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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乡土社
会的嬗变，乡土几乎是每个中
国人的精神家园。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来涌现出一大批优
秀乡土文学作家和优秀乡土
小说作品，承前启后，反映了
鼎盛乡土文化时期社会万象
和剧烈变革时代文明进程，独
具时代魅力。

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民出版
社，中原农民出版社组成阵容强
大的编辑主创团队，邀请鲁、陕、
豫三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
张炜、贾平凹、李佩甫担任顾问
和纲目总审，包括河南文学界众

多领军人物在内的39位作家学
者组成编委会，经过了为期三年
的组织、精选、编辑出版工作打
造出这套大系。主编郑电波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标
记，中国刚刚过去的这个非凡时
代的文化标记就是乡土小说，它
就是历史上的唐诗、宋词。”该大
系涉及全国 233 名实力派作家
435篇乡土小说优秀作品，按照
编年体方式汇集而成1600万字
以上规模的宏大文集。力求精
益求精，追求完善，使大系能够
反映新时期乡土中、短篇小说的
整体面貌和最高成就。

汇集全国233位实力派作家的名篇
36卷《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郑州首发

贾平凹：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宝藏

昨天，由中原农民出版社
出版的36卷《中国乡土
小说名作大系》精装版在
郑州首发。著名作家、陕
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专
程出席首发式，并和著名
作家、河南省作协主席李
佩甫一起围绕乡土中国
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乡土文化对话。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
系》是迄今为止国内最
大规模最系统的乡土小
说集成，是一部中国乡
土文化气势恢宏的全景
式巨幅时代画卷。它的
顺利出版发行，被贾平
凹称作“当今中国文化
界一个大事件”。著名
作家张炜评价说：“《中
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占据了这个时代文学艺
术、社会价值及出版价
值的制高点，它是河南
出版界的骄傲。”著名作
家李佩甫指出：“这套大
系具有很重要的文化积
累和传承价值，它宏大
的规模、完整的体系及
文学价值，一定会载入
文学史册。中原农民出
版社会因出版这套书而
声名远播，其社会功德
无量。”
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王世瑾 文/图

从 西 安 到 郑 州 ，为 赶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首发这样一个活动，自称平
时不爱出门的贾平凹先生，
作为这套书的顾问之一，专
程开车过来捧场。在中原
图书大厦首发式现场，面对
热情的读者与媒体记者，他
说：“这次是我见记者最多
的一次……”

在两位文坛大腕的乡土

文化对话中，李佩甫这样评
价贾平凹：“能写出好作品的
作家都是‘大地主’，即他们
都有自己特定的写作地域，
背后都有支撑自己写作的一
片‘领土’，贾平凹就是这样
的作家，他写商洛土地的作
品，等于在自己的‘领土’上
挖了一口深井。他既是中国
文学代表人物，也是乡土文
学的领军人物。”

“上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
作家，要么是农村出身，要么
大部分从乡村出来，这一代
对乡土生活了解和熟悉，只
能写乡土，形成这种‘乡土品
种’。现在这批作家都老了，
年龄都在 60 多岁，完成了自
己的写作使命。”

乡土文学终有一天会消
失的，消失过程也不是一天
两天、一年两年的事，贾平凹
并不认为乡土文学很快就会

消失，因为中国有它的复杂
性：“现在的社会处于大转型
时期，中国在走城市化道路，
但中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
主的大国，改革开放后，城乡
距离拉大，虽然沿海地区农
村慢慢在消失，但在更多地
方还保留着农村的面貌。所
以，乡土文学消失要有一个
过程。至于以后的文学是个
什么样子，年轻作家说了
算。”

“现在不仅是城市年轻
人，就连农村年轻人也不喜
欢读乡土文学。社会转型的
时期，大家追求很新奇的东
西，兴趣不在这上面可以理
解。”贾平凹说，“每一个时代
都有其标志性的文学特色，
像上世纪 50 年代的作家对
乡村小说比较了解与熟悉，
那他们就会写那个时期的乡
村故事，而如今新一代年轻
人也有自己的关注点，这个
是不能强求的。”但通过对乡

土文学的阅读，可以使年轻
人了解到父辈是如何走过来
的。

“在中国，你想真正了解
这个社会，获得一些更深层
的东西，就去看一看乡土小
说。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一
样，那里有丰富的宝藏。现
在它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
就像庙堂或者说茶室一样，
有闲时可以去坐一坐，静一
静，慢慢品味它。”贾平凹如
此阐释。

一提到贾平凹，就会让人想
到《废都》。如今，像《平凡的世
界》《白鹿原》这样的文学作品很
多都被拍成电影、电视剧，网上
也流传着《废都》可能要拍电视
剧，对此贾平凹表示：“影视对作
品的影响特别巨大，但文学作品
和影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形式。我的长篇版权差不多都

被买走了，但我的作品难以走上
影视，有种种原因，或因故事性
不是很强，或找不到好的编剧和
好的导演。”

贾平凹强调，如果能拍自
然很好，但不会强求。作家就
是把作品写好，拍片子是影视
艺术家去做的事情，不能期待
这些东西。

影视对作品的影响特别大，但不能期待这些东西

有人提问，作文与写作是否
有明显的区别？他打趣道：“当年
我给我孩子辅导的作文，老师却
给了低分。作文与文学创作是两
码事。以前我们写作文都要有中
心大意、起承转合，句子中多用成
语。而搞创作就是要把成语还
原，把‘牛肉’还原成‘牛’。”

商洛是贾平凹的故乡，几十
年里他的生活和写作从没与商
洛疏远和隔断过。年轻时一心
逃出商洛，到城里发展。到城里
写作以后，心灵反而与故乡靠得
更近，在创作中拥有这么一块宝
地。而对于整个中国，他也每年

都在默默地进行采风和考察，贾
平凹说：“我每年都要到北上广，
看看咱们中国最时髦的生活是
什么样子，再到西北偏远地区走
走看看，这样子抓两头，就知道
中国社会的大致情况，也就有源
源不断的东西可以写，可以准确
地来表达现实问题。”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也未
免心生忧患，“都市里看上去一
切都那么光彩，但到偏远农村看
看，又是那么凋敝。现在提倡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很鼓舞人，
可是大家都走了，新农村由谁来
建设呢？”

搞创作就是要把“牛肉”还原成“牛”

自 1982 年以来，贾平凹著
作等身，如此旺盛的创作力让不
少作家和读者惊叹，他表示：“首
先要时时关注社会，不能和人民
脱离，这样才能保证有新鲜素
材，和社会共同前进。”

当谈到 2015 年最受关注的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贾平凹的

《古炉》《老生》已经入围，对此
有什么期待时，贾平凹笑言，记
者问的都是敏感问题，“作品进
去之后，作家就没事了。结果
如何，就看作品自己了。像自
己的孩子，出门了，自己过得好
不好，是他自己的事情，靠他自
己了。”

评奖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命运如何靠自己

对于这套书的出版，贾平凹给
予高度评价：“这是个伟大的工程，
是出版史上的大事情。虽然不可
能是畅销书，但它的历史价值、文学
价值决定了它必定是常销书。”

“我在路上一直想，为什么
一个省级出版社做了这么大的
事情？河南人喜欢说‘中’，中
州、中原……慢慢地，这种意识

增强了，就下了这个决心，承担
起这么多的意义，令人敬佩。”

谈起河南文学，贾平凹表示：
“对河南文学一直特别喜欢，当年
创作时，李凖的好多作品都看过，
新时期内好多作家都是我的朋
友。河南文学写得大气，生活气
息特别浓厚，不仅是文学，所有艺
术都这样，比如河南豫剧。”

河南文学大气，生活气息特别浓厚

平时不爱出门
这次来郑州见的记者最多

乡土文学消失要有个过程
但还不至于这么快终结

你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
就去看一看乡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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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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