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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作家的故乡 看文学如何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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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漠河北极
村、毕飞宇的苏北水乡、刘震云的中原延津、莫言的高密东北
乡。日前首播的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跟随六位中国当代
作家回到故乡，寻找他们生命的“原风景”，也让观众感受中国当
代文学版图里的著名风景。

“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我们跟踪记录作家重返故乡
的过程，探究他们如何把生活的故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本片
导演、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说，“我期待观众通
过这部纪录片找到自己的文学故乡，就是我们的精神故乡，就是
诗和远方。”

壹

贰

写完 《满月儿》 的贾平凹陷入茫
然，他发现了自己的“故乡”商洛，
于是沿丹江，下丹凤，走商南，白天
走村串寨，晚上在村民家中写作，从
此走出创作瓶颈。而他最近的长篇小
说《山本》已从商洛扩大到秦岭地区。

阿来曾长时间行走在马尔康大地
上，阅读每一条河流、每一道山谷，
探访18家土司的故事，甚至还见过土
司后人，但他没想到，小说 《尘埃落
定》竟妙手偶得。

让刘震云难忘的是年轻时在延津
玉米地看书的一幕：一位农村姑娘在
河边梳妆，晚霞照亮了河水，也照亮
了姑娘的脸，激发了他写《塔铺》。这
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和文学的起点。

莫言从故乡提取了胶河、石桥、
高粱、红萝卜这些自然地理元素，又
挖掘了茂腔、泥塑、扑灰年画、民间
传说等人文元素，融汇世界文学经验

和艺术想象，创造了高密东北乡这个
热烈浓郁的文学王国。

“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
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
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
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
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莫言说。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
主任张清华指出，每个有成就的作家
身后，都有一个故乡的背影或轮廓，
江南之于鲁迅，北京之于老舍，湘西
之于沈从文，上海之于张爱玲，都有
着独特意义。

“作为直接经验的童年记忆对作家
的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故乡造就了
这些作家独特的气质和生活阅历。”北
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孟繁华说，这
和当下采用间接经验的创作潮流形成
鲜明对比，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
文艺创作方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

2016 年，因有 《我不是潘金莲》
《一句顶一万句》两部由刘震云小说改
编的电影公映，被市场称为“刘震云
年”。当年文艺界的这一现象，也被

《文学的故乡》收录。
事实上，片中这六位作家的作

品 ， 都 曾 被 改 编 为 其 他 艺 术 形 式 。
贾平凹的 《高兴》、阿来的 《尘埃落
定》、毕飞宇的 《青衣》、迟子建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毕飞宇的 《推
拿》、刘震云的 《温故一九四二》、
莫言的 《白狗秋千架》 等被改编为
影视作品，刘震云的 《一句顶一万
句》 被改编为话剧，莫言的 《红高
粱》 更被改编为晋剧、评剧、豫剧、
舞剧。

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张阿利认
为，《文学的故乡》再次展现出文学与
姊妹艺术形式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大
众文化的时代，文学给影视和戏剧以
滋养，影视和戏剧又反哺文学，扩大
其影响力。

而纪录片 《文学的故乡》 本身，
就是一次文学和影视的联姻。作为诗
人和学者的张同道，给了该片别样的
创作视角。

“这部纪录片实际上是在做一种文
化研究，探究为什么这些作家创作了
这样的作品，成了这样的风格。”北京
电影学院副校长胡智锋说，该片呈现
了作家的心理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
同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文学与姊妹艺术的良性互动

对于回故乡的提议，不是每位作
家都有深深的热忱；而一回到故乡，
作家的情感被摄影机真实地记录下来。

因为父亲是被领养的，毕飞宇自
称没有故乡，也不愿回到出生的村
庄。但当他站在出生的杨家小学外，
拼凑起记忆的碎片，突然拍了一下脑
门，“啊”的一声转过头去，长长的静
默后再转回头，擦了擦发红的眼圈
说：“就是这儿。”

因为过度砍伐，故乡曾经历原始
森林消失、泥石流频发的环境恶化，
阿来有十多年不想回家，甚至“恨这
个地方”。但再次坐在梭磨乡的家中，
拉着母亲的手，他泣不成声。

“你经常地回去，它就不是乡愁。

我家乡很美好，但是你让我留在这儿，
我不愿意。”阿来在纪录片中坦言。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
为，中国作家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代表
了中国人的文化根性。改革开放以
后，无数人离开家乡走向远方，这出
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推动着国家
的不断发展。

“正是在这种离乡和返乡、出走和
回望中，故乡不仅是地理的风景和生
活的实体，更是我们生命的根底，饱
含着面向未来的精神力量。”李敬泽
说，“乡愁，是这个急剧变化、不断迁
徙的时代中一种普遍情感，是我们对
共同经历的生活与历史的一份满怀敬
意的回望和珍重。” 据新华社

乡愁是对共同经历的敬意回望

迟子建在白桦林。

叁

我这个高密东北乡，
刚 开 始 写 的 都 是 真 人 真
事、真河真桥，后来有了
想 象 和 虚 构 ， 森 林 、 丘
陵、沙漠、大河、山脉，
什 么 都 有 了 。 高 密 东 北
乡，我是把它当中国来写
的，精神的故乡，文学的
故乡。

——莫言

根要扎在商洛那个地
方，再扩大到整个陕西，
扩 大 到 河 南 、 湖 北 、 山
西、甘肃，周围这一圈。
把这些材料又拿回来，就
像我把前线的东西用车运
回到我老家一样。后来慢
慢 地 扩 大 到 整 个 秦 岭 地
区。

——贾平凹

当我童年在故乡北极
村生活的时候，我认定世
界就北极村那么大；当我
成 年 以 后 ， 到 过 许 多 地
方，见到了更多的人和更
绚丽的风景之后，我回过
头来一想，世界其实还是
那么大，它只是一个小小
的北极村。

——迟子建

直到现在，每年我都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
这样的地域当中行走，跟
这儿的雪山在一起，跟这
儿的山峰在一起，跟河流
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跟
这儿的老百姓在一起，那
么 跟 这 儿 正 在 发 生 的 历
史、跟生活在一起。故乡
是让我们抵达、深入这个
世界的一个途径、一个起
点。

——阿来

从老庄角度来看这个
世界，从这个世界来看老
庄，那是非常不一样的。
从老庄出来的一个作者，
当他走的地方越来越多的
时 候 ， 他 会 深 刻 地 认 识
到 ， 老 庄 就 是 世 界 的 整
体，它对世界有不可磨灭
的伟大贡献，因为他们的
情感跟全世界人的情感是
一样的。

——刘震云

我们这一代所谓的水
乡人，水不仅仅是在湖里
面，水也在我们的身体里
头。

——毕飞宇

关于故乡

刘震云（右）在老家小店修拉链。

莫言（右）回忆儿时推磨。

毕飞宇（左一）在家乡。

贾平凹（右）与刘高兴。

母亲靠着阿来的肩膀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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