁看梅去，香满衣襟骨也清。［１３］

这些文质俱佳的诗文，不仅是文本叙事的有机

组成部分，也是提升作为通俗文学的小说文本文化

层次与审美品格的神来之笔。此外，由于乐于接受

此类作品的读者的文学素养与审美能力相对较高，

他们往往会把自己视阈中的某些相关内容迁移到

文本中，主动地去填补作者在行文时留下的艺术空

白，发掘或补充其更为深刻的含义，而这样又为拓

宽小说文本的视阈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有效地提高

了小说的审美层次。我们在阅读《老梅》一文时，通

过联系上下文不难发现龟田题在拜帖上的绝句恰

恰与其屠戮爱国志士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

发现隐藏在清秀的绝句后的辛辣的讽刺效果；并且

将这种联想推而广之，联系起《笔殇》中骊大成的变

节原因，读者又会对王君诚为何小时了了，大而变

节为汉奸的原因产生更多的思考和猜测，并且将这

种联想落实到实际的历史中去，又可以引发出更多

像汪精卫、周作人等人为何会甘愿变节为汉奸的思

考和一些关乎人性、文化追求与历史评价的大课题。

其实，在小说的创作与鉴赏中，相对于西方重

视文学技巧的运用，东方更重视的是文本背后所要

展现的那一种情致。两者孰优孰劣，笔者不想纠缠

其中，从一个文字饕餮客味蕾的感觉看，聂氏的新

笔记体小说似乎更符合东方人的口味。在肯德基、

麦当劳凯歌高奏，狗不理、全聚德江河日下的现状

中，聂氏“新笔记小说”的创作，不仅仅是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寻根与招魂，也是作者作为一个热爱祖国

且清醒着的知识分子的良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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