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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建群笔下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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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概述了“作家地理”概念的提出，阐释了高建群地域之上的“北方”的内涵，探析了高建群笔下北方的“忧

郁”：英雄的受难，胡羯之血的没落，故乡的消亡，饥饿和苦难书写。认为，在高建群的作品中，“北方”远超诸如“渭河平原”、

“陕北高原”、“新疆阿勒泰草原”这样的具体地理方位，是作家哲学精神和美学意识的独创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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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都是“地之子”。
乡村生活的经验、地域文化的哺育、对于土地的迷恋、挥之
不去的乡愁……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并不例外，高建群也是这样的中国作家。评论界对于
高建群的研究，也多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立论，把他视为地域
文化的表现者。但仅仅认识到这一点，又似乎是不够的。事
实上，高建群的文学在具体的地域之上，已经形成了独具美
学意义的“作家地理”，那就是他笔下的“北方”。

一、“作家地理”概念的提出
高建群曾提出“作家地理”的概念 ：“这几年，我在创

作中的许多思考和归纳，用现成的文学理论都不能予以指导
和解释，于是脑子里陡然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地理哲学意
识。比如《白房子》中那个我生活过 5 年的白房子 ；我的长
篇小说《穿越绝地》中的我呆了 13 天的‘死亡之海’罗布
泊 ；我的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中的陕北高原。我觉得除
了赋予这些地方以理论家所解释出的文学含义外，它还是地
理的，而地理的哲学意识甚至是支撑思考、支撑一本书的主
要框架……‘作家地理’是个有些奇怪的名词组合，我给它
下的定义是 ：一本作家个人化了的地理图书。再展开来说，
就是写作者独特视角中的地球一隅，写作者主观意识下的第
二自然。再要打个比方，可以举出福克纳笔下的那一张邮票
大的地方——井底之蛙县；哈代笔下的英国德比郡，等等。”[1]

无论如何，这种“哲学意识”，这种“框架”，福克纳
笔下的“井底之蛙县”和哈代笔下的“英国德比郡”，都不
仅仅是单纯的一个“地理概念”，作为“作家地理”，它是“写
作者主观意识下的第二自然。”它不能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
的新疆白房子，也不能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陕北高原和渭
河平原。它应该是在纯粹地理学意义基础之上的一种哲学的
抽象、一种美学的创构。所以，当我们把文学作品最终还原
到地域文化的层面，认为《最后一个匈奴》“以一种诗意的
浪漫的方式，书写了四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沉浮，勾勒出
陕北一个世纪的历史风貌。这为我们了解陕北，研究陕北历
史文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写作的视角。”[2] 认为《大平原》

“描写了渭河平原上高村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和高村人
的生命走向，尤其是高氏家族三代人所经历的世事变幻和命
运沉浮。”[3]“通过高氏家族的典型经历写出了中国大地上
农人的生存史，亦是对农耕文化百年历史的一次记录。”[4]

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对于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对于“作家地
理”的粗浅认识。

二、地域之上的“北方”
在高建群的作品中，有一个属于“作家地理”的概念，

远远超越于新疆白房子、陕北高原、渭河平原这样的具体地
理所指，而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地理哲学意识”。这一概
念就是在高建群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北方”一词。作为意象
的“北方”以事实上的地理方位为基础，但在哲学、美学的
意义上又远超于此，正是借助这一概念，高建群就从一个再
现者变身成为创造者——他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北方”，
正如福克纳创造了“井底之蛙县”，哈代创造了“德比郡”。

2018 年高建群的新书《大刈镰》是以这样的句子为题
辞的 ：“挥动大刈镰，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我将这收割打包，
慷慨地献给人类！”而“我在北方收割思想”这句话正是高
建群出版于 2000 年的一本散文集的名字。《大刈镰》是出
版于 1998 年的《愁容骑士》一书的修订版，早在《愁容骑士》
中，就出现了“北方忧郁”这样的概念 ：“谁的一生，如果
到过北方，并且有幸与一匹马为伴，那么，自此以后，不论
他居家哪里，工作如何，他的身体停止颠簸了，他的思想，
将仍然颠簸不停。他会染上一种奇怪的病症，这种病叫北方
忧郁……”意味深长的是，《愁容骑士》出版前后编辑的《高
建群诗选》中有一篇名为《关于北方的沉思》的诗歌，里面
有这样的句子 ：“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 看见北斗七星，
正君临我们头上；/ 今天早晨，我凭栏远望，/ 看见吉祥云彩，
正偏集西北方向。/ 于是，我偷偷地哭了，/ 我感受到了我
们居住的北方，/ 它的神秘，它的奇异，它的魔幻，/ 它的
诗一般梦一般的力量。”“我的北方是古老的。/ 从祖国最北
方的那根界桩起，/ 我走着，像读一部民族兴衰史，/ 一直
读到与南方的接壤。”“诗歌太贫乏了，应当用一曲交响乐，
/ 来表现北方的博大和雄壮，/ 表现这大自然奇特的一隅，/
表现这可知的和不可知的北方。”“北方人的性格，正在这
冷与热的交替中，/ 象淬火的生铁，变得异样的刚强。”“北
方啊，我亲爱的北方，/ 我们在你怀里出生，又在你怀里死
亡，/ 假如有一天离你而出走，/ 你会用北斗星夜夜为我导
航。”出版于 2014 年的散文集《你我皆有来历》，更是用“向
北方三叩首”这样的句子，作为第一辑的标题……相信不用
再多举例了，在高建群的作品中，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强调着
一个概念 ：北方。

三、北方的“忧郁”
总体而言，高建群笔下的“北方”是忧郁的。这种“北

方忧郁”在高建群的作品中集中体现为几个方面 ：
第一、英雄的受难。高建群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怀

和英雄主义情结，是喜欢塑造英雄人物、又善于塑造英雄人
物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了大量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
比如《遥远的白房子》中的马镰刀，《雕像》中的女英雄兰
贞子，《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作新，《六六镇》中的张家山，

《统万城》中的赫连勃勃和鸠摩罗什等等。但同时，这些光
辉的英雄主角同时又都是受难者的形象，具有强烈的悲剧、
甚至荒诞意味。这是典型的“北方的英雄”、“北方的人物”。

第二、胡羯之血的没落。以早期的代表作《最后一个
匈奴》为标志，直到后来的《统万城》以及《我的菩提树》
等作品，高建群在书里书外形成了一种“匈奴情结”，甚至
在生活中都以“长安匈奴”自称。曾经在北方不可一世的匈
奴最后却神秘地消失在欧亚大陆的茫茫历史、滚滚黄沙之
中，仅仅留下一个悲壮传说，以及在大漠中逐渐干枯死去的
统万城。面对传说和统万城，生活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的作者，
表现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和对于当下胡羯之血、匈奴精神
没落的惆怅。

第三、故乡的消亡。从《最后一个匈 （下转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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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所接受与喜爱，也显然只是赋予了茶道深深的人文内涵 ：
静心，习礼，修道、养生即养性也。唐韦应物称茶为“性洁
不可污”；刘贞亮谓茶“利礼仁，表敬意，可行道，可雅志”；
宋徽宗称饮茶可以“清和淡洁，韵高致静”；均赋予茶道“节
俭、淡泊、朴素、廉洁”的品德，寄托思想和人格精神。历
代文人雅士咏茶作诗，不可胜数，同样贯穿这种精神，如诗
曰 ：“陆羽千秋清雅，杜康百代颠狂”便是生动写照。近代
我国茶叶专家庄晚芳生前也曾赞言茶有“四美”，提倡“茶
德”和“清茶一杯”。到了当代“以茶代酒”和“客来敬茶”
仍是中华民族传统礼仪。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则说 ：中国茶是
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真正文明饮料，是礼貌和精神纯洁的
化身。纵观现代中华茶艺，无论是宫廷型、寺院型、民族型
或休闲型茶艺，无一不是通过茶道、茶艺活动，创造一种宽
松气氛，或以交流友情，舒张谈兴为主题，使参与者达到某
种境界，得到美的享受。而这个主题，必须融入“清雅、淡
泊、礼仁、平和”的理念，才算达到宏扬中华茶道的真谛。

而现代传统体育养生是以习练者的身体活动与动作套
路为手段，以自身在参与过程中的情感舒适、快乐体验为核
心，以“强身健体”为目标。功法修炼时要求习练者身体姿
态端正、呼吸应匀长缓慢，精神意念应贯注、轻松，总结起
来也就是说锻炼时必须做到调身、调息和调心三要素，长期
坚持习练，则可“形神兼

备”。从养生学的角度来说，“形”是人体生命的物质
外壳，指的是形体，包括了人体的皮肉、筋骨、脉络、脏腑
及充盈其间的精血。“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内在主宰，指
人体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而形神之间的关系，又如
魏晋时著名养生家嵇康所言 ：“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
即养形与养神，二者必须兼顾。但并不是意味着形养和神养
是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中国历代体育养生家们，从来都视
养神为首务，正所谓“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据《灵枢·天
年》记载 ：“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素问·上古天真论》
也认为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些都充分证明了“神”

在人的生命活动养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即“得神”、“守神”，
就能保持健康、祛病延年 ；反之，神伤则病，无神则死。由
于可见，形神兼顾、“养神”为先，乃是我国传统体育养生
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结论
茶道养生文化与传统体育养生文化两者都是我国人们

在长期的反复的实践过程沉淀下来的对生命认知的精华，体
现了“天人合一”、“阴阳五行”顺其自然和“形神兼养”的
养生内容与历史价值。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两者的养生文
化也都需要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开发研究，方能保持
更大的生命力。

茶道养生与传统体育养生两者在养生文化特点上又各
有千秋，传统体育养生主张“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健身”、

“动静结合”，主张“动养”，侧重培养习练者的形神。而茶
道养生则是通过茶文化中的物质、精神层面与食疗养生三者
的结合体，来达到追求修身养性，追寻自我之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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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开始，高建群的作品似乎已经具备了某种类似挽歌的性
质——“我把每一件作品都当作写给人类的遗嘱”。《最后的
民间》、《最后一次远行》，《大平原》、《大刈镰》、《我的菩提树》
等等，都在诉说着一个种族、一种精神、一个时代……总之，
是一种精神家园、一种“审美乌托邦”的消亡。[2] 在《大平原》
中，他说 ：“这些村庄，这些故事，这些人物，都将被残忍
地抹掉，像风一样地刮去，从大地上消失，从人们的记忆中
消失。……你看见过这些古老的、笨重的、冒着炊烟的村庄，
被从大地上连根拔掉时，那悲壮的情景，那大地的颤栗和痛
苦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高建群的大部分创作，都带有
挽歌的性质，由此也具备了某些悲怆和忧郁的气质。

第四、饥饿和苦难书写。中国的北方是多灾多难的北
方，这在高建群的作品中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如《大
平原》的叙事，基本上主要是饥饿叙事 ：从花园口像蝗虫一
样蜂拥而来的逃难人群中，有一个饥饿的小姑娘叫顾兰子，
她因为饥饿而抢夺高二馒头的事件，也必将成为文学作品中
描写“饥饿”的经典场景之一。对于高建群来说，北方之地
是“豪迈的、不安生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但同时也是“荒
凉的、贫瘠的、苍白的”，北方就是一片忧郁之地。

总之，对于高建群来说，从新疆边陲到陕北高原，再
到渭河平原 ；从诗歌到小说，再到散文 ；从作家的青年直到
老年，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关于北方的书写。高建群以其
深广的悲悯情怀、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和充盈着诗意的笔
调，为我们建构起一个关于中国北方的“作家地理”。这一“作

家地理”立足于大西北的真实地理方位，但又远远超越于此，
成为一种独特的美学和艺术的建构，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学世
界。

【注  释】
[1]  此处说法不尽正确，福克纳笔下的“井底之蛙县”，

公认的说法为“约克纳帕塔法”。而哈代笔下的地理背景为
“威塞克斯”，而非“德比郡”。但考虑到并不影响本文观点，
文中仍以高建群的说法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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