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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作家自古以来就在全国作家中占有重要比重，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为人称道。1 西安作为十三朝古

都，无疑为其文化发展奠定了极好的政治条件。中唐以

前，中国经济中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尤其是今

陕西的西安一带，山西的太原一带，河南的洛阳一带，

山东的淄博一带，堪称富庶，因而这些地区的文学家也

分布最多。[1] 长久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社会环境使得陕

西作家的文风自成一派。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指出

南北文学的差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

贞刚，重乎气质”。北方的文学更加厚重、敦实，而南方

的文学则更加轻盈、洒脱。在陕西作家之中，亦有着不

同的特色。贾平凹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秦地作家，认为

其“势必产生了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特色，以陈忠

实为代表的关中作家特色，以王蓬为代表的陕南作家特

色。”[2] 以目前的文学发展来看，我们更加认同提出此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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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贾平凹本人为陕南作家代表，而此三分作家法亦成

为对陕西作家群的共识。

一、陕西三地

按地理环境和人文民俗，我们将陕西划分为陕北、

关中和陕南。

1、陕北，有榆林市、延安市两个区市。最为显著的

地理环境是黄土高原和乌素沙漠。从商周时代起，陕北

成为中原华夏民族（汉族前身）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

交流，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的

独特文化个性。气候比较干旱，少雨，主食也以面为主，

过去住房以窑洞为主，民俗有唱陕北民歌，大小场子，

打花棍，打腰鼓，剪纸，吹唢呐等。

2、关中，有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杨

凌六个区市。关中盆地夹持于陕北高原与秦岭山脉之间，

属于渭河平原地带，习惯上所说的陕西方言其实就是指

关中方言。西秦文化，是中国西部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关中四面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

3、陕南，有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区市。陕南北

靠秦岭、南倚巴山，汉江自西向东穿流而过。汉中、安

康自然条件方面具有明显的南方地区特征。商洛有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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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的气候条件以及秦楚文化融合的人文特征，商洛北

部的方言接近陕西官话（中原官话的一种，也称为关中

话），西部、南部各县方言比较多，呈现出南北方言荟萃

的特点，有“秦风楚韵”之称。

二、陕西三家

由此不难看出，虽然陕南、关中、陕北均位于陕西

一省，但是它们的地理环境有着较大差异。笔者选举 63

位陕西籍作家，就其区域分布整理如图：

表格1　陕北作家表（13人）

柳青 陕北（榆林）

路遥 陕北（榆林）

高建群 出生关中（临潼）陕北长大

邹志安 陕北（榆林）

高志兴 陕北（榆林）

庞文梓 陕北（榆林）

大石 陕北（榆林）

庞文梓 陕北（榆林）

梦野 陕北（榆林）

成路 陕北（延安）

李延军 陕北（延安）

高鸿 陕北（延安）

高宝军 陕北（延安）

表格2　关中作家群（37人）

陈忠实 关中（西安）

王汶石 写关中农民

叶广芩 关中（西安）

冷梦 关中（西安）

马玉琛 关中（西安）

秦巴子 关中（西安）

吴文莉 关中（西安）

鹤坪 关中（西安）

杜崇斌 关中（西安）

杨焕亭 关中（西安）

杜鹏程 关中（渭南）

唐云岗 关中（渭南）

陈小手 关中（渭南）

杨英武（哑鹦鹉） 关中（渭南）

李印功 关中（渭南）

关中牛（本名谢天祥） 关中（渭南）

杭盖 关中（渭南）

王飞 关中（渭南）

姜文社 关中（渭南）

林喜乐 关中（渭南）

显晔 关中（宝鸡）

吕向阳 关中（宝鸡岐山）

范怀智 关中（宝鸡岐山）

马召平 关中（宝鸡岐山）

吴克敬 关中（宝鸡扶风）

周炜 关中（宝鸡扶风）

白苗 关中（咸阳）

杨争光 关中（咸阳）

王海 关中（咸阳）

弓保安 关中（咸阳）

黄建国 关中（咸阳）

寇挥 关中（咸阳）

耿翔 关中（咸阳）

杜鹏霄 关中（咸阳）

安黎 关中（铜川）

李碧 关中

贺绪林 关中（杨陵）

表格3　陕南作家群13人

京夫 陕南（商洛商州）

贾平凹 陕南（商洛）

方英文 陕南（商洛）

陈彦 陕南（商洛）

陈仓 陕南（商洛）

左右 陕南（商洛）

李育善 陕南（商洛）

芦芙荭 陕南（商洛）

吴梦川 陕南（汉中）

杜文娟 陕南（汉中）

丁小村 陕南（汉中）

陈长吟 陕南（安康）

李小洛 陕南（安康）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陕北和陕南作家数量基本持

平，而关中作家数量较为领先：

1. 陕北文学

作为最为闭塞的陕北地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充满着黄土地特有的厚重气息。沟壑的地貌特性使陕

北的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信息沟通不畅。无论外面的

世界如何“现代化”、“后现代化”，这里都因其封闭性而

保留着古老大地“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淳朴

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3] 地域文化不仅体现了地域

性，也体现了历史和人文的传承和沉淀。

路遥作为最为人们熟知的当代作家，其苦难的身世

恰似黄土高原的缩影。生活让他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陕

北汉子，坚信只有在艰苦的条件下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

品。在他写作《平凡的世界》时，大部分时间呆在外地，

有时候是偏僻的煤矿，有时候住在小县城的土窑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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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凉得三伏天都需要生火炉烤火，更不要说寒冷刺骨的

冬日。路遥笔下的人物也都是只有陕北才能培育出来。

沟沟卯卯的黄土，滚滚无尽的黄河，造就了陕北男人的

不屈坚毅和宣泄渴望，又造就了陕北女人的柔情万种和

含蓄多情。[4] 从高加林到孙少安、孙少平，他们无不出

自最为穷困的家庭，但都充满庄稼人的坚毅，无论何时

何地都愿意吃苦、不怕吃苦，似乎没有什么苦难是他们

不能承受的。不仅是书中的人物充满陕北色彩，其亦穿

插了许多陕北民歌。如少安到县城找润叶，他们在县城

外面的县河滩里散步，这时从远处传来了信天游的歌声：

“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

来想起我的哥！”在这样一个安静的河滩边，传来熟悉

而又温柔的歌声，将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物心境完美融合，

在充满黄土色彩的陕北世界涂上一抹柔情的粉色。

同样的陕北民歌，我们也可以在柳青的作品中看

到，如《创业史》中梁生禄晚上躺在炕上，让娃娃在

他身上骑马，他口中不自觉唱道：“咚咚喳，咚咚喳，

我 儿 骑 马 上 舅 家。 舅 舅 抱， 外 爷 亲， 我 儿 长 大 你 做

啥——”。陕北民歌是世世代代陕北劳动人民精神、感

情的结晶，在黄土地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下，人们非常

渴望宣泄内心的压抑和苦闷，得到精神的愉悦和抚慰。
[5] 陕北作家对于陕北民歌的引用，使得文章极富地方特

色，往往在几首信天游之后，便带领读者走到了苍茫的

黄土地之间。

除了民歌，很多民俗也只有在陕北作家作品中得以

看出，窑洞是自古以来最具陕北民居代表性的建筑。路

遥的小说对窑洞这种建筑做了全景式地描绘，例如《人

生》中高玉德的土窑洞，《平凡的世界》中孙玉厚的土窑

洞等。[6] 在陕北这样一个苍茫的环境下，人们对于“家”

的渴望会更加深厚，而特殊的土地属性使得“窑洞”成

为既能遮风避雨，又冬暖夏凉的绝佳场所。

2. 关中文学

关中由于地处麦粟文化带，得天独厚的自然优越

条件使其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农耕文明以及儒家传

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与传承，世世代代影响着关中人的道

德标准和行为准则。[7] 农耕文化是关中人主要的生活方

式和生产方式，他们对于土地有着深厚的归依感，这使

得“安土重迁”的观念深入人心。最能体现关中特色的，

便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在这一片富饶而又传统的关

中村落，不管是家产优厚，地广粮多的白嘉轩、鹿子霖

这样的大户地主，还是像鹿三、刘谋儿那样贫困少地，

靠给地主家打长短工熬活的穷苦百姓，生计的中心问题

都是围绕着耕作稼穑、作物的保收增产。[8] 在这样的生

活方式之下，自然有着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皈依。尤其

以白嘉轩为主的宗族关系，体现着传统儒家的众多思想

内核。以白嘉轩娶妻一事为例，连续丧妻的打击让本就

“几代单传”的白嘉轩深感压力之大，作为传统道德的

捍卫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深刻在白氏父

子的心头。对于白嘉轩来说，除了自身行为必须符合儒

家规范，他还必须肩负起制定与实施族规乡约，处理宗

族内大小事务的责任，掌控着全族生存发展的大方向。

数千年的文明延续，重视耕作、平和中庸的关中精神融

入到了关中人的血脉之中，也呈现在了关中作家的作品

之中。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吕向阳的《老关中》，对我们认

识关中文化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其在“戏楼”一节中说，

“关中地下多宝物，地上却少景致。散落于乡间的庙宇、

戏楼便是最恢弘的古建筑。庙宇修得像皇宫，神像尽管

威武庄严却出不了大气。古戏楼像个大‘合’字，敦实

古朴，但台上却是活的人。”[9] 关中文化发达，戏楼多见，

且与文化融为一体。《白鹿原》中公审大会、耍猴戏、杀

人戏、兵痞戏无不发生在戏楼之上，而朱先生与白嘉轩

的“处乱不乱”，他们远离戏台的“远观其势”，体现出

儒者的淡定致远与敦厚自重，其安闲自适的“笃静”隐

含着他们对农耕文化伦理的守根意识。[10]

3. 陕南文学

陕南的自然地理条件更具有南方地区的特征，因

而我们可以看到陕南作家的文章较之陕北作家要更为灵

动一些。在贾平凹的笔下，开始出现《废都》这样写城

市的作品。就像西安这座城，它不会太过封闭以至于只

剩下黄土，也不可能像上海那样现代化。于是，这里的

作家便带着深厚的文化历史感来写新时期的古都，在时

代转型时期便出现了《废都》这样的经典之作。贾平凹

深刻感受到了知识分子内心的伤痕，并将他们找不到出

路的怅惘通过庄之蝶表现出来。我们的文化被西方文化

吞噬，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西化，但对于生活在三秦之

地的文人来说，文化传统他们的内心期待却依然是中国

传统文人的内心期待。长久以来对传统文化的追随，使

得世纪转型时期的文人无法割裂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因

而感受到迷茫与痛苦。我们将《废都》和新时期其他都

市小说作对比，便可以明显感觉到西京城绝不是现代意

义上的新城市，而是从秦时走来的老人。同时，由于陕

南南北荟萃，有“秦骨楚韵”之称，因而楚地重鬼神

的文化传统也在这里得以传承。《废都》中不仅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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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叨叨”、可以看见故去之人的老母，还有学了会使人

“眼瞎”的占卜之书。这些都是陕南特区特有的楚地文

化保留。

由于受“两山夹一川”的特殊地形影响，山高水急、

关多路险成为陕南地区标志性的地貌特征，由此也产生

了不同于关中等传统农耕区域的生产方式。[11] 叶广芩

的《青木川》中的地理描写，如“沿着镇边缓缓地流淌，

碧绿深沉，碰到河心那两条青石桥柱，偶尔会翻出几朵

浪花……”已经和陕北书写有了很大的差别，森林与流

水的加入，使得陕南作家的作品更富柔情气息。

三、陕西作家精神

陕西作家群尽管有三分之异，但当我们将其视作一

个整体与其他地区的作家进行审视时，又能看到极大的

共通性。纵观当代作家群，将文学视作“生命之重”的

作家群体无疑归属陕西作家群。不同于南方作家潇洒、

浪漫的写作风格，陕西作家一旦投身写作，几乎无不将

生命灌溉在文章之中，丝毫不给自己喘息的机会。很多

南方评论家觉得陕西作家写作太“重”、太“笨”，可正

是这样一股蛮劲，带领陕西作家群突破重围，在中国文

学版图上写下陕西作家的血字。陕西的地理位置不算优

越，没有太多涓涓溪流，亦没有温柔敦厚的海风，有的

只有黄土高原和磅礴的黄河。这样的地理环境，给了陕

西作家苦难，也给了他们敦厚、执着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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