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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文明的战争 

———彭学明《娘》的母子冲突分析

张　春

（福建师范大学 研究生文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０）

［摘　要］彭学明的《娘》生动展示了“娘”与“我”之间的母子冲突。“娘”是一辈子生在湘西、葬于湘西的普通农妇，思想单
纯；“我”是受过文化熏染的公务员，有文化人的思维模式；两人的处世方式完全不同。如此一来，造成了“我”和娘之间的摩

擦与误解，娘的爱在“我”眼里变了味、变了形，娘的辛酸“我”不能理解，直到娘的离世，“我”才在自我审视中发现了这个芥

蒂。“我”对娘的忏悔，也是城市文明对乡村自然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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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沈从文的小说、宋祖英的歌声、黄永玉的
画作，彭学明的散文也将湘西的名片传播到了向往

湘西的人们手里以及研究者的案台前，细细品读他

的散文，你就知道了湘西的春与夏、河与桥、男人和

女人。这块土壤让他成为夜莺，用文字日夜歌唱故

乡的高山流水和人文情怀，他的《湘西女人》《祖先

歌舞》《踏花花》《庄稼地里的老母亲》等散文被选

入大中专院校教材，还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出

版，湘西在走向世界。

他的创作是属于“湘西的”，涵盖了湘西的整体

情感，充满了他对那块落后于城市的自然土地的眷

恋，以及对那种纯然的人文风情的颂扬。当然，在

他的散文中也不乏“个体的”，从普遍性进入特殊性

的个人情感的描写，长篇纪实散文《娘》是他的代表

作，“娘”的溘然长逝带给作者精神上的打击造就了

这篇彭学明式的“忏悔录”。忏悔的力度在于用一

种控诉自我的方式将“我”的罪恶摆在读者面前，这

种独特的、个体式的忏悔，往往能引起整个社会的

关注，读者在看到作者的忏悔同时，也能进行自我

审视。彭学明将母子的冲突上升到自然与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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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深刻反思了现代性的逼近与人性的疏远，人

在文明的理智中渐渐丧失着原本的自我的社会

现实。

　　一　被过滤的“爱”

“爱”是纯粹的、没有理由的，一旦把爱放在文

明社会的大杂烩当中过滤，便只剩下粗糙的、利益

的残渣，包括荣誉、名誉、虚荣……而爱也就被过滤

掉了。彭学明的《娘》向我们展示的就是“娘”的单

纯的爱经过作者的文化过滤而变形、变味，终至被

过滤流失的故事。

“娘”是埋在儿女心中的睡莲，在泥土中、水中

有了适合的条件，这颗种子就开出美丽而脱俗的莲

花。彭学明的娘是埋在他心中的睡莲，娘的永远离

世唤醒了他心中沉睡的种子，对娘３０多年来的养
育经历进行回忆、审视、忏悔，彭学明最后看到了娘

这颗睡莲终于开出了洁丽的莲花。

彭学 明 的 感 情 线 是 回 忆———审 视———忏

悔———感恩。点燃这条感情线的火柴便是“娘”的

辞世，娘的病逝带给了彭学明精神的打击，“写娘，

是因为太想娘了。是因为对娘的愧疚，心里一直纠

结。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再不会有一个人像娘一样

爱我、念我和包容我了。写的时候没有顾虑，只有

痛苦，这种痛苦就是我太对不起娘了，我对娘的过

错再也无法弥补了。”［１］他不由地回忆起娘的过去，

回忆起他与娘的过去，在过去的回忆中，在娘永远

离去的心痛中，在无法平静的情绪中，他对自己进

行了严格的审视，他发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娘和不同

的自己。以往的娘喜欢和村里的人吵架打架，多次

改嫁让他颜面尽失，行为不端让他尊严扫地，而经

过自己认真审视之后才明白，娘吵架打架都是为了

儿女，改嫁是为了基本的生存，行为不端只是一个

误会，然而那时候的自己却统统不能理解，甚至埋

怨、愤怒、怨恨。

在回忆中有了审视，审视之后看到了娘辛酸的

爱与自己忤逆的行为，便有了忏悔，这种忏悔是因

为自己的“不孝”，不能在娘付出的时候给予回报。

忏悔是这篇纪实散文的核心情感，没有忏悔就没有

这篇文章，没有忏悔的心，就不可能站在重新审视

自己、重新理解娘的角度回忆这段过去，所以回忆

也是由忏悔而起。经过回忆、审视，也更加有了忏

悔的情感，忏悔是弥漫在全文里的分子，细微却无

处不在。

不管少年的“我”对娘粗暴，还是青年的“我”

对娘所谓的“好”，其实都是扭曲的情感，都不是真

正的理解。小时候，“我”因为少不更事，对娘的种

种行为颇为不满，心里一直怨恨娘为什么不给自己

一个完整的家庭；到了读书的年纪，“我”仍然不能

理解娘的良苦用心，两次高考落榜的绝望更是加重

了我对娘的怨恨；一直到了“我”工作的时候，我还

是没有理解娘，娘的贴心问候在“我”眼里成了

嗦，娘摆摊卖水果减轻生活负担在“我”眼里成了丢

脸，娘半夜等“我”回家担心“我”却成了自讨苦吃。

不同阶段的“我”对娘有不同的“怨”，然而都是一

种扭曲了的“怨”。不管“我”如何误解如何怨娘，

娘都没有怨言，只是把委屈和心酸都化解在了咸涩

的泪水里。娘离去之后我才忏悔，忏悔之后“我”感

恩娘的爱，“我”的良知受到了严酷的鞭挞，“我”扭

曲的情感也慢慢被端正，然而一切都晚了，娘永远

离去了。

作者之所以会有回忆———审视———忏悔———

感恩这样的发展线索，是因为娘的离去这个外部事

件的刺激，是作者的心灵深处燃烧着的爱母的火

种。母亲对儿女有母爱，儿女对母亲也有爱母的情

感，也许是儒家的“孝”，也许是自然界的生育规律，

回报父母的养育恩情，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在美

德，“我一次次地在心里发问，我真的丧尽天良、对

娘不好吗？不是。我发自骨子里对娘充满了爱和

感激。如果不爱，我就不会在娘生病时那么着急那

么心疼；如果不爱，我就不会在同学侮辱娘时痛打

同学一顿；如果不爱，我就不会放弃回到故乡选择

留在娘的身边；如果不爱，我就不会走到哪把娘带

到哪。”［２］２３０可见，在作者内心还是有着一颗爱母之

心的。“可是，我为什么对娘这么狠？我对娘的爱

为什么是以如此尖锐残忍的方式出现？难道真的

是爱之越深恨之越切？难道真的是伤害最深的人

往往是自己最亲的人？为什么对我们最好的人往

往是我们最不能原谅的人？而那些对我们最不好

的人却往往是我们最能原谅的人？难道这就是人

间和生活？一个充满了悖论的人间和生活？”［２］２３０

作者能够感觉到自己是爱母亲的，但是他却不能理

解自己为什么用这种残忍的方式对待深爱的母亲，

心里明明深爱，却又用相反的方式去对待，看似悖

论的背后却是能够剖析原因的。

原因是母爱被“过滤”了，作者的忏悔恰恰是他

觉得自己缺失了这种爱母的情怀，因为社会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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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名誉、尊严等等的冲击和过滤，让爱母的赤子

之心被这些东西掩盖起来了，于是，爱母变成了怨

母。作者因娘的改嫁、娘的吵架打架、娘的流窜犯

罪名让他在别人眼中的荣誉感、名誉感、尊严感全

都消失殆尽，对娘的情感也就扭曲了、变形了。人

都需要社会的认可，彭学明也是如此，他在学校好

不容易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而娘却又让他抬不

起头。可惜的是，他没有站在一个理解和同情的角

度看待娘，于是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和心痛。一

颗爱母之心在社会中受到了尊严这种东西猛烈击

打的时候，爱就变了味，就失去了它纯真的原味，情

感的扭曲使人排斥一切审视和理解，原先的那颗爱

之心便被尊严的外衣所包裹、遮挡，使人的行为与

内心作出相反的举动，人看不见真正的心，看不见

真正的情，看不见真正的爱。被过滤的“爱”，一个

是母亲的爱，一个是儿子的爱。

　　二　文化蒙蔽背后的忏悔力度

湘西的河水与泥土不断地浇灌和培育着彭学

明的散文创作，《庄稼地里的老母亲》《住进城来的

老母亲》《赶秋》《湘西女人》《边边场》《踏花花》

《吊脚楼里的人物》等等都以湘西本土的人文景观

为题材，写出了他对湘西的山和水、人和事的深深

眷恋。

彭学明让人们看到了耿直爽朗、大胆又不失温

婉的《湘西女人》；湘西男女恋爱的季节《赶秋》，为

湘西青年男女提供大胆的求爱场所的《边边场》，这

些都融入了作者的细微的观察和理解。湘西女人

如果遇到喜欢的男人，他们便会死心塌地地跟着

他，受到男人的邀约，她们既害羞又勇敢。湘西女

人灵动但又受到习俗的束缚，她们是生孩子的工

具，不生男孩就抬不起头，生男孩是她们在家中地

位的体现，所以她们比男人更加注重生男孩，如果

碰到计划生育队伍追来，即使前面是刀山火海，她

们也要闭着眼睛跳下去。她们不是逃避计划生育，

她们只是受苦于现实和习俗不得不成为生育的工

具。湘西女人的酸，湘西女人的甜，湘西女人的苦，

湘西女人的辣，是需要认真品尝才能尝出多种

滋味。

这些都带着彭学明一种细心的、正面的理解，

《娘》表达了他对娘的歪曲的理解，但却很深刻。为

什么彭学明能够从不同侧面理解湘西女人，而对待

自己的亲娘却不能进行透彻的理解呢？《湘西女

人》《边边场》《赶秋》等从不同角度描写了湘西女

人的性格特征，也表达了彭学明对湘西女人的多方

位的解读，可见彭学明的理解力是非常到位和敏锐

的，为什么对故乡如此理解透彻而对娘如此理解偏

差？“十八年，我在他乡异地从没流过眼泪，哪怕再

大的委屈，我都没有流过眼泪。那些苦难和委屈，

早就变成了坚强的骨头，支撑在我生命的历程。可

是，当我踏进故乡的土地，看到故乡的瓦房和炊烟

时，我的泪居然决堤似的奔涌出来，怎么都抑制不

住。故乡，是可以让游子尽情流泪和安放悲伤的地

方。”［２］１０２故乡是自己和娘发生摩擦的时候的避难

所，他对娘的曲解越离谱，他对故乡的感情就越依

赖，他怨恨娘让他居无定所、流离颠沛，而故乡却能

够让他那颗漂泊的心有依靠的港湾。当他能够有

机会回到祖宗的寨子时，他痛哭流涕、感动失控。

娘带给他不安而故乡带给他安定，他得到了灵魂的

救赎。“我父亲给了我生命，我母亲给了我全部。

而湘西给了我父母给不了的另外的全部。”［１］６７他对

湘西深刻的、包容的、热爱的理解，对娘扭曲的、变

形的、变味的理解，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越是有细微观察力的人却越糊涂到没有观察

出娘的苦楚，由此衬托出彭学明忏悔的力度，也更

能体现娘的心酸。如果彭学明一开始就能理解娘

的一切，那么娘所付出的辛酸就缓缓消解在儿子的

理解和回报当中；如果儿子不但不能理解娘的苦

楚，还不断地抵触，那么娘所付出的辛酸就会变得

更加辛酸，读者感到一种以“恶”报“善”的反差效

果，就更能体会母亲的爱，从而也能在儿子的行为

中联想到自己的行为，形成一定的反应和互动。所

以彭学明的《娘》是在反差中体现母亲的包容和辛

酸的，一种是对故乡的正解和对娘的偏解，一种是

母亲无怨的付出与儿子怨恨的回应。他越是文章

写得好，对湘西风情理解得越透彻，越是反衬出他

忏悔的深刻；母亲越是对他包容和付出，越是显出

母爱的辛酸。

　　三　被还原的爱

中国国内关于亲情的写作数不胜数，朱自清的

《背影》写出了人的心灵圣地最柔软的那一块深情，

至今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父亲越过一个栅栏去

买橘子让我带上车，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关键就

在于父亲微胖的身材，越过栅栏显得有些吃力，回

来的时候额角还冒出了汗水，就那样一个小小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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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让朱自清感受到了父亲的用心和爱，我们从作

者的视角看到了一个为儿子付出父爱的父亲，让人

感到一种温暖和贴心的爱。彭学明通过《娘》，也让

读者通过作者的视角看到一个为儿子付出母爱的

母亲的形象，但是，让人感到的却是一种揪心和心

酸的爱。

《背影》和《娘》创作的契机不同，朱自清是因

为看到父亲艰难地翻过栅栏为自己买橘子而产生

一种悲悯和感动，他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对父爱的领

悟，最主要的成分是感恩。而彭学明是因为母亲的

溘然长逝产生精神的刺激，不自觉的回忆———审

视———忏悔———感恩，他在回忆现场还没有产生对

母爱的领悟，所以最主要的成分是忏悔。两者都各

自有其精妙之处，《背影》通过正面的对父爱的理

解，让读者产生共鸣，读者不自觉地联想到自己父

母的类似行为，从而放大了父母对待自己的行为细

节，让人更多地想到如何体会父母的付出；《娘》通

过反面地描写“我”对母爱的“理解”，也让读者产

生共鸣，读者不自觉联想到自己对父母的行为的理

解，从而放大了自己对待父母的行为细节，让人更

多的想到如何反省对父母的回报。“母爱是最十指

连心、最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爱，在人们读我的

《娘》时，《娘》十指连心似的连到了读者对娘的爱。

而当我向母亲锥心忏悔时，也十指连心似的连到了

读者那份对母亲日渐沉睡和忽略的情感与愧疚。

这个世界，几乎每个民族都喜欢自豪和骄傲，但缺

乏自省、反思，更缺乏忏悔和救赎，所以当有人勇敢

地站出来忏悔和救赎时，会让人感动和震

撼。”［１］６４－６５彭学明的《娘》体现了他勇于面对人性

的“黑暗”，将自己对娘的“不孝”外衣披露在读者

面前，通过严格的审视，也让更多的人进行自我

批评。

一份母爱可能是平凡的，就是在你冷的时候叫

你多添一件衣服，同时它也是伟大的，能在生命面

前显出无畏。无论细微的母爱还是宏大的母爱，都

需要发现的眼光，没有发现，这一切在你眼中就不

存在。发现一件事物的方式有很多种，领悟“爱”的

方式也有很多种，《背影》是“感动式”的发现，《娘》

是“忏悔式”的发现。后者让人在感动中还多了一

层揪心的痛，因为没有及时给予娘一个作为儿子的

回报，哪怕他能像朱自清那样在车窗内秘密流泪，

形成一种理解的、感动的幸福，至少让读者感到心

理的满足，但他没有。彭学明在娘生前没有一次为

娘内疚，一直到失去娘，他才“醒悟”，才用深刻的、

包容的心去审视娘的过去。也许他正是想要通过

这种方式向我们揭示：每一个母亲都需要自己的孩

子用这种自我审视的角度去发现、感受母爱。“未

来的创作，我一是把《娘》的影视剧改编好，让更多

的人知道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让更多的人知道这

个不孝的儿子是多么后悔，从而让更多的人及时孝

顺母亲，不再后悔。”［１］我们作为普普通通的人，有

人的缺点，正常的人除了有理性还有感情，这种感

情往往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比如尊严、荣誉、

名誉，当我们过于理性、缺少感情的时候，就出现了

难以想象的叛逆的行为，也许我们自己当时没有发

现，这是人人都可能犯的错误，这时，就需要用这种

自我审视的方式去冷静反思，这样才能去除尊严、

荣誉的理性思考，用最真挚的感情对待我们的母

亲，不受歪曲的感情所蒙蔽。

《娘》的社会层次上的意义，在于对“母爱”的

还原，对“母爱”的再次唤醒，对“爱母”的再次认

识，以及对人性的更深理解。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

了彭学明的娘，看到了湘西的千千万万个娘，看到

了全中国的数以亿计的娘；不仅看到了娘，还看到

了同样爱着我们的父亲。父母的那种说得清楚却

道不明白的爱，就这样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温热

又有力，使儿女幸福。父母的那种看得见却又摸不

着的爱，就这样无孔不入的渗进儿女的细胞，温柔

又纯洁，使儿女快乐。同时，《娘》也让我们看到每

个人的“恶魔”面孔，我们再有文化，再有涵养，也难

免犯错，在细微的母爱面前也有显得木讷的时候。

彭学明给我们指示了一条途径：自我审视。通过审

视和批判，就会取得平衡的状态，情感就不会受尊

严、荣誉、名誉的扭曲，从而获得自由。

　　四　过滤与还原之间的文化冲撞

“我”和娘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流派，“我”代

表城市文明，娘代表乡村生态，在作品中，“我”和娘

的思想存在巨大差异，“我”始终不能理解娘，“我”

和娘的战争也持续到了娘永远闭眼的那一刻。当

“我”想要把娘接到城里来住时，娘却舍不得乡下的

山林、田地、木屋、乡亲，在娘眼里，山里的树木不只

是树木，而是有生命的生灵，她把乡下所有的一切

都当作是组成自己的一部分，那是她的生命支撑。

然而“我”却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这一切，乡下的家

业只是钱组成的实物，卖掉了能换来财富，留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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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没有必要。

“我”多次劝娘搬到城里和“我”一起住，这样

我就可以照顾娘，可是娘死活都不愿意，“我实在不

明白娘为什么这么固执地要去乡下吃苦受罪，还没

有吃够受够吗？为什么有福不享呢……我越来越

不认识娘，越来越对娘的行为感到不可理喻。”［２］１４９

两种文明在这里达到了对决的巅峰。娘是一辈子

生活在湘西乡村里的纯朴农妇，她只知道辛勤劳

作、供养儿女，是原始的生存状态。那时的“我”，是

一个知识分子，接受过城市文明的洗礼，有知识有

文化有涵养有想法，对于一切都从文明的角度去审

视，家业在母亲看来是生命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

一堆钱财，所以，我不能理解娘。当“我”考上大学

时，娘叫“我”去感谢舅舅寨上的每一户人，娘把每

一户人对她的恩情都牢记在心里，露水恩情都要回

报，就算曾经欺负过“我们”的人，也要去感谢人家，

娘认为“做人，要念人家的好，不要念人家的错！念

人家好，你好他也好，念人家错，他错你也错。”［２］１２４

在娘的思想世界里，没有永远的恶、绝对的恶，人都

有相对善的一面，这是自然的生命状态。而在“我”

眼里，有了鲜明的对与错，带上了受到文明熏染之

后的有色眼镜，一切就与娘看到的不一样了。

彭学明在经过自己的一番审视之后，发现了这

一点，他终于理解了娘曾经的一切，而他的忏悔，也

是带着知识分子对自然生命的忏悔。一个人首先

是属于自然的，他在学习文化和习俗之前，只是一

个原始的生命，而后才是属于社会的，渐渐经历了

文明的熏染，越来越有规章制度，越来越有理论维

度，但是也越来越远离了最原始的那个自己。这里

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衍化，娘是有着贴近天与地的本

真意识的人，而“我”是叛离本真的属于社会性的

人，“无论与自然还是与人，‘娘’的世界是单纯的，

即使有冲突也是暂时的，而‘我’和世界的关系则总

是有着某种内在的紧张。‘我’所受的教育越多，似

乎就越对生命与自然的理解变得肤浅和贫乏。”［３］

这是“我”对娘误解的更深一层的原因。那么《娘》

的哲学层次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人类在原始

社会时期，不懂科学技术，不懂文明理性，一切都认

为是上天的神灵在显灵，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

然，靠的是一种巫术感应相互联系。后来随着社会

历史的发展，人类想要更好的在社会中生存，就必

须学会先进的技术，要学习一套生活模式，这时理

性就压倒了原始的情感，理性取代了巫术感应，统

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娘》中的我就是典型的文

明人。理性的生活方式带给我们许多便利，也是一

种社会历史的进步，但是，理性发展到一定阶段，问

题就出现了，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机器的运作，越来

越关注网络信息，而忽略了观察人的纯真的心灵，

忽略了独自一人欣赏月亮，现代也再也不会出现李

白的“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的千古感叹

了，这是时代前进的结果，也是人们忽略叩击心扉

的结果。“在我看来，自然不是一个背景，人是自然

中的一个部分，自然是人类栖身之地，是灵魂安置

之地。但自然若不为人所照亮，就会处于一个昏昧

状态，所以需要我们不断去发现自然、探索自然、照

亮自然。”［４］彭学明带着这种对理性的反思，忏悔自

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葆有纯真心灵的娘的误解

和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

过滤与还原之间的文化冲撞是自然与文明的

战争，母亲与儿子的冲突，到最后我们需要的是一

种平衡。我们作为一开始的原始状态而存在，后来

为了更好的生存，我们选择了理性文明，但是人之

所以为人，还有情感的所在，不能够让理性把我们

心灵的情感淹没了，完全理性的人，是不健全的人。

然而，人也都会有缺点，彭学明勇于将自己的缺

点———对娘的“不孝”，向读者坦诚地解剖开来，尽

管每个人都懂得“孝敬父母”的道理，但难免会有犯

错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通过自我审视来完成自我

的回归。《娘》表达了彭学明对娘的忏悔，是城市文

明对乡村自然的一种忏悔，是理性对感情的一种忏

悔，当代人为什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压抑，也许我

们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忏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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