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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华文学的生态意识源远流长，其来有自，是为浙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浙江文化的表征之一。

金华乃人文之渊薮，文学生态意识自古代文学时期，由科举仕宦的传统肇起；至现代文学时期，因家国乡土范式得以

沉淀；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又显现了因生态文明发展而创新承续的态势。这种时代特征，分别源于教育传承中地理环

境影响下的自然观，婺学经世致用理念下的社会观，历史命运冲击中的启蒙观以及觉醒后植根于新中国文学体系中的

人文观。金华文学的生态意识，不仅在作家群体，也在普通民众中形成追寻桃源范式的人文认同，影响波及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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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 and Paradigm: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Jinhua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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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of Teaching Affairs, Zhejiang Guangsha College of Appli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Dongyang, 322100, 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Jinhua literature has a long history, which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zhejiang litera-

ture and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ejiang culture. Jinhua is the cradle of humanity.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origi-

nated from ancient literature perio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tradition of officials in imperial examinations to the period of modern liter-

ature when it precipitated because of the home country local paradigm;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eation, it also shows the trend of in-

novation and succession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re derived from the natural

view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social view under the idea of applying Wu Xue to the real world, the en-

lightenment view under the impact of historical fate and the humanistic view rooted in the literary system of new China after awaken-

ing.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Jinhua literature, not only lies in the writers, but also in the ordinary people to form the pursuit of

the“Taoyuan”(Land of Peach Blossoms) paradigm of human identity with the influence of over-region sp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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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召开的生态批评学术研讨会上，20多

名来自国内顶级高校的学者进行了深度研讨，认为

中国生态文学研究需要全面转型和深入挖掘，转型

过程中的文学研究要重视已有的精神资源，利用其

推动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新的地平线[1]。基于此，在当

前文化复兴的时代大背景下，将生态文学研究与地

方文化研究相结合十分必要。梳理特定文学书写对

地方文化的促进作用，将地方文学乃至地方文化发

展置于时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去关注。同时，

注重两方面的结合，既有利于厘清生态文学发展的

脉络和成就，又能凸显生态文学发展中的地域特

色，辨析地方生态的文学表现。金华文学的生态意

识源远流长，其来有自，是为浙江文学的一个重要

特征，也是浙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考查当代生

态文学中的金华地方文化特色和金华地方审美特

质，进一步探究其中的因果关系，特别是文学生态

意识中的传统与范式，有利于丰富金华地方文化研

究成果的积累和文学实绩及文化建设的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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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变：金华文学生态意识的时代特征

1.古代文学：科举仕宦的传统肇起

浙中金华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素有“勤耕苦

读”之风。金华历史上英才辈出，自唐以来，进士

题名者甚众，其中不乏名臣，如龙图阁学士滕甫

（1020—1090）、右丞相兼枢密事王淮 （1126—
1189）、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叶衡（1114—1175）、秘

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官乔行简 （1156—1241）、

国史院编修朱元龙（1193—1252）、礼部尚书兼东

阁大学士赵志皋（1524—1601），等等；仅金华东

阳一地，进士就有 305 人，其中曾任正副宰相 5
人。据现有资料，作为古代教育最重要内容的科

举，是金华文化繁盛的肇因。唐以降，金华教育日

益兴盛，南宋以来被誉为“小邹鲁”。综观金华古

代文学史，文学大家众多，骆宾王、陈亮、宋濂、

李渔等蜚声中国古代文学史，他们多有对地方自然

风光的赞颂和对地方文化精神积淀的贡献。具体

看，有关金华的文学作品多有生态意识，外在形态

主要在自然书写和山居书写，内在形态主要表现为

婺学精神的生成和传承。例如，自黄初平故事流传

后，“赤松山”等金华意象就在文人笔下流传；“八

咏楼”自沈约后成为金华文学书写的重要意象。南

宋时期，中原文化重心南移临安，金华文学创作随

之得到极大促进，金华意象开始频繁出现于文学作

品中，“金华山”“北山”“双龙洞”及“鹿田三

洞”等常见的金华古代文学意象，既是作家对自然

风光的书写，也是其文学思想与文化精神的载体，

随着科举的兴盛和仕宦文学的影响，金华古代文学

的生态意识逐步确立。崔颢《题沈隐侯八咏楼》、

李清照《题八咏楼》等名篇，成为金华文学及其生

态意识的代表作品，也是金华人文精神书写的奠基

性作品，创造的意象书写在金华域内外得到广泛认

同。此外，苏轼、陆游等文学大家游历至此，多有

歌咏金华的作品，也成为其中的一类重要表现，他

们着眼于浙中山川风光及金华道教文化等自然和人

文生态的创作，进一步促进了金华文人及金华文学

生态意识的形成。

2.现代文学：家国乡土的范式沉淀

现代文学时期，金华地方文学的成就更加突

出，围绕家国乡土主题进行创作，成为这一阶段金

华文学的主格调，也使得金华文学成为特殊时代地

方文学的重要代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于自然

和人文两个因素形成的金华“乡土文学”，历来名

家辈出，成就斐然，实际正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坚实

基础。艾青、冯雪峰、王西彦等人，不仅文学创作

成就高，更能在家国乡土的砥砺中，将文学创作化

作呼唤良知、激励人心的有效途径，创作多能显现

一种基于家国美好愿望生成的自然兼社会生态意

识。金华武义人潘漠华的《金华府南一个草湖内》

一诗，以金华自然风光为题材，诗情画意，情感浓

烈；《湖畔》16首，《春的歌集》52首，多见其恋人

以及亲人的影子，洋溢着永远的缠绵的乡心。金华

义乌人冯雪峰的《雪峰的诗》收诗77首，乡土气息

浓郁，清新晓畅，作品的“乡土”意蕴，或委婉深

沉，或直露奔放，刻画出浙中民众的性格与精神。

其中，《雨后的蚯蚓》等作品，更是其作为浙中著

名热血战士的生命和理念写照。中国现代乡土诗歌

的“诗坛泰斗”艾青对故土的深情，在《大堰河

——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我的父亲》《献给

乡村的诗》《双尖山》等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

致。无论是潘漠华的诗情画意、冯雪峰的乡土热

血，还是艾青的土地歌咏等等，都充满赤子之情的

自然流露，是金华现代文学生态意识的直接表现。

金华优美的自然山水，加上长久积淀的文化底蕴，

可以涵养出文人的寥廓心性和云水襟怀[2]。而金华

文学生态意识的传统积极影响，从金华域外作家有

关金华的文学创作亦能得见一斑，如《浙东景物纪

略》的大部分篇目，都是以金华景点为描写对象

的，其中著名者如郁达夫的《方岩纪静》，多可从

侧面透视金华文化底蕴深厚而又多秀山丽水的特点

及其影响。

3.当代文学：生态文明的创新发展

生态文学是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关系的文

学 [3]。生态文学的批判性，是基于观念意识、实践

行为、社会形态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反思[4]。金华

当代文学研究，因限于浙地一域，学界相关研究成

果多来自本地学者，两本著名的专著是王嘉良主编

《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2008 年 12 月） 和

《浙江20世纪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9
月），但对生态文学没有明确的表述和整体性的关

照。邵建东、陆靓霞的《抗战时期的金华文艺述

评》（《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 3期）

较有代表性。近几十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金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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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学的研究十分罕见。仅有一些述评性文章多为

媒体的新闻报道，学术性研究十分匮乏。如《金华

晚报》2011年8月26日文章《金华文学呼唤“代表

作”》，对金华本土文学作家的传统文学创作影响

不大、传统文学表现“低迷”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发人深省。近年，金华地方文学研究有较大发展，

但专门对当代文学中生态意识这一内容进行论述的

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汪全玉的 3篇文章《现代文学

中的金华书写》（《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5 期）、《“双尖山文化圈”作家群研究》、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年第 1期）《论

21 世纪的金华文学》（《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年第 3期），都涉及到了金华文学研究，但也

都没有引入生态批评视角；其《金华当代文学中的

生态写作》 [5]是不多的专门论述金华生态文学的作

品。由此可见，对金华生态文学进行研究，还是一

个较新的课题。凭借对深厚人文历史的承续，金华

当代文学在诗歌、小说和儿童文学创作上，都积累

了一定的实绩。而在当代生态写作兴起之后，虽并

没有产生有影响的完整形态的生态文学作品，但生

态写作的意识也逐渐渗入金华作家的作品中。其

中，以小说创作为代表的生态书写，集中体现了金

华当代文学在乡土文学创作内容的取向，而这种取

向，既是基于金华文学传统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也是基于文学创作领域日渐浓郁的生态批判意识。

可以说，金华当代文学的生态写作，是被动的，也

是主动的。

二、成因：金华文学生态意识的四维

1.教育：地理环境影响下的自然观

自然生态维度看，古代金华经济虽非繁荣，但

既毗邻南宋国家行政中心，又远离权利斗争中心，

地域地理风貌吸引吕祖谦等大批学者来此游历寓

居、授业讲学，文化氛围极盛。于此，金华的自然

环境十分符合追求自然生态生活，逃避政治纷扰，

或者以退为进的士人的内在和外在需求。这些，也

赋予并促进文人的一类使命的完成：在自然山水

中，于“独善”和“兼济”找到了完美的和谐统一

的解决之道——兴办教育。这样一来，也成就了金

华至今不衰的教育传统和影响力。唐以来科举时

代，金华重视教育、书院林立、氏族繁盛，域中金

华县、义乌、吴宁（今东阳）等皆是科举胜地。独

处一处幽静的天地，不仅教育兴盛，对国家发展有

重要贡献，更对普通民众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

自然环境中，逐渐形成“耕读传家”的自然观有着

根本性的影响。宋室南迁之不幸，成就了金华文化

之大幸。吕祖谦开创金华学派，创办丽泽书院、北

山学派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承续之，

代代相因，薪火相传，终成金华教育文化之辉煌，

影响延续至今。灿若星辰的文学和政治家的言传身

教泽被地方，他们诗文之中，处处可见对金华山水

的吟咏，呈现出一种自然与人文集合的典范。

2.婺学：经世致用理念下的社会观

罗素曾说：“要了解一个民族，必须先了解她

的哲学。” [6]如果说儒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重要的内

容，那么婺学作为儒学的一部分，历经几代，立根

孔孟，基于各种地域特色思想的交流融合，兼蓄朱

熹、陆九渊心性之学、吕祖谦经史文献之学、陈亮

事功之学，成为中国哲学走进金华地方日常和文化

生活的重要成就，并指导生活的地方思想的极其重

要的组成部分。现代意义的婺学可以概括为“崇尚

德行，经世致用”。简言之，婺学的精神就是“尚

德务实”，这与当下新时代精神鼓励向善、强调从

小事做起的出发点几乎完全一致。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两宋婺州所辖，“七县次第金华、东阳、义

乌、兰溪、永康、武义、浦江。”[7]“以陈亮为代表

的永康之学……，为其时代之现实的政治困境找到

一条可能的出路。”[8]婺学之源，可追溯至北宋末期

兰溪范浚。徐儒宗先称其“实乃婺学的实际开创

者，而对于哲学之兴盛，亦起有巨大的作用。”[9]随

后，婺学的社会生态意识历经宋、元、明三朝，长

盛不衰，愈久弥新。其中，陈亮的爱国思想和事功

思想在后辈的承续中的影响，堪称代表，其与文学

相关的思想表达，即是尚德向善的态度、经世务实

的精神和不断进取的实践历程的反映。以陈亮为代

表的众多作家在文化传承、积淀及其创新性发展，

以及对传统儒学天人合一理念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整

合，使得金华文学的生态意识在社会生态这一维度

表现得尤为突出。以积极进取为核心理念的经世致

用思想，实际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改变社会、推动社

会发展的源动力。

3.使命：历史命运冲击中的启蒙观

历史进入现代，多灾多难的社会图景中，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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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启蒙的先声和战斗的精神，时代带给文人不幸，

也赋予其更加奇秀凛然的精神。立足现实，用文学

进行战斗，浙江作家中，金华作家的这种现实主义

创作倾向最突出[10]1，具有启蒙和先导作用。“启蒙

意识的自觉以来自‘小传统’地域的浙江作家为

甚”[10]2。金华作家多秉持“耕读传家”家风，创作

多元，文学创作时代感浓烈，偏重历史叙事和社会

价值。这些都可见金华文学家在历史命运冲击中的

启蒙观的展现。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文学时期与南

宋国难当头的时代特征似乎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内

忧外患的大环境中，文人的选择往往代表着最富有

正义感和最能引领时代发展的抉择。体现在文学作

品中，金华人扎根于吴越文化，本就有积极进取，

保家卫国的左翼进步精神；金华文学家多革命者，

勇而无畏，舍生取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如辛亥革

命、国民革命、抗战等国家危难之际，文学家或亲

身参与，或以笔为投枪和匕首，救国于危难之中。

如冯雪峰作为左联发起人之一，担任左联领导，不

仅“湖畔诗”艺术价值极高，其文学理论对纠正极

左文艺思潮也有重要作用；潘漠华为左翼文艺运动

（北方左联）献出了年轻生命；曹聚仁领导过金华

抗战文艺运动。还有陈望道、吴晗、傅东华为左联

盟友，有明显的左翼倾向，艾青的诗歌创作也正是

在抗战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由此可见，金华现代

作家的思想政治倾向、文学创作及其价值取向，是

时代前进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4.觉醒：新中国文学体系中的人文观

将金华文学生态意识置于新中国文学体系中考

察，可以发现其主要体现为率先觉醒后的与时俱进

的人文观。具体来说，其一是文学家基于知识分子

身份，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的自我觉醒；其二是经济

地位确立后的人文复归；其三是新时代生态文明的

转型升级。中国当代文学生态意识的发轫，一是现

实生态问题的严重，二是外来生态思潮的影响，三

是本土生态传统的承续[11]。1980年代末期，生态批

评开始成为文论界的显学[12]。改革开放后，面对商

品经济冲击，在最先成为改革先行地之一的浙江，

知识分子较其他地方更早地感受到商品经济的冲

击，也更直观和迅速地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经济大

潮冲击带来的各类影响的思考。在新中国文学体系

中，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城镇化发展的冲

击，使得金华作家的乡土文学创作传统受到了一定

的影响，都市文学在这三十年的创作量日渐丰富，

但一是乡土小说的创作，特别是其创作的精神，并

没有丢失；二是都市文学中的觉醒、反思意识逐渐

显现，文学对自然生态为基础的人文精神的诉求逐

步复归。在国家顶层设计更加重视农村问题和生态

问题的近十年，在金华作家继承现代文学乡土小说

的创作传统的过程，伴随着当代金华地方人文精神

指引下的生态写作意识的不断增强，金华当代作家

生态写作的自觉意识，同现实主义批判意识有机融

合，是积极主动的[5]。新时代金华精神确立为“信

义和美、拼搏实干、共建图强”[13]，在文学作品中多

有体现。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金华文学生态意

识上取得了不俗的创作实绩[14]，如刘会然《父亲的

斑马线》中金华人于婺学精神中传承至今的经世致

用的精神特质和美学意蕴；卢文丽《外婆史诗》不

仅有婺学精神“经世致用”的写照，还可见植根于

民间的乡土信义，更能发现商品意识塑造的“工商

为本”的浙江人文精神内涵[15]。这些，无疑都是新

时代浙江文学创作生态意识继续健康积淀的激励

因素。

三、影响：桃源范式的人文认同

早在2007年，金华就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在文学、诗词、戏曲、书画、科学等方

面人才荟萃，自然风光和人文积淀成就了中国十佳

宜居城市的美名，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生态文明

打造的乡村景观，人文典籍传续的精神底蕴、婺学

精神滋养的地域特色，都是金华文学生态意识关联

的创作内容，在过去、现在，也一定会在将来推动

自然、社会和人文生态的全面和健康发展。金衢盆

地中的金华犹如世外桃源，本色及其人文认同在民

众的日常生活中以休闲文化、读书风气、农林产业

等形式得以彰显，也在作家的作品中有数之不尽的

展示。通过对金华当代文学资料的进一步收集和分

析，梳理金华当代作家文学创作中的生态写作成

果，完成对金华生态文学的总结后发现，生态作品

之多少还并非金华文学的生态意识的主要特征，其

作为传统和范式的永续性影响，才是值得后人学习

的。如金华在全国占据了重要地位的儿童文学创作

中的生态书写值得关注，汤汤、徐迅等作家创作的

生态倾向十分明显，蒋风、杨方等的生态诗歌写作

显现了较强的承继关系，王槐荣的《江南灵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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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文丽《外婆史诗》等为代表的小说的生态意识，

已经成为金华文学的一个重要积淀。

“生态文明”自十八大报告专章论述以来，其

核心要义如“美丽”“绿色”“乡村”“低碳”等在

“两山理论”的引领下，逐渐被广大群众接受。因

此，2014 以来实践“美丽中国”建设的金华“两

美”建设、“两富”现代化建设更加注重生态建

设，并且在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社会生态等多个

层面都有所成效。金华生态文学研究百废待兴，正

当其时。综观金华文学的生态意识，其成为传统和

范式的过程，在不同的时代都彰显了重要的文化精

神，成为各自时代的重要表征。

要之，从前述金华生态文学的生态意识等情况

可见，诸多作家作品生态写作涉及的生态主题，是

基于传统的，更是一种自然和自觉对范式的持续锻

造过程，从中，后人不仅能够精准辨析金华当代文

学生态写作的审美特质和思想倾向，还有利于探究

金华古代、现代特别是当代文学生态书写的表现及

其中的原因，从而为金华人文生态建设探寻一种借

力于文学的发展途径，那就是沿着文学这一载体，

将浙中文化发展的历史和以婺州金华为中心的婺学

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特别是各种基于文化成就打

造的创新型文化产业平台，必将更加有利于地方文

学的发展，带动更大范围内的文化相关产业的持续

性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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