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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协明光市委员会编
纂、贡发芹编著的 50 万字《中
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传说·
安徽明光卷》一书，2024 年 10
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公开发
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
工程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对
传统社会民间文学资源的全
面收集、系统整理和汇总结集
工程，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
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
传说·安徽明光卷》一书系《中
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中
的全国首个县级卷。

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积
极响应国家倡议，于 2023 年 5
月成立了《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出版工程安徽故事传说卷
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启动
了《安徽故事卷》《安徽传说
卷》的编纂工作。

明光虽是比较年轻的城
市，但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山
清水秀、民风淳朴，明光地方
民间文化资源丰富，民间文学
底蕴深厚。朱元璋、李文忠、
吴棠等历史名人故事，家喻户
晓；老嘉山、女山湖、焦城等地
名故事妇孺皆知；明光酒、香
花涧、梅鱼等社会传说耳熟能
详；花果寺、败子草、绿豆等生
活传说如数家珍。

时任明光市政协六级职员
的贡发芹先生作为资深的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应邀参
加了省文联、省民协于2023年
5月在池州召开的《中国民间文
学大系》出版工程《安徽故事
卷》和《安徽传说卷》编纂工作
启动会议。为了以实际行动拥
护、支持省文联、省民协的工

作，贡发芹先生主动承担了明
光地方民间故事、传说的收集
整理工作，在原有的《安徽民间
故事滁州卷·明光民间故事》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安徽滁
州·明光卷》的基础上，深入乡
村田野，深入民间艺人之中，充
分挖掘明光民间文化资源，再
次收集、整理了明光地方民间
故事、传说 140 余个，近 50 万
字，供大系出版工程《安徽故事
卷》《安徽传说卷》编纂时选用，
并在明光市政协的大力支持下
率先承担《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出版工程首个县级地方卷编纂
工作任务，适当地增加了一些
创新元素，公开出版《中国民间
文学大系·故事传说·安徽明光
卷》一书，以资抛砖引玉。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
传说·安徽明光卷》一书融文学
性、趣味性、资料性于一体，其
出版是对明光建市 30 周年的
一份献礼，可以有效地弘扬地
域文化精神、提升文化品位、增
强文化自信，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

该书正文之外还附录了
明光民间故事传说讲述者和
采录者的简介、《明光方言概
述与集锦》《历史文献资料中
关于朱元璋出生于明光的记
载》等内容4万余字，具有相应
的史料价值。

该书设计考究，装帧精美
大气，充满地方元素，可以作
为明光市招商、旅游、文化历
史、民间文学等交流活动的理
想赠品，是目前推介明光的良
好载体之一，进一步夯实了明
光民间文艺的坚实基础，将在
明光文化生活中发挥积极的
作用。值得一读！

近日，来安县“时代风尚”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来安
五中，为校园带来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文化盛宴。活动旨在
通过文艺的力量，激发广大师
生对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的
深刻理解和积极参与。

活动现场，文艺志愿者
们各展所长。书法家挥毫泼
墨，笔走龙蛇之间，写下励志
名言，激励学子们在求知路
上奋勇前行；画家们现场创
作，用斑斓色彩勾勒出祖国

的山河壮丽，让学生们直观
感受到家国之美。来安五中
的师生们热情高涨，积极互
动。学生们或观摩学习，或
参与创作，眼神中满是对知
识与艺术的渴望。

这一场文艺志愿服务活
动，将来安县的文化资源与学
校教育紧密结合，是来安县文
化育人、以艺促教的生动实
践，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助
力强国复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动力。 （张维青 陈 晨）

11月23日，由安徽省作家协会、滁
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滁州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滁州市作家协会、滁州文
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许春樵小说创
作暨新时代文学评论研讨会”在滁州举
行，来自全国多地的文学评论家、作家
70余人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许春樵小说
创作的时代意义与艺术特质、新时代文
学评论工作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文学
批评话语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展开了深
入的讨论和交流。大家认为，许春樵皆
具文学评论和小说创作的素养，谋篇布
局讲究策略，开头结尾独具匠心，融汇
了西方现代叙事与中国传统叙事的语
言风格，独具特色；许春樵的作品以时
代为壳，以情感为核，坚守文学的“人民
性”，聚焦底层小人物，揭示时代的隐
痛，从鸡零狗碎的市井人生中对这个时
代的总体精神状况进行概括和抽象，字
里行间包裹着浓厚的悲悯情怀和人文
关怀；许春樵是从滁州天长走出去的作
家，如今在许春樵家乡召开创作专题研
讨会，是家乡人民对许春樵创作的一种
肯定，也是对他为家乡带来创作荣耀的
一种致敬。

（全媒体记者陈姝妤）

许春樵是一位同时兼擅理论思维的优秀小说

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大学期间，他不仅对一

些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而且还

勇于挑战权威，曾经和当时影响极大的文学批评

家，比如至今依然健在的阎纲先生，就某些观点发

生过颇为激烈的争论与碰撞。虽然在时过境迁之

后的今天看来，许春樵那个时候的观点有点稚嫩，

但他理论思维的初露端倪，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尽管说他后来走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但理论思维

却依然不屈不挠地潜伏于他的小说文本之中，还会

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影响其思想艺术面貌。但正所

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方面，理论思维的强大

固然可以促使许春樵更加深刻地理解认识当下的

现实和既往的历史，更加深入地挖掘剖析人性世

界，更为睿智地强化完善艺术层面上的小说技巧运

用；但在另一方面，如此一种理论思维反过来却也

可能会赋予作家某种过于强大的写作主体自信，使

得作家个人的主体意志在很多时候都会自觉不自

觉地凌驾于所有的情节和人物之上，以某种强势的

艺术专制严重地妨害并非不必要的艺术民主。依

照我个人的一种偏见，原本应该在小说创作道路上

取得更高成就的许春樵，之所以总是会犹豫徘徊不

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受到这种理论思维过分干

扰的缘故。道理说来其实也并不深奥，那就是，当

一个作家在理论的层面上过分明晰地清楚自己到

底应该如何酝酿构思与结构布局，如何设定故事情

节和人物关系的时候，这种过分明晰的理性反过来

自然也极有可能不够尊重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的

主体性意志。

然而，尽管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思维过于强

大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许春樵的《下一站不下》

却仍然是一部思想艺术上有着诸多可圈可点处的

优秀长篇小说。其一，是许春樵独有的或可被称为

“一逗到底”的标点符号使用法。其二，第一人称和

第三人称叙事方式的混搭使用。其三，同时也是最

重要的一点，是许春樵对双线交叉并置结构的特别

设定。

无论如何，在《下一站不下》中，作家许春樵通

过双线艺术结构的巧妙设定，一方面相对成功地刻

画塑造出了如同宋怀良和吴佩琳这样具有相当人

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也极其形象生动地描

摹展示出了一幅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改革开放时

代的创业史和情感史，从根本上实现了对情感纠葛

和吊诡命运的双重思考与诘问，的确称得上是一部

具有上佳思想品质的优秀长篇小说文本。

许春樵善于使用比喻，以明喻、隐喻、借喻、博喻、倒喻、

反喻、缩喻、扩喻、较喻、回喻、曲喻等形式，打开了其故事叙

事的一种“潜在意义空间”……一方面，比喻拓展了许春樵的

“叙事意志”，另一方面，比喻又生成了许春樵小说的“视差之

见”。叙事意志的挺拔、视差之见的变换，令许春樵小说在表

层意义的内部，又暗潮涌动，多重意义交织、不同情感交汇、

各类经验碰撞，从而凸显了“现实主义精神史写作”的力量。

现实主义总是表面写故事的正在进行时，事实上，乃是

建立在回溯视野下对已经发生的时间的再故事化。这就形

成了现实主义的双重悖论：现实主义既是对生活的艺术反

映，也是基于对当下的理解作用的一种文化反应。于是，现

实主义就可以把特定时代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人们对现实的

想象和理解，无声无息地植入作品的叙事之中——所以，诸

多作家才会警惕现实主义的“传声筒”问题。

许春樵打破了现实主义的双重悖论，以喻象将叙事人的

处境与故事人的生活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于是，许春樵的小

说没有高高在上的对小人物情感命运的同情，只有无可奈何

的与他们同生共死的感受；没有玩弄语调把玩凄苦故事的文

艺腔，只有一针见血的喻象活现出的一个个静止不动的创伤

时刻；没有基于特定观念和规则的遵命，只有听凭笔下人物

自己走入不可理喻的结局的选择……简言之，许春樵没有把

“现实”作为“主义”来表达，而是把人物作为“自己”来书写；

没有用自己的观察去解释世界，令其更加清澈易懂，令苦难

变成故事，而是用自己繁密延展的喻象，令这个世界更加意

义多向、悖论丛生、杂念四起和百感交集，最终令故事变成一

个时代的人们内在境遇和生命困境的精神寓言。

事实上，“喻象生成”乃是许春樵小说独具一格的叙事特

色，更是其以“喻象”打造“寓意”，形成叙事语言的多义性向

多异性转换的关键。如果抽去许春樵小说的各类喻象，许春

樵小说就只是干巴巴的婚姻危机、道德困境、底层挣扎，只能

是被不同作家写过的资本霸凌、权力宰制或欲望悖论。只有

细细读许春樵的叙事语言，品味、反思和阐释其喻象使用和

语义转换所体现出来的叙事意志与视差之见，才能看到他小

说里那些与叙事人一起呼吸艰涩的挣命的人生，以及他们的

被时代修改的精神状态。

显然，我们由此可以把许春樵的小说看作是一种基于活

态叙事的现实主义写作。当叙事人以比喻入侵所叙述的人

物故事的时候，也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生存状况的概括性把

握，完成了对无数小人物生活“杂念”的“总体性表达”。简言

之，许春樵小说是当代众多文学书写中极为可贵和难能可贵

的“虎跃”（Tiger Leap）性叙事的小说，是从鸡零狗碎的市井

人生中对这个时代的总体精神状况进行概括和抽象的精神

史佳作。

也基于此认知，我认为，《原谅我红尘颠倒》《高兴》《酒

楼》《望春风》正是二十世纪“四大精神史写作”。

来安县“时代风尚”文艺
志愿服务走进来安五中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首
个县级卷《安徽明光卷》
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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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春樵小说创作暨新时代
文学评论研讨会在滁举行

喻象世界与现实主义
的当代精神史写作
——论许春樵小说叙事语言
的多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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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

▲研讨会现场。（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供图）

许春樵作品概览

副 刊副 刊□本版责编：陈姝妤 □版式：魏 星 □校对：邢 颖
□电子信箱：czrbxjzk@126.com

书

苑

滁

风

文 化 动 态

研讨会发言摘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