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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的文学作为辽宁地域文化形态的真实写照
把握这种地域文学史的独特价值
最重要的是探寻它的历史流变形态

考察它的内蕴的精神气质和前进的方式
表现这种文学传统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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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杨珞子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剖认识和改造世界、挂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哲学

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平已成为衡量一个E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国

家文先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钉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不再历史时

期，不同历史阱段，我幻党始终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撞进革命、建设、改革与发

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六大以来，我1ì丁党高瞻远瞩，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

局的战略高度，谋远部署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旗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

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启动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极大地推动

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建设具有中望特色、中型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

会科学学科体系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担当。

挂动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需要加大对社会科学工作的支持力度，

需要鼓励潜心研究、扎实做学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精神产品生产，需要积极

营造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在好氛围。为实现这一自荐， 2012 年，辽宁省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在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首攻资助吉版了具有一定学术

骨值、应用计值与科学普及价值的著件。这些著作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教

育、管理、文学、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既有研究党的创新理论，又有研究时代

楷模郭明义的著作『既有涉猎文化强省建设问题，又有涉带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3

既有另史学，又有文学、考古学、美学 g 既有新闻学，又有教育学。这些著作体

瑰了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不新探索的求实精神。这次呈

理给大家的这些钝秀作品，对于繁荣学术、建设学科、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宣

传和撞介辽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研究辽宁经济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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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鼓励专家学者服务社会，不新提高辽宁哲学社会

科学在国内外的影嚼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信辽宁省社科联资璜出援优秀社会科学专著工作，会进一步激发全省社会

科学工作者从事理论研究、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的热情和积极性，会进一步引导

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中罩住最新理论成果，加强辽宁全

啬振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商时，我们也相信今后会有一大批全否阐释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的优秀成果E世，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 E风格、中国气摄的哲学社会科学

作出贡戴。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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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宝魅

2012 年赴陕西韩城参加"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龙门论坛

和徐光荣先生往返同行，吃、住、讨论都在一起。我111相互间谈起各吉最近的工

作，知道先生正在极其投入地撰写《辽宁文学史》这本书，准备尽快完成。谈话

中，他对地方文化的奴热感情深深感染了我，对于他这种为地方文化甘愿奉蔽的

精神极其敬佩。嚣为我也很关注地方文先，具体说就是关注地方古代文学的拉掘

与整理，因此我111特jÚ 投缘?话题便滔滔滚滚。

数日苗，徐先生将厚罩的一大摞《辽宁文学史》扛印稿交给我，命我作序，

我大有受宠若'靡之感。徐先生是天下名人，型家一级作家，著作等身，在全嚣作

家群里影喃甚犬，几次共司开会可以感觉他在这一群体中深受尊重的程度。我虽

也年过花甲，但在徐先生面前，南是学术晚辈，焉敢给先生大作作序?但先生之

命本不敢违，又楚:到三十年前北京大学障胎蝶教授在在杜甫评传》全部出藏时请

他的研究生葛号是音作鼓。因我的项士论文答辩是陈黯嫩先生前来散的主席，曾亲

聆先生教诲，国此也称葛晓音为!哥姐，对二人都摄熟悉，因此对这件事感受颇深。

葛晓音部提遵~革命为老师之大作作跋，我遵徐先生之命为其大作作序，便感觉稍

微安心一些。

回家拜读书稿，为先生前精神所感动。全书洋洋 40 万字，将辽宁古代、近

代文学的发展雄络清渐地展魂出来。我曾经写过《东北古代文学模览》一书警其

中有偎大篇幅是介绍辽宁古代文学的，对这一莲围的文献遗存以及研究成果比较

熟悉，故对本书的新发现费非常琼喜。感觉这是一本非常摩重的有极富价谊的地

方文学史研究著作。就自之所及，本书的新成果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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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古代、近代文学在上垂纪开始出现研究成果，真正以辽宁古代、近代文学为研

究对象的第一人费是徐先生，先生在 1993 年便出跟了《辽宁文学概述)> ，如书

名一样，属于简述，但有竿路董缕，~启出林之功，为辽宁古代文学的发展廓络

勾画出一条清眠的线索。笔者和已故之马清福先生虽然也都出版过有关辽宁古代

文学史内容的书，但全书是以东北古代文学为研究和描述对象，辽宁古1-\文学只

是其中一部分。锋先生地书对也自己的前书是锺事增华，比较详细地控握、蔬理、

勾画出辽宁古代、近代文学史的发展肆络及其特色与意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

辽宁文学史，为以后的相关学求研究开创了道路。今后研究辽宁文学史者难以越

过此书，因此具有里程碑之意义。

其次，本书~:，(上世纪红山文化考古学的发现为依击，通过阜新蒙古族吉治县

查海聚落遗址石堆龙和凌漂县境内牛耳梁女神庙遗址发提出的玉猪龙，证费辽宁

是中国龙围鳝崇拜与神话传说前源头之一。得出结论说从辽宁发魂查海文化

遗址中的石堆龙、红山文化遗址中的玉猪龙文化遗存来看，这些典籍中记载的关

于龙的神话费说，有辽河文化中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的印迹。国为华夏民族所共有

的龙的神话传说是各地罩、各民族不断交琉共敬的结果。" (第一章)中医茄史，

夏、商、属三代是重要的发展时期，华夏民族的文化也基本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

成模式的。商在这三代中，殷商王朝的发摞边主要区域它竟是辽西一苦，红 w 文化

更是殷商贵族早期在东北的文先遗存。

第三，通过对JJj 史典籍的研究，认定商周之际的文化名人妻子是辽宁第一位

文人作家。龚子在中医古代史上的文住地位极其崇高，不但国内名声很大，在朝

鲜也有非常大的影喻。笔者去年注释翻译《辛百黄华集》时经营感觉英明朝时期

李氏朝鲜对于窦子的崇拜热情。市徐先生经过考证认定篓子便是辽宁人，是很有

意义和货值的。

第盟，对一些久被埋没的文学作品重新认定其历史告值或文学价值。如对三

国时代公开渊《上升权表E 的散文份量，对《魏书声中辽宁朝器人韩秀《敦煌移

就凉州这》对于保存敦煌文化的重要意义，对辽代需人海山、寺公等人诗文份f直

的重新认定和评价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第五，对在辽宁阜新出生成长的道教大挥张三丰生平以及诗歌货值的发现与

肯定很有意义。张三丰无疑是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本书对其诗歌的奔绍和

简明的分析打开了人们进一步认识这住传奇大!岸的窜口，为以后继续深入挖据研

究奠定了扎实的基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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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发现并认定第一位是诗歌影式来反映鸦片战争的辽宁诗人刘文麟在近

代文学史关于鸦片战争题材方茵的杰出贡献和突出地位。发现并认定了辽宁籍外

交家张建彝《麓海述奇》的历史份值与文学货值，尤其是其八部《舷海述奇》之

《随策法国丑》中记述吕睹巴黎公社起义的真实场景，是中国人最旱记录这次震

慑世界历史之大事件的文字，是令人撮奋却发现。分绍欧洲戏属也罕于敌 ~a 予费

40 年。诸如此类的创新之是随处可见，读者诸君吉能发瑰，此是不喜一一列举。

徐先生是一住患辱勤奋的学者，具有长者岚莲，奖掖后进不遗余力。 12 年前，

先生发现我写作的离本传记却《王维传》和《李商隐传)} ，并在当年主持的"辽

宁省第二届传记文学作品奖"评奖中将拙著《王维传》评为作品，那时我还不认

识先生。先生当年便介绍我加入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从此，我便走进传记文学

作家的圈子，并走窍全昌。其后我在全国几次传记文学学会学术活动中结识一大

拉作家朋友。参加"辽海讲坛"的社会公益讲座，也是从传记文学会的角度进入

的。这一切都受惠于徐先生， t又借此岸表达深挚的永久的谢钝。

《辽宁文学史》是一部厚重的书，对于认识辽宁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

对于进一步增强地方文化的自信，进一步发握整理地方文献都会产生积极的深远

的影响。

"有德者必有言徐先生是有捷君子，他完全出于奉最精神，为地方文纪

建设"焚膏法以继辜，惶兀兀PJ"穷年用数年的心血完成这部对地方文化有重

要贡献的鸿篇巨著，善莫大焉 i 功莫大焉!德莫大焉!

我又忽然想到，民国年间金髓戴先生编辑的《辽海丛书》和《奉天通志》对

于保存地方文献功劳甚巨，东北人民承远不应该忘记金毓撒先生。徐先生这本军

重的书，对于辽宁地区的后人来说，也具有这种保存介绍的功绩，也将会被永远

记录在辽宁文化发展的历史记 'fl，中。

2013 年 7 月 29 13 宝魁识

序言作者革辽宁大学文学克教授、硕士生导舟。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宁

菌王维研究会昌才会长。主要著作有《论语精坪真解》、《王维传》、《李商隐传》、

《王安石传》、 《东北古代文学概克》、 《九梅村诗集校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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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世纪 90 年代裙，我由辽宁美术出版社需要辽宁省作家协会工作，接受的

第一件任务即是担任正在编篡之中的《辽宁省志·文化志》编委，执笔撰写省文

化志文学卷。在没有先揭与经验可锺的靖冕下，收集资料，桂理文史典藏，研读

先辈文学遗珍，遍访专家学者，经历年余之海暑熏萃，严寒侵拉，终于积兢成袭，

完成 12 万字的省文先志文学卷韧穰。在《辽宁省志·文先志》出版前，由春风

文艺出版社冠名《辽宁文学概述》于 1993 年 7 月出版E世。这是辽宁史册上第

一本篱要系统记述辽宁文学的源流、发展与现状的著作。

然而，面对辽宁文学史景丰厚的积淀，这本小书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价董与

学术份值，但其单薄又是显晃的 o 囡雨，鞋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我就真挚地析

盼能在较娃时间内读到一本内涵丰富、具有较富学术品位的辽宁文学史。我摆冀

这本薪的文学史能回答某些人月号说持"辽宁文学积淀不厚"、 "辽宁文化土层瘩

薄"等值得离榷的说法。

近 20 年来，一批有识之士为辽宁文学史的研究付出了难辛，已故的马清福

教授出跟了《东北文学史)} ，毕宝魁教袭出叛了《东北古代文学概览}} ，任惜时、

赵文增等编著了《东北文学通览》。他妇在研究东北三省文学发展史时，都对辽

宁文学史进行了深入的开掘。进入 21 世纪，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 2004 

年 12 月由辽海出叛社出撮，全书浩浩 87 万言，是调动了害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

究人员与省内文艺理论家共爵完成的空前的文学史研究工程。它揭出藏填补了辽

宁文学史研究的空白。但，王如凡部东北文学史专著都未能把辽宁文学史列为专

项研究的遗憾一样，这部《辽宁文学史E 国突出了现当俞文学史的研究，辽宁古

代文学史研究部分不足 10 万字，未免失之篱略。 IN 雨，笔者与许多识者对一本

厚重的《辽宁文学史》的祈盼依然未能满足，新的愿景何苦存心中。一本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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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辽宁文学史，是发展与繁荣辽宁文学事业的需要，是辽宁省文化建设的需

要，也是中国文学史深入研究前需要。

我钉伟大的祖雪是世界上拥有璀瑛文明的古罩之一，我的的先人曾创造过-

1-\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如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

诸子百家散文，直至汉唐以搏的乐府、汉斌、唐诗、宋词、元曲、无明戏属、明

清小说，佳第竞呈，名家迭出，其特有的光彩、凡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学传统，竞军

耀着华夏乃至世界的文坛。这些卓越的文学成就，是持或中华民族的各兄弟民族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摄医内各地军人束在长期共生共融的岁月中月号共同偌造和拥有

的。可辽宁文学是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鲜费地域特色的部分。

辽宁是我国的文化大省，它地处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东西辽巧在辽北汇注

成辽河后，流贯南北注入潜海。这里 tli )11 秀美，平原辽阔，因季分畴，气候适宜，

是一片适合人类居住的美商土地。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有人类劳动、繁待与生息。

在营口大石替发现的金牛 tli 人化石，距今已有 28 万年之久，其体凌特征较同期

的北京人更为进化§在朝 ~a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发魂的鸽子洞遗址及出土的

石器，属于 IS 石器中期，距今己有 5 万年左右。这些古老辽宁人的身影，开创了

辽宁大地最韧的人类生活嚣头，揭开了人类文明起源的一道遥远的曙光。到了距

今约 8000 年的辜新查海文化遗址，那里出土的玉器和巨大的堆塑龙，栋志这里

已进入文明起步的新石器时代，这里不仅是我国最古老前村落之一，也成为中华

龙崇拜起源的最早晃证。南朝 ~a 牛河梁红 tli 文化遗址的挖掘，更是一个惊天的发

现，这处距今约 5000 多年的文化遗址出土的"条坛、神座、积石家"三位一体

的大规模宗教扎仪性建筑群以及女神彩塑头像、彩陶和玉猪龙、风、人为主要题

材曲玉器群，表明这里存在一个书其国家雏形的军始文费社会，标志着辽宁地这

是中华吴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都悻呼，红山文住的发现扭

中华文明的起漂向普推进了 1000 多年，同时也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历史。

《辽河文住丛书》的主编、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董守义先生在丛书序言中曾

对辽宁地域文化提出富有创意前论述，他说黄河、长江、珠江是中华民族前

母亲河。我到要说，辽汗也是中华黑族的母亲河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母亲河。"

辽河流域"所涉及的历史空间比传统的中华文明史孚 1000 年。这里是对中原文

先有极大影响力的边方"。

"中原指黄河中下潜地区，是中华民族活动的中心舞台。言古以来，哪个民

族强盛了，哪子民族就要在这今中心舞台上进行充分的表演。近来学术界有着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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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清楚的共识.对于中原生在区来说，夏、商、属三族中夏辑的先人居住于伊、

洛地区，高商和属都是‘外来户商朝是北方民族，用朝是西部民族。他钉在

这里交错地存在?相互融合，凝聚形成中华虱族的祖先。

人们进离民族是北方民族，从最近一二十年对红白文住的考古和研究看来，

这是很有提据的。商的先民曾居住生患于辽河流域吉拉木佳河及老哈河一带，而

后才进入中原 o 窝朝灭亡以后，妻子率领族人北上东进?其实是自到老家去。可

见中华民族形成之际，辽河流域就是重要的摇篮。

在其后的商千年中，辽河流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又产生并走出了许许多多的

民族，他信对中医历史进程发生了重要的影呐。在汉族和北方诸族祖先的共离努

力和开发下，辽宁地区形成了与我国"中原古文化"既有内在联系，又有自己特

点前"北方古文住"区系。据中国最旱的史书《禹贡》记载，辽宁地区最早为冀、

青二州之地，夏商为幽剧、营州之埠，春秋战国时期赔为燕地。当时，河北、山

东等地的许多居民迁至辽宁，开发辽河涟域，铁器已在农韭生产中使用，土地开

垦w积不新扩大。秦始皇统一中菌后，全E设置郡县，在辽宁地区设置辽东、辽

西、左北平碍。而后辽宁一直处于中原王羁的直接统治之下，商及三国时隶属幽

州。自周代以持活跃在西拉木伦坷、老哈河流域的土著武族东胡，在东江以前曾

与匈奴友好，后被匈奴所征罩，古老民族分化为乌桂、鲜卑及室主善等分支。乌桓

人活动的莲罩在西拉木伦河南北，东汉以后同属围的民族融合，三国时黯魏国的

北方就深受乌捏的影嚼，后来乌桓被曹操派大军征患，族称逐渐消失。鲜卑人最

初主要活动在大兴安岭地区，后来一直窍南部百拉*-伦河涟域迁捷，在今天的辽

宁朝阳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扛一一"三燕"。在长达 300 余年前南北朝时期，

北方的许多政权嗖如燕、魏、齐、屑、后凉、柔然等，都由鲜卑族建立，它 111所

产生的五胡十六医文化融进了华夏文化。

其后统一中国的清朝及创造了中华文化新高峰前唐朝，贝j斐中原文化较深地

影喃了北方各民族。撂在辽宁设辽东郡、榜域都、燕郡，唐时辽宁即在安东都护

府管辖之下。在与中摩文明广泛接触与交流中，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政治制度、

儒学思想、宗教信神和文学艺术，都摞漂不新地传播至i辽宁大地，给这里的文化

发展提供摞源不断的滋养和提激。与此离时，世代暑住在这里的各民族也以自己

的文化创造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容。特躬是在辽、金、元时代，英丹、女真和蒙

古边疆民族先后喔起，凭借金戈铁马，入主中原，为中华文明注入新鲜血液。同时，

他妇也受到中票汉文住的深揭影嚼，一再重复着"征服者被征恶"的历史故事。

1. 4:辽海文化丛书>> ，辽海出版社 2000 年版，总序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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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辽宁已成为"边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前富庶农业旺，冶铁、丝织、陶

瓷、盐主等都假发达，金矿已有开呆，鞍山之北曾设立铁哥，抚)1质的煤已供烧瓷

之屑。 14 世纪后期，汉族政权明朝接管元对辽宁持统治后，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

以冶铁、棋盐为特在的手工业迅速发展，城镇生活更为活跃，当时本溪已成为全

国闻名的三大冶铁中心。高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一一清朝也是在辽宁兴起，女

真人的后人一一满族从这里起步君临中国，不但拓展了中医历史上最大的版图，

也挺封建帝国时代的文明撞进到最后一个高峰。

从时间上看，从公元 916 年契丹族杰出领禧耶律阿保祝建立契丹望到 1368

年萌朝军队攻陷大都，元腰帝北边，这 453 年漫漫岁月中，辽宁大地上先后出现

三个边疆民族创建的王朝 ， I:!p 辽 (916-1125) 、金 (1115-1234) 、元( 1 206-1 368) 。

东后，言努尔哈赤 1616 年建立满族政权后，金E到 1911 年最后一个封建皇帝爱

新党罗·溥钱被辛亥革命所推翻，这个满族政权统治中国又是近 300 年，贤以，

可以说商千年来中昌历史的大半时间是在辽河民族影响下发展过来的。

辽宁的历史文化在形成与发展中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自己的挫创性成

为中华文费和传统文先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辽宁文化接受外来文住的包容性的

特点，又使其在与中原的先进文化的交流接触中不黯发展，多民族的杂处交融，

不断的民族迁袋，都使辽宁地域文化具有多元住的色彩，井形成新的特色和新

的能造。

辽宁文学是辽宁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远古时代开始，辽宁的文学就与辽宁各

族人的生活、性格以及他妇生存耕耘的这片黑土地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辽宁文学

反映了辽宁各族人员的社会生活与历史，有着丰厚的地域文住积淀和悠久的历史，

也有着十分辉建的成就。在辽宁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扬:挺着承载中华民族精神的

航船，溢筋着中华传统文先的洪夜，又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精神和地域文学的

特色。

辽宁文学史的研究与撰写，是一种理性的文学精神的总结，是用科学的文艺

现进行的一次文学史的思辨审美过程。辽宁的文学作为辽宁地域文化形态的真实

写腰，纪握这种地域文学史的拉特价莹，最重要的是探寻它的历史流变形态，考

察它内蕴的精神气渍和前进的方式，表现这种文学传统的继承性。一般来说，文

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党的"苗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鬓繁

富*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

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住与递擅。我E古代著名文艺理论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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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家对越曾指出时运交移，盾文代变。"他很旱就看到了文学的由容与彩式

都跑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商变化，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由容不断有

变化或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惠都不断擅变。

辽宁文学从商纣时代发展，经历汉、晋、靖、唐、辽、金、元、明、请各代

的茄史延续，我111可以感受到在它的悠久的文学生命呈，吕喘着一种震憾人心的

浑草苍朴的足音。查海遗址中石塑龙的发茬，红山文化中玉雕龙的出土，都呈示

这呈曾是中华龙崇拜的摞头，联系文献记载之夏代前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与龙的

瓜葛，可以追踪中国上古时黯龙的神话与五帝的传说 3 币喀左甚妻侯铭文与~付

自君铭文的出土，证实这里曾是殷商所封篓国、孤什E的领地，文献珩载算子之

《算子吟主、 《麦秀歌》、 《洪范》及估夷、叔齐的《采薇歌》等，当是辽宁最

早有文字记载的文学作品。辽宁文学这些最早的足音又佐证了辽河文化与中原文

化早期的联系与交流。春秋战国时代，齐人伐出戎，齐担公伐在竹，燕太子丹"东

保于辽东都在客现上组进了辽河文先与中原文先的交散，流传至今的《诗经》

与先秦散文，都曾描写和记述到辽汗流域的社会生活。迄今人们都耳熟能详的知

柯剌秦王的故事，那住捶派荆轩的费太子丹当年就藏身于辽宁。有一句晓诗云:

"燕丹昔自避秦兵，街求今传太子名。"自古至今，不畏强暴、抗争不屈的精神，

已成辽宁人的文先传统。汉末三国时代，被后人追称为"辽东三杰"的中原人士

管宁、邮票和王黑，为避乱投奔了事i剧辽东的公孙民政权，他钉在襄平境内讲学，

传播诗、书、礼、乐等需家经典，著文记有，播撒了文学前种子。魏武帝曹操亲

征辽海，北伐马捏，曾至1辽河流域的营城(今辑 F肘，自程中写下反映辽海社会

的名诗《步出夏n行章，对中原文化与辽河文住的交流，罄起重i 一定的推动作用。

隋唐时代，为统一中国警蜻场帝和唐太宗都曾亲征高专雨，出兵辽东，并留下诗

章，唐代边塞诗人高适也曾再次出使营端，写下了反映辽西风情的诗篇 s 到了北

束，苏领、苏辙都曾出使营壤，留下许多反映辽河流域契丹族社会风情的诗文，

都策进了中原文化与辽河文化的交流，影嚼了辽宁文学的发展繁荣。

在中原文人注上辽宁的同时，辽河流域的北人也在南下。在辽河流域兴旺起

来的美丹族，建立了大辽，政权发展到长城以菌，辽太祖事律阿保tJt.的长子东丹

王耶律倍互补子事律建先都博学能诗，辽道宗皇后萧现音的诗更以细膜凄蜿为著，

都在中原享有盛名$女真族建立起的金政权，扩展到辽河涟壤，继雨与宋对i峙，

跨过了长端，占领了淮河以北。金代大诗人王是隽、王寂等人的诗文当时即在中

原流传，得到元好!可、况周额等历代文人的佳评，他妇把辽汗文先带进了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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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影响了中累文化的发展。在重巫期由成长起来的契丹族耶律楚材仕元之后，

不但是成吉思汗、拖雷、窝阔台三汗王之宰辑，在元统一中 E过程中做出了重大

贡献，还重挠汉族文化，大盟起用汉族知识分子，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她的《湛然居士文集》涛文凸里其博学多才，尤其诗词雄奇苍劲，宏大深辱、被

《元诗选》编者颜羁立誉为"雄篇秀与散落人间，为一代词 E罩E倡始

诗歌吉劫号开拓者。

女真族后人努古之哈赤建后金创业于辽河流域， 1636 年其子皇太极在注 FS称

帝，改E号大遣。之后，他们的继任者进关攻占了北京，进南开始了满族对中军

大地 300 年的统治，他们采取了利用汉文住民加强他钉的统治的方法，自然加强

了辽河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清初以降，从辽宁走出的开国谋臣范文程及1ß承

漠、范承勋、范承黑父子诗文都有亮色，其后，铁岭籍词人纳兰桂捷、颜大清、

郑文炸，钦誉清代词坛，被况离颐在《慧声L词话声中赞为清1-t"Ì毒苑中的"勇中成

容若(纳兰性德)、女中太清春(J顿大清) ，直蔬北宋堂奥

江薛，其词集《樵凤乐蔚》被智称、作晓清诲之高峰，列"清代四大司人"之商

辽籍诗人、书法家铁保编辑之《熙朝挂领集》浩浩 134 卷注入 530 位八旗诗人

的 6000 余首诗件，是清代满族诗人诗作集大成者。小混、戏剧创作上， j青代最

杰出小说《红楼梦主作者曹雪芹系辽宁籍已为红学家们货认坷，更重要的是近年

文学史学者、红学家们研究发魂， ((红楼梦》中摄多篇悟反映了辽河流域乃至东

北地运的风土良情、风俗文化、满族的食俗、扎俗及拉特的生活习惯，特别是《红

楼梦》中，诸多人物方言与辽汗流域方言契合，其中告是用辽东方言f!p超吉句以上，

足以证费《红楼梦革是一曾受到辽河文化沃土滋养，融合了辽河文化与中京文化

的文学作品典范;西洗阳籍的乾隆年 i司督掏宫唐英不仅在景德镇写下中国陶瓷艺

术史上重重一笔，其戏剧集《古拉堂传奇》中收入其 17 种传奇与杂屈，反映粱

出好汉的《十字坡革等剧吕，迄今在戏尉舞台上切有踪迹。

与清初辽湾流域文人莲军南下将这里的文化带!每南方相对应的是，更大量的

中原与南方文人被流放至辽宁，在这里传播了中原文化，创造了"流人文学"咱

形成了菌北文住、文学大交融的新景观。清军入关南下后，为主在强统治，实行民

族高压政策与陪级高压政策，将大批有反满情绪或不肯铸苦听命的汉族知识分子

流放到东北仅颠治、康熙、雍正三辑的九十年 Iß] ，被流放至东北者不下十余

万众辽宁的沈陆、铁蛤、尚陪堡都是流入文士集中之地，其中许多是有很高

文学修养的才士。他钉在这里讲经授业，集会结社，著述吟咏，推动了辽宁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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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僧人虽可成为当时辽沈文坛萄核心人物，位与左憨泰等 30 余人生E织"冰

天社是清代东北第一个文人结社τ~ {(松鹤山 5号诗文集》传世的陈梦雪在洗

阳编塞了首部《盛京通志)} ，吕京后又编莘瑰存中医最大类书《古今医书集成)}

黠之透、徐灿夫妻，戴梓、戴亨父子，铁岭涟人都浴、李呈祥等也都有佳麓存世。

可以说，南北文化的交融推动辽汗文化在清代达到一个高峰，辽宁文学也呈

现兴旺发展的态势，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等都出现一批名家名作。清前期，

鄂拉图、高塞商位诗人开满族文学之先河3 李错、陈景元、戴亨以诗被袁枝在《随

园诗话》中称誉为"辽东三老中晚薪之王尔器、缪公患、金朝勤、多磋商，

及有"辽东三才子"之称的对春坡、房毓琛、荣文达的诗f字，晨在了辽宁地域生活，

多有亮色 s 铁 ili专魏雯均《九梅村诗集》中存涛 1700 苦，许多诗歌真实反殃了人

FS疾苦，堪称清代继承杜甫理实主义诗鼠的代表;辽阳刘文麟，鸦片战争期持恰

在林则徐毫下追随钦差大军禁烟，他的《广州杂咏E 十五苔， ((j毒事P 八首，记

述并抒发了战前战后佳忧国佳畏的爱望情怀，成为近代文学史上最旱以诗反映鸦

片战争的诗人之在散文甜作上，锦用金等斗豫的《解搅纪行录}) , 1可世后 rzp得

到高方学者洪亮吉等人的热赞，是可与桐城散文比弱的美文名著;铁岭张德、彝作

为清辑第一批外交官曾 8 次出使欧洲，其《就海述奇》、 《随使法国记》等八部

摒记，最旱向国人介绍了欧端的戏属及亲睹之巴黎公社革命历程，已成中国文学

史册宝贵篇章;在小说创作上，晚清出生于辽宁北票前成吉思汗 281t升尹湛纳希，

继承父志完成记述蒙古族兴起、发展直至统一全中匿建立元朝历程的《青史演义}

堪称一部讴歌成吉思汗的英雄史诗，他还创作了《一层楼》与《注红亭)) ，成为

蒙古族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鼻祖 g 文学评论方百，清代辽宁也由堤-j在力作，庄

河满族学者多建阿在《毛诗多识》中，强调诗歌创作中"识"之重要，评论"识"

与比兴之关系，是从佳作起度对诗歌理论的丰富与发展;辽阳杨宗幸在《雪替诗活》

与续集、三集、余集，洋洋 E十卷一百余万字-规模属历代诗舌之最。全书将记

人记事与诗评相结合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其详于满济r 。有重要

文学史椅值，缪茎卦论其进评说即论其诗，挂重国初之朱王叶洗，采取正声?

而不甚捞袁蒋赵之流泼，主F说歧途，扫除净尽，于诗学本甚有补益。"

民国亡清更迭之后，历史进入现代史阶段，辽宁文学更成为中国文学地团上

的重要景观，随着现1t工业、商业的起步，现代经济的发展噎 20 世纪初，洗 ~13

的《盛京时t民主、大连的《泰东 E 报》及中文刊物《薪文化》等先后创刊，这些

报刊都陆续发表告话小说，剖办副刊，动推辽宁在1t文学的发展。 1993 年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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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文学概述》论述中曾认为" 1918 年， ((盛京时摄》舍ù dJ.文学副刊盔神袅

杂组'后，发表的长篇传记小说《梅兰芳》等，已明显告鉴了曹方斗、说前表述方

法，具有了现代文学特枉产生于 1919-1920 年的穆儒丐的《香粉夜叉)) ,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作品通过魏静文与夏报文的婚

娼悲尉，揭示出现代物贡生活中人的生活观念的 i曹先及奉系军民的弱股、丑恶嘴

搓，已开始运勇时空交错、明或暗线的交叉，并运屠场西细节撞写、景物摇写、

心理描写交j 画人物娃棒，推进故事情节发展。 n 这一论证得到辽沈学术界的认同，

1996 年张镜茂先生主编的《东北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导言中也认为穆儒丐

创作的长篇小说《香粉夜叉)) , 1919 年门月 18 13 至 1920 年 4 J] 21 日连载于《盛

京时报)) ，……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百且穆f重丐继《香

粉夜叉》后，又完成了《北京》、 《徐生自传》等 2004 年 12 月，白长青主编

的《辽宁文学史》也赞同了这一论点辽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穆儒丐的《香

粉夜叉主，……要早于关内同类章写文学作品， ((香辛辛夜叉E 甚至已被斯定为中西

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

如果说亏 20 世纪 20 年代，杨梅前戏剧创作是辽宁作家被中 E现代文坛认可

的著名作品，那么， 30 年代，以东北作家群中的萧军、端*-丢在夷、罗蜂、自捷、

马如等为代表的辽宁作家的中长捏篇小说佳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掀起了反帝爱E

文学的新第章。黄军的《八月的乡村》、端木嘉衷的《科冬沁旗草草2 、 《大地

的海》、马力口的《登基前后》等中长篇，发表后即引起了文坛嘱目，并带动了现

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形成。捏篇小说中，罗埠的《第七个坑E

当年在上海左翼文坛曾引起震撼，小说说一个善良、懦弱、麻木的皮鞋匠最终的

觉醒、反拉，反映在生与亮的抉择面前哩东北人民终于走上反拉的艰璀途程，揭

示了在由难中对 B 本侵略者的提骨仇恨和对民族尊严的孜在追求。堪称中昌现代

文学经典之作。自朗的《伊瓦鲁河畔》、主击木毒良的《莺莺湖的'庄都主等.也都

是拉战文学的代表作品。可;二说，辽宁的瑰代文学不仅是起步旱，而且以其创作

中新张扬的凛事王气和民族精神，成为那个时代的黄钟大吕之音，在中医现代文

学史上闪耀着辉煌，也成为辽宁地域文先中的宝贵着神财富 o

1997 年，我在《辽宁青年作家书系》总序中曾说辽宁的文学有东部群

山簇的雄壮伟岸，有松辽平震般的宽广修远，它粗矿、雄劲、悲凉、镰慨，虽无

押扬赣挫的韵味‘然商具有自1健挺进的气势和朴实、憨直、豁达、幽默的品链，

这一突出的地方风格，在新中国成长的 -1生作家作品中得到继承和发蜀，杨大群

1. <<辽宁文学概还>> ，春风文艺出豆在社 1993 年放导第 96 页 G
2. (.牟北丈学文革>> ，沈F目虫草在社 1996 年版宅长j毒小说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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