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海洋文学到精神原乡

“鸟儿一年也飞不出来的海啊，巨大到
让人心生畏惧”。地球上 70%的面积都由
海水覆盖，然而，至今为止，人类对于海洋
的认知还有很多空白的领域。作为地球

“跳动着的蓝色心脏”，海洋及其文明作为
人类孕育发展中的一个子链，打破了以往
人们所熟悉的环境史叙事，以海洋文学的
新鲜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浩大的文化语义。

海洋文学以海洋作为叙述或故事发生
的主要场景或者背景，以大海、水手、渔夫、
舰船、岛屿、渔村、海洋生物等要素作为叙
事的主要角色，以航海叙事、海洋历险、海

上探险、船难等为题材，形成了审美意蕴的
文学作品。比如，大众熟知的《老人与海》

《海底两万里》《海上钢琴师》《白鲸记》等，
蕴含着奇迹、诗意和宏伟，以神秘、浪漫、悲
壮的海洋气质影响了无数人。

学者康丹芸表示，从先秦至明清的几
千年间，国人从未在探索海洋的历史进程
中停止脚步，留下了大量优秀的海洋文学
作品，诸如《山海经》《览海赋》《观沧海》《海
客》《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镜花缘》等。中
国海洋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尽管柳无忌于
1943年就已经提出“海洋文学”一词，但其
正式成为一个文学概念则可追溯到 1975
年台湾学者朱学恕发表在《大海洋》诗刊的

《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一文。
在更多学者看来，海洋文学大致可分

为三个层面。首先是以海或海的精神为描
写或歌咏对象的文学作品；第二种是其主
人公以海为生，所拓展出的无垠的海洋故
事边界；最后一种“涉海”作品，其文本提到
海，但海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

“以海洋为主题、背景或灵感源泉的文

学创作，将海洋的浩瀚、壮阔、神秘与人类
情感、命运、信仰融为一体，以一种独特的
方式展现人类与大海之间的关系。海洋是
青岛最鲜明的特色优势，也是众多作家笔
端不可缺少的生动元素。建构科学的海洋
文学概念，拓展中国海洋文学研究的格局，
对丰富我国海洋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青岛市文联副主席、青
岛市作家协会主席铁流，早在本世纪初就
开始用手中的笔触摸海洋文学。他的《中
国驱逐舰备忘录》首次出版于2002年2月，
是关于中国发展驱逐舰历史的珍贵文学档
案，细致梳理了中国驱逐舰艰难而沉重的
发展历程，全景式披露了驱逐舰部队建设
的“内幕”和全过程，再现了人民海军峥嵘
辉煌的历史。

从海洋文学到地域写作

“海水摇身一变，新奇而富裕”。海洋
是一种意象，是一种文化载体，是人类美好
的精神家园，同时又是一种更深层面的迷
人文学景观。

长久以来，海洋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
吸引了无数读者和作家,它以海洋为主题、
背景或灵感源泉的文学创作，将海洋的浩
瀚、壮阔、神秘与人类情感、命运、信仰融为
一体，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现人类与大海
之间的关系。近些年来，青岛作家围绕海
洋文化，创作了一大批可圈可点的海洋文
学作品。

一直在海洋文学领域比较用力的作家
许晨，出版了海洋文学三部曲：《第四极》

《一个男人的海洋——中国船长郭川的航
海故事》《耕海探洋》。他总结说这也是围
绕蛟龙号、青岛号、科学号三条船的故事。
许晨认为书写海洋文学首先要“真正热爱
大海、热爱海洋文化”。他的海洋书写，都

是深入到第一现场，他曾分别登上蛟龙号
和科学号，两度去往太平洋，走向真正的

“深蓝”。他也强调，书写海洋就是要写海
洋精神，不能浮光掠影写海洋特色，而是要
关注涉及其中的人的精神面貌。

最近几年进入海洋学家传记写作领域
的刘宜庆，把“重新发现为中国海洋学作出
贡献的海洋学家”视为一项艰巨而重要的
任务。他计划创作三本海洋学家传记，《海
洋先驱：唐世凤》已经出版；《向海而生：方
宗熙》预计今年 12 月出版；《黄海观象：王
华文》预计明年10月底书稿杀青。“写海洋
学家传记，一方面是在历史之海航行，打捞
沉于时光之海的史料；一方面是在文学之
海航行，我试图为冷冰冰的海洋科学注入
文学的温度，为严谨的海洋学家增添机趣，
所以在写作中，走进内心，注重细节，还原
气氛，收集时代的风浪，风云的气息。”

“海洋文学对于我来说，更倾向本能写
作、直觉写作。写海洋，实质上是在写故
乡。”阿占的创作在展现青岛城市特质的同
时，一头扎进以海为内核的深层伦理、情感
结构与文化认同的景观书写中。最终反映
出以海为主导的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成
为海洋景观的内在组成，并生成某种隐匿
的契约精神。

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
东方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海洋”呈现
出崭新的面貌，成为书写新秩序、新向度与
新价值的载体之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
关注中国现代海洋文学的发展，挖掘其中
蕴含的海洋精神及价值。当下，已经初步
形成了“青岛海洋文学现象”。“比如成立海
洋文学机构，定期研讨海洋文学创作，从理
论和观念上对海洋文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
讨，形成海洋文学的青岛话语。”青岛市文
联原副主席、博士研究生导师周海波则期
待着青岛作为海洋文学题材创作与研究的
重镇，在海洋文学方面进一步作出自己的
贡献。

从海洋文学到文化蓝图

“在自然史化的海洋面前，我们并没有
形成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海洋文化史。海洋
还属于书写的客观对象物；是故事发生的
背景，并没有从形式上改变生活、更不能决
定生活。”山东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赵
坤表示，当代的海洋书写还处于某种实验
性的阶段，主要是缺乏海洋文学的传统。
相对乡土文学传统来说，乡土之所以能够
成为传统，是因为它不仅以大量的作品构
成文学史，搭建起我们当下文学现场赖以
下判断的坐标系。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提
供关于文学本质与乡土存在的结构性要
素。比如，乡土人生的生存方式；乡土生活
的价值观、伦理观；乡土文明的构成等等。
在具体书写层面，乡土文学的风俗化、风景
化、风情化，本身就是区别当代文学以来的

乡土文学和当代以来的农村小说的。
赵坤认为，在自然史化的海洋面前，并

没有形成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海洋文化史。
海洋还属于书写的客观对象物，是故事发
生的背景，并没有从形式上改变生活、更不
能决定生活。“这就给青岛当下的海洋书写
提供了机会。具体来说，海洋文学虽然没
有书写传统可循、无法继承借鉴，但也意味
着不用反抗或超越；时代给的契机，要在创
作体量和质量上抓住。”

风与物的彼端，海洋如此波澜壮阔。
盛文强1984年生于青岛，是一名海洋文化
研究者，近年来奔走于渤海、黄海、东海及
南海，致力于渔夫口述史、海洋民间故事的
采集整理。他的作品多见于《人民文学》

《十月》《花城》《天涯》《大家》等国内一线文
学期刊，也是一位在海洋题材方面不断探
索的作家。

翻开他的这些著作，无论是钩沉渔具
历史的《渔具列传》，还是讲述民间海怪故
事的《海怪简史》，盛文强关注的题材都显
得冷僻、新奇，读起来让人有独步无人之境
中寻宝的感觉。

十年之前，盛文强的写作已和岛屿有
关。他出生在胶州湾内的一个半岛，后来
又往来于东南沿海若干无名海岛之间，深入
到不为人知的所在。“我出生在青岛胶州湾
内的海岛，从小父母就给我讲述岛上的传
说。渔村里有一座山丘，是海岛的制高点，
那儿有一座龙母庙，据说在二百多年前，村
中有个女人生了一条龙，这座庙就是纪念她
的，人们出海捕鱼，就会去求一帆风顺，在岛
民的眼中，她是龙的母亲，只要讨好她，龙就
会来护航，后来出现了庙会，成为岛上的狂
欢节。”盛文强记得，在上小学时，青岛有一
份儿童刊物《小葵花》，以连环画为主，当时
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整本杂志最中间位
置，有一个跨页的“海洋民间故事”栏目，是
多格连环画的形式，这个栏目做过很多年，
选取的多是沿海地区比较著名的民间故事
样本。那时学校有订阅，每期都看，算是对
这一题材有了最初的接触，隐约知道了“海
洋民间故事”这个说法，原来与海洋有关的
故事可以这样单独成为一个类别。

“写作以来，实地走访所占比重越来越
大，来到海滨，寻访当年海盗的下落，虽然有
些巢穴已经毫无踪迹，但在这里，我与他们
同在一个空间节点上，所差别的，只有时间
轴的不同，我隐约感到这片空间正在给我传
递着隐秘的信息。那些来自海滨的故事讲
述者，他们所讲的可能是一个典籍不载的古
老故事，自他去后，故事也将失传。”盛文强
表示，他理想中的文本恰似潮间带——潮
水的最高潮位与最低潮位间的海岸，正如
从海水涨至最高时所淹没的地方开始，至
潮水退到最低时所露出水面的狭长地带。
这是一片海陆相争的所在——潮间带是属
于海洋，还是属于陆地？难以界定它的身
份，它本来就在界限之外。

192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格拉齐娅·黛莱
达，出生在意大利撒丁岛，被誉为“撒丁岛之声”。
其代表作《风中的芦苇》成为那个时代撒丁岛人民
生活的真实写照。真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与女作家
记忆中魂牵梦萦的故乡风光彼此交融，构成了黛
莱达式的精神原乡。

“有一个故乡，就意味着你并非孤单一人。”文
学与故乡彼此投射、映衬、渗透，成为作家之于某
个地域最忠诚的精神寄托和写作基调。若没有

“鲁镇”和“未庄”，焉能有鲁迅，有孔乙己、闰土和
阿 Q。同理类推，老北京与老舍，湘西与沈从文，
上海与张爱玲，乃至当下的王安忆、金宇澄。作家
与故乡互为舞台，故乡的印记时时反衬在他们的
作品中，并飞越时间的维度，成为各自独立独行的

“文学符号”。
在文化纪录片《文学的故乡》里可以看到，几

乎每个有成就的作家身后，都有一个故乡的背影，
都有某一片土地所赐予的地缘文化：胶河流过莫
言的高密平原，黑龙江流过迟子建的冰雪北国，梭
磨河流过阿来的故乡，丹江流过贾平凹的商州乡
村，黄河穿越刘震云的延津世界，里下河流进毕飞
宇的苏北水乡。

很多人向往一个城市，或许正是基于某个作
家给予这里旗帜鲜明的“文化标签”。像时下很多
人正是看了散文作家李娟笔下的《我的阿勒泰》，
而去新疆寻找那片“向日葵地”。作家和其笔下的
文学作品，作为深入城市文化基因的“IP”，是每个
地域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挖掘这里的人
文脉络和风土人情，以及扩大一个城市的“朋友
圈”，有着不可限量的文学能量。

作家与地域写作，是一种深沉而愉悦的文化
自觉。“自古以来，青岛所在的胶州湾就是海洋文
化和海洋文学的重要创生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会副会长、山东大学荣聘教授张志忠表示，当代青
岛作家在海洋文学上的接力创作则是文脉的传承
与延续。

当下，青岛将海洋作为一种清晰而明亮的文
学主张，未来可期。

文学的故乡与
城 市 的 名 片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在阔大、湛蓝、瑰丽的大海洋背景下，解构文学、史学及美学意义与价值，
对于彰显一个地域的深蓝之境可谓意味深长——

从文学进入海洋的深蓝旅程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多“海”竞流、相映生
辉的文学景深气象万千。
海洋文学作为一种鲜活
的、具有浓烈地域文化特
征的文本，正在凸显滨海
城市鲜明的艺术价值和人
文气质。这种具有“主场”
优势的文本张扬，试图从
文学作品中将海洋与民族
精神、海洋与国家性格、海
洋与城市映像等解读与诠
释。在阔大、湛蓝、瑰丽的
海洋背景下，解构文学、史
学及美学意义与价值，对
于彰显一个地域的深蓝之
境可谓意味深长。

11 月 14 日，由青岛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青岛市作家协会、青岛
市文学创作研究院承办的

“海洋题材作品研讨会暨
推动会”，深度延展了中国
海洋文学研究格局的路
径，青岛市的作家、评论家
对于海洋题材作品的意义
与前景，给出了诸多蕴意
深远的新人文样式。这种
与青岛城市风格高度契合
的文学范式，以海洋为切
口，聚焦日常图景、提炼现
实生活，别开生面的海洋
图景尤显“文学海洋”的浩
瀚与宝贵。

记者手记

■
鸟
瞰
栈
桥
海
域
。

■
浪
花
、沙
滩
、船
、人
都
是
文
人
笔
下
的
素
材
。

■小麦岛东侧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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