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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晓峰教授主编、我院陕西文学研究所诸多学者
共同撰著的 《陕西当代女性文学论》一书即将付梓出版。
翻阅着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由衷地为陕西文学研究所
推出又一部研究力作深感高兴。

陕西文学研究所在我们宝鸡文理学院众多研究所中
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个研究机构。然而，这里却聚集着一
批多年来一直关注、研究陕西文学乃至陕西地域文化的
中青年学者和教师，他们每个人都已经有了为数不少的
研究成果，其中不少论著已在省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陕西文学研究所正是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该研究所成
立后，能够迅速启动，对研究课题统一规划，集中力量
进行科研攻关和学术交流，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在这样一个新搭建的平台上，研究所的同仁们在搞好繁
重的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承担研究课题，以敢为人先
的探索精神，潜心研究，完成了这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学
术专著。这种执著，这种努力，是值得赞佩的。

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陕西地域文学以其厚重、 1



博大的特色而闻名于世。今天，研究中国文学，不能不
关注陕西地域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园地中，陕西地域文
学是一朵奇葩。因为在陕西这片传统文明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的黄土地上，出现了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
李若冰、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杨争光、红
柯、叶广芩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蜚声中外的实力派作家，
因而中国文学的宝库中也就增添了 《创业史》、《保卫延
安》、《新结识的伙伴》、《柴达木手记》、《平凡的世界》、
《白鹿原》、《秦腔》、《最后一个匈奴》、《西去的骑手》、
《采桑子》等光耀文学史册的艺术篇章。多年来，陕西作
家和作品在国内国际屡屡获得大奖，陕西作家们的文学
创作，构成了中国文坛一道壮观而靓丽的风景。也正因
此，陕西就有了 “文学大省”、“文学重镇”之美誉。陕
西文学既是陕西的，又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陕西文
学不但景象壮阔，同时又更显神秘。陕西何以能出现如
此众多的文学大家? 陕西文学与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
有无渊源关系? 陕西文学的特色何在? 长期以来，这些
问题都是关注、热爱陕西文学的人们所期盼了解的，作
为身处陕西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我们有义务、有责任给
出自己的理解与回答。研究陕西地域文学，我们学院既
具有地缘优势，又有人才优势，还有我们长期与陕西当
代作家建立起来的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些条件可谓得天
独厚。近年来，我们已经陆续邀请了著名作家贾平凹、
陈忠实、赵熙、孙见喜等来院讲学和开展学术交流。我
们也邀请了全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曾繁仁，现代2



文学研究家钱理群、张梦阳，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肖
云儒、李建军、李继凯、李西建、李浩、段建军等来学
院进行学术指导和交流，借以推动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
中文系本科学生中毕业论文以陕西文学研究做选题的人
数也在逐年增多，师生中一种研究陕西文学的学术氛围
已基本形成。相信我院的陕西地域文学研究在师生的共
同努力下，在陕西文学研究所的积极推动下，会用不断
推出的新成果来逐渐掀开陕西地域文学神秘面纱的一角。

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学术实力和生命活力的体现。
作为地方高校，我们的科研如何定位，这应该是我院每
一位教育管理者和教师认真思考的问题。我曾在 《发展
地方高校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观
点: “地方高校拥有研究地方问题的天然优势，从地方特
有资源出发，研究开发地方在全国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
科学文化遗产和特有资源，丰富我国的科学文化宝库，
把地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出去，是地方高校科研的基
本任务。”近年来，我们学院的科学研究正是以此来作为
科研定位，并且已经初见成效。学院 “周秦伦理文化与
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省级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与获
批，陕西文学研究所的成立，就是立足陕西历史文化和
陕西的文学现状而作出的科研战略选择。目前，我院的
陕西文学研究已经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我们工
作的开展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陕西文学的研究一定
会大放光彩，开出灿烂的学术之花。
《陕西当代女性文学论》是陕西文学研究所推出的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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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学术专著，也是研究所同仁们学术结晶的展示。按
照计划，研究所还将集中力量陆续推出陕西地域文学研
究丛书多卷本，显然，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雄心勃勃的
学术研究的计划和工程。我衷心祝愿陕西文学研究所能
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阔步向前，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王志刚博士为宝鸡文理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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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历史本体论的一部佳作
———论长篇小说 《青木川》的艺术价值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 是历史实有
论，还是历史虚无论; 历史是当代史，还是当代以历史
为鉴，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
在目前中国文坛却出现了分歧。一股新历史主义的思潮
在思想界、文学艺术界、学术界泛起。他们认为: 历史
是由胜利者———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者书写的。历史是当
代史，是为现实政治、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史。他们把
历史归入一种实用的文本。这种文本的形成取决于叙述
者的意图、理解、认识，受制于特定时代———社会权力
的支配、影响。他们认为: 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不能预测
的; 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影响; 人类不可
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人类科学知识的增长;
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 1



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波普认为: 理论是一种对
实在的大胆猜测，是为了对付实在的一种尝试性假设。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观的影响，一时间，用现实政治观念、
生活观念、审美观念、价值观念阐释历史、演绎历史、
戏说历史、杜撰历史、漫话历史、抹煞历史、歪曲历史
的行径和作品大行其道。

历史本体论认为: 历史是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生存发
展史的有机统一; 是以人与自然相对和谐总体运行的进
步程度来衡量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现象; 是在生活资料
和产品分配方式的支配下人类生存方式的本体呈现，其
中包括 “我活着”这一体己现象的最后实在。历史本体
论丝毫不脱离每一个 “我活着”。如果离开了每个 “我活
着”，又还有什么人类学历史 “本体”之可言。所以，所
谓 “历史本体”或 “人类学历史本体”并不是某种抽象
物体，不是程式、观念、绝对精神、意识形态等等，它
只是每个活生生的人 ( 个体) 的日常生活本身。但这活
生生的个体的人总是生存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群体之中，
总是 “活在世上”，“与他人同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
和”。在社会关系、历史关系中看人是如何地活着，才有
意义，才符合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

叶广芩的长篇小说 《青木川》(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 站在历史本体论的立场上，以一种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胸怀和气度，对中国半个多世纪
以来走过的艰辛历程进行了总结和回顾，强调了人类历
史的发展有其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规律。2



一

历史本体论尊重历史，尊重人类社会走过的艰辛历
程，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选择。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前提
下，讨论历史，总结历史，借鉴历史，叶广芩正是这样。
她以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青木川镇 50 多年来的历史真实
为基础，以纪实的笔触、几分幽默和调侃的情调，描绘
了一幅当代人的心态图。

青木川，历史上有一个武装乡绅叫魏辅唐，他曾入
伙打劫，后来自己拉了一支武装力量，成立民团，接受
县府征调，抗匪保民，结交绿林，培植党羽，密切联系
官府，扩大势力范围。他以供给团防开支为由占据了青
木川的文昌宫、田龙寺及广坪的柴山等，获取了利益。
他利用青木川三省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山上山下种
了大片的罂粟，一时间成为三省最大的大烟毒品交易中
心。官府来此查烟禁烟，由于魏辅唐武装实力的强大和
他的狡黠应变，几次未果。魏辅唐通过贩卖鸦片积累了
丰厚的资金，然后去四川买枪火壮大自己的武装。他手
下有团丁千余人，枪 400 多杆，其中不乏先进的洋式枪
械。他对辖区管理严格，村民种烟不许抽烟，谁抽烟枪
杀谁，对盗窃敲诈勒索者施以酷刑。由于他的苦心经营，
青木川地方安宁，商贸繁荣，民国三十一年 ( 1942 ) 的
宁强 《全县经济调查报告书》里记载: “往昔全县迭遭匪
患糜烂时，此一区独得保全。市镇、村落均是富庶气象， 3



田园肥美，甲于西路各处。”实力强大后的魏辅唐开始发
展地方商业经济，筹集资金开办 “唐世盛”绸缎商店，
销售油盐布匹，收购山货土产，客商南来北往，规模宏
大。针对本地山区广出牛、羊、马、骡和野兽皮毛，他
又开设了名为 “辅友社”的手工皮革厂，生产皮革产品，
同时经营茶馆、旅店、钱庄，印发小额银票在三省一带
流通使用，修建休闲娱乐场所 “荣盛魁”，招引四方客
商。他又开了 “同济堂”中药铺、土榨油房、水磨房
……店铺摊点鳞次栉比，房屋厅楼精巧别致，买卖商客
繁忙交易。他强调严格的诚信经营，不准欺负外地客商，
如有纠纷，先处罚本地人。如果在他的管辖区被欺诈劫
掠，他会一查到底，严惩不贷。魏辅唐并不满足于单纯
的商业繁荣，开始兴修水利、建学校、办剧社、筑路修
桥，高薪聘请外地学有专长的老师任教。他资助了三批
学生在大都市去读书; 他的 “辅仁剧社”连续演戏两个
多月，慕名而来的观众很多。民国三十八年 ( 1949 ) 秋，
魏辅唐接受国民党汉中十八绥靖区司令长官曹日晖的命
令，将原有武装扩编为 “宁西人民自卫总队”，官兵达千
余人，魏辅唐任宁西人民自卫总队总队长。

1949 年底，陕西南部全境解放，解放军五十七师一
七一团进驻宁强，一营进驻广坪，魏辅唐在我党的宣传
教育下，积极友好地缴械投诚。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复
杂性，许多矛盾交织在明暗不清的血腥之中。为了顾全
大局，迅速稳定一方政治局势，1952 年 4 月 27 日，宁强
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恶霸杀人罪判处魏辅唐死刑，处决4



地点就在他创办的辅仁中学的操场边。1986 年 4 月，中
共陕西省委将原国民党宁西人民自卫总队定为投诚部队。
1986 年 7 月，宁强县法院撤销 1952 年的判决; 1986 年 12
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同意宁强县法院的复查
报告，对魏辅唐按投诚人员看待，属有功之臣。2001 年
清明，魏辅唐的儿子魏树楷为其父立碑，记载了其父造
福青木川一方的诸多功绩。

叶广芩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革命几十
年来走过的道路，针对当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融进自
己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的理解，在原始封闭的
自然村社文化中注入现代开放的工业文明的思考，在疾
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历史烟云中透射出人性美的本色，
迎着新历史主义的风雨，描写了一个个被赋予社会思考
性的人物形象，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画廊增添了一种敢于
担当的精神彩墨。

二

青木川魏辅唐一案在时隔 34 年后的昭雪平反，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关于党内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带
来的政治文明的春天。叶广芩的长篇小说 《青木川》的
出版，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站
在历史本体论的立场上，向行进在人类文明道路上的中
华民族的忠实进言。

一个在当年为开展土地革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 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连自己的未婚妻都贡献给青木川这块土地的老革命，50
多年后携自己的女儿为埋葬在青木川的未婚妻扫墓，青
木川的老少爷们却不太欢迎他，连谈论的兴趣都没有。
有兴趣的倒是被这位老干部当年枪毙了的 “反革命”魏
辅唐 ( 小说中为魏富堂，下同) 。这种大胆、泼辣之笔，
一下子就把社会民众的心理、历史的思考推到了时代的
最前沿。

作品中的主人公冯明，是枪毙魏富堂的执行者，一
个对革命赤胆忠心、视死如归的坚强战士。时任解放军
三营的教导员，青木川地区土地革命工作的负责人。在
此期间，他的未婚妻林岚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时隔 50 多
年后，他携女儿冯小羽故地重游，为逝去的未婚妻扫墓。
他看到的是山河依旧、人事更替的景象: 青木川 50 年来，
山路未变，道路依然崎岖不平，“公共汽车一路颠簸，沿
着山道大喘气地爬行，沉重缓慢，随时有停顿的可能。”
“离休老干部冯明许久没坐过这样破烂肮脏的大轿车了。
他奇怪，这样烂脏的车竟然还能载着人响着音乐欢快而
肆无忌惮地在山间窄路上飞奔，好像大家的命都很不值
钱，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五十年，全国各地、各族人
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
存状况却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变化。被他枪毙和镇压的魏
富堂得到平反，他过去镇压的人的后代，现在成为依靠
的对象。他的内心充满了疑惑。作品中巧妙地安排了魏
富堂的女儿魏金玉也携其子从美国回到青木川，为其父
扫墓。她与冯明相见，“两人在说话的时候，冯明的手叉6



在腰上，魏金玉的手抱在胸前，两个人的手自始至终也
没有碰一下。”这是昔日的政治造成的血案横亘在两个活
着的人之间，这是两个富有爱心、孝心、同情心的人在
带血的政治呼啸中的尊严的维护; 这是个体生命在历史
大浪冲击中的尴尬和束手无策。五十年过去，魏金玉在
政府为其父平反后，不收回房产，反而要投资青木川的
文化旅游事业，但她却伸不出自己原谅的手与冯明碰一
下，这是一个受伤的心灵向一个被政治工具化了的心灵
的叩问: 你的心是热的吗? 面对一个人的生命，能如此
地草菅吗? 人们能够谅解历史前进需要人民、民族付出
的血的代价。人们不能原谅执政治之规的人对 “我活着”
这一体己社会实在的践踏和蹂躏。叶广芩在这些情节和
细节的处理中，都渗透着一股强烈的历史本体论的精神。
冯明是一个代表着赎罪意识的艺术形象。他的真诚，在
社会政治运动中变为机械和简单。他的个人情感完全被
社会政治意识所遮蔽。他是一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悲剧
人物。

冯小羽是一个新时代的历史本体论者。她站在新历
史主义迷雾包裹的现实生活之中，寻找着历史本体论的
真面目。她搜肠刮肚，拨草寻针，走东访西，寻找程立
雪，其实质就是在寻找历史本体论。她在第六章中与解
苗子对话的情景和场面很有艺术的张力。“解苗子”已经
是一个如同狂风中一盏残灯的垂暮老人。她是唯一能够
揭开程立雪其人其面的线索。这里的 “解苗子”既是程
立雪，又是谢静仪。历史在这里出现了混乱，谁是谁难 7



以分清。冯小羽指认这时的解苗子就是程立雪，解苗子
不承认自己是程立雪，她突然尖叫了起来，头昏脑涨，
天旋地转，昏晕过去。这种历史的真人和现实中伪人的
合一，给作品带来巨大的张力。

冯小羽在考察青木川镇魏富堂他们一些人当时的历
史真实时，遇到了从来未有过的迷惘与困惑。“冯小羽思
考得更多的还是程立雪，可总是想不明白，她到青木川
来找程立雪，这个谜一样的女人反而离她越来越远，烟
一样地抓不住了。下落不明的女校长谢静仪，糊涂老迈
的解苗子，话留三分的许忠德，婆婆妈妈的李青女……
人物并不复杂，却是这样的费人思量，才几十年啊，魏
富堂时代的人不少还活着，竟然模糊得一塌糊涂……”
“冯小羽的头脑一片混沌迷蒙，如进山那天的大雾，满是
游动的空白，露出隐隐的景致，却又瞬间隐藏得严严实
实。河水在桥下缓慢地流，从前面山里淌出又流进后面
山里，青木川被包围在重重叠叠的山中。冯小羽如看环
幕电影一样，转了个圈，四面八方的山便联起手来，挤
挤挨挨围着她转了一个圈。她不知道山的内里都有什么，
是毒蛇猛兽还是鸟语花香，是穷山恶水还是茂密森林”。
这是历史的质疑，这是当代人对现代革命史的质疑。叶
广芩在这里是用象征的手法，表现冯小羽在坚持寻觅历
史本体论中的艰难与迷茫。冯小羽是一个富有爱心的现
代知识女性。她理解和同情他的父亲。她理解和同情解
苗子、许忠德等一切人。但她不放弃她的信仰和追求。
她对她父亲的那一套理论是有看法的，她坚持在尊重人8



的前提下的历史化的文明人格。她对程立雪的寻觅，是
对一种独立霜雪中女性精神、女性人格、女性气质的寻
觅。

程立雪是一个清纯如雪的玉洁女性。她在和丈夫霍
大成督察陕南地区的教育工作中，被动乱的社会局势冲
散，又为丈夫的 “大难临头顾自己逃命”的举措而伤心。
她自愿地留在青木川，借助魏富堂的势力，致力于山区
教育，是影响魏富堂从匪气走向人气、文气、和气的人。
她劝魏富堂施善政，“痛改杀人放火之前非，收敛刚愎狠
戾的性情，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她把文明带进原始、
封闭、愚昧、落后的青木川。她是一个带有天使般化身
的人物形象。作者在她的身上，倾注了大量的赞美和歌
颂。就是这样一个至善、至爱、至仁、至义、至诚、至
真的人，在社会动荡的生活中，身不由己，人随事转，
一生隐姓埋名，苟且偷生。残酷的现实，使她不能以自
己真实的身份活着。这是历史本体论要直面的一个严峻
的问题。

魏富堂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典型的艺术形象。他
是历史本体论的求索者、寻觅者，又是殉道者。他出身
于一个大山深处的贫民之家，因贫困的生活所迫，给一
家富人刘庆福家当了上门女婿。“刘庆福一死，放出去的
高利贷被魏富堂重新认定，还本不还息。老乌他爹借了
刘庆福十块大洋，利滚利已经到了三百，愁得乌老汉恨
不得上吊自杀，是刘家姑爷将二百九全免了，乌老汉感
激得想给新姑爷磕头。” “魏富堂走上落草为寇的道路， 9



是因为他杀死了地区民团团总魏文炳。” “魏文炳不是好
人，欺男霸女，勾结山中土匪，是当地红帮的大爷。”
“用魏富堂的话说是 ‘为民除害’，铲除这个 ‘鱼肉乡里’
的恶霸”。他迫不得已入了王三春的伙。在抢劫辘轳把教
堂的火拼中，他冒犯帮规，阻止了王三春枪杀单纯可爱
的小修女艾米丽。他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朱彩玲结婚后，
朱彩玲 “对魏富堂有严格约束，不杀穷人，不杀无辜。
她规定，铁血营的宗旨是杀富济贫，就跟 《水浒传》里
的英雄豪杰似的，替天行道。对部下也明确规定，攻击
单身行人、妇女、老人和孩子要受到处罚，但是攻击官
员，不论是清官还是赃官，只要他们进入铁血营的眼界，
都是合理的目标。是贪官，财物一律收没，人杀死; 是
清官，财物发还一半，留下一只耳朵。”王三春 1939 年
12 月 31 日被国民政府枪毙。魏富堂脱离王三春的干系，
“回到青木川，摇身一变，变成了陕南九县联防办事处处
长，成了与王三春对抗、为民除害的英雄。他以护佑青
木川周边百十里治安为幌子，招兵买马，在家乡堂而皇
之地大干起来。”他向往现代的文明生活方式，建起了方
圆几百里少有的现代学校，使用起了电话、电冰箱、汽
车; 孩子们的英语讲得很好，女人一律讲官话，穿着时
尚。他资助青木川的穷孩子到山外的大都市去上大学;
他重金聘娶 “进士及第”的赵家两位小姐，不抢不霸，
明媒正娶; 他在青木川种植大烟，却不准青木川的人吸
大烟; 他修建巴洛克浮雕的中学，大量购进各种学科的
图书资料; 他修建带风雨廊的柏木桥，平坦的石板路01



……他一生恪守做人的道德底线，施善扶困，助危济贫，
然而，他却在社会历史的转型期，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
动中被错杀了。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初期，也有像魏富堂一样的
人，落草为寇，占山为王，打富济穷。后来，他们在正
确路线和思想的指引下，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无
产阶级战士。“魏富堂的许多举动实则是个义举，绝对符
合共产党 ‘穷人翻身求解放，要干要革命’的道路，如
果魏富堂依着这条路走下去，再接受红军的编制，解放
后不是个元帅也是个了不起的将军。民国十三年即 1924
年，是中国革命的初创年代，那时候参加革命的人，除
非为革命牺牲，活着的都出息得什么似的。用魏富堂乡
人后来的话说，倘若魏老爷沿着汉江多跑几步，就跑到
共产党怀里去了，差那么几步，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后生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说魏老爷关键问题是没有
革命者指引，倘若他当时像 《红色娘子军》的吴琼花一
样，遇上了 ‘常青指路’，那青木川的历史将是另一种写
法，魏老爷的结局也是另一种样子了。”这些掷地有声的
大胆议论，历史的疑问和沉思，是历史本体论的沉重之
音，轰鸣之声。《青木川》之重就在这里。

许忠德是一个负载着历史本体论之重的艺术形象。
他为人厚道，待人真诚，知恩图报，坚持原则。他受魏
富堂的恩惠，魏富堂叫他们一批在外求学的青年学子回
乡，别人都没有回来，他回到了青木川。不守信义的人
后来都成为显贵、名流。他坚守做人的原则却被生活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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