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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自己的理想和趣味　　单正平　　眼前这部小书，是述务四年心血的结晶。
我不敢说它有多大的价值。
因为，对于述务和我来说，做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想效法孔子，追求“为己之学”——选择一个
有价值的对象来学习。
经过四年的努力，述务熟悉理解了韩少功的作品；他自己的文学素养和思想境界，也因此而得到了比
较大的提高。
我认为，这才是本项目真正的价值所在。
至于书本身，不过是这个学习过程的记录而已。
　　通常以为，文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分析揭示作家作品的思想和审美意义，并给予相应的尽量客观
的评价。
尽管很多研究者的学养、见识、境界远低于研究对象，但他偏要把自E端起来，抬高到足以当学术法
官的高度。
可是，他抬高自己的同时也远离了对象，他在高空中看不清对象的模样，更谈不上深入解析。
他除了放言高论，讲空话，使大词，基本没有什么自己的体会和发现。
如此研究，既无益于读者，也无益于自己；唯一效果，可能是空耗心力，浪费资源。
遗憾的是，这样的“成果”越来越多。
每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真正让人记住的学者，却凤毛麟角。
　　所以，我对述务这本书的定位，就是一个低姿态学习者的心得体会。
　　但这并不意味述务的研究没有价值。
对于读者诸公来说，本书的意义在于，作者第一次全面梳理介绍了韩少功创作的基本情况，给想了解
韩少功创作的人提供了一个基本可靠的阅读路线和简略提示；述务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总结、深化对
韩少功的基本评价，也符合实际，客观公允。
这样说并非无据。
为写此书，述务先用两年时间，搜集、整理、编纂了五十多万字的《韩少功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
版社2008年版），这使他对韩少功的创作情况和有关研究现状，做到了心中有数。
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韩少功创作综论》；又经过一年多的修改整理，才有今天这
本书稿。
比之于其他资深高明评论家，述务对韩少功的理解分析，或许尚有肤浅幼稚之处：但我敢断定，他是
迄今为止，对韩少功创作情况了解得最为全面细致的人；就此而言，他称得上是韩少功研究专家了。
　　我相信，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只有先成为掌握资料的专家，才能成为有所建树的学者。
可惜如今愿意在搜集资料上下功夫的人越来越少。
古人所谓无根游谈反倒大行其道。
不读原作而敢写评论文章的评论家，并非罕见。
我宁愿现在的述务，是一个材料多而见解少的专家，不愿他是无材料而夸夸其谈的空头批评家。
所幸述务对我的看法还能接受。
　　我相信，述务在今后艰苦而愉快的漫长学术旅途中，能成长为一个有知识，有良知，有独立品格
和自由思想的人。
　　孔子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我大胆演绎：理想的学者为自己的理想和趣味，现实的学者为世俗的功名与利禄。
　　理想乎？
现实乎？
　　或可问：我们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还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这很难说。
　　但少功早就说过：仍有人仰望星空。
　　愿与述务共思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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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4月25日于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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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仍有人仰望星空：韩少功创作研究》主要是以点带面的方式来组构的。
即通过选取各个时段的代表性作品，点面结合，较易覆盖韩少功的大部分作品。
《仍有人仰望星空：韩少功创作研究》的意义在于，作者第一次全面梳理介绍了韩少功创作的基本情
况，给想了解韩少功创作的人提供了一个基本可靠的阅读路线和简略提示；述务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总结、深化对韩少功的基本评价，也符合实际，客观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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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述务，1981年3月出生于湖南武冈。
本科与硕士阶段就读于海南师范大学。
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先后师从单正平教授与南帆先生。
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
出版有编著《韩少功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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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史的描述　　韩少功迄今三十余年的创作所涉及的文学体裁，主要为小说、散文两类
，没有诗歌与戏剧。
在进入他的创作之前，有必要分述其小说、散文的创作史。
　　一小说创作史论　　韩少功的小说创作起始于1972年。
先后创作有《月兰》、《西望茅草地》、《马桥词典》、《暗示》等经典作品。
出版的小说集有《月兰》、《飞过蓝天》、《诱惑》、《空城》、《谋杀》、《归去来》（英文）、
《爸爸爸》、《韩少功》、《北门口预言》、《领袖之死》、《空院残月》、《报告政府》等。
　　（一）　　各个时期的小说文本都有十分鲜明的变化。
我们可以将其小说创作大略地划分为五个阶段：　　1970年代初中期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创作发轫
期；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问题小说”创作期；　　1985年至1990年代中期的“寻根”小说
创作期；　　19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以《马桥词典》、《暗示》等为代表的文体探索期；　　新世
纪，入住汨罗八景后，以“诗意八景”为重要特征的新乡土小说创作期。
　　创作发轫　　韩少功早期小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语境及自身的下乡经历关系密切。
　　1968年12月，韩少功主动报名，下乡到湖南省泪罗县天井公社茶场。
下乡的第二年，成为天井茶场文艺宣传队队员。
那时，常和其他队员一起搞一些自编自演的节目，如对口词、快板等。
另外，还受命为公社编写黑板报，出宣传栏。
文字生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两年后，因组织“知青读书小组”被公社拘押审查。
韩少功鉴此对主流意识形态冰冷冷的规训功能，有了初步的亲身体验与认识。
　　1972年，韩少功开始了小说创作。
短篇小说《路》可以算作处女作，但没有公开发表。
随后两年，在没有正式刊号的内部刊物，如《泪罗文艺》、《工农兵文艺》等上面，发表了一些文章
。
这一时段的创作，加上一些未刊稿，因未保存，基本上都已散佚了。
　　从974年起，韩少功开始公开发表作品。
《红炉上山》、《一条胖鲤鱼》、《稻草问题》、《对台戏》等短篇小说均发表在《湘江文艺》上。
1978年，《七月洪峰》、《夜宿青江铺》两篇作品先后发表于《人民文学》。
一年里有两篇作品发表于当时影响甚巨的全国性刊物，自然为韩少功赢得了初步的声名。
　　这些创作并没有跳出主流文学的窠臼，基本上围绕当时的意识形态来展开虚构性叙事，带有很浓
烈的火药味。
　　这一时期，韩少功还关注过民歌。
这与政策执行者的倡导不无关系。
但民歌中的活性因子，后来却反映到了“寻根文学”的创作当中。
　　“问题小说”　　韩少功“问题小说”的创作，以1980年为界，经历了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为典型的“伤痕”与“反思”式文学。
这时的韩少功尚在湖南师范学院学习。
他与这一时段的其他作家一样，汇入了控诉和声讨“四人帮”的历史洪流当中。
1978年9月，也参加了“四五文学社”，与社友共同倡导省会城市和大学内的“民主墙”，并以“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极“左”教条主义，积极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种热切的申诉与抗辩委婉曲折地反映在了《夜宿青江铺》、《吴四老倌》、《月兰》等作品中。
如《吴四老倌》，就通过表现吴本义与上头政策的对抗，反映了民众意欲改变现状，清除极“左”思
潮遗存的急切心情。
　　1980年的学潮给韩少功一种全新的个人历史体验，并促使其反思进一步深入。
时年9月．在群众的吁请下，韩少功介入了因选举区人民代表而产生的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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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戏剧性地陷入被夹击的“窘境”：批评校方的官僚主义为校方所不满；劝返了静坐绝食
的学生，批评激进情绪和违法行为同时又招致激进学生不满。
学生的表现尤其让韩少功失望，他们在运动中很快建立“官僚体制”，让他“看透”了一些所谓的“
民主”。
　　对中国现实的深切认识直接影响了韩少功“问题小说”的创作。
随后的《西望茅草地》、《回声》、《癌》等小说，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革命者本身。
如《西望茅草地》中的张种田，《回声》中的根满、路大为，在革命过程中因历史的局限以及自身各
色各样的缺陷，于是不自觉地承担了施害者的角色。
这种叙述彻底解构了韩少功以前的话语，使得他没法再围绕革命主体展开叙事。
　　寻根小说　　在韩少功解构了自身话语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即1983年，其小说转向了对现实庸常
的关注。
《风吹唢呐声》、《飞过蓝天》、《反光镜里》、《近邻》、《谷雨茶》等作品不再介入宏大的政治
话题，也不再反思革命本身，而是投入到对日常的关注与叙述当中。
这种近乎不痛不痒的人情小说显然需要某种突破c1984年，南帆就适时地指出了这种“成熟”后的停滞
。
他敏锐地发现，这“一系列小说好像都有些接近”，“对于种种题材的理解程度好像只能在某一个层
次上徘徊”，而且，“艺术处理也往往是光滑得使人既抓不住缺陷也感觉不到好处”。
　　韩少功本人也强烈地意识到，探讨一条别样的路是势在必行的了。
在1984年9月写作的《信息社会与文学》中，他对以往的叙事方式表示了扬弃的态度。
到这年12月，写作散文《戈壁听沙》，该文已流露出对戈壁中蕴含之远古巨大精神能量的热切向往。
可以说，1985年之前，韩少功的“寻根”文学理念就已呼之欲出。
　　1985年，韩少功创作理论散文《文学的“根”》。
文章一发表即成为“寻根文学”的“宣言书”——它呼唤一种具有鲜活中国特色的文学话语，这样的
文学应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中。
韩少功随后的创作顺应了这种理论吁求。
1985年一年中，他集束抛出了一批震荡文坛，风格独异的作品。
主要有中篇《爸爸爸》，短篇《空城》、《归去来》、《蓝盖子》、《雷祸》、《诱惑》、《史遗三
录》、《老梦》。
　　在《归去来》、《蓝盖子》等作品中，除人物本身怪异、诡谲的心理、情绪外，文本四处都游荡
着神神鬼鬼，难以捉摸的事象与物象。
这种叙事方式的独特性及其因由，随后在《东方的寻找和重造》、《文学和人格——访作家韩少功》
（与林伟平的对话录）中得到了较详尽的阐述。
在韩少功看来，“寻根”的内涵应当有客体、主体两个维度——文学的“寻根”，不只是要表现与传
统文化有关的物、事，更要体现在创作主体的层面，即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等方面，要用
东方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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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仍有人仰望星空：韩少功创作研究》编辑推荐：比之于其他资深高明评论家，述务对韩少功的
理解分析，或许有肤浅幼稚之处；但我敢断定，他是迄今为止，对韩少功创作情况了解得最为全面细
致的人；就此而言，他称得上是韩少功研究专家了。
　　——单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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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韩少功，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等，他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
的根》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
比较著名的有《爸爸爸》、《女女女》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逢的
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本书通过选取韩少功各个时段的代表性作品，以此达到点面结合的作用并且，较全面梳理介绍了
韩少功创作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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