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土中国的家园诗

——阎连科小说的欲望叙事及其精神追求

2023年11月28日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 陈劲松



乡土的逃离与家园的回归

逃离乡土与回归家园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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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引言

写作是面向故乡的精神扎根——这是作家阎连科对自

己逾四十年创作生涯的高度概括。在《寻找精神的故乡》

一文中，阎连科曾这样写道：“作家都有故乡，但作家不

一定都有精神的故乡。精神的故乡，是作品生命的家园。

没有家园的作品，除了一堆文字外，没血、没肉、没呼吸

。这对作家来说，就是对他生命的扼杀和太阳的沦陷。因

此，作家必须有他精神的故乡。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作

品永远透出一种属于作家自己的精神，使他的作品能够多

活一些时日，使作家的灵魂离开他的躯体时有一歇息之地

。”在找寻过程中，阎连科主要通过“逃离与回归”这一

对立性欲望叙述母题，试图为自己、为故乡，进而为乡土

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完成一首大写的“家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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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土的逃离与家园的回归

逃离乡村，奔赴城市，成了阎连科那一代乡村

知识青年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写作带来的成功，让

他终于逃离了充满苦难与贫穷的耙耧山区。然而，

肉身的逃离，终究难抵精神上对于故土的那一份难

舍之情，这种情愫深深影响了阎连科的小说创作。

从《两程故里》《年月日》《瑶沟人的梦》《金莲

你好》等作品不难看出，逃离土地成了阎连科小说

关于欲望叙述的一个重要维度。



二、乡土的逃离与家园的回归

为了逃离故土，耙耧山人常常需要付出难以想

象的惨痛代价甚至人格屈辱。置身其中的阎连科，

显然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在选择了逃离故土后，

又频频在小说中回望故土，如《和平战》《中士还

乡》等作品。耙耧山脉作为生养阎连科的故土家园，

和他最初的生命旅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

回归家园，就成了耙耧山人和阎连科在逃离故土后

面临的精神选择。



二、乡土的逃离与家园的回归

20世纪以来，“精神还乡”几乎成了一个郁结

在所有乡土作家心中难以消逝的情结。回顾阎连科

的绝大部分作品，似乎都难以逃脱“出走与回归”

这一亘古不变的主题。耙耧山区是阎连科生命的家

园和精神的炼狱，同时交织着作家的爱恨情仇。

不过，与其他作家重在精神层面审美地重塑乡

村有着显著差异的是，阎连科重在物质层面“审丑”

地直面乡村。这是他的最大特点，或许也是其局限

所在。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乡村世界中形形色色、错

综复杂的畸形权力形态的描写上，虽然带有一定的

批判精神，但还停留于人性表层，尚需进一步深入。



3 逃离乡土与回归家园的悖论



三、逃离乡土与回归家园的悖论

几乎每一个写过乡土小说的中国当代作家，都难以

逃离某种情感的双重性：

与故土千丝万缕的联结，让他们在现代文明对故土

的席卷中，痛悼风土人情的沦陷和传统伦理的破败，因

而常常带着“乡下人”眼光和情感，去拥抱故土；另一

方面，作为现代型知识分子，经过现代文明的熏陶以后，

他们往往又秉持新人文主义观念，常以“城里人”的眼

光，去省察故土斑驳静谧的生活状态和传统的国民心理。

这种双重文化心态，让阎连科的创作充满了现实与

理想、逃离与回归、批判与认同的对立统一和巨大张力。



三、逃离乡土与回归家园的悖论

《受活》《年月日》《生死晶黄》《风雅颂》

等作品，都充斥着这样一种悖论：城市无法融入，

故土又回不去。

逃离与回归，犹如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深

深困扰着阎连科。回不去的他，能做的只有“用

一个想象的、虚构的东西来抵达内心和灵魂”，

进而抵达乡土中国。



4 结语



四、结语

作为一个“乡土的歌哭与守望”者，阎连科对于故土

及其乡村文化，“既怀恋又诅咒、既眷念又反叛”，早期

强烈渴望逃离，而一旦在时空上完成“逃离”之后，现代

都市中漂泊无依的际遇，又让他不得不在感情上强烈渴望

皈依，将故土“当成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祭在心灵的一隅

，藉以来对抗物化进程中的压抑与困惑”。悖论的结果，

让阎连科始终以对城市与现代文明的抵触姿态，仰仗着故

土，构筑属于自己完整而独立的“耙耧”世界，将自己深

深融入“耙耧山区”的同时，建构起自己的精神家园。正

是在这里，他一方面呈现并剖析横亘于人类生存面前形形

色色的欲望，另一方面拷问且拯救人类和自己的灵魂。逃

离与回归，也就此成为阎连科欲望叙述的两个维度，以及

他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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