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的冬季，方丽娜携新书 《夜蝴
蝶》回到家乡河南，接连于郑州大学国际学
院、郑州纸的时代书店、商丘图书大厦、永城
市公交集团公司举办四场分享会，研讨与签
售，场面火爆，反响热烈。

故土与世界：“方丽娜现象”的两个写作
视域

《夜蝴蝶》商丘站分享会上，作家戴文杰
提出了一个概念，“方丽娜现象”，视角源自
于：“方丽娜的特点是女性加海外作家，乡愁
与远方的诗意在作品中并存。她历经磨难，却
在幸福的时刻迎来事业的辉煌。她的价值不仅
仅在创作，她把普通的生活还原成了艺术。她
本身就是艺术的化身，即使不写作，她仍然是
艺术家。”

这一概念当即得到一路随方丽娜来到河
南，为其新书进行现场点评的享誉“海外文学
评论第一人”的陈瑞琳的响应。陈瑞琳坦言：

“方丽娜的作品，不仅有一种来自北方厚土的
历史积淀大格局，而且具有着冷峻犀利的哲学
思考。她写人类的情感困境，实际上表达的是
她对人类的性别、家国的苦难充满悲悯情怀的
哲学思考。方丽娜用自己的笔，非常典型地再
现了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
民，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身心困境以
及灵魂深处的疼痛。方丽娜的小说，不仅是对
欧华文学版图的新贡献，也是世界华文文学发
展浪潮中的新收获。”

“现象”一词，在文化艺术届指由于某种
创作或研究而引发的社会效应。那么，方丽娜
文学研究的价值何在？社会效应如何？

这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在日月湖边的一座
咖啡厅里，记者与方丽娜夫妇聊起她的新书，
她近期的创作，以及“方丽娜现象”这一概念
的由来、意涵和支撑。

近年，以严歌苓为代表的海外华文创作在
国内显现繁盛局面。这一时期，方丽娜凭借她
的“蝴蝶三部曲”闯入国内外华文评论的视
野，为人们关注，广受好评。在 2019浙江越
秀外语学院举行的第六届“新移民文学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球的 60余位海外
华人作家及近百名国内学者，方丽娜作为欧洲
华文作家重要代表出席。

接下来《文艺报》整版刊发的方丽娜“蝴
蝶三部曲”《“流浪与返乡”的命运寓言》，奥
地利评论家安静在文中写道：“多产而高质，
具有很大的格局、很强的辨识度、很高的可读
性和思考性。”蝴蝶三部曲是一组关于心灵流
浪与返乡、以及人生可能性的命运寓言。作品
以“蝴蝶”为意象，以海内外女性的生存困境
和情感困境为主题，将女性的个体命运置于人
类时空中，通过小人物在大时代巨浪里的挣扎
和自我救赎，揭示了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
村、故土与异乡、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博弈，展
现了世事的艰难、人性的复杂，表达了对人类
的悲悯情怀。

多产而高质，此言不虚。2017年方丽娜
出版了首部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之
后，仅在 2018年，她便相继发表了《情困布
鲁塞尔》《斯特拉斯堡之恋》《夜蝴蝶》《魔
笛》等中篇小说。其中，《处女的冬季》获

“2018 年都市小说双年展”三等奖，并入选
“都市小说优秀作品精选”，《夜蝴蝶》入选
“2018 年海外华语小说年展”（欧洲仅此一
篇），她本人被台湾《艺文论坛》推为“世界
华文主题人物”。今年，她的中篇《夜蝴蝶》
先是在《人民文学》发表，而后结集《蝴蝶
坊》《魔笛》等作品，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

翻看《夜蝴蝶》一书的封底，吴义勤、邱
华栋、何向阳、王红旗、陈瑞琳五位作家或评
论家的倾情推介奔入眼底。

邱华东说：小说呈现出不同国度与不同境
遇之下人性的走向与裂变，眼界与视角，超越
了文化差异、族群碰撞、身份认同，犀利的笔
触直指人类共同命运的关节点。这个世界向来
是繁华与阴暗同在，温暖与凄凉并存，无论西
方还是东方。

王红旗说：在全球语境下，方丽娜通过对
现代文明进程中人性流变的透视，对生活在海
外乃至故国社会底层的女性生存困境的描摹，
挖掘出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
实，在个体生命深处与生存意识流里惊心动魄
的沉浮、博弈。表达出一个觉醒者对人类的性
别和家国苦难的悲悯情怀。

评论家安静称方丽娜是一个有根的作家。
那么，于方丽娜，此“根”何解？她的作品又
在做着怎样的呈现与表达？

这届“新移民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方丽娜作了题为《本土写作与世界想象
——新移民小说创作谈》的发言，透彻而深邃
地给出回答：“来到绍兴，置身于鲁迅笔下的
故乡，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茨威格笔下的维也
纳，歌德的故乡美茵河畔的魏茨勒，以及君
特·格拉斯在《铁皮鼓》中频繁出现的波兰与
德国之间的但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乡，那
是我们精神的源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故乡
的风土人情、世态万象，不仅关乎地理上的这
片土地，它也是灵魂深处的一个文化符号。这
个符号里，深埋着记忆中最难忘的细节，也寄
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方丽娜出生在中国河南，长期生活在奥地
利维也纳，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因此她常常
觉得自己面对三个世界：中国，奥地利，以及
文学创作中的想象王国。这三个世界的落差、
冲撞和纠结，构成她写作中强大的推动力，并
带给她无限的遐想和可能性。

“根深蒂固的中国经验、民族情怀以及故
土情结，让我带着东方人的目光和中国传统的
审美参照；而长期深入欧洲生活的现实与经
历，又将西方思维和人文精神，不知不觉地融
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就文学而言，无论海外
还是本土，不管男性还是女性，留得住的永远
是对人性的书写。在不同的时空下对人性的探
秘，对个体命运的关照和体悟，是我在文学创
作中努力抵达的境界。”

的确，这些年于方丽娜，仿佛是命中注
定，她的人生常常在不同的时空来回切换、循
环往复。彻底的移植，常年的行走，辗转与徘
徊，出走与返乡，带着一双洞悉文化内涵与族
群生态的眼光，让她以别样的手法呈现着个性
迥异的生命存在，东西兼顾，纵横时空，海外
性和本土性的交相辉映，使得她的创作主题与

风格，弥漫着独有的移民文学的特质。
作为一个立足于欧洲大陆的华文写作者，

方丽娜在维也纳进行了十年的小说创作，每天
目睹欧洲原野上的朝霞流露、俗世烟火、谦恭
人道，以及西式荒诞，内心的感慨不绝如缕。
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叉口上，以自由的笔触和
视角远观故土，审视当下，从中发掘出一个个
惊心动魄的故事，以及潜藏在人性深处的黑
洞。在她的潜意识中，悲剧色彩和深厚的命运
感，至关重要。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海内外
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惑，不同国度与
不同境遇之下人性的走向与裂变，以及小人物
对于自身命运的不甘与挣扎，绝望与救赎……
这些，都构成她小说创作的核心力量。通过一
系列作品，来证明不幸、逆境乃至死亡的价
值，从而唤醒人内心残存的良知和希望。

“出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谓一个经
典意象，鲁迅走出“鲁镇”，巴金走出“家”，
萧红走出“呼兰河”。同样，方丽娜在走出故
土和祖国之后，生命与灵魂完成了更为深刻的
体悟与觉醒、发现与深思，让“出走与返乡”
成为她文学永恒的主题与可能。这也让她的小
说深深打上了“移民文学独家特质”的醒目烙
印。她注重心灵勘探、生命写实的小说，带着
至深的生命感受，又走出了地方的民族的局
限，基于传统的审美参照，而辐射抵达了更为
寥廓的疆域和空间，从而完成了对世界文学的
带有个人经验而又超越了自我的独特贡献。

批判与唤醒：“方丽娜现象”的两个鲜明
向度

评论家安静在《“流浪与返乡”的命运寓
言》中写道：“值得关注的是，从《夜蝴蝶》
到《蝴蝶坊》，方丽娜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
境界，视野更加宽阔，以两桩谋杀案代入，冷
峻地直面现实人生，书写姿态具有了犀利的批
判现实主义的锋芒。”

“批判”一词，也是评论家陈瑞琳针对方
丽娜文学作品得出的高屋建瓴的断语。她说：

“方丽娜的小说带着移民文学的独特气质，呈
现出中国人走向世界所面临的困惑与屈辱，悲
凉与无奈，小说毫不留情地挖掘出人性的种种
黑洞，从而对现实人生展开凛冽的批判。透过
人物的悲怆命运，生命哲学意义上的探索，作
者发出震撼性诘问：当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
我们这个民族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很欣慰于‘批判’这样一个标签和定
义。这些年，我的写作正是忠实于一个批判现
实主义者应该做的，能够做的。”方丽娜说。

方丽娜是一个清醒而智慧的华文作家，长
期生活在海外，独立而持久的个人化写作，让
她更多地抛开了物质的杂念和名利的累赘，把
目光投向当下流徙中的华人与这个世界的关
系，与周围现实环境的隔膜，以及由此而引发
的不可捉摸的命运。在现实和虚构之间，抚摸
和咀嚼那些灰暗地带里潜藏的细节，并从中发
现闪光的亮点。

“我觉得，尊重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批
判’，是作家最重要的使命。我十年前回国读
鲁院，当时的一位评论家老师，讲到时下海外
作家的作品时，毫不留情地用到‘彼此雷同，
就像克隆’，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还有位举

足轻重的评论家，在盛赞当代的一位女作家作
品时说，‘没有那种中产阶级小资的浅薄’。评
论家的这两句话，像钉子，钉在了我的记忆
里。我以此为戒，避开浮华，自恋，炫耀，浅
薄……真正的文学一定要有内心深处的疼痛，
并将人物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否则，
就不会有问鼎人心的力量。”

带着哲学眼光，把批判性的作品写出哲学
思考来，这很不容易。作为一个作家，在文学
作品里面既要体现出哲学思考，还要有犀利的
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并且自然而然地呈现出
来，又不让作品显得那么晦暗，这个就更难
了。

方丽娜是如何做到的？而且表现出具有高
度辨识的“移民文学的独家特质”？

“这就是一个作家与其作品应该承担起的
另一个弥足珍贵的使命：唤醒。作为批判现实
主义的作品，不是说一味的黑暗，一定要有光
的东西，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也就是文学和技
术的问题了。你要表达什么，不能像大喇叭那
样喊出来，得是一个文学的方式，得有文学的
仪式感。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在迷惘中寻找出
口的人。丹麦剧作家拉斯·冯·提尔在电影中
曾传递出这样的观点：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残酷
的、黑暗的，所有温情的、弱小的、闪着萤辉
的肉身和灵魂都会受到伤害。但是，这些温情
弱小的灵魂并不孤独，它们会照亮我们内心的
黑暗。”

评论家颜向红早就指出：“方丽娜作品字
里行间不乏‘方丽娜式’的经典暖色。她的作
品先抑后扬，前面压抑揪心，后面光明暖人，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冲突达
到高潮后，都留有一个余脉，留下希望的幻
觉，留下悬念的结尾，让读者自己去圆梦。展
示悲剧中的温情，忧伤中的希望，给出温暖的
状态，但不给答案；给出思考方向，但不给结
论，悲而不凉，哀而不伤。”

批判，是一种文学发掘与表达的能力。唤
醒，则是一个作家的文学责任与担当。不难发
现，在这两个写作向度上，作为世界华文作家
代表，方丽娜与其华文写作已表现得更为成
熟，游刃有余。

世界华文写作视域下的“方丽娜现象”
□本报记者 班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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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丽娜在欧洲 资料图片

一粒微弱的火种，如果有人呵护，就会变
得明亮；一颗明亮的火种，如果有人传递，就
会迅速蔓延。

书香，就是一粒火热的种子，需要有人去
播撒。不仅要把它播撒在日益繁荣的城市，更
要把它播种到日渐兴盛的乡村。

一
2020年元旦，永城市演集镇时庄村修竹

邻曲、腊梅吐幽。那些柿树、海棠树、梧桐树
光秃秃的枝桠上错落有致的红灯笼，又给这座
美丽的文化艺术村带来喜庆氛围。在一处被命
名为“书苑”的院落里，房屋四角扯起的鲜艳
的国旗、木质廊亭上悬挂的烂漫气球，以及砖
砌矮墙上一盆盆散发着清逸芬芳的紫菊，让每
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们脸上无不洋溢着沉醉与幸
福。

来到这里聚集的人们，不仅有永城市知行
读书会近200名正式会员，还有演集镇的领导
干部和当地村民。大家在庆祝知行读书会入驻
时庄，在等待着一场漫溢着书香的盛会。

当演集镇党委书记朱建光和永城市作家协
会主席陈玉岭进行过一段精彩的致辞和发言
后，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一同揭开挂在院墙外
的红绸，一块制作精美、极具文艺气质的木质
牌匾映入众人眼帘，“知行读书会”几个镂空
字在花团拥簇中散发出别样的光辉，顿时掌声
雷动，场面一片沸腾。这热烈的氛围里，有着
多少祝福，又有多少期待呵！

二
时庄书苑，已是知行读书会在演集镇打造

的第二处阅读基地了。2019年深秋，知行读
书会率先在演集镇韩寨村设下阅读基地。韩寨
阅读基地槿篱茅舍，花竹装缀，四周屋舍俨
然、良田美池，环境十分优美。书友们每逢周
末轮值，不仅可以享受乡村安静的阅读时光，
体验田园牧歌般的生活，而且可以帮助村子里
的孩子学习，与孩子们一起阅读、游戏，深受
孩子们的喜爱与村民们的欢迎。

如今，知行读书会又来到时庄，这不仅是
演集镇党委、镇政府为永城人民打造出的精神
家园和田园乐土，更是给予一群热爱读书、满
怀热心的人的最大帮助。

在时庄书苑，一间青瓦红砖的房屋，一排
摆放整齐的书架，和院子里一丛翠竹、几株梅
花，以及院墙上一帧帧知行读书会活动照片遥
相呼应，装点出乡村里最雅致的所在。一张铺

着蓝底白花布的长桌前，书友们围坐在一起，
在欢度新年中展望未来，场面生动而精彩。

谈到知行读书会的发展，会长尚明侠感慨
颇多。她不无动情地说：知行读书会从 2019
年4月23日成立至今，不到一年时间，已聚拢
了千余名品质高洁、志同道合的书友，承办过
全市前所未有的名家讲座、诗歌散文采风、诗
歌朗诵会、书香进校园，邀请乔叶、黄海碧等
著名作家进行作品分享活动。这些活动，无论
是宣传家乡，还是礼赞祖国，无一不满含着知
行人的深情，在所到之处播撒下一颗书香的种
子，等待它孕育出馨香的花蕾。

令人欣喜的是，这些推广全民阅读、带着
满满正能量的活动深受社会推崇，一次次亮相
光明网、中新网、央广网等国家级媒体，省、
市媒体报道的频次更高。永城市知行读书会，
已用实力与魄力在中原大地打造出一个响当当
的文化品牌。为了更好地宣传阅读，点亮生
活，知行读书会与永城市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
办的《芒砀书声》，更加成为热爱写作、热爱
朗诵的会员们钟爱的栏目，成为永城上空温暖
而有力量的声音。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在短短的时间内，知行读书会行稳致远，已走
出永城，走向省外，且加入了全国最大的阅读
平台——韬奋基金会阅读组织联合会。尚明侠

说，这些成绩的取得，跟市总工会的大力支
持、跟陈玉岭主席等文学前辈的厚爱，跟广大
热心书友的帮助密不可分，她作为读书会会
长，也在这一年中收获了太多太多的感动与温
暖。

说到新年的计划与梦想，尚明侠激情满
怀。一场场让人期待的阅读与活动筹划，把书
友们的心灯挑亮，让书友们在寒冷的季节里，
感受到火样的热情。

三
共庆新年笑语哗，红岩士女赠梅花。在这

个被人称作网红村的演集镇时庄文化艺术村，
知行读书会的会员们用一场别致的文艺演出庆
贺着新年的到来，为当地村民送去如花芬芳的
祝福。

活力四射的舞蹈，舞动了乡村冷寂的冬
日；婉转悠扬的歌声，激荡起人们心中爱国的
热情；声情并茂的朗诵，让大家在馥郁的书香
中沉醉；更有那余音绕梁的器乐表演、字正腔
圆的豫剧唱腔、诙谐幽默的脱口秀……在这个
美好的新年，为人们带来一场精神的盛宴。

读书，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更
加阳光，更加向上，更加热爱生活。在时庄文
化艺术村，知行人所展现的，不仅是一群读书
人昂扬的精神风貌，更有一份拥抱生活的明朗
与雅趣。

读书，让我们遇见比自己优秀的人
□ 郭 今

知行读书会成员在乔叶作品分享会上留影。 李政辉 摄

“双忠祖庙”，亦称张巡祠，坐落在
商丘古城南门外。

唐玄宗天宝年间，国家政治昏暗、
危机四伏。天宝十四年 （755年） 十一
月，安禄山在范阳举兵造反，引兵南
下，叛军一路所向披靡，进兵迅速，仅
用35天时间，就攻占了东京洛阳。至德
元年 （756年） 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
阳称帝建国。

至德二年 （757 年） 正月，叛军为
打通南下江淮的交通线，断绝大唐的物
资运输，任命尹子琦率重兵进攻江淮的
咽喉——睢阳。尹子琦率十几万大军兵
临睢阳城下。重兵压境，睢阳太守许远
自认难以抵挡，急向驻军宁陵的张巡求
援。张巡深知睢阳乃是中原重镇，地理
位置十分重要，一旦睢阳失守，叛军就
会直取江淮。扼守睢阳是保卫大唐王朝
的最后一搏。于是，张巡随任廉坦为驻
城使，留守宁陵，自己带主力火速增援
睢阳，合兵于许远，共有 6800 人。张
巡、许远密切配合，屡获大胜。叛军反
复围攻，断其粮草。到了 8月，睢阳守
军只剩 600人了，且大都伤病乏力。城
内的粮食吃完了，守城将士以树皮、树
叶、老鼠、麻雀为食。后来，城中的战
马、麻雀、老鼠、树皮、草根等用来充
饥之物都吃光了，出现了食人尸现象。
就这样坚守十个月，在孤城粮尽，外援
不至的情况下，于 10月 9日，叛军终于
攻破睢阳城，张巡、许远等均遭其虏。
因拒绝投降，张巡与南霁云、雷万春等
三十六员将官当天被杀害于睢阳城内。
许远被尹子琦执送去洛阳邀功，10月16
日，于河南偃师亦不屈而死。

睢阳保卫战，表现出张巡、许远等
人的出色的智慧、超人的勇武和对大唐
的忠烈。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之下，
面临强敌，固守城池，阻止了叛军南
侵，保全了江淮屏障，为平定叛乱，匡
复唐室，建立了千秋功勋。就在睢阳城
陷落三日后，中书侍郎兼河南节度使张
镐率十五万精兵赶到，向叛军发起强大
的反攻。经过七日激战，打败叛军，收
复睢阳城。张镐感张巡、许远之功，请
求旌表张、许。10月25日，唐肃宗登临
丹凤楼，大赦天下，加官群臣，追赠张
巡、许远等忠烈。“天子下诏，赠巡扬州
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霁云开府仪同
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并宠其孙……
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图巡、
远、霁云像于凌烟阁，为‘睢阳庙’，号

‘双庙’。”这是在睢阳最早建起的祭祀张

巡、许远等忠烈的庙
宇。

唐 至 德 中 （757
年），睢阳庙惟专祀张
巡、许远，以南霁云
配，世称“双庙”，亦
称“双忠庙”。后来又
增 雷 万 春 、 贾 贲 二
将，改称“五王庙”。
宋大观中 （1108 年），
增姚阍为六，表其庙
曰“协忠”。金天兴二
年 （1234 年），“协忠
庙”毁于兵灾。元至
元 二 十 六 年 （1238
年），于睢阳旧城中重
建协忠庙。明永乐年
间 （1403- 1424 年），
迁协忠庙于州治东。
宣德五年 （1431 年），
协忠庙入祀典。弘治
壬戌 （1502 年） 6 月，
黄河决口，协忠庙毁
于 水 患 。 正 德 初 年
（1506 年），协忠庙迁
往 新 城 中 ， 更 名 为

“忠烈祠”。嘉靖三十
八年 （1559 年），增
修。天启四年 （1624
年） 再次增修，有大
殿、两庑、过厅、廊
坊、大门等，共计房屋27间。崇祯十五
年（1642年）3月，“忠烈祠”毁于战火。清
顺治十四年（1657年）重建。康熙四十二
年（1703 年）重修，恢复明代规模，易名

“六忠祠”。历经数百年的风雨，至上世纪
八十年代后期，仅存过厅五间，其余建筑
荡然无存。1990年，商丘县人民政府决
定，在张巡殉难处重建新祠，取名“张巡
祠”，亦称“双忠祖庙”。

大唐忠烈张巡、许远，世称“双
忠”，祭祀他们的庙宇称为“双忠祖
庙”。千百年来，由于官方旌表，民间敬
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双忠文化，尤以
福建、台湾为盛。历史上，中原移民历
次南迁，双忠文化也随之向南传播到江
淮、闽粤等地。明清时期，更是跨越海
峡，把双忠文化传播到台湾宝岛，落地
生根，兴旺发展。近几年来，前来双忠
祖庙拜谒者络绎不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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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电视剧司日前召开在线
策划会，组织北京台、上海台、江苏
台、湖北局等单位，策划研究疫情防
控、精准扶贫两大主题电视剧创作。

电视剧司相关负责人 3日在京介
绍，策划会拟定采用时代报告剧的形
式，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小人物反
映大时代、小故事反映大道理，在年
内推出反映疫情防控、精准扶贫的重
点系列剧。

据悉，电视剧司下一步还将与创
作团队研讨打磨剧本，协调组织制
作、播出各方，共同打造重点电视剧
项目。 （据新华社）

广电总局组织
抗“疫”扶贫主题剧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