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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景的预邀 

———论石继丽旅游文学的空间表征

覃新菊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４１６０００）

［摘　要］张家界作家石继丽的“旅游四部曲”极尽盛情召唤游人前来观赏，小说《庸城笔迹》与随笔《走庸城》则深入“半边
街”的底层民间，为小人物立言，为地方风物立碑。从空间表达的角度来看，张家界，有风景名胜，还有“半边街”，似乎才是完

整的。一个主自然，一个主人文，一个是闪亮登场，无限盛情，一个是悄然隐退，在历史的长河里呈现出“回头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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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空间批评多运用在西方现代主义文本的
叙事领域，比较经典的要数对乔伊斯小说的空间解

读，如《都柏林人》《在我的皮肤下》《小云朵》《阿拉

比》《死者》等。对中国文学的空间化解读，涉及到

余华的小说、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边城”等。

从成功的空间批评范本来看，具有地理诗化与民族

空间性的意味，甚至有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与空

间的“文化转向”相媲美的发展趋势。如何做好文

化源地的开掘与文化扩散的工作，作为文学地景的

一处“空间”，便自然而然承担了“地方文脉”的

功能。

石继丽，苗族，张家界人，张家界市文联副主

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第４９届贝尔格莱德世界作家代表大会代表兼
翻译。出生于１９６８年，１９９０年毕业于中南民族大
学大学英语系。作者在中英文双语版《在张家界老

去》出版之际，以《游向高原的鱼》为题自序，梳理

了自己是如何从情诗（《我和我曾经路过的青

春》）、散文（《跟往事干杯》）、小说（《庸城笔迹》），

再到张家界旅游四部曲创作的。她认为，张家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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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级经典山水，有其风华绝代的天然姿容，但

与之匹配的文化确实还有待开掘。可见她的创作

动机与意愿，是以提振与张家界绝妙山水相匹配的

文化品质为精魂的，极力推介张家界以及周边湘

西、怀化的历史、文化、人物、风俗、风情，大有“再不

来张家界，我们就老了”的急切与盛情。

　　一　旅游胜地“张家界”

石继丽主创的旅游文学，处于不断生发之中，

到目前为止，已经诞生了张家界旅游四部曲：《品读

张家界》（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２月），《脚
尖上的湘西》（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８
月），《到张家界老去》（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３月），《戒不掉的天门山》（中国文联出版
社，２０１３年８月），形成了以张家界为核心，延至天
门山、湘西等知名风景的全方位钻探。

《品读张家界》可以说是一部对张家界风景风

俗风情的全方位扫描与捕捉，分为四幕：“美丽到张

家界止”，“那些被称为角色的人”（涉及到鬼谷子、

李过、王者覃篨、保镖杜心武、英雄贺龙、旅游营销

叶文智），“一条没有尽头的风情走廊”（涉及到赶

尸、无常、墨头、哭嫁、葬礼、梯玛、巫师、沅古坪男

人、女诗人秦绍玉），“山旮旯里的花朵”（涉及桑植

民歌、茅古斯、阳戏、六月六、元宵、李军声砂石画、

“魅力湘西”、“天门狐仙”）。“在很多人眼里，张家

界只剩山水风光，这是一个观念的迷失”，在这本书

里，作者试图要告诉读者的，“是一些隐于浮躁和混

沌之外的故事，是一些远去时光的影子”，因为“那

些残存的历史遗迹依然在瞬间膨胀我的想象力，无

论是岁月的还是人为的侵蚀都带不走文化积淀出

来的力量”［１］４－５。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篇都是见心

明性的散文样式，一改传统的资料介绍，使得这本

书既有文学的阅读性又有史料价值。

石继丽是个蹲下来收集美丽的人。《脚尖上的

湘西》，是一部关于大湘西旅游的百科全书，包括四

部分：诗画之源张家界、秘境湘西、巫傩怀化、湘西

三邪与三杰（三邪为辰州符、赶尸、蛊毒，三杰为陈

渠珍、沈从文、贺龙）。《到张家界老去》几乎可以

看作是石主席在旅游文学道上获得名与利的双重

成功之后的一部速成品，内容上几乎是前两者的汇

编，主要特色是中英文对照，图文并茂，是为旅游市

场量身打造的产品，发挥了她英语专业的优势。

《戒不掉的天门山》，一听名字就上瘾，围绕“传奇”

做文章，比如：人文传奇——— 鬼谷子、野佛，自然传

奇———云之韵、花之韵、禅之韵，植物传奇———兰花

草、珙桐花、彼岸花，绝景传奇———天门洞、通天大

道、天门山索道、鬼谷栈道、天门山寺、空中花园，活

动传奇———穿越天门洞等十大传奇活动，爱情传

奇———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

旅游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旅游文化资源，是旅游

文化的精华，具有真实性、知识性、思想性、史实性、

艺术性的特点，其中诗意是优秀旅游文学必备的一

种美德和品质，旅游文学的诗意具体体现为景观的

诗意、哲理的诗意以及语言的诗意。透过石继丽的

著述，让人感到景观的诗意不仅是自在的，也是生

成的；语言的诗性是在诗情画意中达到的一种身与

心游、物与神游的完美；哲理的诗意则是一种形象

化的、情感化的哲思。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彰显旅

游目的地的地域文化特色，满足游客对真实的异地

文化的追求，即好奇心。

自然的美丽总是用心来收拾的。需要特别关

注的是，那封没有邮戳的信———致张艺谋，四次被

收录进来，所更改的名字为“风景的请柬”，似乎正

好表达了作者的空间化表意企图。石继丽把这些

宝贝重新刨出来，在史料上将“别人说”和“自己

说”糅合起来，既有史料的保存价值，又有文学的阅

读性。尤其可贵的是，将爱心灵性与诗性想象浇融

在史料典籍之中，让那些旧宝贝一下获得了生气，

也让当今的旅游盛景具有了深厚而灵动的文化内

涵。往大处说，就是将“中国梦”具体阐释为“旅游

胜地梦与全面小康梦”，将“美丽中国”具体落实为

“美丽张家界”，这是一个既漫长又美丽的文化

之旅。

　　二　澧水河上的“半边街”

《庸城笔迹》是作者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集

了１０篇小说。著名评论家白烨在评米米七月的
《肆爱》时，写道：“作品由小怎与佼佼、领子等女友

的日常交道，与恩度、阿擂、八次郎等男友的情感纠

葛中，绘描出一种南方小城特有的粗悍民情，折射

出一股时下流行的媚俗世风。”［２］同为南方小城

“庸城”，石继丽的小说里所透出的则是一种人文感

伤与抚摸。细读《天堂里没有陆弟》，便会感到“半

边街”（即南正街）的梧桐树见证着包括陆弟与我

这类卑微者的生活，就是婚庆这样的喜事也蒙上一

层灰色，“外面的鞭炮声简直要将半边街陈旧的老

屋震垮似的，隔着窗户见那上个世纪的风火墙上的

灰土‘嗖嗖嗖’掉下来，老瓦屋屋脊上面的干枯枝也

一节一节地落在青石板路上”［３］８。但不认输的是

生活，陆弟为孩子洗澡、为我砌厨房、为我舍身救

火、为婆婆追赶盗贼、替别人坐牢、为疾病生活艰

难，直到最后别人为他丧葬，“静静的澧水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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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着几片黄白的菜叶，着菜叶似乎也被冻伤了，寡

白寡白，没有一点情韵。后面跟着那个漠然的陆弟

的漂亮妻，豆豆仿佛要被风吹倒似的，艰难地拽着

他母亲的衣角。”［３］２７

小说《庸城笔迹》里，“庸城的夜”与“贫瘠的乡

村”搅扰着“我”的生活，我与珠珠的分歧、与草儿

的流落，都是因地理空间的流变而引发的，“这整个

现代化的城市不属于我，我只属于南正街，这个城

市最破烂的一角。……木墩桥、小河流、青石板、飞

挂的檐角，厚实老城墙都曾是它留下来的灿烂笔

迹，可这都是曾经的过往”，“街的两面插满了货铺，

有买棺材、花圈、寿衣、鞭炮的，有卖背篓、筛子、簸

箕的，有卖坛坛罐罐、碗筷的，还有卖女人们用的劣

质的腈纶内衣、绣花短裤、发夹、假项链、镯子、化妆

品等小店。店子的竹子上贴满了治疗性病的广告。

理发店和米粉店一个挨着一个，都是灰灰暗暗的墙

面地面，甚至灯光也没有用灯光该有的暖色。街面

上还时常堆有死鱼，发酵了的垃圾，小孩的粪便，逗

引很多苍蝇在‘嗡嗡嗡’地飞来飞去。一碗米粉两

块钱，比正街上少两块。洗一个头五块，比正街上

少五块，连住宿的客栈也是五块钱一个铺，比正街

上不知道要少多少倍了。”［３］３０就在这样的南正街，

发生着民工与“等着做生意的女人”之间的故事。

国家一级作家、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得

者、湘西州文联副主席张心平（已故）特地为此书作

序《为小人物立言的歌者》，算是第一次的专业关

顾。该评论着眼于作家人物的塑造与情感的表现，

无论是烦恼的苏小颜、挣扎的陆弟、堕落的志鹏、穷

人的狗、犯罪的“我”、虚伪的郁书记、粗俗的婶、清

纯的石小雅、多难的草儿、鬼魅的五娘，“对于社会

世相的一鳞一爪，她观得真，察得细，想得深，写得

活，将这些碎片断景串联起来，就是一个杂色缤纷，

鲜活生动的中国小社会了。”［３］２－３创作上的成功得

力于以下五个特色：“鲜明的女性意识和独到的女

性视野”，“擅长于用反串的手法易性写作”（即男

性视角），“独到的寓蕴”，“善于抓住人物情感转变

这个枢纽”，“还倚重她的语言”———“清新、朴实而

又波俏，韵味别具”，“调皮、带点反讽的意味”，“大

气的潜在气质”。

在《品读张家界》里，也有专文“城市的温度”，

时间走过１９８０年、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四个阶
段，南正街正在“华丽谢幕”，“一场静悄悄的城市

革命”正在“迈步”，“它在革去了灰暗，革去了破

烂，革去了小气，革去了守旧的同时，也革去了石板

街、吊脚楼，革去了澧水河４８个洗衣码头的沉静安
详，革去了老大庸人侠骨中的忠诚和温良。”“张家

界越来越有声誉，小车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精明，城

市越来越国际化，这些都是革命的省查理成果，它

带来繁华与荣耀，然而更带来喧嚣和浮躁孤寂与沉

闷”［１］８４。为此作者深为不安与忧虑，以致在《戒不

掉的天门山》里，专门以“澧水河上的半边街”为

题，恋恋不舍的流连于那里的吊脚楼、十里长街、三

棒鼓、阳戏、汤圆店、担子摊以及佛庙佛塔。而今，

代之而起的滨河马路以及四座现代大桥（大庸桥、

澧水大桥、观音大桥、鹭鸶湾大桥），将张家界打造

成了“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两相对比，我们看

到的则是“凝固的历史”以及“历史的缩影”，似乎

听见“一个老和尚在敲寂寞的罄”。如果说苏童在

“香椿树街”这个空间里，复苏了波谲云诡的时代记

忆与变迁，盛放着懵懂少年太多的迷失与迷狂，那

么石继丽在“半边街”里，则是冷眼静观人生百态，

为小人物立言，为地方风物立碑，不甚悲慨的哀婉

那行将流失的故迹。

２０１５年初，创作者携其女儿邓奕琳（哈尔滨工
业大学在读研究生）又奉献出了《走庸城》。科技

的发展是以“可持续”为导向，以推陈出新为路径

的，思考聚焦于处在“时间上游”的我们能为“时间

下游”的后代以什么？体现着对未来的关心，而且

把保持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作为一种正确和光荣

的决定。另一维度，文化却是讲究传承、沉淀、追

忆、挖掘，是通过频频回头生产意义，实现增值的。

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说：“艺术中没有进步

的概念，因为不管我们回头看多远，都会发现前人

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通过文化的回首，将现在

与过去相链接，使得将现在指向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更加有望，而不是相反。正是基于如上发展观

与文化观，这部《走庸城》，将“庸城，张家界人永远

的乡愁”作如史的记录，如诗的行吟，如画的勾描，

如乐的浅唱。“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

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鬼谷子·忤合

第六》）忤合之道是讲反复寻求，强调随着变化而变

化，与时俱进，方能行之有效的学问，历史文化风情

随着现代城市化的加快，也同样，非但没有随着销

声匿迹，反而“化转环属”，获得重生，获得一种“回

头的完美”。就好像科技是只有一支翅膀的天使，

需要与文化一起拥抱着才能飞翔。“这样一座被水

培育起来的城市，它因为远离朝廷而在抗战的时候

成为了一个家园性质的避难之所，不会具有暴虐的

性格和很强的侵略性，谦逊地汲取外来的东西，不

排外，而水的柔韧成全了这座城市的人爽直而安

命，知足而慵懒的品格。它延续至今，成为我们辨

认大庸人的最明显的一个符号”［４］。读到这里，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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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才恍然明白这座城市的人们，包括自己，包括亲

人，包括友朋同事，原来都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在血

脉里流动。如根如母，幡然醒悟，沐浴轻衣，叩拜

莲台。

　　三　空间的吁请与演变

张家界，有风景名胜，还有半边街，似乎才是完

整的。一个主自然，一个主人文。一个是闪亮登

场，无限盛情，一个是悄然隐退，不无感伤。这里面

好比一个硕大的容器，不仅藏装着自然万物、历史

传奇、风土人情、民族史诗、民间文学这些具有生态

学、人类学、文化学价值的东西，以供游人前来观

光、抚摸，还能经过作家心灵的浸润，打造成饱满的

情感空间、美学空间与文化空间。需要辨明的是，

在这个情感空间里，个人的恩怨情仇似乎不是石继

丽的诉求本意，通过揣摩她相关旅游文学的用心与

意图，其实她是在用满怀的热情，用主人的姿态，吁

请世界友人：再不来张家界，我就老了。你们迟来

一步，很可能就少却了一位痴痴等你来，然后用无

限的情意为你导游的使者，也正如宋祖英的一首

歌：等你来，等你来！张家界的美，是怎么赞都不过

分的，透露出来的是猎人的眼睛与少女的情怀。

我还觉得，对空间的文化呈现应该属于进化故

事的一部分。进化前是把融入贴切的生活想象成

对自然与文化的崇拜与皈依，并在这种融入中更加

自然、诗性地贴近民间，而这已经成为民间叙事的

经典模式，具有地方依附感的倾向；进化后是将人

文生存的地方制造成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转变进程。

也许这自然还是这个自然，而施以影响的文化早已

不是那文化了，自然与文化必须被看成一种相互依

存的关系，而不是两个可分的领域。无论是马克思

的辩证法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我敢说，把当代空

间研究看作进化故事的一部分，不仅是恰当的，而

且是必要的。

还有警示性思考，即学界所说的“反思性现代

化”应该成为空间研究的生命力与出路。小心谨慎

地保持好我们的叙事策略应该是比较低调而奏效

的，总的来说，关于空间的研究理论，其发展不太像

是一种顽固对抗———大家都知道，那是一种以卵击

石的天真与徒劳，尽管其中也天然地包含一些无法

理清的敌意与怀疑，它更像是一场搜寻。地域上退

居乡村或城市某个角落，时间上归隐远古，乡村艺

人的“老”是不是隐含着某种青黄不接的衰微？我

们宁可相信科学与人类文化之间是一种反馈循环

的关系，只有这样，以此为平台的警示性思考才有

可持续的效应，才使逐渐被抽空的边缘人的努力有

那么一些坚持下去的信心与底气。研究本土，不是

止于知识性的解释与介绍，或者旅游性的宣传，更

要阐释产生的原因，经历着怎样的分崩离析，蕴含

着怎样的精神，哪些地方值得发扬，对今天生活有

什么影响等等，这是我们研究的态度。我们在对

“本土”（空间一词的文化表达）概念进行言说时，

不得不考虑一下几个问题：本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

了城市化的袭击与骚扰？在多长的时限内它会自

然地松动接受这种潜移默化？把本土变成城市的

延伸就是我们的目的吗？我们身在城市心灵真的

在本土在自然吗？

我们这个多中心、无固定位置的文化，实际上

激励了对本土知识和本土经验意识的热情和需求，

这是比较乐观的一面。可是，另一方面，更有专家

把这种多中心、无固定位置的文化称之为“非领地

化”（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被全球化洞穿的本土，导
致文化与地理之间的纽带关系趋于松垮。……在

这片风景里，一镐下去，挖到的不是岩石不是根茎，

而是聚合体；那种无数环境主义作家所向往的通过

融入本土而重返自然的过程已难以为继。”［５］１９６

我们更加相信环境主义者与民俗研究专家在

“本土”概念上的一致性，因此，“走出去思考”，“我

愿自己的目光能窥见并深入一株刺柏、一块石英、

一只秃鹫、一只蜘蛛，并且身临其境，抛却一切人类

的因素，……去面对面地接触上帝或美杜莎”［５］１７８，

与民俗研究中将目光置放在一段始基、断砖残瓦、

工艺剪纸、小调高腔、民歌打趣是一回事：面对面，

来提醒我们自己如何关心，如何爱，如何有责任，而

且，我敢保证，自然的与人文的接触一旦融合在一

起，我们的研究似乎会更加大气、更加完整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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