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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进城”: 一个经验论者的研究历程

( 代前言)

“乡下人进城”在我是不期而遇的课题。对此产生学术兴趣，进而有

一定程度的深入了解后，才认识到它是比开初意识和预期的大得多的问题。

发现“乡下人进城”问题，是我做高校教师的教学经验过程。当这一由教

学而产生问题的经验与书斋外的经验与历史经验汇合的时候，我也才意识

到这个问题远大于个人经验与文学专业知识资源，它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

过程中不无盲目特征的以消耗几代人生命为代价的社会经验，需要不止一

个学科的人投入精力去研究。“乡下人进城”的文学是写实的，是一个包

容量很大的“中国经验”的案例，它不是一个纯粹文学的问题，而是文学

从边缘上返身介入社会实践的表现，是一个有深远的历史延伸感的问题，

它与社会学研究有交叉，涉及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文学问题

与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结构如此纠缠，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立场与能力

都是一个挑战。到目前为止，我的研究远未达到应该与可能深入的层面，

虽然历经犹疑后做了多方尝试，成果也只是差强人意。

还是从问题产生的经验开始。再寻常不过， “乡下人进城”的课题来

自于当代文学的阅读。20 世纪末，虽然不时看到期刊上不太多的相关城乡

迁移的小说作品，也留心“三农”问题的讨论，但我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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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有明确主体意识的文学与社会的对话，更没有主动地去研究批评。

21 世纪初，给研究生上课，训练其对未经批评的作品进行 “提要”的能

力，并就小说的创作方法、与社会文化思潮的联结点做综合、概述的练习。

在一般的题材分类基础上，我们对几种大型文学期刊上的小说作品做了较

全面的综合考察，几十位小说家的作品，可分为乡村、都市、历史、性别

等，其中也包含了一点国家现代化主体意识乃至暴力、情色、魔幻等因素。

两届研究生班完成了上述规定的讨论，但是表示对一类作品难以归类表述。

这一类小说中所叙述的对象既有乡村因素，场景与空间往往又在都市，但

是他们并不真正拥有都市生活。乡下人为了谋求生活的改变，到城里去，

那里有钱，有现代的生活方式，无论年轻的还是中年的乡下人都不再安于

乡下的生活，他们只有劳动力与空余时间的资本。这是一个城市与乡村跨

界的问题，落实纠缠于人物生命，形成种种悲剧、正剧乃至荒诞剧。面对

这样的作品，如何进行阐释与批评，作为老师一时难以给出现成答案! 尴

尬情景中，我给出的答复是: 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正是应该进一步讨论的。

于是，那一年时间我们师生都在讨论这一类作品，并且将期刊范围增加到

十多种，时限数年，涉及上百个作家的作品。一个规定性的训练过程，变

成了一个创造性的批评尝试，教书的喜悦与找到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的兴奋

洋溢在我们的课堂上，这种讨论已经超出了课程时间的限制，我们临时增

加了许多讨论，研究生们经历这个训练过程也显得乐此不疲。回想起十年

前的经验，至今仍有欣欣然的感觉，此后也有和研究生与团队成员的探讨，

但是没有了那一份兴奋与新鲜。

课堂讨论之外，21 世纪初的三四年里，我把初步的研究心得带到学术

讨论会上，将成果提交给学界的朋友们共同检讨。那是 2003 年在汕头召开

的关于“全球化”的学术会议，2004 年台湾佛光学院在台北借师范大学场

所召开的两岸现当代文学研究状况的会议，2006 年在上海师范大学的都市

文学会议，2007 年初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有关历史与记忆的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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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科技大学的当代文学会议，2007 年 4 月在扬州大学召开的 “乡下人

进城”文学的专题会议。在大陆的会议上，我总是能够得到许多的响应，

海外学界对此也有兴趣，但是那里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我们有很大差异。就

说每年春节数千万民工回乡的交通繁忙与拥挤，也是台港澳的学界朋友难

以想象的。20 年前的台湾的城乡差别就已经很小，当下从异地进入那里打

工的女人大概只是进入家庭帮佣的 “菲佣”与极少的 “大陆妹”等，香

港、澳门就没有乡村。海外与大陆的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大陆本土上的东

西部的不平衡，都提醒我研究的具体化与特定范围的地方性与现代化的复

杂互动。我从中得到的启发是，“乡下人进城”不仅是在大陆以空间化的

方式呈现，它更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种城乡迁移的历时性先后，形成了

中国与东亚乃至与欧美世界之间的殊异。一个中国经验获得了世界性的比

照，我更加深了对这一特殊的中国现代性呈现方式的感知与认识。这一阶

段的研究成果，有先后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文艺报》上的

论文: 《乡下人进城: 中国现代化生命命题的文学表述》、《进城后的乡下

人记忆与城市主体的冲突》、 《“乡下人进城”小说的历史和生命逻辑》、

《“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

到这时为止，我们的认识还停留在对当代文学中进城的乡下人的生命

形象与当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的现实关系上，满足于对诸多小说文本

的进行城乡迁移叙述的概括评价，最多是对小说作品中的城乡差异进行一

个历史化的城乡分制的或意识形态的分析。“乡下人进城”的文学研究方

法及追求的目标，难道就是满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定性或是对不平等现象

的人道主义表述吗? 或是将其概括成一股文学潮流? 我以为那样做只能停

留在相对肤浅的研究层面上: 现实主义未必深刻，人道主义有时只是廉价

的同情; 若是按照一般的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对这一文学潮流形成的一定

规模做流派归纳，这种研究就把活生生的生命现象变成了僵化的书斋活动，

实际价值很有限。“乡下人进城”文学叙述潮流的产生本身并不是一种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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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的文学现象。而且，对“乡下人进城”这一对象的艺术想象与表现，并

不局限于文学，在电影、绘画、摄影和其他造型艺术中都存在，我一时根

本无法说清楚，它们的共性与个性何在又如何体现? 更困难的是，我难以

确立一个理论框架。

为什么不借助于现成的“底层”概念? 社会学中的阶层理论只是在社

会调查与统计的基础上一般抽象出来了不同的社会分层，即使理论上将在

城乡下人纳入到“底层”中，对我们的“乡下人进城”文学的具体研究也

不起多大作用。在公平与正义的道德基础上讨论 “底层”问题，拿 “底

层”直接对应“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事，在逻辑上也有缺憾。进城的乡

下人与生活在底层社会，这两个概念有交叉关系，却不是同一性的。 “底

层”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地位含义不可能包含各种传统的与当代乡村

的文化因素，进入城市的乡下人生活在底层，但是与城市中的底层的工人

仍然有很大的区别; “底层”是一种社会分层的抽象，而 “乡下人进城”

却是一个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历经百年以上的几代人的生活经验，

经验过程中的个性化的人的血肉情感、不同个体之间的人际互动乃至审美

的因素，不是社会学所能替代的。

“底层文学”开始于对“打工文学”的一次命名。20 世纪 80 年代，随

着中国社会转型，城乡二元对立的固定结构被打破，乡下的劳动力来到以

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经济活跃区域 “打工”，他们的生活构成中国社会特

殊的生活体验。一些有表达能力的打工者，如林坚，以打工者自我言说的

文学方式展示其人生体验。林坚的小说 《深夜，海边有一个人》 ( 1984，

《特区文学》) 被认为是打工文学问世的标志。进入 90 年代，安子、王十

月、谢湘南、郑小琼、邬霞等具有影响力的三代打工作家形成一个创作群，

作为来自底层内部的文学叙述。① 但是，一旦将这个相对狭小的人群的书

①柳冬妩《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艺术广角》201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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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经验放大到全部文学界的活动，便难免在理论上以偏概全。随着市场经

济发展，打工的内涵与处延发生了变化，“打工文学”也就难以进行界定。

有人将“打工文学”的历史上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①，有人则将其纳入到

阶层叙事中分析②。“底层”应用范围的扩大，是 1993 年前后社会学对进

城务工人员及城市下岗工人的研究，蔡翔、王晓明等在文学范畴内关注，

“底层”一词渐趋流行，真正形成热点是 90 年代末至新世纪初。 “底层文

学”论述的作品对象: 《五月》 ( 田中禾，1985) 、 《溃疡》 ( 梁晓声，

1985) 、《愤怒的蒜薹》 ( 莫言，1987) 、《乡村蒙太奇———一九九二》 ( 李佩

甫，1992) 、《温故 1942》 ( 刘震云，1993) 等，与我关注的“乡下人进城”

有不小的歧异。批评家讨论 “底层文学”的个案，有与我们 “乡下人进

城”对象一致的，如陈思和等的 《文学如何面对当下底层现实生活———关

于长篇小说〈泥鳅〉的讨论》，因为尤凤伟的这一作品既可以适用于 “底

层”，又可以适用“乡下人进城”。但是，另一对象刘庆邦就不一样了，他

有写矿山的，也有写进城的农民，刘伟厚的 《躲不开的悲剧———试论刘庆

邦的矿井小说》，论了他写矿山的一面，若是论述他的另一面，将他写进城

的乡下人也纳入“底层文学”，免不了有些笼统。

和通行的文学理论中的诸多概念一样， “底层”是一个舶来品。它有

两个源头，一个是社会学的概念，1962 年的 The affluent America 一书，社

会学家 Gubbar Myrdal在论述中第一次用 under class取代了当时流行的 lower

class。Auletta出版于 1982 年的著作 The Underclass 使 “底层阶级”成为社

会学系统研究的对象，1980 年代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设立研究底层问题

的专业委员会，“底层”概念在社会学界推广开来。另一个源头，来自于

葛兰西 ( A． Gramsci) 《狱中札记》，他用了 Subaltern Classes ( 底层阶级)

①

②

何希凡《打工文学的正名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4 期。

王晓华《打工文学中的阶层叙事》，《中文自学指导》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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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书中是指欧洲社会里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

类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以“底层文学”来较衡 “乡下人进城”小说叙述

的内容，我的命名对象从外延上说要小一点，历史内涵上也有不少的差异。

更紧要的是，我无法将“底层”削足适履地移诸我的批评对象。

在对“底层”的论辩中，我赞成南帆，“无法进行一个简单的本质主

义的命名，而是必须进入历史化的过程。换句话说，底层不是固定的某些

人，而是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辨析。尽管如此，底层有一个基本特征，

即底层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① 将批评对象还诸他们的生存语境、曾经属

于他们的乡土与现在迁移寄居的城市，以及与他们的行动联系着的巨大的

物质与文化的差异空间，“乡下人进城”无法用 “底层”来替代。有作家

与理论界的同行直言否定“底层”概念的适用性，因为它本身存在着诸多

的歧义，使用概念的人也有不同的话语姿态和解决方案。② 于是 《人民文

学》这样的刊物在提倡数年的“底层写作”之后转向了“行动”的 “非虚

构”。

舍却了“底层文学”的宽泛，“乡下人进城”仍兼容了它的一部分交

叉内涵。但是， “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的写实特征又给我一种压迫，

让我又不能不面对社会学一批调查研究 “农民工”和其他来自农村、在城

的人们的文本 ( 这里不一一列出) 。除了文学想象性与社会学实际生活个

案调查的差别，文学 ( 我的目前研究限指叙事类作品，不包括 “打工诗

歌”) 与社会学实际上是面对的同一个中国现实经验的对象，最容易产生

混淆的是“非虚构”，《梁庄》那样的叙述里时时挪用社会学的方法，但是

将感性对象落实到社会学结论，实际上是放弃了文学的一些功能与特殊性。

对此，我们不得不调整研究思路与方法，跨界考察不同文本结果，呈现为

①
②
南帆等《底层经济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 》，《上海文学》2005 年第 11 期。
刘继明、旷新年《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境况》， 《黄河文学》200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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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纪实·虚构: 中国城乡迁移问题的文本重叠与透视》。这种互文

的阅读研究只是一点尝试，在同一社会指向目标下，比较便很容易局限在

手段与途径上，我们自己也不满意。差堪自慰的是，我们有了另一种视界

与眼光，有了一种过去不曾有过的研究经验。

为了凸显与社会学关于进城务工人员生活的当下研究的差别，我必须

在文学的历史向度与美学向度上做一些努力。于是，我们有了 “乡下人进

城”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印迹钩沉，在韩邦庆等小说家描绘外地人口向近

代都会上海迁移的“海上小说”的现代肇端中，再经由张爱玲等现代作家

牵扯出一条线索，发展至当代的城乡叙述。这便有了线性历史的中国文学

经验中的“乡下人进城”: 《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晚清

上海的城乡流动叙事———以〈海上花列传〉为考察中心》、《〈桂花蒸 阿小

悲秋〉· 〈柳腊姐〉· 〈二的〉———乡下进城的现代女佣谱系》系列篇

什。历史的本土经验是当下文学的参照，也是 “乡下人进城”文学叙述的

自我身份的深度彰显，由此而获得与社会学研究或 “底层文学”的差异

性。文学自别于社会学的是它的美学标志，我们概括 “乡下人进城”的美

学是一种“差异美学”。《“乡下人进城”小说中“差异”美学的实践》就

是致力于这一点。

“差异”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社会学的平等思想因素，更多的是结构

性的城乡差别的历史格局给当代中国乡下人的都市生活的规定性，无所不

在的差异渗透在进城的乡下人的方方面面的生活中。“乡下人进城”小说

的差异美学有写实的创作方法打底子，写实方法方便在触目皆是在城乡下

人生活中找到事实去敷衍故事，但是前几年蜂拥而起的小说中的城乡迁移

叙述太多类同事实 ( 进城的男女老少捡垃圾、年轻女人在洗头房从事暧昧

的职业、建筑工地上的工伤与其他灾难、乡下人在城里受到的人格侮辱

等) ，往往在这一类小说的相互比较中显得没有多大的差异性。“乡下人进

城”的文学叙述面临的悖论是: 总体的城乡文化的格局、生活方式与价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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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悬殊差异，具体到在城里发生的事情往往相近相似。写 “事情”如

果仅仅有“事”，那就太容易趋同，如果将人 “情”的微妙曲折写出来，

就能超越“事”的层面，而这“情”则不仅是苦难悲情。总体而言，“乡

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在人性、人情层面上没有提供太多具有超越性的文

本。另一超越于写实的途径，是让叙事富有隐喻色彩，像李锐的 《颜色》

那样的作品虚实相生，鬼子 《瓦城上空的麦田》那样灵动与实在相互为

用，范小青《城乡简史》那样有寓言特色。社会指向上的差异性与叙事层

面上的差异相辅相成，“乡下人进城”的文学才不至于走入死胡同。

无论是以经验论为基础，还是努力尝试建构专门的理论方法，绕不过

去研究写 “乡下人进城”为主的作家、解析重要的作品。当代中国作家

中，除了打工的人自己的文学叙述，在专业作家中有大量的作品 ( 参见书

末作品附录一、二的统计资料) ，现今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差不多 80%的

都写过与城乡迁移相关的叙事类作品。对这些作家，我们分为两类: 一类

是文坛上一直有影响的当代小说家的相关于 “乡下人进城”的创作，另一

类是因为写作 “乡下人进城”的小说而赢得声誉的小说家。对第一类作

家，我们选取王安忆的作品鸟瞰与透视整个城乡迁移的文学表现的生态，

成文有《王安忆: 在差异与交融中生成城乡生态》，一个重点的长篇解读

是贾平凹的《高兴》，成文 《贾平凹: 乡下人进城如何 〈高兴〉》; 后一类

作家，孙惠芬应该是以 “乡下人进城”为标志的小说家，她既有大量创

作，作品又真正具有文学性，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系列小说足以代

表“乡下人进城”小说的总体水平，因此我们有《从 “歇马山庄”出发的

中国现代性一隅———孙惠芬“乡下人进城”小说》。

作家作品的研究与当代文学的生态之间的关系是不容忽略的。孙惠芬

等一批作家某种程度上依靠刊物而成名了。在许多当代刊物中， 《人民文

学》是最富主体性特征的一个。无论是提倡内涵与城乡迁移基本重合的

“底层写作”，还是倡导 “行动”的 “非虚构”，再就是发表的此类作品的



﹃乡
下
人
进
城
﹄
一
个
经
验
论
者
的
研
究
历
程
︵代
前
言


︶。

9

量，《人民文学》都显示出积极的主体精神。关注新世纪以来的 《人民文

学》，它显示出的城乡迁移为重点的文学生态，在我们调查阅读的十多种刊

物中赫然在目，为此我们专门研究了《新世纪〈人民文学〉的城乡叙述》。

“乡下人进城”这个中国经验的研究课题，联系着我和团队成员十年

以上的学术经验。在过去的学术经验基础上的研究经历，在面对新的对象

调整方法的经验过程中，我们有一份读书人对天下事的关注的责任，感受

一个文学专业的教师与研究者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可脱卸关系。这是一

个过去的经验，也是一个在发展过程中为大势所趋的被动中的主动。中国

城市化的现代性脉搏跳得不是那么标准节律，研究随时遇到挑战，我们还

在经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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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进城: 中国现代化生命命题的文学表述*

“乡下人进城”是一个中国现代化与最广泛的个体生命联系的命题。

我们关心: 历经一个世纪的中国后起现代化及文学叙事形式的现代发展，

与 21 世纪当下中国小说的关联在哪里，是普泛的、犹疑的现代抑或后现

代? 没有现成的答案，多元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叙述形式使得当下的小

说拿不定“主义”! 为寻找当下小说与现代化关联的价值所在，我于 2003

年春夏间，带领研究生们做过一个期刊阅读调查。范围抽选 《收获》、《当

代》、《十月》、《钟山》四种大型期刊，从 2001 年第 5 期到 2003 年第 2 期

10 期 40 本，共阅读小说 275 篇。起初预设分类: 都市、农村、历史、日常

生活①，研究生补充列出官场类，都未能突显小说叙述与中国社会现代化

发展的关联点。“有的叙述由农村及于都市，究竟如何归类?”在回答研究

生对其间类别交叉暧昧处的发问中，我有了收获。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

叙述乡下人进城的文本正关涉当下中国的现代化与最广泛的生命。

由此出发，参证其他刊物 ( 如《人民文学》、《长城》等) 的同时、同

类文本，我发现作为农业大国的主体农民在现代化中的行动选择及心路历

*
①
本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05 年第 1 期。
农村 44 篇，占 16% ; 都市 69 篇，占 25% ; 历史 45 篇，占 16. 5% ; 日常 117

篇，占 42.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