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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的承诺和坚守 

———聂鑫森文化小说创作解读

冯　峰

（致公党湖南省株洲市委员会，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０）

摘　要：聂鑫森先生的文化小说专注于独特生命存在的言说和传统历史文化题材的发掘，表现出深切的人文情怀和高雅
的文化品格，在快餐式的写作和快餐式的阅读甚嚣尘上的社会转型时期，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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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湘潭籍作家聂鑫森早年以写工业题材的
诗歌而跃上文坛。于 １９８３年开始小说创作，１９８４
年３月至１９８８年７月，先后就读于中国作协鲁迅文
学院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夫人党》

《浪漫人生》《霜天梅影》《诗鬼画神》，中短篇小说

集《太平洋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奏》《爱的和弦与变

奏》《镖头杨三》（英文版）《诱惑》《都市江湖》《生死

一局》《塑料人》《铁支子》《吃官仓考》《轿杠》《老号

手》《万笋楼》《车在旅途》《星下双剑》《烟波芥舟》，

诗歌集《地面与地底的开拓》《他们脖子上挂着钥

匙》，散文随笔集《旅游最佳选择》《收藏世界的诱

惑》《优雅的存在》《话里画外丛书———阑干拍遍》

《一个作家的读画笔记》《触摸古建筑》，以及《红楼

梦性爱揭秘》《陈姓》《罗姓》等文化专著共 ２５部。
先后荣获“庄重文文学奖”、“《北京文学》奖”、“湖

南文学奖”以及“毛泽东文学奖”等数十次。

作家聂鑫森在４０余年的文学创作中，矢志不移
地坚持文化小说的创作，毕生致力于对传统文化进

行坚持不懈的开掘、整理，创造出了卓尔一派的文

化小说，堪称绝唱。这么些年来，聂鑫森作为一个

在湖南乃至在全国的小说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

方面的领军人物，其创作以深厚的文化情怀和高雅

艺术品味，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和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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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独特生命存在的关注与言说

小说作为一种叙述与表现的艺术，它会说些什

么，这于作者来说，实在是一种诱惑力很大的魔圈。

上个世纪 ９０年代，如果说文艺湘军“百家文

库”的出版对当时低靡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鼓励的

话，那么小说方阵“聂鑫森卷”则是小说家聂鑫森对

文学湘军的一种宝贵贡献。聂鑫森避居一隅，深居

简出，凭借一种思想，一种智慧或者是一种哑语般

的自语，精心地构造着他的小说世界。面对庞大而

芜杂的外部世界，他用自己的眼光予以冷静的审

视，关于人生，关于人性，关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坍塌

与重建，关于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扬弃……所有这一

切，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然而聂鑫森始终不做

布道者（多元化的现代写作手段和游戏规则，已使

我们无法布道），他在相对恒久的状态下，认真地审

视，不懈地坚持，其作品深厚的文化情怀和高雅的

艺术品格，使我们的阅读世界多了一脉淙淙清流或

者是一段拍案惊奇。

聂鑫森是以短篇构制和文化小说著称于世的。

在小说方阵“聂鑫森卷”中，收录了他十多年来创作

的３０个短篇小说。我们注意到，这３０个短篇小说

大部分是经国内重要（核心）文学期刊发表或转载

的，可以作为聂鑫森这一时期创作的重要作品或代

表作品，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品去进一步探询他的

创作轨迹。

我们得承认，现行的快餐式的写作和快餐式的

阅读充满了浮躁。同时，经典主义的写作在选择读

者群体的时候必然呈现弱势，阅读与写作的空气对

流暂时不可能出现蔚为壮观的景象。我们何去何

从？读者在思考，作家也在思考。聂鑫森仿佛顾不

了这么多，他执着于走自己的路，他要说的或者能

够说的只能依靠作品本身，其他都是多余。聂鑫森

的小说的视角一直是由小而大，由表及里的。他反

复地、津津乐道地攫取那些久远的、与现代都市偏

离的村落乡野小景，用以构制作品，或形成个体行

为演绎群体态势的文化小说。这种题材上的挖掘

需要时间积淀和精神与智慧的极大付出。与其说

这是他作为小说家对题材的选择，毋宁说是创作的

坚守。

《呼儿湾的童话》或许是一篇“美丽得使人发

愁”的类似白描式的“实验型”小说。作家借助他熟

稔的国画水墨法处理素材，淡淡地泼墨，轻轻地濡

染，苇草搭成的棚子下，一幅菊子和苇子观鱼图便

跃然纸上，省却故事，只有浸染水墨一样的语言描

述。我惊异于聂鑫森创作的诸如《梅子黄时雨》《贤

人图》《琢砚》这些精短故事所凸现的才情，行文恣

意汪洋，书卷之气横生。才情说白了就是才子气

象，它与广博的阅读、生活的阅历是紧密相连的。

读着这样的小说，可以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清正之

气，什么是适意人生，同时还可以教会我们文章的

多种做法！

聂鑫森是一位深切关注社会现实的小说家，他

在审视如汪洋大海一般的生活多维领域的时候，他

的目光不会产生怀疑，但他可以如手术师一般把

脉，切入生活的多个层面，进而渗入自己的同情、关

怀。小说《寻访宋劳模》的“情”，《九重天》的“惑”，

《大樟树》下的“等”，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作者的人

文关怀。

无论你怎样去读《塑料人》，百人就有百人的说

法。关于人性、关于伪善、关于精神自虐，我们都可

以在“竺根”和“花蕊”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只是

在人性的定位上，我们都乐于做假装没有感觉的

“塑料人”吧！这是帮助读者审视自身生命意识的

“大小说”。

小说集《生死一局》包括：《客栈一夜》《暮归》

《逍遥游》《治印》《赠印》《鲜于先生汤》《头上是一

片宁静的蓝天》《墨竹图》《紫玉英》《楚风轩》《狗

眼》《丹青引》《夜来麻将声》《盛记裁缝店》《碧荷圆

影》等。作品立意深刻，构思巧妙，情节曲折，于质

朴中见幽默，于调侃中见温情，于娓娓叙述中蕴含

人生哲理，展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独特思

考，对广大读者有着独特的启示意义。

“大小说”要慢读细嚼。读聂鑫森的小说，你会

发现，他的每一个短篇，都是可以直达我们生命意

识深处的“大小说”。

　　二　传统历史文化题材的发掘和表现

聂鑫森矢志不移地坚持其文化小说的创作，以

一种固有的姿态，穿梭于历史文化的莽莽丛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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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终在思考传统历史文化对于现代文化的影响

这样一些大问题，他发现他所思考的这些问题依然

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自

觉不自觉地引导着社会大众的精神生活。无疑，这

种引导所产生的效果是真诚的、崇高的、健康的，这

使他有了一种借文字、借文学表达思想的巨大快

乐。１９９９年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霜天梅影》

就是这样一本重说秦淮才女董小宛传奇一生的长

篇文化小说。

《霜天梅影》以江南名妓董小宛和才子冒襄的

爱情故事为主线，演绎出崇祯年间的一曲才子与佳

人至爱至真的清丽篇章。“董小宛不仅是才女，而

且是贤女，当她的风尘姐妹如李香君、柳如是等的

夫君变节事清之时，惟有她和她的知己冒襄相依寒

门。”［１］小说家聂鑫森以大幅度的笔调，展示董小宛

从一个名妓到一个贤妇的极端的转化。董小宛之

恋冒襄，是依董小宛独立而笃诚的性格所决定的，

但绝不是唯爱至上。她在进入冒府与冒襄朝夕诗

酒相娱的日子里，便时时为冒襄的保持气节而殚精

竭虑，既完成了一个名妓向闺阁风范的转变，又以

自己的人格魅力维持了丈夫在动荡时期的清高形

象，是董小宛造就了冒襄在江南士子中的一枝独

秀。“这样一个生死相恋的故事，不但具有纯真的

意旨，更重要的是有着国难家仇的广阔背景。”［２］较

之于当时同一环境下的陈圆圆、柳如是、李香君这

样的奇女子们，董小宛无疑是一位骄傲的胜利者。

对于历史文化题材的创作，聂鑫森乐于把持一

种方向，保持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必须倚仗才情和

对历史文化的深度把握。独立的人文理念和人文

思想可以穿透历史的阴影，直达我们日益陷落的精

神家园。作为擅长历史文化题材创作的聂鑫森，他

始终围绕“重说”二字因材造势。他充分尊重历史，

包括在历史的氤氲下被千年文化浸淫的现代阅读

者，换言之，聂鑫森从一开始“重说”历史人物董小

宛时，就已经让董小宛与现代读者相识相知起来，

造成“零距离”阅读。在《霜天梅影》中，聂鑫森以情

节和氛围结成一条主线，语言主导情节，情节渲染

氛围，这种连环效应使得董小宛和冒襄以及小说中

相关联的人物一下子活跃起来。比如董小宛的坚

柔、陈圆圆的哀婉、柳如是的灵性……他以灵性、清

润而游刃自如的笔触，把每一个人物刻画得栩栩

如生。

聂鑫森的灵性在于他的小说，并不以故事取悦

读者，他自始至终用氛围与语言凸现人物的个性，

这种语言与个性往往会被作品中主体人物美仑美

焕的诗词歌赋所唤起，浑然一体，妙手天成。在历

史文化题材作品创作中，这种写法看似很传统，但

因才造势，因势造人却是千古文章中的大势，大势

写成大雅。聂鑫森的创作可以引导我们平静地面

对过去和现在。

　　三　尘世喧嚣中人文精神的坚守与矗立

现代社会，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多元的、快餐式

的文化格局已经形成，因此，作家的表现与思考更

多的进入了一种自言自语或“失语”形态。上海作

家陈村曾写过一篇《谁来布道》的文章。他认为：

“话剧的衰落在于我们失去力量。我们可能拥有技

术，我们不拥有心灵，不拥有与心灵沟通的能

力。”［３］３６陈村本是有悲天悯人的慷慨情怀的，在他

看来，要找回艺术（戏剧）过去的辉煌，“问题在于我

们是否面对着一颗期待的心，是否能使它一如既往

地静候，是否有征服人心的精神力量。”［３］３５－３６由戏

剧到诗歌到小说到文学艺术的一切形式，文学发展

到今天，由过去的“精神布道”到现在的“凄凄惨惨

戚戚”。谁来评说？谁来布道？读聂鑫森的作品

时，我有一种感觉，如果说当下文学的延伸与发展

越来越显现出浮躁的话，那么聂鑫森的创作则是在

深深地构筑底部，传播使命。他的作品与人品透出

一种典雅，一种厚实，一种智慧，让我们感受到一种

清正朗润而又温暖的文学力量。

近些年来，文学理论界已经注意到，聂鑫森在

其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越来越趋向于表

现社会最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或者说是一种理想

与现实的矛盾，一种真善与丑恶的对抗，一种文化

对现实社会的审视与体察。对于作家而言，无论你

去表现任何一种题材，你心中的那根“杠杆”永远是

会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你并不会受周遭的影响而

受雇于人。这里所指的是真正的作家，但是，我们

仍要说明的是：作家的写作态度，也是作家观世观

人、直面人生的一种反映。作为一个作家，能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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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点，也就够了！

当下，作家的写作在市场经济，在商品社会的

重负下纷纷更弦易张，从而更多地注入娱乐功能，

或者媚俗读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当引起高度警惕

的话题。而聂鑫森似乎更醉心于走自己的路，比如

他的小说，就透出一种与先锋写作不相容的书卷

气，显示出一种气定神闲的传统文化内蕴。他的这

一类作品引起了一部分读者的叫好，这也证明，真

正意义上的人文写作，仍然是文学事业的一支坚挺

力量。对此，聂鑫森坚定地认为：社会的前行必然

促进文化的多元，文化的多元必然带动文学的嬗

变，这种循环曾经使不少作家一度彷惶和无所适

从，但他相信时间会改变一切，时间也会告诉我们

一切。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在前行

的过程中，总是会回头看，在回头的那一瞬间，你会

发现，我们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篇小说、一篇散文、一

幅水墨小品。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的义务不仅仅

是表现和反映生活，他也可以在某一层面上影响和

干预生活。虽然现在这种功能似乎削弱了，文学的

功能也越来越淡化了。但文学仍然需要一种坚守，

文学仍然需要一种执著精神。惟其如此，多年来，

聂鑫森一直执着于走自己的路，他以自己的创作在

喧嚣的尘世中竖起了一面迎风招展的人文主义旗

帜，醒目且从容。

文学作品总是力图对读者有所启迪，有所触

动，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作家的自身是否有强

大的精神力量。在聂鑫森的创作过程中，他的内心

永远矗立着一尊“精神参照物”，这便是文学的人文

精神。在聂鑫森看来，人文精神是一种大的话题，

也是“文学即人学”的永恒话题。他认为，一个人有

他（她）的精神之相，一篇文章，一幅画同样有它的

精神之相。古往今来，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一个画

家总是生活在他的精神之相中的。你比如说《离

骚》、唐诗、宋词，还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作品，

之所以流传至今而久盛不衰，表面上看是作品的魅

力，其实是作家的魅力。作品背后就是作家的世界

观和人生观，它虽然是借助文中的主人公来传达和

表述，但世界观、道德观、行为观都是来自作家本

身的。

由聂鑫森的创作，使我想到了关于作家的使命

感的另—个话题。虽然这个话题谈起来很艰难，但

我们必须深入下去。文学不可能表现生活的方方

面面，我们所读到的作品，它只是某个生活的切面，

假如这个生活的切面因形式、内核的嬗变而使你能

感到一个亮点、一份喜悦或者是一份忧伤，那么，我

们便窥见了文学使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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