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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湖湘热土中的文化意识 

———评谭仲池的小说创作

滕　艳，罗宗宇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２）

［摘　要］谭仲池的小说创作具有浓郁的湖湘文化情结，他的作品既大力彰显和弘扬湖湘地域文化的优秀品格，同时，又站在
时代的高度对湖湘地域文化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反思，展示出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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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仲池，一位共和国市长，施仁政于民；一名作
家，全方位地展示才能，潜心笔耕，各类题材的作品

在他笔下源源不断地涌出，他写诗，写散文，写小

说，堪称硕果累累；作为市长作家，谭仲池其深厚的

精神根基与文化灵魂筑建的艺术世界更加不同凡

响。侗族作家杨玉梅曾说：“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

其差异主要源自其所承受的文化熏陶，所蕴涵的文

化内容及体现出来的文化品格”。［１］在笔者看来，作

家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作品最深层、最根本的

特质就是其彰显出的文化气质。而同是湖南籍作

家的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就率先阐明“寻根”

的问题，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

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故湖南

作家有一个‘寻根’的问题。”他还指出，作家所寻

之“根”，并不仅仅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涵蕴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下的各种地域文化。［２］湖湘

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以楚文化为源头，后以湖

湘学派为中坚，成为“潇湘洙泗，弦歌不绝”。特别

是进入近代以来，湖湘文化风云际会，日益发扬光

大，一度领时代风骚。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尤其是

湖南文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丁

玲、沈从文、周立波等等大家的作品中都能捕捉到

湖湘文化的影子，可以说地域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文

化因子寄存在他们的思维空间里，影响着他们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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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生长在湖南浏阳的谭仲池作

为湖湘文化的直系后代，这种影响对他可以说是一

种深入血脉的影响。在政治上，他对湖湘文化的精

神实质进行现代过滤，提倡发挥地域文化的经济价

值以及社会实用价值；在文学创作中，谭仲池拥有

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他自觉地成为地域文化的承载

者，立足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和崇高的使命感进行小说创作。他曾坦言，自己的

成长经历是极不平顺的，他参过军，当过老师，从农

村家庭走出来，厚重的农村家庭文化记忆给了他窥

视民族灵魂的窗口。因此他写官场小说、农村题材

的小说均将政治体制、官场黑暗纳入文化视野，由

政治层面深入到文化、人性的层面，形成了独特的

文化关怀品格。

总之，特殊的地域文化空间、厚重的人生经历

促使谭仲池通过对社会生活的逼真反映和深刻思

考，让读者获取对湖湘历史文化本质而全面的认

识，表现出一种忠于本土、多维度建构的文化认知

态度。

首先是从历史文化角度研究湖商文化精神，对

湖湘文化的传统认识进行现代反思。中国封建社

会几千年，农业文明异常发达，尤其是湖湘文化中

经士之风的渲染，使得轻商观念愈加强烈。随着现

代社会的到来，现代文明开始蔓延，世界工业文明

的传入，为中国商业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温床。不少

先知先觉者抛弃传统文化的窠臼，投身于商界发

展，不仅没有成为“五蠹之民”，反而在商海沉浮中

彰显出湖湘文化的现代性发展，谭仲池的《古商城

梦影》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现状。

《古商城梦影》是谭仲池２０１０年的作品，这部
商业历史文化长篇小说，是作者怀着一种民族与时

代的崇敬感，倾听先辈们从远处走来的脚步声，对

洪江古商城的商业历史与文化进行的艺术还原。

作品鲜明地展示出湘西洪江古商业的人文图谱、演

进逻辑和前进的过程。这是一部充溢历史文化精

神的小说，又是一部洋溢诗情画意的人文历史。商

业源起、发展历史以及商业战场斗争，是世界性的

话题。涉及这方面的题材，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不

管是选材和提炼上，还是艺术与思想上都具有极大

的挑战。与２００７年洪江区史志档案局主编的《古
韵洪江》中收集的历史材料不同，《古商城梦影》更

具有人情味。谭仲池透过现实市场经济发展的复

杂表象，用其擅长的艺术方式追溯湖湘商业文化的

源头，从一群真实鲜明的商人镜像中折射出湖湘大

地世代生息的自然本土之美以及凝聚在商人身上

血脉传承的文化之根。

《古商城梦影》中诸如洪大雄、梁俊湘、刘穆竹

等商人富贾，在经商盈利的同时，还在护卫战争中

人民的生命安全，支援国家战事，他们不是政府官

员，却以商会的组织形式发挥着政府职能。他们非

一般俗商可比，也与平日空谈假仁道的腐儒临难只

能束手无策的窘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笔下

的儒商是作者用古代湖湘文化经世士风滋养的一

批仁人志士，他们得到了史臣的家国之痛、学人的

今昔之思、哲人的天人之虑等优秀文化思想的注

入，其责任感和行动欲在爱国的忧患意识驱动下，

大胆地付诸于战斗中。不仅如此，作品中的商人梁

俊湘面对商业危机，面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

命题，为了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他只身前往上海

买了套西装，“给朱洪昌油号带回了一个新的经商

理念和资本主义的活标本。”在切实奉行“公、诚、

仁、中、行”的传统商业文化时，切中时代脉搏，“洞

察这个世界的奥妙”，发展商业创新精神，充分体现

了湖湘儒商身上历史思考和开明兼容的传统学风

与士风。作品虽然是对纷乱商场发展的追踪，但主

题思想纯净而高尚，没有一丝对低级趣味的渲染和

描写，塑造的主要人物个个尊严而高尚，这是每一

种文化赖以传承和繁衍壮大的内核。作品以抗日

战争的大历史为背景，激发了湘商的尊严意识，颂

扬了“艰苦创业，诚信为本，精心筹划，注重商德，回

报社会，坚勇奋进的纤夫精神”，［３］从而达到与作者

湖湘文化意识的互为沟通。作者通过对湖湘文化

传统认知的现代审视和反思，关注到文化的发展与

更新，在对湖湘文化的现代打理中，不断完善着自

我的文学使命。

其次是在历史人物的评述中彰显湖湘人文品

格，大力弘扬湖湘文化的优秀美质。湖南素来民风

倔韧，自古不乏慷慨悲歌之士，在历史上著名革命

领袖和英雄人物辈出。个个都具有一种“当今天

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２０１２
年，雷锋牺牲５０周年之际，谭仲池与彭海燕合著了
长篇传记小说《雷锋》，倾尽心力张扬雷锋崇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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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卓有成效地培植精神之花，竭尽全力地构建湖

湘人文品格。其实，从古代流寓湖湘的作家开始，

“文须得益于天下”就一直贯穿于湖湘文学的血脉

之中，谭仲池对雷锋精神的颂扬在商品经济时代，

尤其是传统道德正在遭受当代意识锐意挑战的时

代是非常必要的。但与其他作品在时代与历史的

宏大叙事中展示英雄群体不同，《雷锋》主要是从社

会人生的角度集中记录了雷锋的非凡人生与崇高

品质。虽然写的是为主流意识所肯定和宣传的典

型，但是却写得文情并茂，成功地摆脱了宣传读物

的窠臼，用平实、富于哲理和地域情调的文学语言，

在不大的容量里展现了雷锋精彩而执着的人生。

不仅表现了雷锋“敢为天下先”的先进性，而且循序

渐进地挖掘了他之所以具有这种先进性的心路历

程，突出了雷锋特殊人格魅力形成的原因。就如报

告文学家刘白羽同志所说：“在文学作品中，时代精

神不是通过抽象的说理，而是通过形象来表达

的。”［４］谭仲池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通过想象等艺

术手段还原了雷锋道德模范成长的过程以及他鲜

为人知的情感世界。在描绘普通生活的长卷中，作

者始终不忘以人文精神之光来映射雷锋的心灵光

彩，使作品主旨超越了生活表层，有着更深的穿透

力。作品不仅叙写了作为民族脊梁的当代英雄身

上所包含的爱国精神，更加展现了以服务人民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品质，是谭仲池在纪念雷锋５０周年
之际，献给整个人类最圣洁的礼品。

雷锋因湖湘山水孕育而成长，湖湘文化因雷锋

精神的推动在当代引人注目，湖湘文化与雷锋之间

的这种互动彰显于雷锋坚韧朴实、敢于奉献的人物

品格中以及雷锋精神在当代社会文化中新的价值

建构之中。作者深刻地意识到一个缺乏英雄的时

代，不仅会使人的生活失落样板，同时往往容易造

成了价值尺度的多元化和文化意识的不确定性。

于是，他将湖湘人民固有的性格特质用小说的美和

韵味还原到人心深处，让它们在小说中呼吸并繁

衍。湖南是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的红色故乡，从这

里走出的一大批革命英烈无时无刻不感染着谭仲

池，引导和激励着他以作家的理性目光去关注人们

的人文精神世界，促使他用手中的笔去传承历史洪

流中滚滚向前的优质品格。作为雷锋的同乡人，谭

仲池独有的人情世态、风情俚俗的描写与雷锋艰苦

奋斗、舍我为他的时代精神共同积聚成一支强大的

激流，汇入湖湘文化的三湘四水之中。他不仅对湖

湘文化进行理性观测，还能发现并放大湖湘儿女身

上的优秀品质，肯定其对现代社会发展、文化建设

的巨大作用，彰显出自己强烈的人文主义道德

关怀。

三是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文化立场，强化了湖湘

文化中的平民意识，提升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涵。

谭仲池对湖湘文化的吸收，既便于确立自己的写作

姿态，又可以获取无尽的创作资源。如作品《凤凰

之恋》的出发点就从湘西凤凰县延展开来，故乡之

情是隐现在作者作品深处的文化母亲，正是这块世

代生活在自己民族的原始苍茫之地赋予了他属于

自己的文化身份，让他在当下漂泊文化河流中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之根，这种文化选择使得谭仲池

的创作与湖湘这块深厚的土地保持了一种亲缘关

系，与在这土地上顽强、鲜活地生存着的人民获得

了血肉联系。正因为如此，谭仲池的创作才具有人

文情怀的特点，以故乡人的眼光对平民生存进行哲

学意义上的思考是他的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制高点，

也是其为弥补湖湘文化民主思想稀薄所作出的重

大贡献。

龙长吟写道：“有湖南学人兼政界要员的魏源、

曾国藩、杨度、黄兴等创建的湖湘文化，是关注国计

民生、抨击时政、经世致用、反对死读书，主张解决

实际问题的入世文化，经过毛泽东、刘少奇等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丰富补充和改造，更有了强烈的革命

进取色彩。但总体上看民主、民生的进步文化因素

还需补课。”［５］

谭仲池不满足于继承，善于思考的他敏锐地感

觉出今日民主进程的实质性升级，清楚地意识到政

治民主化在传统湖湘文化中的缺失。然而相对于

传统文化中的“民”作为一个阶层存在，谭仲池作品

中的“平民”是从人的类整体甚至宇宙的角度来思

考的，在此语境中的“平民”立足的是人的本性和本

源。如作品《土地》，谭仲池将目光投向离开土地来

到城市打工的底层农民工。作品挖掘了农村青年

农民工的精神世界，以主人公田韧从采石场做最基

础的工作到办建材厂、办工读学校的创业经历，向

世人展示了平民的勤劳朴实，勇敢机智等性格内

涵，真实地表现了这一群体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

８



滕　艳，罗宗宇：根植于湖湘热土中的文化意识———评谭仲池的小说创作

的奋斗历程。对于平民生活的表现，谭仲池并非一

味对苦难生活进行简单复制，而是更多地从赞赏的

角度将底层的生活现象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

北乔谈到谭仲池时说：“我以为，底层叙事十分伪

性。”而“幸好，谭仲池是清醒的”，他“以一种自然

之心尽可能走近田韧”，“把田韧这一人物化作了自

己的精神镜像，在为田韧也在为自己倾诉。”［６］作品

中回归农村的田强通过努力也成就了一番事业，饱

受凌辱的古秀秀也通过自我救赎与成长，走出苦

痛，实现了自我价值。个体生命总是渺小的，谭仲

池用他的笔温情地记下了平民生命的渺小，同时也

记下了平民生命的伟大：在奋斗中开出的花才格外

鲜艳，在汗水中泡大的人生才格外有价值，在苦痛

中淬火的思想才格外坚硬。对平民个体生命的关

怀和深情书写，让谭仲池的笔触更加尖锐、饱满。

除此之外，小说《此情如水》中的省会城市市长

任重，《土地》中的冰思华、雷海云，以及《都市情

缘》中的市委书记诺亚、市长方远，作为国家高级官

员，他们实权在握，却十分体贴他人，诚心诚意为普

通百姓服务，不得不说，这或许就是谭仲池自身的

写照，是其充盈内心的平民意识的自然流露与延

伸。对官与民的阶层思考，对民与民的生存思考，

是谭仲池民本思想的特征。

文化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能动性，每个地域的文

化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

吸纳新鲜的血液，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谭仲

池敏感地觉察到平民意识在湖湘文化中的缺失，结

合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动向，不断丰富湖湘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为其注入新的质素。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内涵丰蕴的地域文化体系，

其特有的文化因子熏陶和滋养着历代文人的文化

气质、艺术思维和审美情趣。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着

的地域文化体系，年轻的文人学者们通过自身努力

也在不断地丰富着湖湘文化的具体表现形态。谭

仲池以深重的文化意识重新反思传统文化，以现代

文化继承者的身份塑造湖湘文化造就的“官”“民”

“商”的性格结构和精神状态，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

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对湖湘文化进

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广泛观察和深入透视。他站在

时代的高度重新发现、发展湖湘文化的价值和先进

性，把文学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来体现其鲜

明的文化立场，这为他的小说提供了新的审美特

质，使得谭仲池的小说表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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