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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扬大盛魁文化蕴涵 助力北疆文化品牌打造
■张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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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大师孙犁先生
诞辰 110周年，为了纪念和缅怀孙犁先生为
现当代文学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天地出版
社于今年7月重新出版了其享誉文坛的著名
小说集《白洋淀纪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上，尽管孙犁小说作品的数量并不宏富，
但经过时间冲刷与风雨洗礼，其作品品质无
疑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其小说风韵的独
特、情致的高雅、语言的隽永、表达的超逸，
呈现出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尤其是作为
孙犁代表作的短篇小说集《白洋淀纪事》，情
与景合，意与象通，既有小说情节的畅达与
生动，又有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疏放，呈现

“诗化文学”的卓异特质，这种诗化特质构成
了孙犁小说独特的美学风格。

情感是小说的生命与灵魂，可以说没有
情感就没有文学艺术。浓郁的情感如同河
流一样，流淌在《白洋淀纪事》的篇章结构
中，成为孙犁小说艺术生命的关键所在。孙
犁先生善于在小说作品中表达情感，他的情
感以节制、含蓄和内敛的方式在《白洋淀纪
事》中呈现出来，好像小桥流水般细浸慢润
地渗入《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的苇》等
作品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一种委婉清约的抒
情韵味。正如孙犁先生在《文学短论》中所
说：“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伟大的抒情，在现
实主义作品里，作家丰盛的情感含蕴在描写
和人物的对话里”，“没有真实的激动了的感
情，就写不成好文章”。

《白洋淀纪事》收录了孙犁先生从 1939
年到 1950 年创作的大多数作品，主要包括

《荷花淀》《芦花荡》《嘱咐》《采蒲台的苇》《山
地回忆》《正月》等名篇，这些作品具有诗的
张力和质感，不但头绪较为明晰单纯，情节
较少枝枝蔓蔓，而且大多截取的是丰赡生活

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片段，以此为视角呈现彼时冀中平原社会生活的整体
风貌，使人深切感受脉动的时代气息。在《采蒲台的苇》《嘱咐》《亡人逸
事》《吴召儿》等诸多篇什的创作实践中，孙犁先生非常注重感情的特殊功
效。这部短篇小说集主要运用诗歌抒情手段铺陈情感、渲染气氛、感染读
者，近乎达到一种诗化的高超意境。

叙述自然而简约、状写质朴而精巧，构成了《白洋淀纪事》诗化意境的
一个重要维度，也是《白洋淀纪事》备受读者青睐的一个重要因由。孙犁
小说不以气势取胜，而以情韵占优，众多作品柔中有刚、寓刚于柔，于细腻
委婉之中蕴含一股内在的征服人心的诗性力量。孙犁善于在谈笑从容中
描摹时代风云变幻，虽写情趣而不落浅薄与轻佻。《白洋淀纪事》的诗化意
境绝不是以奇幻和空想构造出来的，而是整个小说集浸透着彼时的社会
现实，它并未给时代生活的面貌涂上脂粉，只是将生活本真的美呈现出
来。即便《白洋淀纪事》中的部分作品写到了敌人的欺辱和杀戮，也写到
战斗的无情与残酷，却从未过分张扬与极力渲染血腥场景，而是把注意力
放在冀中人民面对日寇顽凶进行英勇无畏的抗争上，放在聚焦生活中美
好心灵绽放的战斗间隙里。《白洋淀纪事》平实质朴，毫无虚伪之情、造作
之态，这表明孙犁小说的意境创设，虽经深化开拓但不露痕迹，他的小说
尤其是短篇小说，不是设色艳丽的工笔，而是白描淡素的写意。孙犁先生
善于寓华于朴、寓绚于素，表面朴实、简约，内里珠圆玉润、意境浑成，臻于
一种诗化的澄明境界。为了营造和提升诗化境界，孙犁先生经常把感情
寄寓在对景物的书写与描摹上，进而形成殊异、鲜明、生动的审美意象。
譬如作者在《铁木前传》中写道：“九儿坐在那里，望着空漠的沙岗出神。
她继续回忆着幼年时家乡的影子。在母亲去世以后，她常常一个人坐在
小窗的前面。窗外有一棵枣树，因为避风向阳，常常有些小鸟儿在枝头来
聚会。鸟儿们玩起来，显得非常亲密。那站在一起，叽叽喳喳的也许就是
最亲密的吧，不久，有一只跳到别的枝头。遇到一阵风，它们竟各自飞散
了。”这段情趣盎然的点绘与摹写，并不是孙犁先生在抒发自己的闲情逸
致，而是以这组灵动、明晰的景象寄托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1962年孙犁
在一首题为《自嘲》的诗中写道：“小技雕虫似笛鸣，惭愧大锣大鼓声，影响
沉没噪音里，滴澈人生缝罅中。”作者于此传递出的美学理念是：即便是一
只小小的叶笛，也要使出全部力气将真、善、美的人生追求，幻化为美妙歌
声的清泉滴澈在人们心中。可以说，《白洋淀纪事》寓灼热于深沉，化丰腴
于平实，以诗情画意感染人打动人征服人，这正是孙犁小说葆有长久艺术
生命力的枢机所在。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孙犁先生的语言是生动的语言，更是诗化的语
言，几乎每个语句都散发着强烈诗韵，例如《荷花淀》通篇采用的是一种鲜
活灵动的诗意语言，这种诗化语言一方面准确传达出孙犁先生的思想情
感，展现出客观真实的生活图景，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
赋予小说作品以浓厚诗意氛围和奇绝艺术魅力。孙犁小说的语言美是为
现当代文学界所公认的，其小说语言有一种铿锵流转、和谐匀称的内在音
乐美，不仅清澈明净，而且朴素本色，特别是明畅而不流于浅露，优美而无
刻削之痕，收到言近旨远、辞浅意深的审美效果，如在《荷花淀》里摹绘“那
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
色荷花箭高高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这种信手铺陈透着一种
情韵和节奏。他的小说正是通过这种语言表述，如同清泉一样流进读者
的心田。《白洋淀纪事》既有小说作品的生动情节、动人故事和典型环境中
的典型性格，又有诗意的畅达、凝练、灵动。这种文体与作品的意境保持
高度和谐，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换言之，《白洋淀纪事》总是能给读者一
种清新、明净、鲜活、自然的美感，这与孙犁先生长期对小说语言的精雕细
琢密不可分。孙犁先生的小说语言既不同于赵树理先生那样质朴通俗且
富有民间气息，也有别于熔各种艺术方法技巧于一炉的丁玲女士那样委
婉绵密繁复，孙犁先生将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简洁典雅与民间语言的自
然朴素有机融于一体，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既清新明净又优美雅致的诗化
语言。包括《白洋淀纪事》在内的孙犁先生的众多小说，叙事简洁明了，描
摹细腻传神，人物对话质朴自然且富有情趣，故事抒情优美深沉而又韵味
绵长。总之，清新美与明净美是《白洋淀纪事》的重要艺术风格，也是孙犁
先生小说语言的一贯追求，更是与他的诗学特质和诗化境界保持高度一
致和紧密协调的。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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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前后，56集电视连续剧
《大盛魁》在内蒙古卫视、山西卫视、
天津卫视、湖北卫视的联合播出，创
造了内蒙古一部电视剧全国四家卫
视同时播出的先河，再次引发了关于
大盛魁文化，助力打造北疆文化品牌
的广泛热议。

文化大品牌是一个国家、一个地
域或一个领域拥有深厚先进的文化
底蕴，具有庞大实力和影响力的文化
品牌综合体。“一个大盛魁，半座归化
城”“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于清
代崛起的中国最大的跨国贸易商号
大盛魁，其商路足迹遍及全国及蒙
古、俄罗斯、中亚诸国，谱写了近三百
年恢宏壮阔的商业文明史诗，被誉为
中华企业成功的历史范例。

在内蒙古建设文化强区和大力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草原新丝路
战略的时代潮流中，积极传扬大盛魁
文化之独特内蕴，助力自治区新时代
北疆文化品牌建设，意义重要而独
特。

一、大盛魁文化具有突出的历史
与时代特质

（一）突出的历史地位
大盛魁有着三百载辉煌的民族

贸易史。走西口后“旅蒙行商”的逐
渐兴起与发展，蒙汉民族间边贸的开
通，茶叶之路的开启，极大推动了内
蒙古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出关必
经之地的呼和浩特成为民族连通交
流和融汇的场所，并获得清朝廷颁发
的蒙古地区发行“银票”的执照，形成
了跨省跨国的超级商业及金融业集
团。大盛魁总号位于归化城，院落不
大，但买卖大、名气大、使命大。

大盛魁是北疆文化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内蒙古来说，“旅蒙
行商”虽是文化外来者，但其兴起与
发展始终与北疆草原社会与生活紧
密相连，其管理文化是吸纳地域特
质绽放的奇异花朵。买卖各方在交
易中，既建立了感情，又结成了长久
合作共存的集合体，也都坚毅恪守
着诚信经营的根本原则。这是内蒙
古历史上较有影响，也是很繁荣的
跨地域文化现象，留存下来的文化
遗产是内蒙古北疆重要的历史文化
资源。

大盛魁是呼和浩特城市经济繁
荣的历史功臣。归化城是清朝设置
的对蒙贸易中心之一，是“旅蒙行商”
和大盛魁的重要贸易基地。清康熙
年间开放“西口”后，使呼和浩特由昔
日的军事政治重镇，转变为经济文化

中心，并创造了货运物流品种最齐
全、出口贸易最大、经营时间最长的
历史。因此可以说，没有以大盛魁为
代表的“旅蒙商”商业现象的出现，就
不会有后来呼和浩特的经济繁荣。

（二）丰厚的文化遗存
有着 300载岁月的大盛魁，文化

遗存十分丰厚珍贵。始于 17世纪、全
长 1.3 万公里，贯通中西方物质文化
交换的国际大通道“茶马古道”，辽阔
神秘；大盛魁博物馆的千余件历史藏
品，风貌依存；大盛魁独特的股权结
构，是其实施整套激励机制的保证，
也是一种人力资本产权化的长期激
励制度，它是大盛魁创造辉煌业绩的
体制机制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启
示。极为可惜的是，大盛魁的历史建
筑遗存已原貌难觅。

电视连续剧《大盛魁》还为我们
呈现出独特珍贵的精神财富遗存，大
盛魁姓“大”，但这个“大”不仅仅是大
家的“大”，其内蕴极其深厚：大志气、
大情义，大骨气、大贵人，大劫难、大
胸怀，大愿望、大情缘，大彻大悟，这
些内蕴相生相融、相辅相成、相互叠
映、丰厚扎实，展现出大气概、大情
怀，构成了大盛魁大体量的企业文化
与精神谱系。

（三）时代的可贵需求
可以说，大盛魁是现代经济发展

和商业经营模式的重要参照。大盛
魁诚信的经营与财富理念，科学有效
的人力合股经营体制、学徒培养办
法、员工升职办法、企业传承接班机
制，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良好
的多民族关系，以及中蒙俄贸易与茶
叶之路的开通、相应的城市建设特点
等全方位的文化现象，使其具有了久
远丰厚的商业与文化影响力。这些
被历史证明了的先进之处，正是内蒙
古现代化新征程所需要借鉴吸收、大
力传扬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助力北
疆文化品牌打造的可贵需求。

（四）成果的不断积淀
2011年，大盛魁进入内蒙古第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类）名录。
近些年，许多名家创作打造的新时代
大盛魁文化系列产品，成为大盛魁品
牌的重要文化新成果、新收获。如，
邓九刚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大盛魁
商号》；王新民导演组织团队用时两
年编写的 200 万字的《旅蒙商通览》

《走西口通鉴》；创作作品有广播剧、
京剧、话剧《大盛魁》，纪录片《大盛
魁》，小说《大盛魁》等；建设了大盛魁
文化创意产业园、大盛魁博物馆；创

建了大盛魁影视园；更值得期待的
是：王新民影视工作室仍在创作筹拍
更多的大盛魁题材的作品。

二、传扬大盛魁文化是助力打造
北疆文化的良好抓手

（一）关键是形成整体的品牌合力
传扬大盛魁文化，打造大盛魁文

化品牌，首先取决于新时代市场的检
验和认可度；其二，如果从文化品牌
学的专业角度考察，更在于文化品牌
的生成、管理、保护、传播、文化贸易
视野等体系化的链接、组合水平和运
营层次的高低。

挖掘和传扬大盛魁文化宝藏，打
造北疆文化大品牌，一直是自治区文
化强区建设的目标，关键的着力面和
着力点应是逐渐形成整体的扎实的
品牌合力。

（二）体系化、市场化运营是良性
循环发展的根本

就大盛魁来说，其文化品牌的生
成有着几百年丰厚的历史积淀，但要
完成其新时代文化品牌的再塑，在目
前热度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强化顶
层设计，采取有远见、有计划、高层
次、集群化、国际化且接地气的打造
手段，找到系列品牌实体产业与市场
的高度契合点，找到文化产品及其创
新开发真正可以依托的重量级实体，
使之步入体系化、市场化运营的良性
循环发展的轨道。这是地域文化做
实做精、做大做强、向文化品牌建设
目标迈进的必由之路。

（三）恢复大盛魁文化品牌魂之
所系的原址风貌依托

早在 2006年，王新民导演便提出
了以电视剧为龙头、切入点和影响
力，以在呼和浩特历史商脉之地兴建

大盛魁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园为具体
抓手，打造大盛魁文化体系的构想，
并期待借此恢复大盛魁总号遗址全
貌，形成集影视拍摄、教育培训、旅游
观光、休闲娱乐、餐饮商贸、综合地产
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产业集群，从而
围绕实景进行剧本创作。这是展示
呼和浩特市历史与文化精髓，再塑大
盛魁物质与文化经典，保护和传扬大
盛魁文化的重大工程，是使大盛魁商
业之魂、文化之魂拥有原址风貌依托
的大设想。

（四）找准大盛魁文化旅游产业
的特质和规律所在

要从本质上认清文化旅游产业
的特质之处、规律所在，文化开发的
定位不能简单重复，文化旅游与商业
经营的市场逻辑不能人为割裂。

我们知道，地域文化是一个地
区特有的自然与人文印痕，是该地
域文化显性及隐形特点的代表。地
域文化与文化符号的代表性运用，
就是品牌文化，也是文化品牌，大盛
魁文化品牌何尝不是如此。但怎样
找准大盛魁文化旅游产业的特质，
怎样实现电视连续剧《大盛魁》艺术
的再转化再升值，以什么样的经营
定位和风貌面对和牢牢抓住区内外
及国际当下市场，形成独特有效的
运营规律，产生持久增长的效益，这
是最现实的生存必须和持久发展的
根本。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趁热打
铁，打得准、打得牢、打得精，“大盛
魁”这块历史金字招牌，一定会再次
成为内蒙古及呼和浩特市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和北疆文化品牌打造的强
大的助推力量。

内蒙古女作家、呼和浩特市作
家协会副主席刘巧玲，于今年深秋
由远方出版社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

《乡野长歌》，全文共计 22 万字。刘
巧玲早在 1985 年就开始发表文学
作品，30 多年来，她笔耕不辍，先后
出版过长篇小说《福姥姥》《柳暗花
明》《小勇士波比》。其中《福姥姥》
是改革开放四十年首部直面独生子
女家庭健康养老的长篇小说，受到
我国文坛的重视，入选 2019 年向全
国老年人推荐的优秀出版物。刘巧
玲是文坛多面手，有着驾驭多种题
材的能力，她出版过散文集《流年未
央》和人物传记《富泽桑梓梦》，还创
作了电视文学剧本《幸福不会老》和
电影剧本《点亮心灯》等，她还在报
刊、杂志、网络等媒体发表诗歌、散
文、文艺评论等 400多篇。她在文坛

和读者心目中，最有影响的是纪实
文学的创作。她创作的长篇报告文
学《汉鼎之光》，荣获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图书奖。她还出版过长篇纪实
文学《黄河赤子》。这次我读了《乡
野长歌》之后很为作者高兴，因为对
照作者过去的纪实文学，比较明显
地看到刘巧玲的纪实文学，在思想
性和艺术性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
不但是她本人的文学收获，也可以
说是呼和浩特乃至自治区文学的新
收获。

2022 年 6 月 10 日，刘巧玲跟随
呼和浩特市文联组织的作家采风
团，前往清水河县五良太乡青豆沟
村。十几年前这个小山村是个远近
闻名的贫困村，如今的青豆沟村生
态环境优美，民居焕然一新，粮食丰
收，收入增加，村民过上了幸福生
活。这个脱贫、振兴的山村让刘巧
玲十分激动，唤起了她创作的灵感，
萌发了走进、了解、融入、书写青豆
沟的强烈愿望，于是她又去了两次
青豆沟，把这前后三下青豆沟积累
的素材，撰写成了这部《乡野长歌》。

青豆沟脱贫、振兴的主要动力
是什么？就是一批带动村民艰苦
奋斗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于
是《乡野长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
这些村干部的干事创业群像。其
中最主要的典型是青豆沟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云二召，这位

书中的主要人物因常年积劳成疾，
在工作岗位上病逝。2019 年 2 月 2
日，县里的、乡里的、村里的，领导
和亲朋好友来为他送行。全书就
以 此 场 景 为 引 子 ，进 行 切 入 与 展
开。作者精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
典型性格，突出人物个性，推动故
事进展，强化情节张力和温度，给
读者留下深刻的审美印记。更具
匠心之处是巧妙设置人物内部个
性的矛盾冲突和人物彼此之间的
戏剧纠葛，多重层面的描绘，在波
澜起伏中建构出强有力的审美冲
击。人物性格的巨大差异为纪实
作品赋予了独特的审美品格，一个
个独具个性的形象背后浓缩的是
驳杂的现实困境，让读者在阅读中
有所思考和感悟。

刘巧玲笔下的人物个性鲜明，不
是概念化的符号，引发的思考和感
悟，也不是简单的标语口号。过去我
们读到的大量纪实文学或小说、散
文，在描述农村的生态问题时，总是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对立位置，总
是高喊着“战胜大自然”的口号。《乡
野长歌》中的第六章“小流域治出青
山绿水”，彻底改变了以往的环保理
念，把与“大自然斗争”转变为充分

“依靠自然修复”。20 世纪 80 年代，
青豆沟人通过“万亩滩大会战”的方
式，想一下子改变水土流失的问题，
不考虑自然规律，所以收效甚微。上
世纪 90 年代，青豆沟人根据大自然

的水土流失规律，制定出水土保持规
划，形成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取
得了惊人的效果和骄人的成绩。这
种通过依靠大自然规律而创建的“增
粮田、保水土、惠民生”的系统生态工
程，是很值得推广的。这正是这本书
的主题意义所在，当然也是读者阅读
的收益。

刘巧玲在这本书中写出了青豆
沟村党支部如何带领村民把“粮田”
变成“良田”，提高基本农田综合生产
能力，并且坚持走好种植养殖良性循
环的“大农业”之路。青豆沟村还努
力进行“新农人”的培育，从而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这些都提升了这本书的主题意义，增
强了可借鉴的现实意义。

刘巧玲的写作技巧更为成熟。
全书的结构布局自然顺畅，读起来
很容易顺势进入，渐入佳境，引发
思考。刘巧玲的语言优美、简练、
明快，全无做作雕琢之感。

这本纪实文学的成功，显示出
刘 巧 玲 还 蕴 藏 着 丰 厚 的 创 作 潜
力 ，希 望 她 今 后 能 创 作 出 更 多 更
好的作品。

纪实文学的新收获
——刘巧玲新作《乡野长歌》读后

■李悦

《大盛魁》研讨会在呼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