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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仍艰苦创作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阎安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陈忠实患有癌症
已经一两年，为此做过大手术，最近
一年也是一直在化疗，“近几日陈忠
实病危的情况很多人很关注，从医院
里传来一些不好的消息，但是没想到
他这么快离世”。

在熟悉的人眼中，陈忠实的质
朴就是他最大的人格魅力。中国作
协副主席高洪波表示，“他为人质
朴，像他生活的陕北土地一样厚重。
相处起来，你会感觉到他具有浓浓
的亲和力。他算是陕西作家中的领
军人物，而在带领陕西青年作家在
文学作品中表现当地人民家国情怀
方面，他也做得非常好”。

共事多年，又把陈忠实作为精
神导师的阎安则称，在他眼中陈忠
实是一位特别厚重，也特别有秦岭
风范和品格的作家。“他在生活中和
工作中非常信守承诺，很讲原则。他
名气很大，也曾担任陕西作协副主
席、主席等职位，但是他没有一点架
子，很多人找他，只要涉及文学方面
的事情，他是来电话必接。而且在培
养新人上，陈忠实积极担责，凡是给
青年作家写序、开座谈会等，他都积
极参加。”

谈及陈忠实的近况，阎安称，陈
忠实一直秉持着那一代人的艰苦朴
素的美德，对生活要求很简单。“退
休后基本上就在工作室里思考创
作，吃得也不好，也不追求什么享
受。从他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来
说，大幅度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是有
条件的，但是他没有。他的生活艰辛
了一辈子。陈忠实真是能强烈地触
动我们。”

在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掖平的
笔下，陈忠实的形象是待人接物真
诚自然，没有丝毫凌空蹈虚的傲气
与盛气，更像乡间田埂地头上一位
最普通的老农民，让人觉得朴实、亲
近、自然。

修改《白鹿原》背负极
大精神压力

在陈忠实一生的创作中，绕不
过去的书就是《白鹿原》。《白鹿原》
已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连环
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同名电影
于 2012 年上映，话剧版《白鹿原》也
将于近期在北京上演。

这部一举奠定陈忠实在中国文
坛地位的作品曾给陈忠实带来过很
大的争议。从1993年《白鹿原》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直到1997年，因为作
品中性描写等部分容易引起误读，

《白鹿原》和陈忠实都承受了很大的
压力，这部作品一度不被关注。直到

1997 年陈忠实对作品进行修改并得
到茅盾文学奖后，对这部作品的推
介才大规模开始。

当时因为评“茅奖”而修订小说
的事情，很多人不理解陈忠实，背后
对他常有议论，包括在今天，也有读
者疑惑陈忠实是否能承担“好作家”
的名号。本报记者联系到《白鹿原》
的首版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
总编辑何启治，何启治是陈忠实 20
多年的好友，他说，“陈忠实对于那
两点批评心情也很矛盾，背负很大
的精神压力。你说他心甘情愿去删
改，也不是事实，你说他对茅奖没有
一点儿期待，也不是事实。所以他非
常矛盾。”

何启治称，茅奖评委要求陈忠实
做修订，他是答应了的，但是答应本
身不等于他同意提出来的全部意见。

“他后来也公开反驳过，不能说作品
中人物说的话，就是自己说的话。而
陈忠实对于小说中性描写的修改也
只有两处，每处二三百字，坚守着不
以性描写刺激读者的创作原则。”

何启治解释，对待删改小说的
问题，陈忠实基本的东西坚持住了，
并没有像其他人说的那样软弱和善
于妥协。

去世后的空白无人能填

提到陈忠实，不少人认为他凭
借一部《白鹿原》创造了当代文学的
高峰。文学评论家白烨就认为，《白
鹿原》是陈忠实对中国当代文学的
最大贡献，是中国长篇小说的一座
高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忠实去
世之后的空白是无人能填补的。

《白鹿原》为何是一座高峰？北
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告诉记者，这是
因为它把中国历史的书写推到了一
个高度，它的完整性、宽广、浑厚，把
中国文化传统和西北地域文化的特
点结合得如此紧密，堪称一部结实
饱满、浑然一体的“大作品”，“陈忠
实始终把一种思想性、对民族命运
的思考、民族未来走向的思考抓在
手里，他是非常了不起的”。

谈及陈忠实的文学地位，山东师
范大学教授李掖平称，陈忠实是一位
令人尊敬的作家。他的农民出身和 40
多年农村生活的洗礼，赐予他无比丰
富的乡土素材与坚实厚重的文化底
蕴。《白鹿原》以厚重的历史感、复杂
的人物形象以及生动传神的浓厚关
中气息，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史
成功纳入自己的艺术舞台，成为当代
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如果要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长篇小说中选
一部作品作为标志和高峰之作，《白
鹿原》当之无愧。今天，忠实先生离开
了我们，当代文坛一颗巨星陨落了，
中国文学界更是少了一位接地气的
农民代言人。”

创作《白鹿原》

路遥刺激了陈忠实的

写作

过去 30 年间，“文学陕
军”有三部作品让世人瞩目，
那就是陈忠实的《白鹿原》、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及贾
平凹的《废都》。陈忠实承认，
比自己小七岁的路遥创作的

《平凡的世界》刺激了自己，
让自己下决心写一部大作
品，于是有了《白鹿原》。

上世纪 80 年代，路遥接
连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

《人生》等小说作品，尤其后
者被改编成电影在全国引起
轰动。接着他又写出《在困难
的日子里》，获《当代》文学中
长篇小说奖。1988 年，路遥
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
凡的世界》，达到个人文学
事业的巅峰，1991 年获得包
括茅盾文学奖等在内的重
要奖项。陈忠实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慢慢地，我开始
对这个比我年轻好几岁的
作家刮目相看。我多次对别
人公开表示，我很敬佩这个
青年人。当他的作品获得文
学最高奖项时，我再也坐不
住了，心想，这位和我朝夕
相处的、活脱脱的年轻人，
怎么一下子达到了这样的
高度！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
巨大压力。我下定决心要奋
斗，要超越，于是才有了《白
鹿原》。”

同样是史诗性巨著，路
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后的
心情，与陈忠实创作完《白鹿
原》之后的如释重负，却特别
不一样。在路遥的随笔《早晨
从中午开始》中，路遥说自己
完成了《平凡的世界》后，“我
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
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我第
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
自己……我看见自己泪流满
面。”

而陈忠实在写完《白鹿
原》后，沿着灞河走下去，边
走边抽烟，随手把烟头扔到
路边，“没想到烟头正好扔在
那堆干草上面，草堆顿时被
点着，火光冲天。然后我回家
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打开录
音机放秦腔，给自己下面
条”。

文学《白鹿原》
一部俯视历史之作

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
后是悲苦，陈忠实完成《白鹿
原》后是轻快，这也体现了两
部巨著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
的明显不同。同样是现实主
义题材，《平凡的世界》有不
少浪漫主义的内容，作者在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
纠结随处可见，《平凡的世
界》平视历史的痕迹比较明
显。而《白鹿原》则是一部俯
视历史的辛辣之作，反映了
中国在封建制度解体后，三
民主义、共产主义进入中国，
对一代中国农民旧的生活秩
序和心理秩序的影响，具有

历史的厚重感和很强的震撼
力，如秦腔般慷慨激昂，是当
代小说中难得一见的作品。

《白鹿原》俯视历史的史
诗式小说视角和水准，得到了
文学界的认可，著名文学评论
家朱寨说：“作者不是从党派
政治观点、狭隘的阶级观点出
发，对是非好坏进行简单评
判，而是从单一视角中超脱出
来，进入历史和人、生活与人、
文化与人的思考，对历史进行
高层次的宏观鸟瞰。”

文艺评论家雷达从作者
处理人、历史、文化关系的角
度分析了作者的文化价值
观。他说：“《白鹿原》的作者
不再站在狭义的政治视点
上，而是站到了时代的、民族
的、文化的思想制高点上来
观照历史。他以民族心史为
构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
农民式的抗争作为主线来结
构全书。”《白鹿原》鸟瞰历史
的视角，被认为是这部小说
在当代小说中独树一帜的原
因。

影像《白鹿原》
表现宏大主题是难题

作为一部经典的小说，
《白鹿原》除了获得茅盾文学
奖，得到读者的认可，也被话
剧、电影、电视剧等题材所看
重，但因为作为小说的《白鹿
原》过于宏大，《白鹿原》的影
像化充满争议。

在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
之后，《白鹿原》因为内容的
原因，曾被列为影视禁拍作
品。随后，《白鹿原》被改编为
秦腔。2006年和2007年，《白鹿
原》先后被改编为话剧和舞
剧。

《白鹿原》改编成电影的
历程比较复杂。《白鹿原》刚
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著名编
剧芦苇就筹划小说的电影改
编，但无奈未能成功。2002 年
开始，《白鹿原》电影版的拍
摄再次启动，芦苇写了七稿

《白鹿原》的电影剧本，其间
有诸多内容上的纠葛，也有
人事上的纠葛，甚至张艺谋
也是这部电影的备选导演，
但张艺谋因故未能接手，直
到 2012 年，王全安执导的电
影《白鹿原》终于得以上映，
但口碑并不好，在很多人看
来，电影版《白鹿原》被写成
了“一个女人的史诗”，而小
说《白鹿原》的应有之义比
这要宏大许多，正如编剧芦
苇所说，小说《白鹿原》的主
题是土地和民族命运，电影

《白鹿原》却强化了情色，“这
就低级了”。

对于改编成话剧、舞
剧、电影，陈忠实都持保留
意见，“改编成话剧、电影和
地方戏有同样的困难，这个
故事时间跨度长、情节复杂、
人物众多，要用两个小时来
全部表述几乎不可能。我最
想看到的是电视剧，只有电
视剧能够不受时间限制，充
分展开。”2015 年，张嘉译领
衔主演的电视剧《白鹿原》开
拍，陈忠实亲笔题词，“激荡
百年国史，再铸白鹿精魂”。

百年国史，白鹿精魂
本报记者 倪自放

50岁时，作家陈忠实写出了长篇小说《白鹿原》，这部被陈忠实称

为“死后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的书，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

品，也是当代文学的标杆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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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早晨，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 73

岁。陈忠实的成名作是曾经轰动文坛的《白鹿原》，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乡村》等。

这位沧桑与苦乐全部雕刻于眉宇之间的作家，是最为接地气的农民代言人，他的去世

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的巨大损失。


	A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