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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想，格非什么时候写乡

村？曾经看过他的一篇谈故乡和村

庄的散文，当时就有种感觉，总有一

天他一定会写的。

读《望春风》，觉得像一群亡灵

在说话，一如胡安·鲁尔福的《佩德

罗·巴拉莫》。时间倒流，已经死亡

的儒里赵村重又复活——房屋重

建，花又重开，植物重又生长，人又

复活，人们又张口开始说话。各种

声音如交响乐一般，在大地上此起

彼伏。大地越是空茫，声音就越是

清晰。

在这片废墟里，曾经有过很多

鲜活的生命，如英雄一般活过。比

如赵孟舒、赵锡光、唐文宽、王曼卿、

“我”的父亲，他们都是匿名的英

雄，在儒里赵，以自己的方式生长、

死亡。赵孟舒受辱自杀；赵锡光以

诗句怀念过去；唐文宽说着谁也不

懂的英文；父亲自杀为保护同门；

王曼卿造出一个植物丰盛的花园，

她的身体也成为最好的隐喻。即

使像老福奶奶，虽然目不识丁，却

也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迎接死

亡。儒里赵，这个名字包含着它的

过去，过去曾经有过的某种文化和

生活。我喜欢这样一群人，他们来

历不明，时代让他们无法自我言

说，但儒里赵包容了他们，他们还

各自保留着自我，哪怕是王曼卿那

样一个女人，也还保留了一种德。

这种“德”不是儒家的“德”，而是对

生活的一种坚持。

再如高定邦、高定国、梅芳、春

琴等等，他们构成儒里赵村最扎实

的生活形态。彼此间既争吵阴谋，

又同仇敌忾，就像不同自我之间的

内在张力，虽然力量的方向不同，却

是同一属性。在儒里赵，他们是主

体存在的，有着对生活的强烈愿望

和追求，有着自己的情感和选择。

当儒里赵村被消失，大地成为废墟

之后，这些生命只有变为亡灵，在荒

草之中游荡。在城市里，他们是另

外一种形式的亡灵。

儒里赵村的下一代，“我”、同

彬、礼平和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们，他

们试图在城市里寻找自己新的根基

和依赖，但是，那种曾经在赵孟舒、

王曼卿和春琴们身上存在的“德”没

有了。“我”们对儒里赵村是没有爱

的，礼平野心勃勃，他要改造儒里赵

村，把池塘、房屋、树木、花园全部毁

掉，他意识不到儒里赵村的空间意

义，也听不到亡灵的声音。他身上

充满了恶的力量，这个恶和我们时

代的某种力量和个性相一致。

村庄没有了，与历史的神秘联

结没有了。像一棵树，被移了地方，

再也找不到原来的空气和滋养，就

只有委顿了。高定邦到城市里成为

走街串巷给人做饭的人，谁会想到

当年在儒里赵他也是决定一方的英

雄？春琴们住在公寓房里，再也不

能够和银娣她们结伴在通往各个方

向的大地上行走，不能够侍弄庄稼，

并传播着飞短流长的闲话。那片庄

稼地不只种庄稼，还是她们的领地，

她们在那里可以呼风唤雨，从容自

在。来到城市，无一例外，他们面目

模糊、神情呆滞，成为一个符号和没

有任何价值的人。

不是村庄本身有多么重要，而

是当村庄没有后，这一批人，或者，

几千年来游荡在村庄上空的那些幽

灵，真的无家可归了。这样一种生

活方式的终结，是历史的最大终

结。对于社会学家、政治家而言，它

预示着新的时代和新的矛盾，预示

着断裂和重建；但是，对于文学家而

言，他必须为这些无家可归的幽灵

立传，必须留下他们的声音、面貌和

喜怒哀乐。

在小说的第一、二章中，作者

是单线叙述的，通过“我”这样一个

少年的眼睛看村庄整体的生活形

象。但是到第三章“余闻”，小说突

然转换了视角，在第一、二章中被

“我”观照过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方

式再次呈现。他们自我述说，把自

己的内心重又袒露出来，就像河流

突然开阔复杂，众声喧哗，每一条

支流最终汇成了这条大的河流。

因为有了第三章的汪洋恣意，《望

春风》真正成为一部关于声音的小

说，声音的姿态、语调、历程鲜明独

特，儒里赵村的人最终终于成为自

己，哪怕是以亡灵的方式。比如梅

芳。在前两章中“我”是恨她的，她

对待“我”和作为算命先生的父亲

太粗暴，对政治又太盲目地相信，

缺乏人性的柔软。但是在第三章，

作家让她又重新活了过来，我们看

到她内在的困顿，她对“爱”的追寻

和失去，就好像一个亡灵在追忆自

己逝去的人生。

《望春风》并不是一首关于乡村

的挽歌，这样说太实在了，就好像格

非是一个乡村中心主义者，是一个

中国式田园诗的向往者。我不那样

认为。作者并没有对乡村的伦理、

邻里关系、文化传承、村庄形态进行

终极化的书写，甚至，作者没有作出

评价，他只是写出一种“衰颓”，它包

含着非常实在的现实内容（社会进

程、城市化、拆迁等等），他要对这些

现实所构成的人生状况、生命形态

进行准确细致的书写。但是，这些

实在只是基本元素而已，一旦被归

入小说的叙事和逻辑中，它们就拥

有更广阔的存在。

这里面蕴含着一个更大的主

题，它是一首关于永恒失去的诗。

大地空茫，生命消逝，亡灵仍在喃喃

细语，争吵、哭闹、欢笑，而“我”，赵

伯渝，站在春风里，朝着东南西北

望，希望能听到这些亡灵的声音，希

望能够还原那热闹、鲜活的生活和

生命。

2016年夏，作家格非长篇新作《望春风》（译林出版社）甫一出版，即受到读者热烈关注。2016年末，在各个机构和媒体组织
的年度好书评选中，《望春风》屡屡入选，是去年上榜最多的图书之一。本月17日，译林出版社将在京举办《望春风》作品研讨
会。在此，我们选登对这部作品的若干评论和访谈，以助评论界和广大读者进一步展开对该作的深度阅读、评论和分析。

亡灵在大地游荡 ■梁 鸿

格非曾以十数年的时间，尽数

投入“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

《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中，在其

间，“忠实描摹时代创伤，呈现伤口

的隐隐作痛”，而这种痛，或让许多

人有了某种切肤之感，不免觉出置

身针毡的磨折，自然也包括作者。

此种感觉可能触发了格非下笔去

写一部新的小说——《望春风》，

“我试图在弥合创伤上作一些努

力”，这既是对上一阶段创作的补

充，更是别立新章的一种尝试。

杜甫有《秋兴》八首，前写沧桑

寂寥，后忆昔时的富丽繁盛，两厢

映衬，愈见深沉厚郁之貌。格非的

《望春风》亦采此梦忆的结构，不过

非《秋兴》逆反之序，而是前写乡村

田园、古朴伦常，后写一切的美好

崩塌在眼前，唯余老人的追忆而

已。

《望春风》的“胜境”，其时代背

景略有些奇特，是五十年代末至七

十年代末的那二十年。这一段时

间，“大局”观之，或更近于乱世，而

格非所塑造的“儒里赵村”处此乱

世之中，虽不能如避秦之桃花源

人，但竟也有奇异的独善之道，并

不随世而漂移，内里的某些东西是

不变的。

儒里赵村，“儒”者，“赵”者，此

命名，即深含意蕴，有着对古老传

统的回眸。一个普通的乡村，有雅

士，名赵孟舒，住在蕉雨山房，“藏

有一床唐琴，乃绝世鸿宝，名为‘碧

绮台’。这张琴制于唐代天宝年

间，为落霞式，琴身镶有金徽，琴背

龙池之上，刻有魏碑体的行楷三十

六字，填以石绿，不知何人所题”。

更有日常用来弹奏的古琴，一为

“枕流”，一为“停云”。如此的雅

士，有些难以让我们与似乎粗鄙的

村野联系起来，但却是儒里赵村的

本然。而曾做过“刀笔”的赵锡光，

能随口说出这样的话语：“丧子之

痛攻于内，狐妖之媚攻于外，血肉

之躯，蕉萃殆尽，顿成土崩之事。”

更有外来者唐文宽，不仅会给孩子

们讲古，还会用一种古怪的话逗孩

子笑，后来被来村子里的一位女知

青听到，发现是流利的英语。一个

村子里面，藏龙卧虎这许多人，儒

里赵者，算是没有白叫。

书中的叙述者“我”，曾描述过

自己的梦境：

我梦见自己走入了一个山中

小院。山间苍翠秀寂，小溪淙淙，

屋宇修洁。门前桃杏繁丽，杂以细

柳和天竺。野鸟格磔其中。我的

母亲坐在院中的石凳上，一刻不停

地跟我说着话，始终在笑。但奇怪

的是，不论是笑，还是说话，我怎么

也无法听见她的声音。仿佛她说

的每句话，刚一出口，就让四月的

熏风给吹得没影了。

这些描写虽是梦境，但值得细

心留 意 ，因 其 桃 源 般 的 美 好 特

征，与其随时可能消逝的虚幻不

可 测 。 通 过 尚 是 孩 童 的“ 我 ”去

叙述这样一个“胜境”，几乎就是

某种隐喻，对实地的儒里赵村的

隐喻。现实中的儒里赵村，虽也

有鸡零狗碎的琐事，邻里的勾心

斗 角 ，乡 村 政 治 的 博 弈 ，人 心 的

某些暗黑面，但整个村庄似总笼

罩着超乎泥沼般现实的成分，如

僻静村子偏有浓郁的文化因子，

还有如残酷政治威压下村民“不

合 时 宜 ”的 表 现 ：地 主 赵 孟 舒 要

到镇上被批斗，村里让人推着独

轮车接送，还要派人专门捧着绿

豆汤陪着，以防中暑，此一情景，

不 禁 让 路 人 开 玩 笑 ：“ 你 们 这 哪

里是去批斗地主啊，分明是给劳

模 颁 奖 嘛 ！ 你 们 怎 么 不 在 他 胸

前 别 一 朵 大 红 花 ？”如 此 这 般 的

事情不止一桩，可看出村民的宅

心仁厚，即使有外界的“革命”大

潮 流 冲 刷 ，亦 未 失 掉 本 色 ，不 亏

儒里赵村之名。

格非曾作过废名研究，也作过

《金瓶梅》研究，我感觉其学术研究

与文学创作存在着某些隐秘的联

系。如《望春风》前半部的类田园

村野写法，不仅有来自古典文学传

统的浸润，且不乏废名的影子，那

种乡村的朴野，那种民风的醇厚，

事实上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在现

代文学史上由废名、沈从文、汪曾

祺等一脉相传，如今已不多见，而

格非却是难得的有此心之人，如

《人面桃花》，如《望春风》，作了韵

味悠长、意味繁复的书写。

《金瓶梅》研究的影响，集中于

一个重要角色赵礼平身上，聚焦

《望春风》下半部。赵礼平在前面

的故事中已然头角初现峥嵘，其阴

狠让周围的人小有领教，而进入新

时代，适逢其会，暴发户当仁不让

地出炉，俨然成为“现代化”之代表

人物，或曰象征。这是一个西门庆

式的人物，暴发户特征，政商通吃，

对女性的占有不知餍足，乃儒里赵

村的异类，也是新时代的开山怪。

这样的角色，充当了古老村庄的摧

毁者，时间河流的截断者。

被摧毁的村庄是何模样？通

过“我”的眼睛直接见出：

你 甚 至 都 不 能 称 它 为 废 墟

——犹如一头巨大的动物死后所

留下的骸骨，被虫蚁蛀食一空，化

为齑粉，让封吹散，仅剩下一片可

疑的印记。最后，连这片印记也为

荒草和荆棘掩盖，什么都看不见。

这片废墟，远离市声，惟有死一般

的寂静。

如此的描写，固然可以指儒里

赵村，但在我看来，已然带有如许

的“虚幻”特征，所谓寓言之意。巨

大动物死后的骸骨、虫蚁蛀食、湮

没于荒烟蔓草间等等，起点于现

实，却又超脱之，一个更广大的范

畴、更广大的乡土社会隐现其间。

格非化用《诗经·小雅》中“我瞻四

方，蹙蹙靡所骋”句，奔走四望，赤

子之心豁然，悲凉满腹，却从不放

弃冀望。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

家格非的最新长篇小说《望春风》以

中国传统小说和绘画的散点透视

手法，对一个村庄的数十个人物

群像进行精细刻画，描绘乡土中

国的活色生香，展现了乡土文明

的人情之美和生存意义。这是格

非茅奖获奖作品“江南三部曲”之

后的一次全新尝试，也是一次充

满艺术冒险的回乡之旅。

“江南三部曲”之后，格非的

艺术技巧更臻纯熟，文学和思想

视野更加开阔。《望春风》既吸收

《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小说乃

至《史记》的复杂技巧，塑造古典

诗 词 与 现 代 汉 语 交 融 的 语 言 品

质，又展开与荷马、乔伊斯、T·S
艾略特、博尔赫斯、福克纳、普鲁

斯特、卡夫卡、鲁迅等世界文学大

师的对话。作品既探秘过去又预

示未来，显示了一个作家民胞物

与的使命感，被誉为其 30 年艺术

创作的成熟之作。

近日，笔者对格非作了访谈。

谈作品
重返故乡是诗人的唯一使命

问：《望春风》这部小说创作

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写这部反

映乡村命运的作品？

格非：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之

所以决定写这部小说，也许是因

为我第一次见到儿时生活的乡村

变成瓦砾之后所受到的震撼。

又 过 了 一 些 年 ，我 回 家 探 亲

时 ，母 亲 让 我 带 她 去 村 子 里 转

转 。 几 年 不 见 ，乡 村 变 成 废 墟 ，

草 木 茂 盛 ，动 物 出 没 ，枝 条 上 果

实累累。我很自然就想起了《诗

经》中“黍离”那首诗。想到了鲁

迅 当 年 写《故 乡》时 与 故 乡 告 别

的 心 境 ，也 想 到 了 T·S 艾 略 特 。

那时我才认真决定要写点什么。

后 来《收 获》杂 志 的 李 小 林 老 师

向我约稿，我就开始了写作。原

打算写个七八万字的中篇，但开

了 头 ，一 种 悲 悼 情 绪 将 我 笼 罩 。

写作好像是为了与故乡告别。

问：小 说 写 了 儒 里 赵 村 的 整

个群像，我粗略估计刻画了至少

50 个人，如此大规模的人物刻画

是出于什么考虑？

格非：与 故 乡 告 别 ，实 际 上

就 是 与 记 忆 中 的 那 些 人 告 别 ，

与 那 些 形 象 、声 音 、色 彩 告 别 。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来 说 ，并 不 是 我

故 意 要 设 置 这 么 多 的 人 物 ，而

是 人 物 的 形 象 一 个 接 着 一 个 来

到 我 眼 前 ，让 我 不 忍 割 舍 。 所

以 ，在 写《望 春 风》时 ，我 体 验 到

了 以 前 的 写 作 所 没 有 出 现 过 的

新 情 况 ，就 是 说 ，大 量 的 人 物 来

到 我 跟 前 ，要 求 在 作 品 中 获 得

一 席 之 地 。 既 然 如 此 ，我 所 要

做 的 ，也 许 就 是 妥 善 安 置 他 们 ，

让他们各得其所。

问：你 在 上 海 北 京 生 活 那 么

多年，这些乡村经验从何而来？

格非：我 以 前 的 作 品 也 常 常

从故乡取材，但从未想到要认真

地或者说正面地描述过它。童年

经验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核心的部

分 ，这 对 任 何 作 家 来 说 都 是 如

此。这些东西甚至都不能被称作

经 验 ，它 是 流 逝 岁 月 中 的 顽 石 。

时间可以把它打磨得玲珑剔透，

它从来不会被真正遗忘。它一直

在那儿，是我们所有情感最深邃

的内核。

江 南 对 我 来 说 之 所 以 重 要 ，

就在于我恰好生活在江南。我觉

得 江 南 也 好 ，江 北 也 好 ，甚 至 中

原 、边 疆 也 好 ，在 写 作 中 并 无 什

么特殊的优势。任何一个地方都

是值得记述的。另一方面，一个

人的气质和情感方式又不能不受

到地域因素的影响。

问：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 50

年，看似没有直接写历史，却在人

物命运的变迁中写出了时代的轨

迹，你也像陈忠实、贾平凹那样希

望 为 中 国 农 村 立 传 么 ？ 为 何 在

“ 江 南 三 部 曲 ”之 后 返 回 去 写 乡

土？

格非：从表面上看，《望春风》

确实可以称为一部“乡土小说”，但

写一部乡土小说并不是我的初衷，

我也无意为中国乡村立传。在我

的意念中，《望春风》是一部关于

“故乡”的小说，或者说是一部重返

故乡的小说。记得海德格尔曾说

过，重返故乡是诗人的唯一使命

（或译“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我

相信他是在《奥德赛》的意义上说

这句话的。《望春风》的主人公经历

了一次重返故乡的历程（从这个方

面来说，我也确实受到《奥德赛》的

启发），而我在现实中也经历了一

次次重返故乡的旅程。终于有一

天，当我发现即便在想象中也没有

办法返回故乡时，我才体会到古诗

文中所谓“人生如转蓬”这样的伤

痛之感。这也许就是我在写完“江

南三部曲”之后，再次涉及乡村题

材的原因吧。

谈写作
希望与很多前辈作家对话

问：《望春风》在时间线索和人

物刻画中采取了古典叙事和绘画的

散点透视手法，叙事线索交错穿插，

伏笔众多，时隐时显，似乎增加了阅

读难度和挑战性，这是受到《金瓶

梅》《红楼梦》等明清小说创作手法

的影响吗？

格非：明清章回体小说对我的

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一部作

品的写作过程，实际上也是与此前

的许多文本展开对话的过程。任何

一部作品都与此前的其它作品构成

复杂的互文关系。所以我的两个博

士生开始帮我打手稿、挑错字，看第

四、第五遍时发现里边有很多线索，

有的线索埋得比较深一些。这个当

然也是《红楼梦》的写法，千里布线，

一个线埋在千里之外。

我通过《望春风》和前辈作家对

话，当然不只《金瓶梅》或明清小说，

还有乔伊斯、艾略特、福克纳、普鲁

斯特等非常多的人。有大量小说的

技巧可以用进去，可以是司马迁，也

可以是《喧哗与骚动》的写法，我可

以开一个长长的名单，当然我觉得

没必要这么做，因为我对于那些具

有很好文学修养的读者怀有牢固的

信心。

我确实追求《金瓶梅》式的叙事

高度。我在写《望春风》的时候，心

里暗暗怀着期望。我希望读者在看

第二遍或第三遍的时候，还能读出

新东西。不过，在如今这个时代，指

望读者将你的作品读上两遍、三遍，

显然是过于自恋了。但这个期望本

身，因涉及到小说的写作手法，特别

是线索和结构，也不能不严肃地加

以对待。我以前有的作品有点做

作，我希望，当我多少年以后重新看

《望春风》的时候，它更自然一些。

在作品中采用什么样的叙事方

法，在很大程度上，跟你如何去想象

你的读者密不可分。你知道，李商

隐和白居易所设想的读者是不一样

的，这也导致了他们诗歌语言和形

式的不同。我在《望春风》中尽量

使用平实的语言，也是希望在阅读

上不要人为地设置太大的障碍。

但同时，我也会去寻求“知音”读者

的认同，甚至与一小部分我称之为

“秘密读者”的人展开对话。这样

一来，整个作品的手法不得不进行

通盘的考虑。

谈思想
文学具有一种超越性的力量

问：小说第一章父亲教导孩子

为人处事、察言观色和算命方法的

情节，蕴含着一种乡村的哲学观

念。“天命靡常”“预卜未来”中的内

容，是不是借鉴《红楼梦》中太虚幻

境判词的写法？

格非：严格来说，《望春风》中

“天命靡常”的“天命”，与中国古代

儒家思想中的天命，并不是一回

事。《礼记》中有所谓“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这样的说法，对文人士

大夫的人格塑造，历来影响很大。

《望春风》中的天命，特指预先就被

决定的命运，确实带有一点宿命论

的色彩。考虑到人物的父亲是一个

算命先生，他有这样的观念并不奇

怪。事实上，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

的乡村生活中确实也很普遍。《红楼

梦》中的判词，实际上脱胎于《金瓶

梅》，从小说的修辞技法来说，是一

种“提前叙事”或“预叙”。我在《望

春风》中这样设置情节，不光是为了

凸显世事无常，同时也要传达父亲

在诀别之际对儿子日后命运的担

忧，与《红楼梦》并不完全相同。

对于现在的乡村，我认为，原先

绵延了几千年的乡村伦理正在衰

微。但人们还未充分意识到乡村中

代代承袭的是非观、道德伦理观以

及人文风俗的重要性。

问：《望春风》这个书名让我想

起陶渊明“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

俱”以及“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所蕴

含的生机气象。小说有一种回环结

构，最后赵伯渝和“婶子”春琴在蛮

荒之地上结为夫妻，种地写作，像两

个原始人类一样的寓言形式，埋下

乡村复活重生的希望，为什么采取

这种寓言性结局？

格非：我很喜欢你所说的“原

始人类”这个说法。我们在读 T·S
艾略特《荒原》的时候，往往注意到

那被遗弃土地的荒芜，而忽略掉作

品真正的主题。在我看来，这一主

题恰恰是期望大地复苏。当有人

能问卡夫卡，人类还有没有希望

时，卡夫卡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

当然有希望，只不过这种希望不一

定是我们的。同样，鲁迅先生总体

上也许是一个悲观的人，但他在寂

寞和忧愤之中，也通过《好的故事》

暗示了同样的希望。这篇文章多

年来一直是我心中的珍爱。我们

总是把文学称为一种超越性的力

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格 非 在《望 春 风》这 部
长篇里记下的人物，哪怕是
一个完全打酱油的角色，格
非都是喜欢的，倾注了爱和
理解的。所以，他在写这部
小说之前，一定是长时间与
小说里的人物相处过，与他
们交谈，甚至和他们商量他
们 的 故 事 走 向 以 及 死 亡 的
方 式 。 只 有 长 时 间 养 育 自
己的小说情节和人物，才能
做 到 时 间 和 空 间 上 的 自
由。因为，这些人就活在格
非 的 身 边 ，就 是 他 们 的 亲
人，他不必刻意地记他们的
名字，而只需要敲他们家的
院 门 ，让 他 们 出 来 讲 述 ，即
可 。 这 几 乎 是 写 作 的 非 常
自由的境界。

——赵瑜（作家）

乡村的溃败和消失。在
当下的文学书写中，这确乎
不 是 一 个 新 的 主 题 ，但 是 ，
在社会重大转型期，一些主
题 是 值 得 并 且 需 要 反 复 书
写和思考的。毕竟，乡村的
消 失 太 重 大 ，但 又 太 过 复
杂 。 它 是 如 何 消 失 的 ？ 消
失 的 原 因 是 什 么 ？ 消 失 的
后 果 是 什 么 ？ 又 是 怎 样 的
社 会 形 态 去 填 补 它 留 下 的
空 白 ？ 那 些 新 的 社 会 形 态
是 否 能 担 负 起 中 国 乡 村 作
为 价 值 生 产 主 体 与 人 伦 制
定 者 的 责 任 ？ 诸 如 此 类 的
思考几乎是没有穷尽的。

——汪政（评论家，江苏
省作协副主席）

如果对格非的小说作一
个 匆 忙 的 扫 描 ，你 会 发 现 ，
他 的 作 品 有 两 个 集 中 的 意
象 。 一 个 是 春 ，一 个 是
琴 。 …… 他 的 小 说 几 乎 也
篇篇涉春，《初恋》是春，《春
尽 江 南》是 春 ，《雨 季 的 感
觉》也是春。和春天一起降
临 到 小 说 中 的 ，是 琴 声 ，无
论是“风琴”“胡琴”还是“古
琴 ”，它 们 都 是 时 间 的“ 锦
瑟”，格非小说的旋律谜底。

——毛尖（作家，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

“胜境”不再，徒留梦中 ■遆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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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格非：像《奥德赛》那样重返故乡 ■陈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