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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的代际衍变与艺术贡献

周燕芬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２７）

摘要　本文将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当做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局部存在，以地域
性的陕西文学为切入口，探讨中国长篇小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时代变革，陕西长篇小说
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独到的艺术贡献以及历史的局限，当下的困境和问题，进而引向对未来文
学发展的预期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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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中，长篇小说

的创作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某种程度上说，新

中国以来的文学时代，就是长篇小说的时代。长篇

小说的创作实绩代表着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相

应地，长篇小说创作上的局限，也是这一时代文

学的问题所在。这就使得长篇小说的研究，成为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构成和途径。

中国国土的幅员辽阔和多民族共存的状态自

然形成了丰富复杂的多元区域文化，各种不同质

态的区域文化又造就了各自不同的文学群落及其

文学审美形态。客观说，各种区域文化在中华民

族大文化中的构成性影响并不是平分秋色的，因

此多样化的地域性文学的成就以及与中国整体文

学的构成和影响关系也并不能等量齐观。相对来

讲，以周秦汉唐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为源头，以

发生在陕西境内的延安文艺为母体，陕秦文化滋

养下的当代陕西文学创作，既表现出独具一格的

地域性文化和审美特征，同时在中国当代文学迁

延变化的几个历史时期，都带着更为典型的民族

国家文学的总体思想气质和艺术特征。换句话说，

中国当代文学之脉，始终强烈地跳动在陕西文学

创作当中。陕西以群体的创作规模构成了当代文

学的非 凡 气 势，推 动 着 当 代 文 学 的 进 程；同 时，

陕西作家所创造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学不

同的阶段，都相当程度地代表着时代文学的一流

水平，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保卫延安》《创业

史》《平凡的世界》《废都》《白鹿原》《秦腔》等

作品，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陕西由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

镇之一。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具备着超越地域性的

文化和审美品质，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研究，既是

对地域性文学研究的拓新和深入，也有超越地域

性研究的递增价值和全局意义。

本文将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当做中国当代文

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局部存在，以地域性的陕西

文学为切入口，探讨中国长篇小说在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几次时代变革，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对中国

当代文学独到的艺术贡献以及历史的局限，当下

的困境和问题，进而引向对未来文学发展的预期

性思考。

一

陕西作为当代文学重镇的地位和影 响，与 陕

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持续走高有很大关系。如果以

长篇小说的创作来看陕西作家的代际演变，柳青

和杜鹏程代表的应该是第一代作家群体，他们以

时代性的厚重卓越之作，居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

显著位置，也持续影响了陕西的后辈作家。

当代陕西文学的直接源头是延安解放区文艺。

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国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就发

端于解放区文艺，是解放区文艺的直接和全面的

延续，那曾经是一种互为滋养、水乳交融的关系。

作为当代 文 学 前 身 的 解 放 区 文 艺 既 在 汉 唐 气 象、

古都傲气的氛围中振奋了民族自强自立的内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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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又现实而具体地吸取了陕北民间艺术的精华，
营构出 新 中 国 文 艺 的 雏 形 面 貌。早 在 延 安 时 期，
与赵树理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追求相一致，杜鹏

程、柳青等作家开始 了 自 觉 实 践 《讲 话》方 向 的

文学活动。柳青的 前 期 小 说 《种 谷 记》 《铜 墙 铁

壁》就是新的文艺思 想 指 导 下 的 新 收 获，他 建 国

以后的创作从文学观念到审美风格都与前期一脉

相承，是这一基础上的提高和深化。
正因为陕西文学植根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深

厚土壤，与解放区文艺融为一体，所以，陕 西 文

学得天独厚，承接延安文艺传统，顺应时代文学

主流，在新中国逐渐一体化的文学环境中，陕西

文学适应性强，成长迅速，杜鹏程和柳青以他们

的长篇创作成就在新中国文坛上脱颖而出，都具

有相当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 “十七年”这 一 特 殊 时 代 估 论 文 学 成 就，

分量最重的无疑是长篇小说创作。如果以１９５６年

为界将 “十七 年”小 说 创 作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的 话，

１９５４年出版 的 杜 鹏 程 的 《保 卫 延 安》和１９６０年

出版的柳青的 《创业史》 （第一部），恰恰是这两

个阶段最有代表 性 和 备 受 关 注 的 作 品。 《保 卫 延

安》在中 国 当 代 文 学 起 步 途 中 具 有 界 碑 性 意 义，
以杜鹏程创作 《保 卫 延 安》为 案 例，至 少 有 以 下

两个方面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问题可以深

入讨论。
首先从作家主体及其相关文学创作的发生与

完成角度来看。杜鹏程代表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居

于当代文学首要位置的第一代作家，这一代作家

大都经历了相似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他们都是早

年投身革命，由于革命的需要而深入生活，体验

革命人生，认识和理解革命思想，也积累了日后

进行文学创作的宝贵素材，他们是为了革命拿起

笔写作，进 而 萌 发 了 终 身 从 事 文 艺 创 作 的 念 头。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
他们与时代精神相呼应的文学成就构成了新中国

文学的主流阵营。因为特殊时代的关系，这一代

作家普遍 存 在 知 识 素 养 和 专 业 训 练 欠 缺 的 问 题。
比较幸运的是，从１９４２年开始，杜鹏程在延安大

学有过三年集中和系统的读书生活，这对杜鹏程

以后从事写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另一个

对杜鹏程的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具有塑形

作用的是此时发生在延安的整风运动。如果说在

延安大学之前参加的革命实际工作，对杜鹏程来

说还没有上升到政治理性和创作源泉的高度去认

识，自己还并不能深刻地理解投身伟大的群众运

动的重大意义，那么，经过参加延安整 风，经 过

对毛泽东 《讲话》思 想 精 神 的 理 解 和 接 受，使 杜

鹏程的政治觉悟和文学意识大大增强了，他的革

命作家的独特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也正在逐渐形成，
一个普通革命者到一个革命作家的角色转换也在

有意无 意 之 中 开 始 了。１９４７年 延 安 保 卫 战 开 始

后，杜鹏程作为随军记者上了前线，那时候的随

军记者，其实就是部队的成员，杜鹏程除了进行

新闻采访，还一心想为自己的创作体验战斗生活，
积累战争素材，他选择到部队的最基层扎根落户，
整个解 放 战 争 时 期，都 和 指 战 员 们 生 活 在 一 起。
就在与官兵们相濡以沫的战斗生活中，杜鹏程写

下了几十万字的 《战争日记》，酝酿和准备着他的

《保卫延安》。不待说小说所表现的延安保卫战是

真实的战争事件，小说的发生背景，几位伟大历

史人物都是真实的记载。就连小说中周大勇连队

的主要故事也是以这个连队为基础，周大勇、王

老虎等主要人物形象，其原型也来源于此。毫无

疑义地说，没有真实的延安保卫战，没有杜鹏程

亲身 经 历 过 的 部 队 生 活，就 没 有 小 说 《保 卫 延

安》。《保卫延安》的成功创作，是那个时代阐释

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生活关系最典型最有力的例

证。从 《战争日记》到 《保卫延安》，告诉我们革

命文学何以会发生，也告诉我们，“老杜绝不是文

人意义上的作家，他是战士意义上的作家，是革

命家。”① 杜鹏程的人生道路与他的革命道路一致，
他的生活实践与他的思想认识同步，也与他的文

学创作经历同步，他是典型的在革命中成长起来

的革命型的现实主义作家。探讨杜鹏程每一个单

元的文学创作的发生，都不外乎 “投 入 生 活———
认识生活———表现生活”三段式，这在 “十七年”
一代作家那里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其次从长篇小说 《保卫延安》的所具备的史

诗品格讨论新中国文学艺术方向的确立。杜鹏程

创 作 《保 卫 延 安》，有 一 句 很 著 名 的 作 家 自 述：
“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

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

的人们。”② 杜鹏 程 是 带 着 一 个 伟 大 的 文 学 梦 想 投

入到这 场 旷 日 持 久 的 创 作 之 中 的，对 于 他 来 说，
这也不啻于一场艰苦的文学征战。不只是杜鹏程

一个，一代共和国作家集体进入了一场新时代的

文学征战，他们以文学的形式再次走入刚刚过去

的血雨腥风的革命岁月，用他们激情的笔墨为共

和国的诞生构筑文学艺术的 “史记”，为新时代的

开局和新政权的确立，提供了不可摇撼的历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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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证明。《保卫延安》从面世到现在，人们最为

关注和最多研究的，就是作品所具备的 “史诗性”
文学特征。最早从 “史诗”角度评价 《保卫延安》
的是著名文艺评 论 家 冯 雪 峰，他 在 《论 〈保 卫 延

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的长文中指出：《保卫延

安》“是够得上称它为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

史意义 的 有 名 的 英 雄 战 争 的 一 部 史 诗 的。或 者，
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义

上说，也总可以说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
它的英雄史 诗 的 基 础 是 已 经 确 定 了 的。”③ 冯 雪 峰

从 《保卫延安》对于 时 代 精 神 的 张 扬，对 于 英 雄

形象的塑造，对于长篇小说史诗构架的初步探索，
以及因此而显现出的崇高文学风格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深入地论 述，肯 定 了 《保 卫 延 安》在 当 代

文学史上的重大开拓意义。《保卫延安》应合了时

代对于文学的期待和要求，全力写出时代必需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探索性地构筑了 “革命

战争史诗”的艺术框 架，确 立 了 当 代 现 实 主 义 小

说的基本范式，虽然仅仅是起步，但这一起步在

当时还是令人满意的，其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它

达到了时代所能允 许 的 最 高 水 准，使 得 《保 卫 延

安》成为代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新文学成就的一

部佳作。
冯雪峰在总结了 《保卫延安》之前十余年的

战争文学后说：“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史诗的，这

还是第一部。也就是说，即使它还不能满足我们

的最高要求，也总算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部。这

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它在 “艺术的技巧或表

现的手 法 上 当 然 还 未 能 达 到 古 典 杰 作 的 水 平”，
“在艺术描写上留有今后可以一次一次加以修改和

加工的余地”。“但是，即使再加工，也不是现在，
应该在作者的才能更成长和更成熟的时候。我们

现在先应 该 满 意 这 样 的 成 就。”④ 可 见，冯 雪 峰 在

当年给予 《保卫延 安》高 度 赞 赏 的 同 时，也 清 楚

地看到了作品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今天来看，在

人物形象塑造上，英雄人物的理想化，反面人物

的脸谱化等 “十七 年”小 说 普 遍 存 在 的 弊 端，在

《保卫延安》中已经出现。在谈到杜鹏程创造的彭

德怀形象时，冯雪峰就说：“要把这样的高级将领

的精神和性格，全面充分地描写出来，以造出一

座巨大的艺术雕像，是只有天才的艺术大师才能

办到的。作者当然还只是一个开始在成长的尚未

成熟的 天 才。”⑤ 冯 雪 峰 反 复 讲 到 的 人 物 塑 造 的

“不充分”和作家艺 术 才 能 的 “不 成 熟”，意 味 着

他清楚地看到了这部共和国初期的长篇小说存在

着难以克服的艺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批评家已

经意识到 这 不 仅 是 作 家 个 体 的 写 作 能 力 的 限 制，
也是特定时代的局限。作为一部战争小说，《保卫

延安》明显缺乏广博深厚的战争文化内涵的思考，
正如陈思和所揭示的：“如果创作者不敢正视战争

的残酷 和 非 理 性 状 态，从 战 争 中 生 命 力 的 高 扬、
辉煌和毁灭过程里揭示它的美感，把它转化成审

美形态表现出来，那么，严肃的作家充其量只能

达到 《保卫延安》这样的高度而不能更前进一步，
至于一般作家，就只能在战争背景下写一些传奇

性的英雄故事而已。”⑥ 虽然１９５７年出版的吴强的

战争小说 《红日》，相比于 《保卫延安》取得了一

些进展，但 由 于 思 想 的 禁 锢 和 文 学 观 念 的 限 制，
始终难有根本性的艺术突破。

《保卫 延 安》作 为 共 和 国 童 年 时 期 的 小 说 样

本，标识着一个令人欣喜但也亟待成长的时代文

学的新起点。１９６０年，柳青的 《创业史》第一部

问世，这部同样出自陕人之手而轰动全国的长篇

巨制，与之前的 《保卫延安》一起，分别以革命

历史题材和农业合作化的现实题材，代表了建国

后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大题材类型。作品在对５０年

代震荡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的全方位展开

中，再次进入对中国农民人生命运的揭示和思考。
小说一出版，就被称为是当代农村题材的史诗性

作品，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柳青模拟外在社

会生活的文学思路，贯穿在写作中的自觉、明确

和坚定的政治意识，塑造特定时代需求的 “新人”
形象，以及传达时代精神、负载作家的理性思考

和政治激情的叙述方式，都显示着一种时代文学

既定艺术规范的 业 已 形 成。 《创 业 史》是 “十 七

年”合作化小说 的 一 个 代 表，也 是 “十 七 年”长

篇小 说 艺 术 范 式 的 一 种 标 本 性 的 证 明。柳 青 的

《创业史》之所以在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中成为

翘楚并为主流文化所认同，首先因为作家积极主

动地应合了时代的政治期许，实现了作家个体与

时代社会的共一关系；在此前提下，还因为柳青

最大限度地坚持了艺术上的独立精神，时至今日

人们依然肯定 《创业史》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成就，
比如塑造出既有历史内涵又具生活智慧和人性体

温的梁三老汉等中国农民形象；比如柳青颇见功

力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让笔下的农村生活故

事有着永不褪色的艺术感染力。这些都是柳青长

年浸润 “艺术的学 校”磨 练 功 力 而 得 来。相 对 而

言，柳青是 “十七年”革 命 型 作 家 群 中 具 有 良 好

的学识结构和艺术素养的一位小说家，《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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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建国后 “新的文学话语和叙述方法的参

与者和建构者”，是 “革命文体”的创造者⑦，同

时也要看到，柳青也是现代小说艺术在当代中国

的传承和发展者，《创业史》发散出的中国传统文

学与苏俄现实主义文学的气息，证明了柳青自觉

吸纳和融合中外小说艺术经验的气度和能力，这

大概是我们一直感受到 《创业史》丰富和深厚的

原因所在，也是柳青的艺术个性所在。即便 “十

七年”间被作家集体信奉的 “深入生活”，在柳青

这里也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姿态，他把自己安家皇

甫村十四年艰苦的 生 活 体 验，当 做 “唯 一 适 合 我

这个具体 人 的 一 种 生 活 方 式”，既 不 动 摇 也 不 宣

传⑧，他将这种 首 创 性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认 知 生 活 方

式，纳入了自我选择、自我适应的艺术个性之中，
使之成为小说创造的有机构成部分。在时隔半个

多世纪后再度评价 《创 业 史》到 底 “写 得 怎 样”？
我们难以割舍这本小说，其实是因为它从多方面

提供了今天我们还能引以为镜的艺术经验和启示

意义吧。
从现代长篇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看，上 个 世

纪的１９５０年末到１９６０年初，长篇 小 说 呈 现 出 情

节结构与性格结构并存且二者相互结合、逐步转

化的发展态势，情节线和性格发展线二者经纬相

织，复线式立体式史诗结构俨然出现。严格地讲，
《保卫延安》的侧重点仍旧是革命战争史，这是由

于英雄性格史的不成熟造成的。《创业史》则以英

雄人物为中心来结构作品，并带动巨大的历史事

件同时 运 行，从 而 把 广 阔 的 社 会 生 活 引 入 作 品，
形成庞大而深厚的艺术画面。柳青以立体网状结

构突出作品的艺术整体性，营造宏伟的史诗巨著，
显然代表了当代长篇小说的一次长足的进步。另

一方面，在新的小说观念和小说艺术范式的形成

中，当代文学中普遍存在问题和弊端，诸如小说

对社会政治化主题的刻板演绎，“两军对垒”的模

式化结构布局和类型化的性格塑造，都带来对小

说真实性和人物生动性的巨大损伤。这种以单一

的意识形态视角观照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一个时代

文学的固 有 局 限，在 《保 卫 延 安》和 《创 业 史》
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和典型，而且正因为这两本

小说分别被当做当代文学的开端之作和成熟时期

的范式之作，才更强烈和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和后

来的文学风气，从而构成性地决定了当代小说的

整体审美品格。甚至于，时至今日当代小说所面

对的艺术限制，也常常能从共和国文学的发生时

期，即那个时代所 谓 的 “共 同 文 体”或 “既 定 常

规”中找寻到一些因 缘 余 绪。除 过 这 些 作 品 本 身

的文学史意义和经典性的讨论，文学基因的传承

和突变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是我们回返文

学历史现场更为深远的意义所在。

二

从１９４０年 代 解 放 区 文 艺 的 实 验 性 开 拓，到

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当代文学体系的全新建立，置身于

解放区地缘文化环境之中的陕西文学，顺应文学

的时代主流，凸显文学的时代风格，在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 代 的 中 国 文 学 格 局 中 居 于 重 要 的 地 位。
陕秦历史文化的深厚渊源，陕西文学与中国当代

文学之间的生发和构成关系，持续影响和推动着

陕西文学的发展，在 “文 革”结 束 后 中 国 改 革 开

放的新时期，属于一方地域的陕西文学尤其是长

篇小说创作，继续彰显着强有力的艺术创造精神，
以更具规模的群体性文学行动和昭然于世的创作

成就，赢得读者和评论界长久的关注，甚至带来

全社会的轰动，不断证明着陕西文学重镇的艺术

创造实力。

１９８６年路 遥 的 长 篇 小 说 《平 凡 的 世 界》问

世，１９８８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 《浮躁》出版，从

两位作家个人来说，这是他们在前期中短篇小说

创作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第一次以长篇小

说的艺术形式获得文坛和读者的广泛认可，其艺

术反响持续至今。从陕西地域文学来说，“陕西作

家群终于有了新时期以来的第一批长篇小说，而

且一开始就 达 到 一 个 比 较 高 的 艺 术 品 位。”⑨ 陕 西

由此迈开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坚实步伐，到１９９０年

代，确切地说到１９９３年，“陕西先后有京夫高建

群鄙人 （陈忠实———作者注）贾平凹程海 五 位 作

家的五部长篇小说在北京五家出版社出版，形成

了这个群体 创 作 大 释 放 状 态。”⑩ 这 就 是 被 评 论 界

称之为 “陕军东征”的 文 学 现 象。陕 西 以 集 团 军

的阵势，推出陈忠实的 《白鹿原》、贾平凹的 《废
都》、高建群 的 《最 后 一 个 匈 奴》等 长 篇 厚 重 之

作，形成长篇小说的又一轮创作热潮。在文学史

的视野中反观当时的中国文坛，陕西长篇小说的

兴盛也反映了新时期中国文学演变到１９９０年代的

整体突进。变革时代的文学，大约会以十年为一

周期迎来长篇小说收获的季节，五四之于１９３０年

代的 长 篇 热，共 和 国 成 立 之 于１９５０年 代 末１９６０
年代初的长篇热，以及１９８０年代起始的新时期文

学之于１９９０年代初的长篇热，大致可以看出其一

定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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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陕军东征”的斐

然景 观，以 及 “三 驾 马 车”的 斩 获 “茅 盾 文 学

奖”，使得陕西文坛普遍存在着长篇创作的 “优胜

情结”，作家誓以一部长卷定天下，评论家也惯以

长篇创作论英雄。新时期崛起于文坛的路遥、贾

平凹、陈忠实，代表着阵容庞大的第二代陕西作

家群体，除 了 领 军 人 物 路 遥、贾 平 凹 和 陈 忠 实，
还有 赵 熙、京 夫、邹 志 安、文 兰、王 蓬、莫 伸、
李康美、高建群、程 海、杨 争 光、冯 积 歧、方 英

文等，女作家李天芳、叶广芩、冷 梦 等，都 纷 纷

推出了他们长篇作品，据统计，９０年代以来，陕

西作家群 体 每 年 都 有 十 部 以 上 的 长 篇 小 说 出 版，
这种井喷状创作态势迅速掀起陕西文学的又一个

高峰时期，也强力推进了新时期文学的长足发展。
陕西当代作家从第一代到第二代，既 有 文 学

精神和创作方法上的传承关系，同时又在突破与

超越中呈显出鲜 明 的 “断 代”特 征。两 代 各 自 有

优秀的作家作为领军人物，分别形成颇为严整的

群体阵势，取得了卓越的文学成就。并 且，已 成

共识的两代代际划分，为我们整体描述陕西当代

文学创作 概 况 及 其 特 点 提 供 了 方 便 的 切 入 角 度，
也使我们能够将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放置于不同

的参照系中，使研究者取得历史的纵深眼光。
在１９８０年代的文学环境中讨论路遥，核心命

题就是对现实主义精神和方法的执着坚守。路遥

对先师柳青有着自 觉 自 愿 的 膜 拜，构 思 《平 凡 的

世界》时还在认真攻读 《创业史》，他不但在文学

观念、审美理想和创作题材、方法、风格 等 方 面

继承柳青的人格精神和艺术经验，而且一如柳青

般为神圣的文学事业甘愿付出生命的全部。路遥

创作 《平凡的世界》之 时，正 是 新 潮 文 学 汹 涌 澎

湃，现代主义话题遍布文坛之际，路遥不可能熟

视无睹，他后来说：“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

《人生》式的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

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理智清醒地告诉

路遥：“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瑏瑡

针对当时的 “现实主义过时论”，路遥指出：“实

际上，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乃

至我们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史方面，都还没有令

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

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

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

的地步。”瑏瑢 另 一 方 面，任 何 一 种 旧 的 文 学 样 式 的

存留和任何一种新思潮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特

定的历 史 文 化 环 境，这 也 包 括 读 者 的 审 美 需 求。

因为路遥的早逝，这部用作家生命构筑而成的艺

术长卷，成 了 路 遥 的 巅 峰 之 作。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这部通常在文学从业者看来其创作方法早已过时

的小说，在读者大众心中却从来没有过时，甚至

因其强烈和持久的阅读效应而被称之为 “路遥现

象”。路遥当年所判断的：“一般情况下，读者仍

然接 受 和 欢 迎 的 东 西，就 说 明 它 有 理 由 继 续 存

在。”瑏瑣已经为 作 品 所 经 受 的 阅 读 考 验 所 印 证，因

此，讨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和命运，《平
凡的世界》越来越成为研究者绕不过去的作品。

回返１９８０年代文学现场，在现实主义受到现

代主义的冲击，二者由理论上的矛盾对抗到创作

实践中的并行不悖和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中，路

遥所代表的是坚守传统现实主义的立场。路遥的

成功基于两点，一是他正像前辈柳青一样，从一

个作家的主体内在要求出发选择和坚持自己的生

活和创作方式，因为这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相互拥

合相互适应得来的创作途径，所以非外力能够轻

易影响和改变，我们知道，主客体的碰撞和融合

正是艺术创造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状态。二是路

遥并没有僵化地对待传统现实主义，路遥艺术个

性中具有强力地突入客观世界的主观精神，他用

自己炽热的情感点燃笔下的土地，与中国农民和

他们的苦难命运同呼吸共悲欢。《平凡的世界》出

版后，被评论界普遍称 誉 为 “描 写 了 中 国 农 民 的

生活和命运，是一幅当代农村生活全景式图画”，
具有 “史 诗 性 的 品 格”的 “严 格 的 现 实 主 义 作

品。”瑏瑤今天看 来， 《平 凡 的 世 界》能 持 续 吸 引 读

者，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已经远远不是现实

主义小说 “表 现 历 史 与 社 会 人 生 的 广 度 与 深 度”
方面的成就所能解 释。人 们 热 爱 《平 凡 的 世 界》，
主要不是因为它 “写了什么”和 “怎样写”，而根

本是因为他是 “路遥写”。“谁写”谁决定小说怎

样，也决定他的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怎样，路

遥更多取胜于他的情感诚意和道德力量，他用艺

术家的主观精神征服了小说，也征服了读者。所

以路遥说：“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

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

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

艺术的平庸。”瑏瑥 路遥在上个世纪１９８０年代自觉地

以文学创造的强大精神效能，超越具体的艺术手

段，何尝不是另一种对潮流的挑战，试想如果路

遥当时追赶时髦勉强运用现代派手法，文学史上

可能多了一部过眼烟云之作而不会有现在的 《平

凡的世界》。在中国文学史上，路遥不仅留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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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代表１９８０年代现实主义水平的优秀之作，更

以艺术家 “直接面 对 读 者”的 独 立 精 神，赢 得 后

人的理解和尊敬，这也莫不是前辈文学精神的血

脉流传，于今天于未来，都提供着一份特别有价

值的经验。
《平凡的世界》带着非常浓重的时代印记，无

论是其反映的那段变革时期的城乡社会生活，还

是路遥面对生活的理性思考，也包括创作方法上

近乎偏执的传统守 成。成 功 和 局 限 是 《平 凡 的 世

界》的一体两面，黄土 文 化 蕴 蓄 着 强 韧 激 越 的 生

命原力和情感热力，同时，陕北也历史性地深陷

封闭落后的经济文化形态的围困中，根深蒂固的

本土思想观念带给作家的限制，并非一时的方法

趋新所能弥补，相较而言，轻率丢掉人生本源和

文学根系，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艺术损失，路遥

对此 非 常 清 醒。路 遥 离 世 的 第 二 年，陈 忠 实 的

《白鹿原》出版，作家在思想观念的彻底解放和艺

术经验的多元融合中，实现了对传统的继承、整

合和全面超越，《白鹿原》因此成为新时期现实主

义小说的界碑性作品。我们不禁慨叹，在坚守到

突破 的 过 程 中，所 谓 时 代 局 限 往 往 就 那 么 短 短

几步。
谓为 “陕军东征”而群体推出的这批长篇小

说中，两位领军人物陈 忠 实 和 贾 平 凹 创 作 的 《白

鹿原》和 《废都》，引来社会上久违的文学轰动效

应。时隔２０年再来考量这两部小说，无论其思想

力和审美力，都依然闪耀着思想艺术的光芒。
陈忠实与 路 遥 一 样 喜 欢 《创 业 史》，崇 拜 柳

青，他说：“除了 《创业史》的无与伦比的艺术魅

力，还有柳青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之外，后来意

识到这本书和这个作家对我的生活判断都发生过

最生动的影响，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至关重要的

影响。”瑏瑦 通过 与 柳 青 的 影 响 关 系，陈 忠 实 也 表 达

了自己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理念和政策路线的无条

件信奉和遵从。１９８０年代陈忠实亲历农村分田到

户责任 承 包 的 社 会 变 革，他 不 无 震 惊 地 看 到：
“１９８２年 春 天 我 在 渭 河 边 倾 心 尽 力 所 做 的 工 作，
正好和柳青五十年代初在终南山下滈河边上所做

的工作构 成 了 一 个 反 动。完 全 是 个 反 动。”瑏瑧 在 农

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化道路终被颠覆时，陈忠实

意识到自己正遭遇到 “必须回答却回答不了的一

个重大现实生活命题。”陈忠实把由此引起的思想

震荡和心路历程称之为 “剥离”：“是上世纪八十

年代不断发生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使我的创作

发展到 《白鹿原》的 萌 发 和 完 成。这 个 时 期 的 整

个生活背景是 ‘思想解放’，在我是精神和心理剥

离。”瑏瑨 《创业史》曾 经 筑 起 少 年 陈 忠 实 美 丽 的 文

学梦想，走上创作道路后，因小说被认为有 “柳

青味儿”而感到无比 荣 耀。冥 冥 之 中 像 有 一 种 力

量在招引，《创业史》表现的合作化题材和现实人

生发生了粉碎性碰撞，刺激陈忠实的同时也把他

推到了新的转机面前。正是对合作化问题以及乡

村社会变革的再思考，让陈忠实开始重新面对中

国近现代半个世纪的历史生活内容，对即将进入

自己小说的中国农民历史命运进行前所未有的深

刻反思，陈忠实最终 用 《白 鹿 原》回 答 了 那 个 萦

绕于心的重大命题，也实现了他期待已久的对现

实主义美学新领域的征服。
陈忠实依 然 怀 抱 构 筑 艺 术 史 诗 的 宏 伟 理 想，

依然秉持贴近历史真实、注重生命体验、传达人

性关怀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些稳固的艺术基因证

明了陈忠实依然是柳青的传人；另一方面，陈忠

实更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

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

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

大的阴影。”瑏瑩 陈 忠 实 痛 下 决 心，自 断 与 传 统 母 体

的 “脐带”，让传统成为源头和背景，让自己成为

独立的艺术生命 个 体， “什 么 时 候 彻 底 摆 脱 了 柳

青，属于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才可能产生，
决心进行彻底摆脱的实验就是 《白鹿原》。”瑐瑠 这种

“摆脱”包括上述的与旧的思想禁锢 “剥离”，“打
开自己”，迎接世界观、历史观乃至人生观的全面

更新；也包括解除原有艺术系统和创作模式的束

缚，不再人为地固执地排拒异域现代主义文学观

念和叙述方式，而是吸收和融合四面八方的和文

学发展各阶段的成功经验，重新熔铸自己独一无

二的文学个性；最后归结为陈忠实很钟情的那句

话：“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不仅指语言形式

必须摆 脱 旧 套，必 须 建 立 自 己 的 语 言 结 构 形 式，
更进一步说，“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背后潜藏着

陈忠实小说思想的一场深刻革命。一旦这场革命

成功，宗师柳青和陕西地域文学乃至中国现当代

文学的传统，都不再是遮蔽在作家头顶的巨大阴

影，而是转化为作家攀登文学金字塔的雄伟底座。
陈忠实用 《白鹿原》实践了一个作家挣脱传统负

累飞向艺术自由王 国 的 艰 难 历 程，这 就 是 《白 鹿

原》超越 《平凡的 世 界》之 所 在，也 是 陈 忠 实 以

“寻找自己的句子”名闻天下，不断影响文学后辈

的原因所在。
新时期陕西文学的 “三驾马车”中，贾 平 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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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地域性特征 同 样 明 显 甚 至 典 型，比 如 “农

裔城籍”的作家身份，以 土 地 为 创 作 母 体 的 文 学

信念，贴近现实把握时代脉搏的能力以及质朴醇

厚的艺术个性等。另一方面，贾平凹又是陕西作

家群落里面最另类的一个，也是创作最为变化多

端的一个。在三十多年不间断的创作过程中，他

一直以文学介入现实人生，承担着这一代作家的

历史使命，但又比同时代作家更早地更自觉地意

识到主观世界在艺术创造中的特殊作用，即使早

年相对偏重于表现 外 部 世 界 的 作 品，如 《鸡 窝 洼

人家》 《腊月正月》等中短篇 以 及 长 篇 小 说 《浮

躁》，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变动迹象，一定是通

过作家自己的心灵响应而折射出来，因而具有了

与众不同的个人艺术气象。学者王富仁早已注意

到，贾平凹 “是一个会以心灵感受人生的人，他

常常能够感受到人们尚感受不清或根本感受不到

的东西。”瑐瑡这其实说的是艺术创造中的直觉现象，
贾平 凹 能 够 凭 借 直 觉 感 受 生 活 进 入 创 作，所 谓

“天才型”作家也是就此而言。贾平凹得以三十多

年驰骋文坛，不断有新的突破和超越，很大程度

上依靠了自己强大的 “内宇宙”。
虽然贾平凹的创作一直被归类和命 名，比 如

曾被纳入 “寻 根 文 学”和 “改 革 文 学”的 浪 潮，
但就贾平凹自身来讲，却一直努力着要挣脱潮流，
艰苦地找寻和建造着自己的文学世界。１９８６年完

成 《浮躁》后贾平凹说：“我朦朦胧胧而渐渐清晰

地悟到这一部作品将是我三十四岁之前的最大一

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了，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

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

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

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 “我真有一种预

感，自信我下一部作品可能会写好，可能全然不

再是这部作品的模样。”瑐瑢 贾平凹就此告别了过去，
大举进行新的艺术突围，迎来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真正

属于贾平凹自己的文学时代，当代文学也因此有

了 《废都》到 《秦 腔》等 一 系 列 长 篇 艺 术 作 品，
也因此有了 “贾平凹现象”这道夺目的文学景观。

从 《废都》开始的贾平凹，不断地转 移 着 小

说的表现视野，也不断颠覆着既成的小说叙述方

式，这些变革性艺术实践最终通向贾平凹自己提

出的美学目标：要 “以中国传统的美的方法，真

实地表达现 代 中 国 人 的 生 活 和 情 绪。”瑐瑣 这 一 努 力

方向使得贾平凹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了具有反叛意

义的开拓，其一，他既不像路遥一样在传统现实

主义格局中以主体的情感精神力量谋求突破，也

不似陈忠实熔铸西方现代小说的艺术经验于对民

族秘史的重新把握中，获取深厚和悲壮的史诗美

学效果。贾平凹的审美理想原本就与中国现代小

说传统游离着，后来彻底甩开了长篇小说建构宏

大叙事的固有模式，走上完全复原世俗生活原景

的路子。这样，贾平凹的创作与时代社会就形成

别一种的对应关系，如评论家所言：“贾平凹这个

作家永远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在出人意料的地方

建立起一个非常秘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十几年

前我们在 《废都》中就曾经体会过，……这一部

《秦腔》也是真正建立了一个非常准确而秘密联系

的通道。”瑐瑤长篇 小 说 不 再 是 对 宏 观 历 史 进 程 和 重

大社会事件的模拟式描绘，作家也不再企图为时

代精神和主流政治理想代言，小说的内容是不加

择取 的 密 密 集 集 的 俗 常 日 子 的 自 在 呈 现，这 种

“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中，弥漫着我们并不陌生

的那种人性 “常与 变”的 历 史 思 绪，而 那 些 让 人

不胜其烦的 “鸡零狗碎”，又一笔一笔地命中着这

个时代的种种复杂问题，作家对家国命运的巨大

忧思浸没在贾氏叙述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些在别

的作家手里可能成为史诗性叙事的文学题材，在

贾平凹的处理下完全是另一幅文学面孔了。其二，
从 《浮躁》到 《废都》再到 《秦腔》，贾平凹一直

在紧张地思考小说更理想的写法，２００３年他自述

说：“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

是什么，我的初衷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

活的流动，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

的意象。我相信小说不是故事也不是纯形式的文

字游戏。我的不足是我的灵魂能量还不大，感知

世界的气度还不够，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部的工

作还没有做好。”他再一次强调：“我主张在作品

的境界、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

式上又坚持民族的。”瑐瑥 贾平凹９０年代以来尝试创

作 “由琐细写 实 到 意 态 生 成”的 系 列 小 说 文 本，
致力于中国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重构的艺术

实践，他将此视为小说家的艺术使命乃至人生理

想，因此有 了 不 畏 人 言 敢 为 人 先 的 胆 量 和 勇 气。
在上个世纪 末 《高 老 庄》问 世 时 就 有 评 论 家 说：
贾平凹 “实现了对现 有 小 说 范 式 的 大 胆 突 围，形

成了一种混沌、鲜活而又灵动，具有很强的自在

性和原在性的 小 说 风 格。”瑐瑦 从 《废 都》的 创 作 转

型至今，贾平凹在小说民族性与现代性结合方面

的艰苦努力和带给小说艺术的 “原创性贡献”，已

经得到了评论界极大的肯定，也激发了人们对中

国小说未来发展的全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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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开放雅俗互见的文学环境中，小 说 引

起社会反响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曾经的热捧

也罢恶议也罢，都已随时光消散，重要 的 是，长

篇小说能否穿过时光隧道经久存留在读者的阅读

视野中，并且在评论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和研究

中走向经典，陈忠实和贾平凹代表的陕西文学群

落依然值得我们期待。

三

建国后 “十七年”到新时期８０年代文学两代

作家的层次特征比较明显，而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的陕

西文学发展走向是不大容易准确划代的。一直活

跃在文坛上的叶广芩、杨争光、方英文、马 玉 琛

等作家，从年龄和创作资历以及创作观念和方法

上，应该是属于第二代的，但他们显然已经淡化

了第二代作家与柳青、杜鹏程们的那种深刻的艺

术生命的联系，他们的生存方式和写作姿态显然

大不同于前辈作家，他们在写作精神上更靠近第

三代。可以称之为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红柯、李春

平、爱琴海、寇挥、秦巴子、鹤坪、安黎、高鸿、
刘晓刚、杜文娟等作家，他们在 “无名”化和个

人化的创作 路 途 中 走 得 更 远，他 们 以 “反 传 统”
的和更具旺盛生命力度的写作，引起全国文坛的

关注，他们进行的是更具当代性的写作，构成陕

西文学的靓丽景观和新鲜活力。
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涌现的庞大数量和艺

术个性的丰富多样来看，陕西依然是生长长篇小

说的一块沃土，长篇的丰收也依然带给陕西文学

无限的生机和希望。而且，新世纪以来的陕西长

篇小说正在呈现出令人惊异的新变，正在和已经

打破了既往的创作格局和评价系统，于是，我们

对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现状和发展态势的考察和评

判，就有了新的意义。
首先是地域性特色的淡化和隐失。评 论 和 研

究陕西 长 篇 小 说，一 直 有 一 个 绕 不 过 去 的 视 界，
就是文学的乡土性和地域性文化阐释。这一思路

源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学文化学研究热潮而一

度成为流行，却也切近和吻合了陕西文学创作的

基本状况。从柳青、路遥、贾平凹和陈忠 实 这 几

位小说家的长篇创作中，非常典型地体现出陕西

文学以乡土叙事为主流的鲜明地域文化色彩，从

乡土题材和地域文化的角度进入，很大程度实现

了对陕西文学的总体观照，也相当有效地把握到

了这一文学群落的文化审美特征。乡土写作曾经

是陕西长篇创作的立足点和传统优势，而近年来

除了贾平凹 《秦腔》引 起 人 们 对 “后 乡 土”叙 事

的关注外，其他乡土题材的长篇作品并没有产生

什么特殊的影响，或者说，乡土叙事本身已经汇

入了新世纪文学多元化的艺术表现之中，不再占

领陕西地域文学中的首席位置了。
陕西文学的乡村乡土式单色调局面在１９９０年

代就已经开始改变，愈到后来，作家涉足生活的

领域就愈加宽泛，小说题材五花八门甚至令人眼

花缭乱，越来越多的长篇新作，难以用农耕生活

和地域文化来框囿。举出较有影响的几部小说来

看，叶广芩的 《采桑子》动 用 的 是 与 中 国 历 史 变

革有着千 丝 万 缕 联 系 的 满 族 贵 胄 家 族 生 活 题 材，
且京味浓郁。红柯一直沉醉于边疆民族自然与人

生状态的意象描 画，长 篇 《西 去 的 骑 手》和 《生

命树》更 为 宏 阔 地 展 示 了 草 原 文 化 和 异 域 风 情，
与他大量精美的写意性中短篇小说相比，红柯的

长篇小说在继续发挥其丰富的象力的同时，加强

了小说还原现实的能力，标示着红柯走向虚实整

合的艺术境界。杜文娟近期热衷书写旅行西藏的

体验，纪实性长篇 《阿里 阿里》带给读者的不只

是西藏的神秘，而是阿里人真实的生存图景。方

英文的 《落红》和 《后 花 园》表 现 都 市 世 态 人 情

和知识分子破碎零 落 的 精 神 状 态。马 玉 琛 的 《金

石记》写长安城里古 董 界 的 奇 人 异 事，小 说 中 流

溢着古往今来的传 统 文 人 气 韵。李 春 平 的 《步 步

高》和 《领导生活》涉笔 “官场”，写出了 “政治

生活”的新气象。秦 巴 子 的 《身 体 课》是 一 部 全

新意义上的 “身体写作”，诗性的身体语言和智性

的哲学思考几近完美地融合于一体。在当代文学

从 “乡土”到 “都市”的 转 移 中，陕 西 文 学 算 是

比较滞后的，而一旦突破 “写什么”的自我限制，
对文学世界的全景展示就表现得相当出色。还比

如近年崛起于文坛的一批新锐女作家周瑄璞、唐

卡、王晓云等，几乎都是擅长都市题材 的，她 们

笔下的 “欲望都市”和 深 陷 其 中 的 女 性 形 象，让

我们完全读不出所谓的地域特色。超越陕西文学

既成的高度，可能首先要面对飞速变化的外部世

界和随之改变的人的内心生活，在文学发展新的

生长点上出现的这些长篇小说，可能还没有抵达

艺术自足的理想境地，但从中可以看到地域性文

学新变的巨大的潜力。小说创作在淡化和隐去地

域性标识的时候，也正努力走向更为壮阔的对世

界和人类命运的关怀，和更加深刻的对人的灵魂

奥秘的揭示。也就是说，在更加自觉地追求长篇

小说普世思想价值和艺术的个性化时，不自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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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对地域文学生态的强力扭转。令人期待的

是，这一文学的拓新群体，何时能够撑起真正属

于自己的一片文学天空。
与 “去地域性”相联系的另一重挑 战，是 长

篇小说对 “厚重”的 “史诗性”艺术使命的卸除。
“史诗性”追 求 是 陕 西 文 学 最 引 以 为 豪 的 伟 大 传

统，“去史诗化”意味着要比前一代作家更加彻底

地摆脱文学宗师 的 影 响，在 “反 传 统”的 路 上 走

得更远。叶广芩的 《青 木 川》试 图 拨 开 主 流 话 语

构建的 “大写的历史”而寻找存活于民间记忆中

的 “历史真相”，她没 有 刻 意 于 小 说 的 “史 诗 性”
营造，却在接近和走入历史现场的努力中，讲述

那些纷繁杂乱而又逸趣横生的民间故事，发现其

中人性的美好与幽暗。方英文和马玉琛的小说用

不同的笔墨展示了当下文人普遍存在的回归古典、
民间与故园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取向，反拨了长久

形成的知识分子以承载政治道德理想为文学诉求

的小说传统。擅长写老西安的作家鹤坪新近推出

一本 《民乐园》，满篇的市井男女与古旧风烟，他

用百年西安的风俗民情构筑的 “文学历史”，显然

是更远离宏大叙事传统的。长篇小说的简约化和

轻灵化是易引起文坛批评的一种创作倾向，对简

与繁、轻与重和俗与雅的不同价值认定，反映的

还是一个文学思想 和 小 说 观 念 问 题。小 说 的 “宏

大叙事”和 “史诗性”追 求 在 百 年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的特殊语境中生成，负载民族国家复兴和社会政

治变革使命的小说观念，长久地影响乃至决定着

作家的艺术创造和读者评论家的价值评判。事实

上，很多小说家离开传统而毅然转身，是中国社

会再一次重大变革的力量推助而致。当我们身处

于自由、松散和满地文化碎片的多元化世界，小

说为实现 多 种 功 能 意 义 而 选 择 不 同 的 创 作 路 向，
也是一种必然。有意思的是，当小说背离了近传

统，开始亲近民间认同世俗乃至走上市场化的道

路时，却续接了中国小说传播 “街谈巷说”、意在

娱乐消闲的远传统。到底什么是好小说？当然不

可能再用同一种标准衡量五花八门的小说创作了。
“地域性”和 “史诗化”中隐含着集约和趋同

的意思，真正出色的小说家，即使以地域特色和

史诗品格为标记，也一定要将不可复制的创造个

性体现在小说当中。在陕西地域写作中，贾平凹

是最出 格、最 另 类，也 最 多 引 起 争 议 的 小 说 家，
如前所述，他是较早意识到传统的史诗性框架和

写实 方 法 对 自 己 的 束 缚 进 而 求 新 求 变 的，长 篇

《浮 躁》完 成 后 开 始 新 的 艺 术 突 围，从 《废 都》

《白夜》，一直 到 《秦 腔》 《古 炉》和 最 近 的 《带

灯》，贾平凹在自认为适合自己的路上坚定不移地

走来，文学潮流不断更迭变迁，争议乃至批判持

续存在，贾平凹不为所动地坚持，成就了他自己

的文学风景。这应该也是贾平凹３０年处于文学主

流的边缘而又３０年立于文坛前端的原因所在。贾

平凹善于守着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地，却开掘出一

个全然 异 质 的 文 学 世 界，贾 平 凹 属 于 陕 西 地 域，
却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学。贾平凹作为

一个典型案例，对陕西后代小说家如何走出一条

自己的创作路子，应该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是作家 “去地域性”和 “去史诗化”的自觉

努力造成了陕西长篇小说的风姿不同和意趣各异，
还是时代赋予的自由文化选择和个人化艺术追求，
塑造出作家群体全新的个体形象，让陕西文学往

日不可动摇的辉煌传统，成为渐渐远去的巨大背

影？多向促进和全面生成应该是更客观更公允的

答案。问题在于如何面对、如何衡量和作出评判。
从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出版的数量和花样繁多的

局面看，其实是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长篇小说的

繁荣时代，但萦绕于我们耳际的，充斥于各类报

刊的，更多的是质疑和批评，是失望的乃至悲观

的声音。走出共名时代、难以找到主色 调、乃 至

无法完成全面阅读的长篇小说发展现状，本身就

形成了对批评家新的考验。就陕西文学，我们曾

经热衷并 自 信 的 地 域 文 化 性 把 握 和 史 诗 性 评 判，
对于已经挣脱了地域限制的自我行走中的长篇小

说创作，是否永远有效？当年几部轰动性的长篇

巨制就可 以 证 明 一 个 繁 荣 时 代 来 临 的 评 判 标 准，
可否依然适用或切合于当下的创作实际？当小说

回到小说艺术自身，回到每个爱小说和写小说者

的身边，小说世界却变得和以往如此不同。一面

是长篇小说海量增加汹涌而至的现实景况，一面

是小说艺术全面衰退、沉沦，乃至文学将要消亡

的危机 预 言。是 我 们 对 小 说 的 判 断 力 出 了 问 题，
还是我 们 需 要 重 新 思 考 小 说 观 念 以 及 价 值 认 识

系统？

陕西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成 就，曾 经

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中强有力的一脉，今天

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态势，也还是中国长篇

小说时代变化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表现。无

论数量上的逐年成倍上升和质量上的雅俗互见参

差共存，陕西文坛都可以折射出全国风貌。地域

性问题放大了讲就是文学的民族风格问题，对于

宏大叙事和史诗性追求的反思，也是回返中国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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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文学和重估传统价值观念时难以回避的核心艺

术命题。这样看，考察陕西地域的长篇小说创作

群体，其意义就不仅限于陕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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