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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是安徽的简称，源自“皖国
古都”安庆潜山。安徽面积不大，
13.96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总面积的
1.45%，但自古处于南北交汇、吴头楚
尾的独特地域和文化之中。华夏中原
文化与吴楚蛮夷文化在这里冲撞交
融，淮河和长江两大水系，又将皖地
分割成淮北、江淮、皖南三大板块，
形成了各自独立又相对封闭的淮河文
化、皖江文化和徽文化。由此，安徽
文化具有了兼容性、多样性、批判性
和创新性等特征，这成为“皖派”的
原生底色。

无论学问，还是艺术，“皖派”
向来都卓然一家，自成高格。比
如，皖派篆刻，明清时期以何震、
苏宣为代表，仿秦汉玺印，摹古出
新，自成面目，风靡一时，邓石如
更是突破秦汉，集众美之长，开一
代印风；皖派汉学，清代乾嘉之际
以江永、戴震为代表，与吴派并
称，“渊乎古训，缜密严瑮”，由乡
野而登庙堂，成为乾嘉汉学的中坚
力量。近来常有人有意或无意欲以

“徽派”取代“皖派”，殊不知“徽
派”只是“皖派”之一支，正如

“徽派民居”不过是“皖派民居”之
一种。故以“徽”代“皖”，无异于
数典忘祖，大谬不然。

近现代以来，“皖派文学”同样
辉煌灿烂，对整个中国文学的走
向，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正如
皖籍批评家刘大先在近作 《江淮风
流 贞下起元》中所言，“南来之风
席卷老大帝国，新文化运动的两位
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俱由中江北
上，同皖南的汪静之，皖西的蒋光

慈、台静农，形成了广义革命文学
传统。古典与现代的两大传统融汇
到现实主义之中，构成了新中国安
徽文学与时代同行的主潮。小说有
鲁彦周、张弦、戴厚英、潘军，诗
歌有田间、公刘、严阵、梁小斌，
他们的作品如同最初从小岗村兴起
的经济制度改革一样，总是呼应着
社会的变革、折射了人心的变迁、
体现出美学的创新。从‘新中国’
到‘新时期’，从‘新世纪’到‘新
时代’，安徽文学在经历起承转合之
后，焕发出时代的风华”。

皖派文学的繁荣，也迫使我们
回溯、发掘和构建与之相应的“皖
派批评”。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坛，

“京派批评”“海派批评”以及上世
纪 80 年代崛起的“闽派批评”已是
大家公认的文学现象，近些年来，

“粤派批评”“鄂派批评”“川派批
评”“晋派批评”等等更是纷纷登
场，广为人知，尽管也有一些疑
议，但基本上已成为具有标识性和
影响力的概念。毋庸讳言，长期以
来皖派批评缺少一呼百应的领袖，
也没有一套相同或相近的文学理论
主张，但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我
们不能也无须再用传统的、固化的
文学流派观念来界定“皖派批评”
能否成立，而应当立足于当下中国
文学理论批评的格局和实践，与时
俱进，持相对宽泛的尺度，以发展
的眼光来评价和界定这一文学现
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
借用“粤派批评”倡导者陈剑晖教
授的话来说，“皖派批评”不是一个
狭义的流派或学派口号，而是一个

相对宽松、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的概念，正因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
性，反而给“皖派批评”提供了更
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当然，“皖派批评”也必然有其基
本的确定性所在：其一，皖派批评家
必须具备“双重身份”，即安徽身份与
文学批评家身份。“安徽身份”既指出
生于安徽境内，后求学和工作于外
地，也指出生于安徽境内或境外，但
长期工作于皖地；批评家身份指的是
长期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得到学界同
行广泛认可，在国内具有一定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就此而论，现代以来，

“老中青”三代皖派批评家形成了两支
主力队伍：一支是省外批评家队伍，
如朱光潜、阿英、舒芜、李何林、郜
元宝、王彬彬、洪治纲、刘琼、杨四
平、郭艳、刘大先、杨庆祥、方岩、
张定浩等；一支是省内批评家队伍，
如苏中、唐先田、王达敏、赵凯、方
维保、韩进、沈天鸿、苍耳、江飞、
陈振华、彭正生等（如有缺漏，敬请
海涵）。总体来看，前者无论人数还是
影响力都远大于后者，二者里应外
合，相得益彰，共同构成皖派批评的
整体风貌。

其二，不论从地域文化气质、
文脉的历史传承来看，还是从批评
的影响力来看，“皖派批评”都有着
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
尽管这些批评家的面貌、性格、职
业和具体批评领域等各不相同，但
都或多或少地濡染了江淮文化、皖
江文化和徽文化的文化气质，都直
接或间接地继承了自建安风骨至桐
城文派的历史传统，也都形成了儒

雅温润、谦和包容、勤奋务实又善
于融通、敢于批判、勇于创新的精
神气质和文化品格，体现出鲜明的
地域性、创造性、时代性和当代
性。比如本期推出的刚刚荣获第八
届鲁迅文学奖的皖派批评家杨庆祥
和郜元宝：作为“80 后”批评家，
杨庆祥教授始终关注“同时代人”
和文学现场，关注新东北作家群、
新南方写作、科幻文学等新创作、
新问题，始终保持对时代主题和文
学 未 来 的 关 切 和 思 考 ； 作 为 “60
后”批评家，郜元宝教授通过细读
当代文学经典《平凡的世界》，指明
其是一部中国初期改革前后的编年
史和全景图。这种融合马克思主义
文学社会批评和形象美学分析的中
国式阅读法，深入文本，鞭辟入
里，得出的结论因而结实可靠。

总之，在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的指导下，由安庆师范大学美学
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安庆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和安庆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联合举办“皖派批评家菱湖大讲
堂 ”， 旨 在 提 出 和 构 建 “ 皖 派 批
评”，这既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安徽文
化历史和皖派文艺传统，凝聚省内
外力量，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安
徽文艺评论事业和地方文化建设，
真正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多出
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功
能。当然，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
步挖掘并厘清“皖派批评”的内
涵，阐释其本质特征，使其成为一
个既具有地域性又具有超地域性的
标识性和影响力概念，让我们共同
努力！

构建“皖派批评”的可能性
●江飞 家乡头顶上的温柔

挂在柳梢
是一片嫩绿的春天
垂在藤架
是一片淡紫的春色
举在家乡头顶上
是一派春意盎然

池塘流出透明的春色
柳树放飞漫天的柳絮
行走的油菜花海
拨洒黄澄澄的春色

泥土萌生五色的春色，
太阳演绎七彩的春光
我心中盛开的春天
五彩斑斓，多姿多彩
是我心存已久的温柔

惊蛰的雷

春雨扣响大地的节拍
到田野去，到乡间去
亲近久违的雷声
轻轻地弹响春的琴弦

蛙，叫醒了荷塘
时断时续，时近时远
风穿过柳廊
唱绿嫩芽和叶片
那是春天的弦律

惊蛰的雷声
以不可阻挡的气势
唤醒万千沉睡的生命
一起奏响田园交响曲

老家上空的一朵云彩

总是想起老家的云
有驮着我童年低头吃草的耕牛
有放飞我儿时想象的天空
奔腾的江水唱着昔日的歌谣
袅袅炊烟，如诗如画

闻一闻老家上空的云
携带奶奶灶膛里饭菜的味道
以及更加熟谙的体香
饱了，醉了
老家的云里永远有一盏心灯
每个漆黑的夜晚
照亮我回家的路径

我想变成了一朵云
萦绕在老家上空
一生一世不离不散

老家的风

老家的风，吹痛了我的心
把我吹成老家上空的一弯月牙
回溯到难以忘怀的儿时
亲眼目睹乡亲期盼的眼神

老家的草屋是麻雀们嬉戏地
屋檐上的无名草疯狂生长
仿佛在无声地逞威

田地里的油菜长成了“黄地毯”
昏暗的煤油灯扎疼了奶奶缝补的眼睛
伴随着汗水和勤劳，日出日落

老家的风无助地吹拂
弯着腰，低着头
老家的风吹着吹着
就驰骋一股强壮的活力
语笑喧阗染红西边的彩霞
转动的舞姿滞留了时光步伐
老家的风吹得甜甜的，嗖嗖的
不知不觉就吹白了我的双鬓

这个春天，已是不负

油菜花开
一波又一波
似金色的波浪
又像燃烧的火焰
不断地蔓延伸张
排山倒海的黄色
溺在金色的海洋里

那细小的花瓣
一束束地盛开
像极了乡野的村姑
一身艳丽的衣裳
笑着、叫喊着
尽显自己的美

人在天下走
如在花中游
花随风轻柔摇动
天在上，花在下
人间的一切烦恼
这一刻都荡然无存

油菜花会掉落
青春也会像花一样凋谢
拥有风风火火的青春
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渐老的心已经清楚
不是所有的花事都能看尽
不是所有的美好都能拥有
赴一场油菜花开
这个春天，已是不负

落入泥土中的诗句

已是四月
太阳抬起了高傲地头颅
一不留心
季节就会被春雨缠绵
耐心、驻足、守候
等待四月的阳光
等候中的洁白
让阳光纷飞

我必须到田野走一走
与金灿灿的油菜一起
讨论一次春雨
以及关于四月的故事
如果说日出而作是春耕
追赶着太阳的方向
我去弯腰俯拾
落入泥土中的收获

四月更浪漫
是因为有多情的四月
我去寻觅泥土中柔润的
诗歌与阳光

王双发的诗

如今，人们若想看电影，是很容
易实现的事；打开电视机或者电脑，
随时都能欣赏到自己喜欢的电影作
品。如果想要更舒适、更优质的观影
效果，花不多的钱走进装潢豪华的影
院，便能够得到了。

可 是 ， 回 想 我 们 的 孩 提 时 代
——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想常看电影、看内容
不同的电影，却并非那么容易的
事。那年月，不仅经济欠发达，文
化生活也很贫瘠。整个县城里只有
一间大约能容纳两百来人的小影
院，坐落在三米来宽的铺着麻石条
的小北门街上；门厅检票口都很狭
小，检票进门时常显得拥挤不堪；
墙壁上的售票洞深且小，看不清也
看不全对方的人脸。每到新片上映
时，聚集的人便拥塞了街口。好在
那时小城人口少，且手头都不宽
裕，花钱看电影便不能做到经常和
随心。于是，这一处小小影院倒也
能勉强对付小城人的文娱生活需求
了。可是，不幸的是，七十年代初

一场大火烧塌了影院的屋顶，暂时
无力再建新影院的县府，只能将大
火残留下的设施改成露天影院，里
面一律砌成水泥凳。这样，小城人
便只能在晴天才能看电影了；小城
本来就很清淡的文娱生活，因此更
显清冷了。不过，那时影片品种
少，新投映的也少得可怜，大抵也
就 耳 熟 能 详 的 那 几 部 ：《列 宁 在
1918》《地道战》《地雷战》《野火春
风斗古城》《英雄儿女》《小兵张
嘎》 和样板戏系列等。经常是隔段
时间就轮回放映，除了我们这群爱
热闹的孩子总也看不厌外，大人们
对在露天影院重复看电影似乎也不
怎么上心……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年，直到七
十年代中后期，小城中的税务岭被掘
开，在钵盂山下新开辟的场地上新建
起了电影院，这种状况才有了改变。
而那时，一批新拍的讲述“阶级斗
争”故事的新电影陆续推出了，如
《艳阳天》《春苗》《青松岭》 还有
《决裂》等，“马尾巴的功能”这句话

常挂在人们嘴边。此时，因了观影条
件的改善，加之政治的推动，又把人
们越来越多地引进了电影院。然而由
于将故事生拉硬拽到“阶级斗争”
上，带来影片内容过于程式化和人物
形象的脸谱化，影响了艺术效果，使
人们看电影更多地是为了完成政治任
务而少了艺术欣赏的自觉。

几年之后，改革开放之风也吹到
雷池故地。思想解放的洪流推动中国
文艺——自然也推动电影文艺——打
破思想禁锢逐步走向繁荣。一批引进
的国外电影和中国电影人新拍的电影
带来看电影的热潮，至今我还记得前
南斯拉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日
本电影《追捕》等带来的观众如潮的
情景，也记得新时期中国电影《牧马
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所带来的
感伤和思考……

改革开放，让电影银屏日益丰
富，也将越来越多的人吸引到电影
院里来了。于是，渐渐的，看电影
成了小城人最喜欢也最时尚的业余
生活；人们的交流因电影而增多

了，常常围绕某一部新公映的电影
而展开热烈的讨论，思想也因电影
的影响而日趋活跃。甚至年轻人谈
恋爱的最好去处之一也是电影院，

“一起看电影了”往往成为那时确立
正式恋爱关系的某种标志。诚然，
去影院看电影让人们变得热情了，
就像改革开放之初国人工作生活的
总体氛围一样……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进步
也在不断加快，看电影的渠道和方
法也变得多样了。近年来，各地电
影院又都在升级改造，在增强服务
功能、努力增加观众舒适度的同
时，又在不断增加科技含量，吸引
更多人走进影院。但无论人们在哪
里或用什么方法看电影，人们欣赏
电影、享受精神文化生活确实越来
越方便、容易了，其质量和层次也
越来越高了。这是改革开放释放了
艺术生产力而带来的欣喜，也是改
革开放带给国人越来越多的精神文
化生活的获得感……

看 电 影
●何立杰

春分时节，阳光照暖江北大地，
雨水滋润农家作物。皖南江北的望江
县域，在一片片花海中彰显出生机与
活力。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
鸢。”“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
处寻。”春的景象，春的生机，春的诗
意，在望江县内成为人民生活的日
常。五十万亩油菜花田，春分时节全
面绽放，将望江的城，望江的村，望
江的车流与炊烟，掩映成祖国人民羡
慕的远方诗地。

油菜花是长江两岸遍地生长的普
通农作物。然而这普通的生物，却成
为自然对人民的上佳赠予。千年以
来，人们冬种油菜，夏种棉花，一亩
田地，两季作物。冬春之交，油菜出
苗，鲜嫩的菜苗是农家美味的时蔬。
在我的农村老家，春节期间多酒肉，
清炒油菜受人追捧。盛一碗农家土灶

煮的锅巴粥，夹两筷熏黑铁锅焖的嫩
油菜，米汤之上漂散点点油滴，一块
泡软的锅巴，一根挺直的菜杆，一口
掺油的米汤，便是山野珍馐也不及的
美味佳肴。

春风送暖，油菜花开，自沿江平
原的农田，至邻山丘陵的土地，望江
县内约五十万亩田地里，油菜由青青
嫩苗，长成斑斑绿野，又在数周之
间，连成一片黄色花海。当此时节，
望江县就会举办赏花活动。政府精心
搭台，媒体积极宣传，群众自发参
与。田间，男女老少漫步花黄；堤
上，行人游客流连忘返；空中，无人
机群取景四野。热闹之中竟无喧嚣，
仿佛世间人人爱诗，万人空巷来此，
皆如诗中儿童，钻进菜花寻蝶，反而
被淹。半月之内，我在微信朋友圈、
抖音短视频，刷到的尽是诗境一般的
风景。

我替远游在外的游子和羡慕美景
的客人感到遗憾，花海成图，闻不着
菜花香气。然而菜花本是有香味的，
立夏之后，菜籽榨油，其香沁人心，
更醉人思。

五月的望江，全域飘香。乡村油
坊，城关油铺，居民户中，甚至出城
的大巴车厢，都飘散着菜籽油的香
味。我说油菜是自然对人民的赠予，
这便是最重要的一条依据。乡亲们种
植油菜，不图它一时娇艳。油菜花的
果实，才是人们期盼并珍爱着的东
西。菜籽榨成香油，一年四季可食。
日常烧菜，亲友相赠，游子行囊或者
后备箱，少不得透着一丝丝菜籽油的
酥香。

种植油菜，是望江人的传统。
传统却在传承中因创新得以变化。
在连续多年举办“油菜花节”的影
响下，望江菜籽油也应势变身，成

为具有独特风味的农副产品。“香
油”一词，也从乡亲们对菜籽油的

“昵称”，衍生出拥有地理标志特征
的品牌内涵。

随着脱贫攻坚迈入全面乡村振
兴，望江县在新时代的风云之势
中，看准了高质量发展目标。这样
的目标，既要在高端领域招商引
技，以乘风破浪之势去实现；也要
在民生产业，以脚踏实地的态度，
千里万里去追寻。种植油菜，是望
江人民的选择，是望江农业产业的
典型代表，也将是望江县实现高质
量发展目标的产业基础。复兴之路
的那头，会有菜花锦簇，香味四溢
的诗意境地吗？

会有的。长江亘古流，不知增添
了多少道湾，依然滚滚向东。遵循事
物发展的规律，一切必然的结果都能
够预料得到。

望江有青绿，菜花共蝶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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