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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编者者按按：：1111 月月 1111 日日，，长长篇篇小小说说《《蜀蜀河河口口》》研研讨讨会会在在旬旬阳阳市市蜀蜀河河古古镇镇顺顺利利举举办办。。 此此次次活活动动由由安安康康市市文文
联联、、旬旬阳阳市市委委宣宣传传部部主主办办，，旬旬阳阳市市文文联联、、旬旬阳阳市市蜀蜀河河镇镇党党委委、、政政府府承承办办。。 研研讨讨会会由由安安康康市市文文联联主主席席、、安安康康
学学院院教教授授、、著著名名作作家家李李春春平平主主持持，，旬旬阳阳市市委委常常委委、、宣宣传传部部部部长长姚姚静静，，安安康康学学院院文文学学与与传传媒媒学学院院的的专专家家学学
者者，，文文学学创创作作者者共共 3300 余余人人受受邀邀参参会会。。

长长篇篇小小说说《《蜀蜀河河口口》》由由旬旬阳阳籍籍作作者者杨杨才才琎琎、、马马伯伯友友历历时时七七年年创创作作完完成成，，陕陕西西人人民民出出版版社社出出版版发发行行。。 该该
书书讲讲述述了了蜀蜀河河口口船船帮帮由由盛盛及及衰衰的的沧沧桑桑历历史史，，呈呈现现了了以以旬旬阳阳蜀蜀河河口口为为代代表表的的汉汉江江、、陕陕南南文文化化，，得得到到著著名名作作

家家及及文文化化名名人人贾贾平平凹凹、、陈陈彦彦、、李李星星等等联联袂袂推推荐荐。。
研研讨讨会会上上，，李李春春平平从从现现实实版版的的蜀蜀河河口口和和文文学学版版的的蜀蜀河河口口之之间间的的差差异异开开场场入入题题，，指指出出《《蜀蜀河河口口》》丰丰富富了了蜀蜀

河河古古镇镇的的文文化化内内涵涵，，让让这这片片土土地地更更有有文文化化底底气气和和文文化化自自信信，，同同时时表表明明站站在在蜀蜀河河故故土土来来解解读读《《蜀蜀河河口口》》，，既既是是对对
过过往往历历史史的的深深情情回回眸眸，，也也是是变变革革时时代代对对我我们们的的文文学学召召唤唤。。 来来自自安安康康学学院院文文学学与与传传媒媒学学院院的的专专家家学学者者们们，，以以不不
同同视视角角分分享享了了《《蜀蜀河河口口》》的的文文学学价价值值，，非非常常坦坦诚诚地地就就叙叙事事方方法法、、方方言言使使用用、、人人物物形形象象、、历历史史事事象象的的艺艺术术表表现现进进行行
了了专专业业探探讨讨。。 本本刊刊特特摘摘录录专专家家部部分分精精彩彩发发言言，，以以飨飨读读者者。。

今天 ，我们因为小说 《蜀河口 》而
相聚在蜀河镇 。 我们面对的 ，一个是
现实版的蜀河口 ，一个是文学版的蜀
河口 。 现实版的蜀河口充满生机 ，处
处洋溢着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
合的时代气息。 而文学版的《蜀河口》
是虚构出来的文学文本 ，是对一百年
前蜀河古镇的人情 、世情 、国情 、地情
的生动描绘 ，具有乡土文化 、古镇文
化 、码头文化 、江湖文化 、船帮文化 、
汉水文化的多重意义。

站在蜀河故土来解读《蜀河口》，既

是对过往历史的深情回眸，也是变革时
代对我们的文学召唤。 而今，码头的喧
嚣已经不再，江湖的故事成为传说。 民
间记忆对于一个历史古镇来讲，往往是
在半睡半醒之间，岁月久远便会消失殆
尽。忘记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而文学
给了我们一个唤醒和激活民间记忆的
有效手段，让口述历史活起来，站起来，
直接走向历史的幽深之处， 在历史、现
实与虚构之间，让我们能够与一百年前
的蜀河口隔空对话。

我们要感谢马伯友和杨才琎两位

作者，他们用火热的文学激情，以赤诚
的故乡情怀，给一百年前的蜀河古镇留
下一个文学文本，并以此丰富了蜀河古
镇的文化内涵，让这片土地更有文化底
气和文化自信。这对于旬阳，对于陕西，
对于传统历史文化的发掘和利用，都有
着无须论证的深远意义。 所以，《蜀河
口》这部地域文化作品，是对陕西文学
的贡献， 是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贡献，也
是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作者系著名作家、安康市文联主席）

蜀河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地方，
蜀河口是汉江航道上的黄金码头 ，极
有故事。 有传奇就要传， 有故事就要
讲。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以各种方式
讲述、记录蜀河口的传奇故事，诞生了
不少好作品， 但能全景式地再现蜀河
口的山水自然，人文历史、民俗风情的
作品，长篇小说《蜀河口》则是第一部。
杨才琎、马伯友是蜀河的知音，蜀河有
幸，杨才琎、马伯友亦有幸！

《蜀河口》的主题鲜明，意味深沉。
蜀河口只是旧时中国社会的一个小切
口， 民国只是中国悠长历史的一个横

断面，作者要通过这个小切口、横断面
映照陕南汉水流域的社会生活， 乃至
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风貌。 蜀河口社
会动荡，官匪勾结，尔虞我诈 ，小民难
以安生， 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普遍存在
的大问题。 跳出这部小说，回到现实之
中， 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国泰民安的
幸福生活。 《蜀河口》叙事细致周详。 举
凡蜀河口的建筑、街道 、会馆 （帮会 ）、
商号、船只、山货、民俗以及衣食男女
的爱恨情仇等等，作者都能娓娓道来，
如数家珍。 《蜀河口》人物形象众多，多
数人物形象的塑造做到了真实生动 ，

如陈六爷、包玲儿、熊亭义、杨牡丹等。
总之，《蜀河口》是一部记录乡愁，让人
眷恋故乡的好小说， 从保留文化记忆
的角度讲，《蜀河口》是一部大著述。

杨进琎、 马伯友毕竟是第一次写
长篇小说，《蜀河口》也还有不足之处，
诸如虚构想象不够， 民俗风情叙事求
完整而显冗长多余，叙述节奏缓慢等，
这是留给作者下一部作品思考的问
题。

（作者系安康学院教授、明清文学
专家）

该书的第一章描绘蜀河古镇码头
文化的引子；第二章为我们集中展示了
富有蜀河口特质的码头文化形态。 由
此，多视角拉开帷幕或埋下伏笔，在此
后的有关章节以人物为中心而抽茧剥
丝、渐次展开，从而让我们透过环境描
写的现象，看到码头文化的特质：码头
文化的流动性，赋予了蜀河口人的开放
性和兼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赋予
了蜀河口人的危机意识和求生意志；码
头文化的多元性，赋予了蜀河口人的自
由精神和适应能力。

随着人事纷争与社会生活的日趋

深入，我们进一步看到：由于码头是城
镇、商贸、财富和酒色财气的象征，必然
带来杀伐、掠夺与征战，必然产生奸商、
流寇与男盗女娼， 必然出现善与恶、美
与丑的较量。蜀河口在小说设定的民国
时期，既有民族矛盾、军民矛盾和宗族
矛盾，又有党派之争和各种势力、权力
巧取豪夺， 在传统的码头文化的底色
上，增添了黑、白、红等时代成色，从而
构成了本书故事的基本内容。因为这些
故事在码头上的反复上演，也让我们看
到码头文化中不可小瞧的人性特征，产
生了进步与落后、先进与后进、文明与

野蛮的分野与斗争，为小说赋予了强烈
的时代意识、浓郁的社会意义、特定的
文学价值。

从第二章的集中呈现，到之后诸章
的多角度表达，让人看出环境描写在营
造码头文化上发挥了三大作用：一是用
自然环境的隐喻性展现了码头文化的
竞争性；二是用生活环境的揭示性透析
了码头文化的多变性；三是用文化环境
的象征性解开了码头文化的神秘性。

（作者系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兼
安康分会会长）

就题材属性和艺术水准而论，《蜀
河口》 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园地中一部
有思想、有分量的精品佳作，为陕南乃
至陕西文坛增加了一抹厚重的荣光。

在题材方面， 小说以地处秦鄂交
汇处的蜀河古镇为各色人物活动的舞
台，演绎出一幕幕正邪交锋、爱恨纠葛
的人性百态和历史活剧， 塑造出以陈
六爷 、陈三儿 、吉运昌 、孙长林 、马兆
武、小董医生、包玲儿 、孙兰芝等为代
表的个性饱满、筋骨强健、敢于斗争的
秦巴儿女形象， 通过文学镜像生动呈
现了古镇昔日的商会行帮、士绅官吏、
乡野风情、官匪之患 、社会治理 ，以切
割历史斜剖面的形式折射出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代汉水航运兴衰和秦巴社会
变迁，宛如一幅写意与写实结合、黑暗
与光明交错的蜀河口历史人文立体画
卷， 地域史、 经济史和文化史价值突
出。

在艺术技法上，《蜀河口》 堪称老

道。 其结构布局受到了古代纪传体史
书编撰体例及《水浒传》《儒林外史》等
古典小说名著故事架构方式的深刻影
响。 文本中无传统意义上的中心人物
或灵魂人物， 而是以某个人物或群体
为线索，不时穿插过渡性人物和事件，
人物众多， 事件纷繁， 但情节粘连紧
密，转换自然，无松弛散乱之感 ，体现
出作者对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深度借
鉴和巧妙化用。 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
直面庸常现实，追求人性真实，力求展
示人物性格内涵的丰富性和性格发展
的动态性。 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一大
收获是除了塑造出传统小说美学范畴
中的正反面典型人物之外， 还成功塑
造出一批善恶相间的扁平化、 杂色调
人物。 如陶吕氏、母夜叉既泼辣刁蛮，
又爱儿心切；刘明礼既懦弱昏庸，甚至
不自觉地助纣为虐， 但在本质上心底
善良；徐长安、陶文章作为商会头面人
物，既奸猾贪婪、自私狭隘 ，又有顾全

大局、慷慨仗义的一面 ，使读者 “爱而
知其丑，憎而知其善”。 立体多面的人
物形象塑造理念， 投射出作者敏锐的
理性思考和强烈的悲悯情怀。 在语言
艺术方面，《蜀河口》 擅长自然和社会
环境描写。 笔触时而轻柔细腻，时而疏
阔简洁，工笔与白描并用，偶尔穿插寥
寥点画、粗笔勾勒的速写，无论写山水
草木、四时风物，还是街巷民居 、会馆
码头， 都极具画面感， 生发出有声有
色、形意相生的审美效果。 同时，作者
能熟练运用旬阳尤其是蜀河口一带的
方言土语。 在人物对话中适时恰切地
引入方言土语， 有助于赋予人物鲜明
的地域标签、生活气息和时代印记，有
力地增强了小说的语言表现力和趣味
性， 为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实现突破
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作者系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
教授）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写小说本质上
就在写语言，作家通过组合语言生成文
本， 读者则通过接受语言来解读文本。
在当下普遍使用普通话的时代，长篇小
说《蜀河口》在叙事中巧妙介入“酽茶”
“四色礼”“烧酒”“停当”“恓惶”“排场”
“囊包子”“惹毛了”等方言，在刻画吝啬
的财主陶老爷陶文章时，用“这号尿尿
要过筛子的人， 有实在不愿意和他搭

话，怕粘筋。 ”方言俚语的运用，不仅散
发着泥土的芬芳，体现了浓厚的地域文
化色彩，而且产生了文学的“陌生化”审
美效果。

“陌生化”是一个文学理论术语，由
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
出，主要指运用违反人们习以为常的语
言、叙事方式等，使读者产生一种新鲜、
奇异的感官刺激与情感震动。《蜀河口》

中的蜀河方言作为区域性的小众语言，
是蜀河当地民众的日常用语，将其植入
小说中展现地域文化及人物形象，打破
常规的普通话标准表述形式，给外地读
者产生新奇感， 对本地读者产生亲切
感，无意中增强小说的独特魅力及感染
力。

(作者系安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
书长 )

《蜀河口》反映的历史不仅是蜀河
口的，更是陕南秦巴山区的；不仅是关
于人类社会的，更是关于自然地理的；
不仅是经济的，更是上层建筑的；不仅
包含着众多小人物的命运变迁， 也涵
盖着中华民族在清末民初的发展轨
迹。

第一，作者用一种既自豪又伤感、
惋惜的笔墨叙述了蜀河口汉江航运地
位的衰落。 在情感与理性、乡愁与认知
之间产生矛盾时， 作者并没有屈从自
己的想象和幻想， 而是依靠自己对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 深刻地

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第二， 作者深刻地揭示了国民党

统治下的官匪勾结、官即匪 、匪即官 、
官又不如匪的黑暗现实， 并宣告了这
一黑暗现实必将走向灭亡的命运。 作
为人民的父母官熊亭义， 却干着比土
匪还野蛮的行径。 熊亭义之死似乎宣
告了这一黑暗现实必将灭亡的命运。

第三， 小说也用慷慨激昂的笔墨
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
红军在鄂北、 陕南等偏远山区的发展
壮大。 他们杀贪官，斗恶霸，给老百姓
撑腰,建立革命根据地。

第四， 小说还为我们展现了蜀河
口人们婚姻爱情观念的变化上。 与觉
慧相比，来生走得更远，他不仅与自家
的丫鬟春儿谈起了恋爱， 更大胆地迈
出了与春儿结婚的一步。

读罢这部小说， 我心中涌起了一
种恩格斯读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后的
快感：我在这部小说里学到的知识，比
博物馆、档案馆、方志馆 、民俗文化馆
等加起来的内容还要多。 我想，这应该
就是这部书最大的价值所在。

作者系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博士）

当下文学书写的“地方路径”“地域
性书写”等问题与法律人类学研究中的
“地方性知识” 在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中的兴起几乎是同步的。著名社会学
家马克斯·韦伯对知识的生成与人的关
系进行了深层的探讨，他认为地方性知
识不是对特定的、 具体的地方性知识，
更重要的还涉及知识生成过程中的特
点情境，包括了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
的文化和价值观。

在此理论研究背景下，关照当下文
学书写的地域性和地方路径便具有了
特别的意义。《蜀河口》不仅仅是一部描

写蜀河这一有限地理空间的地域性文
学作品，而是具有向内“深描”蜀河口历
史传统 、人际交往 、饮食习惯 、服饰特
征、 思维方式等民族志的处理。 《蜀河
口》叙述节奏的徐缓得益于作者对蜀河
古镇历史过往的资料的熟悉，得益于对
以往船工生活的仔细体察与理解。两位
作者对蜀河的独特地域性特征和历史
文化形成过程的“深描”式书写，展示蜀
河文化与其他历史文化之间的差异，并
在此基础上形成“重叠共识”。当下地域
文学书写在各地方兴未艾，但自进入现
代社会以来，全球化、同质化日益成为

主潮，同时，在文学写作中，同质性的经
验书写也成为作家面临的最大的困惑，
文学书写的求新求变与现实生活的多
样复杂两相交织。

因此，重视对地方性知识的深描性
诠释，重视对地域性文化特征的内向性
理解，无疑是一条值得思考的进路，《蜀
河口》的书写让蜀河的历史文化自内向
外展现了他的生命力和独特性。这部厚
重之作无论是对于地方还是对于中国
当代文学来说都是值得讨论的佳作。

（作者系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

读完《蜀河口》确实感觉沉重，既是
为这部耗时七年，七十余万字的大部头
巨著，也是为书中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
动人性故事。感慨若非对文学的无比虔
诚和对家乡的无上热爱，是难以完成这
项艰巨的任务的。任何操持评论性文字
的接受者在这部作品面前许会显得力
不从心，但肯定是乐见其成，乐享其成
的。

《蜀河口》是一道家常菜，我愿将之
看作是一段风俗流变史。 在小说中，作
者突破常规与传统，大量的使用了散落
在井巷中土生土长的方言，“乌漆麻黑
的”“乱舌根子的”等等，所体现的亲切
感，既方便了与读者的沟通，也拉近了
与读者的情感。小说中关于蜀河民间社
火烧狮子的描写，惟妙惟肖、酣畅淋漓；
关于蜀河航道汉江号子的描写，身临其

境、荡气回肠。 这些都共同构成了蜀可
口原汁原味的文化景观。

《蜀河口》是一首摇篮曲，我愿将之
看作是一段民族融合史。小说回溯了蜀
河口曾经汇通四海、经纬八方的繁荣富
庶，这里曾经各大商会齐聚、各类教徒
云集、各种帮会林立、各路方言荟萃，秦
楚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氐羌文化
圈层中的芸芸大众虽有时有龋龉争斗，
但不变的是相互的关心与扶持，共同构
筑了蜀河口的兼容并蓄与达济天下。

《蜀河口》是一部纪录片，我愿将之
看作是一段区域兴衰史。蜀河口航运历
史的凋敝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期
间军阀混战造成的动荡，土匪横行造成
的恐慌，以及灾害造成的短收，无疑起
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即使在这样的艰难
困苦中，蜀河人民从来没有放弃生的希

望、努力与付出。以陈三儿、小董郎中等
为代表的人还是在不断地追寻着光明
的火种， 带领人民推翻吃人的旧社会，
践行“不分贵贱、人人平等”的新理想。

《蜀河口》 是深植根于陕南文化血
脉，深携着中华文化基因的。 传统文化
的仁、义、礼、智、信落实在陕南人民的
内心纯善、做事义气、讲究规矩、诚实守
信而又不失灵动。 在小说人物中，诚然
有因各种原因而扭曲变形的，但其总体
在苦难中的互相帮持、不平中的仗义出
手、混乱中的秩序重建，以及忍无可忍
中的奋起反抗，都展现了这块土地上生
活的人的拳拳赤子之心。小说此处获得
的成功使其达到较高成就。

（作者系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副教授、博士）

在长篇小说 《蜀河口 》中 ，众多人
物的命运沉浮和陕南的风俗民情跃然
纸上，山情水色如歌如画，民俗俚语活
色生香，市井烟火的气息扑面而来，充
分展示了陕南传统乡村伦理中以义为
先、诚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精神亮度和
地域方言叙事的文学张力。

《蜀河口》一书的问世和众多读者
的热捧，让“草根”的文学创作现象再

次如生猛的黑马闯入我们的视野。 作
者杨才琎和马伯友都是非科班出身的
草根作家， 他们的创作证实了文学的
生命力应该根植于广袤的百姓生活 。
草根作者具备与现实社会短兵相接的
直接感受，他们的生活就发生在文学书
写的现场，他们的书写具备野蛮和生猛
的文学表现张力，更具备开疆拓土的勇
气和轻装上阵的无畏。 评论界理应向这

些积极参与文学书写的“圈外”作者投入
真挚的敬意和关注，及时发现并给予积
极回应，让他们的作品进一步和读者、市
场、社会以及外部更广阔的世界产生深
度的互动。 期待更多像《蜀河口》这样的
文学作品面世。

（作者系安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理事）

阅读装帧精美、文字厚重的《蜀河
口》，不得不让人赞叹。 《蜀河口》中的
传奇故事跌宕起伏， 塑造的众多有血
有肉的人物形象让人过目难忘， 小说
文本的叙事节奏徐徐缓缓、波澜不惊。
尤其是对那如诗如画的优美景物和充
满人情味的风俗民情的描绘让人对蜀
河口充满着神往。

一个注重文化传承的地方， 自然
也会有着丰富精彩的日常生活存活 ，
《蜀河口》也不例外。 如小说里关于庙
会、 节日的描写显然是经过作者重笔

渲染过的。 这一幕幕乡土风俗画面构
成了生活在蜀河口先辈们的三餐四
季， 也为小说中诸多人物的活动提供
了充满历史文化气息的舞台。 它们比
较融洽地穿插到了紧张有序的故事情
节演进过程之中，前后衔接自然，与故
事情节高度契合。

作为一部 “赤子之心书乡愁 ”的
“一曲家乡赞歌”，《蜀河口》 中也不可
忽略地穿插有充满陕南地方特色的各
种民歌、号子。 这些原汁原味的陕南民
歌、号子大多依据现实生活而作，充分

释放着作家本人内心对蜀河口这片土
地的爱恋， 其悲喜的情调伴随着故事
情节而律动， 让乡音乡情表达得更加
痛快淋漓。 如三儿和包玲儿结婚时船
工伙计们醉酒后唱的排江号子：“我郎
驾船行汉口， 妹守空房坐床头…行船
难，过险滩，养家糊口闯九州。 半年难
见日日想， 长夜难眠把花绣…下次回
来你甭走。 ”虽然只是首简单的号子，
但结婚时热闹的情景和船工们真实的
生活却自然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系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蜀河口》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
史画卷，在江河滔滔、烽烟滚滚的历史
狼烟中， 惊艳地向人们展示了民国时
期蜀河口那段惊心动魄的时代风云。

我是地道的蜀河口人， 也曾两度
在蜀河镇工作，《蜀河口》 里汩汩滔滔
奔涌而出的陈年往事， 时有所闻。 所
以，我读《蜀河口》，便有了一种熟悉的
家乡味道。

《蜀河口》是一部汉江航运的兴衰
史。 作品截取民国战乱期间这一航运
时段说事， 实质上这是汉江航运史上

一段最苦难的衰败历史。 《蜀河口》是
一部民族演进的融合史。 作品展示了
蜀河小镇曾经汇通四海， 经纬八方的
通商兴盛景象。 在这个弹丸小镇上，形
成了当今南北交融、 秦楚交汇的多元
文化特点，至今留存着“黄州馆”“杨泗
庙”“三义庙”“清真寺”“火神庙” 等人
文景观。 《蜀河口》是一部大地颂歌的
咏唱史。 作品中散发着浓烈而甘甜的
故乡情怀， 浸透着深情而爱恋的赤子
之心。 包含巴山蜀水、秦岭汉江等自然
界丰富表情的景物描写， 处处给读者

展示一种立体的生态画面。 《蜀河口》
是一部地域文化的民俗史。 作品大量
使用犹如珍珠般散落在井巷之中的土
生土长的方言土语。 让人读后，顿生的
一种乡音乡愁，袅袅不散。 《蜀河口》还
是一部惩恶扬善的正气史。 作品讴歌
了真善美， 让正义之歌在作品的灿烂
星空中唱响神州。 当然，作品中也还存
在主线人物活动不突出， 红色暗线也
过于“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等不足，但
这并不影响作品光耀文坛的腾空而
起。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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