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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與「廟堂」：湖湘文化的歷史吊詭

⊙ 劉緒義

 

一

「提起千斤，放落四兩。」

用這句民諺來指涉一個文化的話題，實實在在有感於當今文化研究方面的混沌。作為一種區

域文化的湖湘文化更是當下人們津津樂道掛在嘴邊的一塊口香糖，耳目所及，官也好商也

好，似乎誰都可以對湖湘文化道出個一二三來，然而真正意義上的湖湘文化卻缺少深入的探

究。

從區域文化的視角對現當代文學進行觀照，無疑受到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史家泰納（Turner）

的影響，他提出的種族、時代與地理環境是決定文學的三個要素，三要素說中的「地理環

境」要素最引人矚目，人們通過文學的地域性來考察文學，發現並揭示出文學的發展規律，

「反過來，也將加深人們對不同區域文化特質的理解。」1

1996年出版的《區域文化與當代小說》，便是這一研究領域上的一個重大收獲，田中陽先生

第一次從區域文化的視角對中國當代小說進行了系統而全面的審視，2000年9月，我再次讀到

了《湖湘文化精神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岳麓書社），這本書的出現，既是四年前的延

伸，又是一種新的開拓。但我以為，在文學這一層面，這本書的意義不如前一本書，但在區

域文化的層面上，這本書又遠遠超過了那一本。

在《湖湘文化精神與二十世紀湖南文學》（以下簡稱《湖湘》）這本書裏，作者正是通過對

二十世紀湖南文學的「百年反思」，「穿透百年湖南文學的紛繁表象」，來尋找其發展演變

的文化之根──即湖湘文化精神。無疑，這確實是第一部探究湖南文學百年興衰之源的書。

二十世紀湖南文學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它作為一個僅次於江浙文學的

「文學板塊」，吸引著人們向往的目光。「從世紀伊始被稱為『革命黨之大文豪』的陳天

華」始，「至世紀末被公認為『官場現實主義』代表作家的王躍文」止，歐陽予倩、成仿

吾、田漢、丁玲、葉紫、沈從文、朱湘、周立波、康濯、周揚、莫應豐、古華、韓少功、殘

雪、唐浩明、何立偉等等，再有一個不可不提的就是毛澤東。他們的創作走向雖然各不相

同，但其精神根源卻同出一源。《湖湘》一書便是在回溯百年湖南文學長河的歷程中，通過

對上述作家作品的解讀，對湖南文學百年盛衰的潛因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既肯定了湖湘文化

精神的優點，同時最令人關注的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它的弊病，給人以振聾發聵之感。

田中陽在這本書裏所做的，首先是廓清「湖湘文化精神」的內在本質。他指出：「對湖湘文

化的承載主體來說，伏潛在他們的生命行程中的、使他們表現出一種共同的文化品性的所謂

『湖湘文化』，亦主要是指一種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表現為一種人生價值取向，具體地



說，就是以政治作為人生的第一要義，以經世致用作為治學和立身處世的基本原則。我以為

這是承傳至今的以儒學為正宗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特質。」2這一點，我們可

以從百年湖南文學長河得到印證，這種精神特質和價值觀在二十世紀湖南作家中表現為「政

治──文學」和「文學──政治」兩種創作心理定勢。田中陽所做的便是進一步從這二定勢

出發，剖析湖湘文化精神對湖南文學的規約。儘管二者有不同之處，前者出於作家對政治的

天生迷戀和主動逢迎，其創作的內在驅動力和實際目標都是現實政治；其代表作家是周立

波、田漢。後者表面上的創作行為仿佛是對政治採取一種刻意規避、超脫的態度，其代表人

物是沈從文、韓少功。但究其實質都是「以政治為人生第一要義、以經世致用為原則」的湖

湘文化傳統基因在起作用。這種研究都是發前人所未發，見前人所未見的。無疑具有開創性

的意義。但這並不是田中陽在該書裏的精神旨歸。我以為，他的最後指向卻是針對現實和當

下的。甚至可以說是對二十一世紀湖南文學的出路的一種屈原式的焦慮。既然是反思百年湖

南文學的興衰，既然是以探源為初衷，我們就不能忽略它的另一面，那就是「衰」和

「流」。20世紀湖南文學有其風光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從90年代後期以來，湖南文學正一步

步走向衰微，過去人們樂於提起的「文壇湘軍」氣象不再，甚至有些人不願再提起這一概

念，「文壇湘軍」在經歷市場經濟的洗禮後已經潰不成軍了。二十一世紀的湖南文學向何處

去？這才是田中陽所憂慮的。所以，作者的研究目的不在於為湖南文學為湖湘文化精神歌功

頌德，而是直指它的流弊。湖湘文化將政治作為人生的第一要義，人生價值取向單元化，在

將政治作為社會運作終極目標的同時，便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對自主型、開放型現代人格建構

的忽略乃至輕視。而隨著政治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悄然退居幕後的時代大勢之下，湖湘文化

面臨著重要危機，要麼堅持政治這一「第一要義」，要麼就任其自生自滅。田中陽一針見血

地指出：「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對自我主體意識的呼喚成為文化轉型的根本標誌。」很明

顯，這種政治本位思想，已落後於時代，湖湘文化退出時代中心舞台、走向萎縮也就成為歷

史的必然。「湖湘文化的輝煌雖然使湖南人產生了以天下為己任、敢為天下先的擔戴精神，

但同時產生了一種捨我其誰、非我莫屬的自大的病態人格」。眾所周知，湖湘文化的產生和

發展百年來，所依憑的正是一個特定的時代和區域性因素，在過去，人們也許只注意到了湖

湘文化的優質表徵，而忽視了某些不足以引人注意的負面效應。田中陽先生卻從湖湘文化發

展的世界性和現代性趨勢中發現了這一文化精神的不足，即滯後性和局限性。其局限性表現

在舍我其誰、夜郎自大的病態人格和虛驕之氣。其滯後性表現在今天最為明顯，「今日之湖

南，動輒自號『湘軍』，諸如文壇湘軍、出版湘軍、電視湘軍等等便可堪為明證」。與此同

時「湖南人的思維方式也多表現出封閉性、靜止性」的特點。此外在處世和治學上更多的表

現出負面效應：諸如「急功近利、急於求成心理，學風浮躁」。筆者感其思維之冷靜、胸懷

之海量，態度之坦然。

二

探求湖湘文化之源，反思湖南文學之弊，在央央湖南，似乎並沒有因為田中陽先生這本書而

出現新的氣象。這進一步說明田中陽的焦慮是有遠見的。20世紀湖南作家所經歷的「往往都

是悲劇性的人生，這種悲劇是政治的悲劇、歷史的悲劇，更是其蹴而不就的深層文化心理和

傳統性格的悲劇」3，對這種悲劇的理解，正是人們不願直面的現實。

田中陽所界定的湖湘文化是從狹義的角度出發的，「它特指近世湖湘文化，即濫觴於南宋時

期，由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集其大成，影響湖南乃至中國數百年歷史進和的區域性文

化思想流派」。這同大多數湖湘學者的視角是相符的。這可以說是湖湘文化的近源，具體地



講是湖湘學派。它的一個遠源便是廣義的湖湘文化，目前普遍認為廣義的湖湘文化，濫觴於

先秦，是周代楚文化之一支。但是研究者在對待這段廣義的湖湘文化似乎並不太在意。這也

正如田中陽所說的：「我以為還是沒有將『湖湘文化』的獨特性說清楚，……這裏存在的一

個矛盾是，你越想說清楚『湖湘文化』的特點，它似乎就越沒有了特點，你越想說明『湖湘

文化』是一個真實的存在，似乎它就越不存在。」

那麼觀照一下廣義的湖湘文化應該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認識湖湘文化之源。而二千五百多年

的湖湘文化是何等紛繁何等複雜，這是在一篇文章裏說不清的。這裏我認為不妨學一學余秋

雨。將複雜的話題簡單化，是余秋雨的一大「法寶」──儘管這一「法寶」筆者自己也不以

為然。

按照余氏的「歷史邏輯簡單化」方法，我不妨這麼認為，縱觀二千五百多年的湖湘文化，它

的發展、改造似乎經歷了一個「從江湖到廟堂，再從廟堂回歸江湖」的大輪迴。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的「岳陽樓精神」一直以來被人們認為是湖湘文化精神的一種寫照。回到先秦，探溯湖湘文

化，一言以蔽之，其時的「湖湘文化」──如果能夠這麼稱呼的話，實際上正如余秋雨所說

的是一種「貶官文化」。屈原是貶、屈誼是貶，此二人被公認為與湖湘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

淵源：這是第一波；歷史的小舟駛向大歷四年，也就是公元769年，湘江之上駛來了一只孤零

零的木船，向潭州開來，這是一只很不起眼的破船，比起潭州水域任何一只畫舫和游船都遜

色得多，船上的人也是一幅老病衰弱的窮儒模樣，那褐冠那長袍那書卷都早已在風雨飄搖之

中破爛不堪了。再也找不到比「落魄」二字更好的形容詞了。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唐代大詩

聖杜甫。然而，屈原沉江、賈生愁絕，儲生斷書，這些凄涼的人事，能給他帶來甚麼好心情

嗎？在湖湘大地漂泊了一年之久的老人，不得不尋生退路，但是「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

岸」，不得不病死在洞庭湖上。公元805年前後，老杜的孤舟和尸骨尚在洞庭湖上漂泊，一批

文人先後漂泊到了湖湘，他們有宋之問、孟浩然、張九齡、張說、劉禹錫，更有自稱「退之

先生」的文壇領袖韓愈緊跟著被「貶退」到了湖南。「湘風楚雨總關情」之情，牽繫著一代

知識分子的憂患情懷。另一位文壇領袖柳宗元也開始了「瀟湘十載苦淹留」。從禮部員外郎

到永州司馬……這一切，都看到范仲淹的眼裏心裏，1046年他倡導改革被貶，應邀為好友滕

子京寫《岳陽樓記》，趁機借湖寫樓，借樓抒懷，把這一切都濃縮成一句千古名句。「於

是，浩淼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騷客胸襟的替身」4在漢語詞匯裏，瀟湘便這樣成了一個

「漂流島」。是的，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誰被貶到北京、上海去的，不知道這是湖湘大地

之幸還是不幸？無論是先秦時的湖南，還是唐宋時期的湖南，都只是文人眼裏的「江湖」。

湖湘文化不啻於一種「江湖文化」。在這裏余秋雨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胸襟大了，洞

庭湖小了。」

且不說這些長期或暫時流放、貶謫、漂泊、寫作於此的作家，是否都該被接納在「湖南文學

史」之中5。這個問題可待繼續探討。但湖湘文化肇始於屈莊，這是毫無疑問的。先秦時期的

楚文化的核心便是屈莊，它和中原文化可謂當時二大文化系統，分別代表黃河文化和長江文

化，而且二者之間的差別是很明顯的。長江的詭奇造就了楚文化的浪漫傳統。洞庭湖的宏闊

蓄積著楚文化的「勢能」。從地理方面來看，湖湘文化的早期便具有「江湖」文化的特質。

「一方山水養一方人」，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山水對文化對文人的影響是深層的，它可以

侵入人的骨質，沉積成「基因」潛伏下來。生活在北國草原與生長在南方江湖的人的基因斷

斷是不同的。當然，任何一種文化它都可能發生變化，比如江浙文化，早期的江浙文化是尚



武的，他們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面對浩淼的大海，要生存，不尚武是無法生存的，早

期的上海也是如此；但後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文化中心的南移、發展，江浙文化開始

趨於「秀氣」，「奶油小生」成了人們對江浙人的一種印象。但人的基因並不因此而根本改

變，這就不難想像為甚麼在清兵南下之際，恰恰是江浙人反抗最強烈的原因了。

和中原文化的「穩重」相比，湖湘文化的這種浪漫氣質恰恰正是江湖文化的表現。多數學者

都發現了一個現象，「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譚其驤

《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而近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見史傳，湖南文學並不發達。但

少有人去研究其中的原因何在。究其原因，簡單地說，實際上就是在近代以前，統治中國的

文化不是莊子的「江湖文化」，而是「廟堂文化」，以韓非為代表的廟堂文化，其時，「江

湖文化」無力無心與廟堂文化抗衡。這與近代中國社會歷史是一致的。近代以前，國中相對

穩定，沒有出現重大的社會轉型。而江湖文化的溫床只適合於先秦那種「百家爭鳴」的社會

土壤。湖南文學的每一步發展，都足以印證。魏晉以前的湖南文學遠遠落後於中原和東南地

區，「顯得非常冷清，沉寂」，直到魏晉（有點類似先秦），才出現了劉巴、蔣琬、陰鏗等

湖南本土作家，到唐代又開始「步履艱難」，如果沒有一批流寓湖南的作家文人，也就難以

想像明清時期的湖南文學會是甚麼樣。

湖湘文化的發展都是借助於外力的結果。每當社會出現動蕩，特別是異族的「進入」，就會

激起湖湘文化的爆發力。在宋元時期，湖湘文化得到了一次發展的良機，張齪、朱熹等人在

岳麓書院傳播薪火，開了湖湘學派的先河，張齪的父親就是一位將軍，在抗擊異族的侵入方

面做出了成績，張齪的「薪火」來自於其父。近代第一次外族侵入是在清，出現了以王夫之

為代表的湖湘學人；第二次是在1840年左右，這一次是真正的異族侵入，而且是來自於遙遠

的西方，此時就出現了陶澍、魏源、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接下來，更有譚嗣同、陳

天華、郭嵩燾等輩。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東洋日本鬼子的入侵，湖湘文化的傑

出代表毛主席就應運而出……這每一步的發展，湖湘文化的精英們舉起的「薪火」無一不是

「經世致用」或「經邦濟世」，無一不是心憂天下，心懷蒼生。與「經世致用」差不多同義

的便是江湖中人常說的「替天行道」。這些時期的湖南文學，在田中陽的《二十世紀湖湘文

化與湖南文學》一書中有更充分的闡述，這裏就不必重覆。正如湖湘文化總是處於時代急潮

中爆發，在大轉折時期發展一樣，湖南文學也是借助於時代急潮推進，在大轉折中求發展

了。

三

我以為，承認這種「江湖文化」，對於理解湖湘文化何以「視政治為人生第一要義」，對於

認識湖南文學價值取向的單元化無疑有著重要意義。這種由「貶官」（或處於中下層的官

吏）加「文人」為主體構成的「江湖文化」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民間」文化，「民間」是

作為與主流或正統的主要是文化層面上的對立面而言的，而「江湖」則和「廟堂」相對，是

社會政治層面上的對立，這種對立隨時可以轉化；也不能混同於一般的「游民」文化。它具

有一般的「江湖俠義」的特點，也高於一般的「民間」意義，這種「江湖文化」注定了它規

約著湖南文學缺乏「向下看」的精神，即韓少功的感受：「作家眼觀四路耳聽八方，但最重

要的一點是要從底層看，看最多數人的基本生存狀態」，「人可以向上看，但如果所有的人

在所有的時候都向上看，這就與我們整個人類文明的精神背道而馳。不管是宗教，還是哲

學、文學，從來都離不開一種悲世情懷，都需要向下看，看到弱者的生存」6。它的最終旨歸



必然是「向上看」，所謂「經邦濟世」，它的前提就是需要某個政治平台，所謂「貨與帝王

家」，沒有一個合適的平台，空談「經邦濟世」是毫無意義的。那麼這樣一種「江湖文

化」，就建立在社會底層與「廟堂」之間，處於聯結「上下」的媒介，從歷史上來看，這種

文化確實起到過一定的積極意義。但隨著「政治」淡出，市場經濟躍居前台，它在過去那種

舉足輕重的地位就明顯地受到了挑戰。

儘管上述「貶官」們一個個升調離開湖南，「江湖文化」也就為人們所淡忘了。但是他們留

下的這種「江湖文化」卻給了湖湘文化的發展以不可抹掉的滋養。那種「先憂後樂」的精

神，也不管南宋以後至明清時期的思想家如王夫之們如何改造，也沒有改掉。正如田中陽所

說的：「近世湖湘文化完全排除了先秦楚文化、楚文學中老莊清靜無為、厭世避世的思想，

而繼承和光大了屈原經邦濟世的入世精神，以理想改造現實的頑強鬥爭精神和無私無畏的獻

身精神。」

田中陽所說的「近世」便是指以魏源、曾國藩、譚嗣同、黃興、蔡鍔、章士釗、毛澤東時

期。這一時期的湖湘文化被認為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巔峰。實質上也是湖湘文化經過一些思想

家理論上的改造和總結之後，由「江湖文化」正式向「廟堂文化」過渡和發展。到了延安時

期的解放區文壇幾乎成了湘籍作家的一統天下。而沈從文在建國後在文壇的「消失」則從反

面說明他的「鄉下人」姿態的「不合時宜」。湖湘文化至毛澤東時代發展到了一幅繁榮景

象。這是因為「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

的新思潮業己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7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不如說湖湘文化出了個

毛澤東更貼切些。毛澤東的思想裏有多少湖湘文化的血脈，我想這不用我多說。田中陽在

《湖湘》一書裏單列一章，以「毛澤東：一個研究的特例」為題作出了詳盡的闡述。這裏特

別值得指出的是，田中陽第一次指出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的核心靈魂和精髓就是「經世致

用」。而這一思想之所以能在全國範圍內形成統一的思想，還在於毛澤東善於借助「外

力」，即與馬克思主義掛起來。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更有對「湖

湘文化」的一種扭轉，他提出的「二為方針」即「文藝為群眾」、「如何為群眾」，則更是

看到湖湘文化的「江湖特質」，第一次將眼光「向下看」了。而這一點是近十年來，整個中

國文學界的一個缺失。

我們還可以看到，「近世」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黃興、蔡鍔、毛澤東等

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尚武」。曾國藩自不用說了，他首創的「湘軍」人所共知；

黃興和蔡鍔是民國時期軍事上的風雲人物；「韶山毛氏家族的最大特點是具有從軍打仗的傳

統，尚武精神十分突出。其始祖毛太華便是『以軍功拔入楚省』。……特別是近代湘軍的興

起，更把家族的尚武精神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8。「尚武」其實並不是中國傳統「廟堂」文

化的特色，「尚武」正是江湖文化「俠義」的體現。這在中國武俠小說中也可看出來。而在

武俠小說中，湖南的平江不肖生更是一位先行者。湖南文學史忽略了這樣一位人物是非常遺

憾的。在一般老百姓眼裏，「尚武」和「崇文」都是貧民子弟晉身的出路。以文晉身和以武

晉身，都是從「江湖」走向「廟堂」的捷經。以文晉身畢竟機會太小，所花費的成本也很

大。歷史上歷次農民起義都說明了這一點。毛澤東也不是以文晉身的。他卓越的軍事才能使

得他在複雜的多次黨內鬥爭中脫穎而出。當然這不能否認毛澤東的文藝（文化）思想在現代

中國的影響。田中陽說：「從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對全國的文藝發展所具有的全局性的指導作

用來看，毛澤東又絕不是『湖南』、『湖湘』所能框定得了的。」這樣，作為湖湘文化的優

秀代表，便從「湖南」走向了「全國」，從「江湖」走向了「廟堂」。「政治」依然是解讀

這一變化的關鍵詞。這也是一般文學史上無論是《現代文學三十年》，還是各種版本的「當



代文學史」都沒有作為作家的毛澤東的身影的原因所在。

至於毛澤東時代的湖湘文化，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湖湘文化了。本文不準備討論。這裏值

得探究的是毛澤東之後，湖湘文化的發展和變化。說起這裏的發展變化倒是「別有一番滋味

在心頭」。由於市場經濟是在中國根深蒂固的計劃體制基礎上破殼而出的──儘管是那麼艱

難，以往毛澤東時代「人」的價值被政治倫理價值所緊緊涵蓋著的文化格局開始打破，失去

了「政治」層面的湖湘文化一直處於一種被動、尷尬的局面，許多人開始迷失。儘管在二十

世紀80年代，湖湘文化（學）突然又有了種浮光返照式的輝煌，出現了引人矚目的「文壇湘

軍」現象，但究其實只不過是一種「大轉折」式的特定歷史背景下，借助了湖湘文化的餘勢

和「文學──政治」這一思維慣性的作用的結果，而不是自身覺醒的表現。失落了毛澤東時

代的「廟堂」地位的湖湘文化（而且失去了地理意義上的「江湖」含義，長江與洞庭湖在全

球化的大潮下變成地球村中的一個內陸，既無沿海也無西部的優勢了）在文學領域裏又試圖

重新回歸江湖，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值得當代湖南作家認真反思。

如今且不說「文壇湘軍」死的死，散的散，就是那些健在的，還有多少人能扛起「湘軍」這

杆大纛。唐浩明、王躍文是近年來異軍突起的湖南作家，但是也暴露出了他們的某些局限，

唐浩明自寫出《曾國藩》之後，又接連出版了《楊度》、《張之洞》。如果說《曾國藩》是

當代湖湘文化氣度的一個標杆的話，那麼《張之洞》則發生了明顯的轉變。作者試圖以正史

之筆，來唱響一曲廟堂之音。既想「出世」又想「入世」的心理困惑在唐浩明身上表現得更

為明顯。這也是《張之洞》一書中的主人公沒有新意，失去了當年《曾國藩》那樣的「轟動

效應」的原因所在。很明顯，後兩部再也無法重續往日輝煌，就連《曾國藩》人們也看出其

文學性的嚴重不足，他最拿手的文化資源也行將告罄，最後不得不於年前宣布封筆；王躍文

的「官場小說」在老百姓中間份量足夠，但在「主流」方面並未得到公開認同。直接因素還

是他的「江湖」立場，所以往往得罪於「廟堂」。

王躍文筆下的「官場」也很有武俠小說中的「江湖」味道，不管是《國畫》中的主人公們，

還是《梅次故事》中的朱懷鏡都流露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無奈。他是一位有才華的

作家，但也有如張頤武所說的「想象力」的局限。「想像力」應該是湖湘文化的長處，屈莊

的浪漫傳統最輝煌之處也在於其想像力的奇特，但似乎除了偉人毛澤東外，湖湘作家中少有

能與屈莊相媲美的人物，這不能不說有點遺憾。而且從新出版的《梅次故事》來看，小說似

乎有一種對《國畫》的修正，似乎想勉強去接近「廟堂」，迎逢「主流」，這很容易喪失

「王躍文」。至於人們多年來對湖南整體作家有這麼一個不便明說的印象，那就是湖南作家

中有像韓少功這樣既有學養又有思想的作家太少了；相反，工人作家、農民作家較多，這些

自學成才者可能輝煌一時但畢竟缺乏後勁，他們有著政治的敏感，而欠缺對湖湘文化精神的

把握。

韓少功、殘雪可能是湖南作家中的常青樹，但韓少功自從「離去」以後，一直游離在「湘

軍」之外，再加上一場《馬橋》官司，在經歷這場爭奪話語權的「鬥爭」後，韓少功多少有

點心灰意懶了。《馬橋詞典》是一部近十年來不可多得的好小說，是對「江湖文化」的一種

最好注解。在這部小說中，韓少功試圖以純民間的立場來觀照文化底層中人的生存。但可惜

的是就是湖南理論界也沒有幾個人去認真研究它，這不能不說是湖南文藝理論界的一個重大

缺失。在二十世紀最後一年裏，韓少功悄然「棄官歸來」，「隱居」在他當年插隊的汩羅，

這一事件本身就意義非同尋常，可以說是他徹底從「江湖」歸隱到「民間」的標誌，是他

「向下看」的一大轉折。但這並沒有引起湖南文藝界的重視。



閻真無疑是繼韓少功之後湖南文壇上出現的一個既有理論根底又有銳氣的「學者型小說

家」，一部《曾在天涯》一炮打響，再一部《滄浪之水》足可以奠定他在中國文壇上的地

位，這部小說的得失是很明顯的。小說無疑是著眼於揭示「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的，

選擇的舞台是官場，這和中國傳統社會的知識分子的道路是一致的，主人公池大為步入官場

的原始心態也是出於「替天行道」，有點傳統知識分子的書生意氣在內。小說特別在開頭和

結尾設計了池大為給他父親送葬、給其父親上墳二個場景，以及一本《中國歷代文化名人素

描》的書作為道具，作者無疑是有深意的，提出一個當下知識分子關注的一個重大話題：拋

棄舊文化與建立新文化。池大為看透了廟堂文化的虛偽，也厭倦了江湖文化的功利，但是對

於建立一種甚麼樣的文化卻是十分困惑與無奈的。因此飽受人格的煎熬與靈魂的拷問，小說

在這點上的成功，使得小說一問世就獲得了廣大知識分子的共鳴。池大為的思考其實就是閻

真的思考，池大為的焦慮與困惑也是作家閻真的焦慮與困惑。因此小說的不足也在於閻真對

這個問題思考得太多，試圖一下子在這部小說裏全部倒出來，敘述過於繁密，但是限於一部

小說的容量，有些地方不得不放棄交代，卻顯得缺節，特別是對於池大為的轉變過於匆促，

缺乏依據，這正是由於閻真試圖通過一部小說解決一個問題這種急切心理所至，使得小說有

點類似「問題小說」。這部獲得第二屆「當代」文學獎的小說，（這個獎並沒有甚麼了不

起，特別是拿那部幼稚的《蒙面之城》與之並列，實在是委屈了閻真），也是一部被認為是

「2001年最好的小說」，在湖南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這種「牆裏開外牆外香」的現象，

其實一直以來是湖南文藝界的一個共同特徵，這似乎意味著，在湖南思想界、文藝理論界，

「政治作為湖湘文化的第一要義」並沒有有所改變，政治方面的因素在文學中根深蒂固。尤

其是近幾年來，湖南的文藝理論基本上呈現出明顯的「虛缺」。

這樣看來，當前的湖湘文化或者還在想重溫二十世紀「廟堂」文化的輝煌，還不甘心從「廟

堂」之高走下來，或者想堅守「江湖文化」，不肯「向下看」，走向民間，走向民生，關注

生命。過去那種政治型的大轉折如今也不大可能重現，多年來，湖湘文化缺乏與中國大文化

的對話，缺乏與其他區域文化的對話，深受湖湘文化精神影響的湖南文學，由於「政治性主

題」的錯亂，基本上無法展開對話。有時候連自言自語都沒能剩下。湖南文學正表現出徘

徊、失落與迷茫。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何去何從，既是湖湘文化面臨的重大課題，更是湖南

文學面臨的一次危機。重新審視湖湘文化，推進湖湘文化的進一步轉型與改革，該是時候

了。等待「外力」的做法是不妥的，它只有自己產生活力，以一種開放的姿態，適應時代的

需要，才可能每天都有朝日熙熙。當然，我們不能指望湖湘文化一下子調適過來，一夜間跟

上現代的腳步，從「江湖」到「廟堂」有多遠，我們今後要走的道路就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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