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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灾是自然世界中频发的全球性现象, 其存在不仅表现

在对于地理环境的塑造,现实生存的威胁, 物质生命的损毁,

也体现于神话传说、文献记载及文学表述等多种形式的文化

符码中。文学中的水灾描述源自强烈的现实关怀, 面对 20

世纪频频发生的洪水灾害, �五四 以来的文学作品直面人

生, 自觉将现实苦难、时代主题及个体诉求融为一体, 穿越于

寓言与原型、苦难与革命、人性与文化等主题之间, 在纪实与

虚构的话语实践中 �艺术地 展现了灾害中民众之生存镜像,

尤其是水灾的危害后果及人的实际应对。灾害肆虐下的恐

惧、破坏、伤痛和死亡, 面对灾害时的自私、残忍、扭曲和压

迫, 抗击灾害中的友爱、互助、牺牲和坚强, 乃至对生存与死

亡、人与自然问题的深度追问, 都为文学提供了可供观照的

对象以及 �究天人之际 的深层命题。

一、创世寓言与生存原型
在东西方早期的神话传说中,世界和人类的产生均源于

上帝或神人的意愿和行为, 其后由于人类违反 �天意  , 上帝

以洪水实施惩罚再造一个新世界。马克! 埃萨克的∀世界各

地洪水故事#一书得出的世界上有 181个国家和民族拥有洪

水故事的结论, 有力证明了人类灭亡与再生的神学仪式与洪

水灾害的直接渊源。创世与惩罚的神话寓言凸显出人与神

性主宰的因果关联, 洪水在神学话语中作为惩戒手段的普世

一致, 恰恰对应了现实中水灾发生之必然性与常态化的客观

事实, 水灾由此成为人类生存历史中的原型意象。

原始神话传说中的洪水,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人类生存

的固定文化模式。弗雷泽由 ∀圣经 ! 旧约 #中的诺亚方舟故

事入手, 考察了五大洲的洪水神话, 揭示出关于人类创生的

创世∃造人∃人的罪过∃惩罚性洪水∃再创世的循环模式,

洪灾在这里成为基督教创世文化的内在因子。中国洪水遗

民故事的中心母题也总不外 � (一 )兄妹之父与雷公斗争,

(二 )雷公发洪水, (三 )全人类中惟兄妹二人得救, (四 )二人

结为夫妇, (五 )遗传人类 。[ 1]95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同样不

乏神降洪灾之说, 如彝族人的天神格滋, 苗族人的玉帝, 壮族

的雷公、雨神等, 加上传统的 �天人感应 灾异观对灾害与

�天 之惩罚所作的比附性阐释, 神降灾害观念深深影响到从

古至今的文学创作。在 20世纪的文学表述中, 水灾的背后

暗含着与神话创世模式相一致的 �寓言 故事, 或者说是创世

寓言的模仿与变形。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开篇讲到一

个古远的传说: 二百年前, 山东水灾里逃难的一群, 经历热

灾、瘟疫、饥饿等磨难, 在神的帮助下终于到达神秘的关东草

原。与诺亚方舟的故事相比较,只是缺少了逃难的工具 % % %

方舟, 逃出来的是一群而非两个, 然而这一群同样完成了繁

衍后世的仪式表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鴜鹭湖人的 �创

世 寓言。王安忆的 ∀小鲍庄 #同样讲述了一个与洪水有关

的 �创世 故事。小鲍庄的祖上被龙廷派去治水, 用了 999

天, 9 999个工人,筑起一道鲍家坝, 围住 99 999亩好地, 不料

一年接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雨,大水淹过坝顶形成大湖。先

人被黜官后觉得对不起百姓, 便带了妻子儿女, 到了鲍家坝

下最洼的地点安家落户以赎罪,从此繁衍成一个几百口人的

村庄。莫言的∀秋水#中作为高密东北乡开拓者的爷爷和奶

奶, 颇似神话传说中大水过后繁衍后人的人类始祖的事例;

苏童的∀米#中五龙逃出现实水灾, 却脱不开不断重复的洪水

梦境纠缠的遭遇,重演着洪水与创世的前世寓言, 隐藏着民

族记忆深处洪水肆虐、漂流求生的恒定图像。而造成这一毁

灭性后果的却是神的惩罚, �在洪水和灾变故事所共有的元

素中, 惩罚的原则非常显要, 它是人类最为古老的一种思

想。 [2] 126文学作品中把水灾的发生理解为老天爷、菩萨、龙

王、雷公等惩罚的例子时有出现。丁玲的 ∀水 #中, 村民们抱

怨一年涨一次水, 是因为菩萨做鬼, 面对洪水的到来, 只能去

哭求老天爷、地藏王菩萨、龙王菩萨保佑。匡庐的∀水灾#中,

村民认为水灾是由龙王菩萨、水母娘娘掌管, 在巧云奶奶看

来, 坊内民众的善良不做坏事, 就是享受龙王保护不遭灾的

资历, 并许诺唱三桩大戏供奉龙王。台湾作家黄春明的 ∀青

番公的故事#中,水灾的发生是因为村民秋禾捉了被当地人

称为报信鸟的芦啼烤来吃掉而惹来的天祸。大水退去之后,

村民们在荒地上演了一场 �大水戏 以压水灾, 普通民众对于

天命观的笃信可谓根深蒂固。

从实际来看,洪水不仅以寓言形式表达着人类死亡与新

生的文化想象 ,而且通过文学叙事转换为民众生存的原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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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国古代就有 �禹十年水, 汤七年旱 之说, 如鲁迅的

∀理水#开篇即是大水场景, �汤汤洪水方割, 浩浩怀山襄

陵 ,舜爷的百姓, 或挤在露出水面的山顶上, 或困在树顶,或

坐着木排, 洪水的存在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必要元素。水灾

发生的常态化与中国北方特殊的地质构成密切相关, �入新

生代之初, 水火之威日杀, 甘肃及蒙古地方, 昔为内海, 至是

亦渐就干涸 ,砂漠成焉。然以暴风所经营, 故土砂埃尘 ,均随

风飞动, 运入黄河流域地方,积为黄土。 [ 3] 13黄土构造经暴雨

冲刷形成沟川, 汇聚为江河, 注定自古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

人民必须常年面对洪水。诗人艾青在 ∀北方#里说: �万里的

黄河 /汹涌着混浊的波涛 /给广大的北方 /倾泻着灾难与不

幸。 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开篇提到, 古老而又受难的黄河

�不断地决口、泛滥、改道、淤积, 仅在解放前的一百年间, 她

决口和改道达一百四十九次。咆哮的洪水冲毁村庄, 淹没农

田, 吞噬了无数的生命财产。 [4] 3从公元前 206年汉立国到

1936年, 有史料记载的水灾 1037次,其中 20世纪前四十年

约发生水灾 31次,新中国建立以后到 80年代末每年都有水

灾发生。与之相对应, 在许多作品的描述中, 农民对于水灾

的发生早已 �习以为常 。丁玲的∀水#中 �过一年涨一次水 

的现实让人倍感无奈, 龙儿的外婆七岁就遭遇水灾 ,被迫逃

亡, 吃过树皮和观音土, 年老时亦无法幸免。叶紫∀丰收 #中

的云普叔, 面对连年的水旱兵灾, 时刻期盼能有一个好收成,

千方百计避免重蹈往年水灾的覆辙。洪灵菲 ∀在洪流中 #的

阿进母亲, 在阿进父亲被地主拿去知县衙门坐监后 ,以一个

寡妇的资格支撑了 30多年的家计: 水灾、旱灾、地主的剥削、

官厅的压逼, 其中水灾首当其冲。

无论创世还是生存,洪水话语的言说中透露出人类文明

的原初特征及人对自身位置空间的判定。创世神话中逃过

洪水惩罚即意味着解脱与新生,从现实洪灾中逃脱却并非幸

运的眷顾, 而是无尽的苦难。洪水作为灾害的属性定位, 必

然带来破坏与损毁, �在人间 的受灾民众不得不去面对灾后

的艰辛苦难甚至是人为祸端,文学作品对于这一主题的表述

颇见力度。

二、现实苦难与阶级革命

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鲜有世界性洪水的描写,生存空

间的具体化与时代主题的紧迫性,决定了作家视域的民族化

与当下性, 对于实际生活中频发的局部区域范围内洪水灾害

的描述成为主要趋势。大水无情,最先摧毁的是家园和基本

的生活资料, 幸存的灾民在无粮可吃、无房可居的情况下,面

临逃还是留的现实抉择, 逃虽艰难但仍有一线生机 ,留则魂

守故土, 玉石俱焚。背井离乡途中, 饥饿、疾病甚至瘟疫的接

踵而至, 灾民或相继被夺去生命, 或在困苦中卑微求生。若

遇政府施救得力, 尚能减轻受灾程度, 保活更多生命, 如若官

府只求自保, 甚或趁机欺压, 灾民则愈加艰难, 直至被迫反

抗。苦难叙事与意识形态表述是 20世纪中国洪水题材作品

最为常见的重要主题。

逃离故土的灾民面临的不止是背叛乡土的情感纠葛,毕

竟乡土中国的本色与安土重迁的传统牵制着人的精神世界,

重要的是逃亡路途中各种艰辛苦难对生存的现实威胁。 �京

派 作家田涛的∀灾魂 #写春子一家四口在水灾后逃亡的过

程, 太阳的暴晒与狂风暴雨的冲刷, 饥饿的折磨伴随着热病

的侵袭, 偷食未熟的麦穗遭人拿枪追赶 ,卖掉自家儿女维持

基本生存。这种 �饥饿而冒险、鬻女以求生 的支付, 显示出

�中国农民为了最卑贱的生存, 曾经付出了包括传统人生方

式、道德信条、伦理情感在内的何等沉重的代价!  [ 5] 119萧乾

的特写∀鲁西流民图#,以纪实的方式描写了山东水灾之后,

大批灾民挣扎逃出,躲到济宁、济南等地等待救济, 不得不面

对饥寒交迫、疾病流行的困难局面。荒煤的∀灾难中的人群#

中流亡更显凄惨,官府的施粥厂做出的稀粥, 一碗竟不够一

个孩子喝, 结果活活被饿死, 女人无奈只有靠卖身换取钞票

和米票。尽管如此, 官府还是拆掉了施粥厂驱赶灾民去他

处, 途中的烈日和干渴无情地夺去更多人的生命。人们在水

退之后的疫疾传播中哀怨地、半闭着眼睛倒下, 不思救助的

官府又把灾民赶回受灾的家乡自生自灭。陈雨门的∀水灾里

的流民#中,人从水灾里逃出后, 要面对 �孩子们闹着饿, 妻的

瘦黄的脸, 妈妈愁苦着树皮的难咽 的多种难堪,在饥饿的逼

迫下, �流亡到乡镇, 也容纳不下,流亡到城市,却张开了噬人

的咀。呵! 城市里也有着他这样不少的人, 何曾得到些城市

的怜悯。 [ 6] 53- 54事实上, 城市并非灾民的 �幸福终点站 , 进

入城市之后, 他们仍然身处最下层之列,除了被迫卖身之外,

或者从事拉洋车、做帮佣等体力劳动, 或者沦为乞丐。随梦

醒的∀车夫#、陈雨门的∀洋车夫#等诗歌写到车夫生存的辛

劳与无所依靠 ,仅有的家产随黄水漂流 ,明天的命运阴晴难

卜, 只能无依地在街前浮动。韩秀峰的∀灾民 #描写一个乞妇

的悲惨遭遇, 家乡 �四百个村庄都被大水淹没, 老头子田青,

被抓去干修堤的苦工, 婆婆还在张家坟那里呻吟叫饿, 还等

着她能拿回去一块干馍 。[ 6] 147刘心皇的∀卖笑的女人#、王亚

平的∀两歌女#描写了在水旱灾害的逼迫下, 一些妇女沦落街

头靠卖笑营生 ,隐忍地在别人的羞辱里讨生活, �用生命的灵

机换取别人的喝彩, /用青春的妩媚卜得糊口的食粮 。[ 7]17即

使这样, 她们的命运比起那些流浪都市、惨死异乡、逼为盗

匪、忍痛做娼者又要幸运得多。流亡的过程是苦难的无尽延

续, �对苦难的叙事构成了现代性叙事的最基本的一种形

式。 [8]

面对突如其来的水灾, 政府本应发挥组织动员作用, 尽

最大努力救治灾民, 然而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 灾民并没有

得到政府的有效救助,反而是政治的黑暗与人治的混乱加剧

了灾害的破坏程度并引发反抗,在 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中,水

灾描述与压迫反抗的结合尤为突出。鲁迅杂文作为广义政

治符码化的代表,其批判性直指灾后的人祸因素, 揭露统治

者的借机敛财, 轻民作福, 最终的受害者终归是贫苦人民。

中国有 �水利局 每年收税办事, 但仍有大水出现, �有一个

团体演了戏来筹钱, 因为后来只有二十几元, 衙门就发怒不

肯要。连被水灾所害的难民成群的跑到安全之处来, 说是有

害治安, 就用机关枪去扫射。 [9] 505丁玲取材于 1931年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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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省的特大水灾的小说∀水#, 用新的方法描写了农民觉醒

与反抗的群像, �在现象的分析上, 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

正确的坚定的理解。 [ 10]官府只知收税不知修堤, 遇到洪水

堤漏堵不胜堵, 最终大水冲毁了家园。官府的无所作为引起

农民的质疑: 他们拿了我们的捐, 不修堤, 去赌,去讨小老婆,

让水毁了我们的家, 死了我们多少人。灾后向官府讨粮却遭

安抚欺骗, 成船运到镇上的不是粮食而是镇压的弹药, 事实

面前大家终于醒悟过来,决定向官府拿回自己血汗换来的谷

子, 于是一队比洪水还凶猛的人群向镇上扑去。匡庐的 ∀水

灾#、叶紫的∀丰收#、欧阳山的∀崩决#、荒煤的∀灾难中的人

群#以及田汉的独幕剧 ∀洪水#、旅冈的戏剧 ∀水 #等作品, 都

指向水灾中的阶级压迫与反抗。∀水灾#中农民遭受麦租、银

租等多重剥削, 地主米满囤、稻满仓却不借给穷人, 不但不给

修堤费, 反而借修堤敛财。穷人们饿着肚子护堤抗水, 统治

者 �在局子里杀鸡煨肉, 大白米吃剩了填阴沟 , 觉悟之后的

民众拆了庐三老爷的房子填大堤缺口, 喊出了反抗的口号。

∀崩决#写 30年代广东的特大水灾, 灾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

下联合暴动, 夺来粮食和枪枝, 成为远近文明的与反动政权

相对抗的武装力量。刘心皇的诗歌 ∀黎明 #、力扬的∀射虎者

及其家族#,或写水灾中坚持收捐、喝人血泪、欺压贫弱的现

实, 以及农民苦海翻身, 砍碎妖孽的决心; 或写无耻讹诈、夺

人血汗、断人活路的惊世真相。

十七年间特殊的时代语境决定了灾害题材的意识形态

化特征, 作品中的水灾描述往往成为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如

陈登科的∀风雷#中, 祝永康到遭遇水灾的黄泥乡落户, 带领

群众生产自救, 同时,以黄龙飞、羊秀英等人为首的群体趁灾

害之机,散布谣言、煽动群众, 从中套购国家粮食, 两者围绕

救灾的斗争被上升到农村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条道

路的高度。张抗抗的小说∀分界线#, 题目本身就已暗示出对

立双方的不可调和。以耿常炯和霍逦为代表的双方, 在开发

还是废弃常受涝灾而荒废的东大洼,及抗击洪水保卫开发成

果还是向东大洼泄洪以保全既有成果方面形成对立, 最终耿

常炯一方战胜了洪水保住了粮食。两种力量之间的鲜明界

线也借此被扩大到, 社会的一切领域中巩固还是削弱无产阶

级专政的时代主题。峻青的∀海啸#中, 老宫等人战胜洪水和

日伪军队的封锁围堵 ,只为将粮食运到因水灾而缺粮的根据

地, 洪水的出现旨在突出敌人的凶残及战斗的豪情。现实主

义审美意识主导下苦难与革命、阶级的联姻, 突出了民族国

家想象中阶级对抗的合法性与意识形态的无处不在。然而,

单一的苦难展示与刻意的两极对立,难免会有背离生活的真

实, 削弱作品的艺术表现力的危险。如夏志清认为丁玲的

∀水#�明显地忘记了在灾荒下灾民的心理状态 。 [11] 193鉴于

此, 对于水灾描写的深化尚需在人性挖掘与文化反思的向度

上寻求丰富与突破。

三、人性展露与文化反思

灾害的突发性与巨大破坏力往往将人的生存处境推向

极致, 极致处自有美丑混淆、善恶杂糅的人性万象。面对强

加的艰难时世, 理智与规范的约束, 道德与情感的自制, 不免

遭遇到迫切的现实生存需要之挑战,人性中自私、阴暗、残忍

的一面与美好、高尚、忘我的一面均由此得以显露。面对洪

灾, 卖儿救穷、欺压良善、互殴争抢者有之, 科学应对、坚决抵

抗、友爱互助者有之, 更有甚者为一己或局部私利而引发灾

害。对于灾害的不同态度及参与方式, 折射出人性境界的高

下, 也显示了文化对于人的塑造功用。

水灾之后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首先激发灾民立足于活

命的本能反应, 其中有因食物发生的争抢、残害悲剧, 也有为

求自保的冷漠、残忍事件。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 #中, 人

们一窝蜂争抢登上粥船攫取维持生命的渣沥 ,因人多争抢激

烈, 结果粥撒船沉。一个老妇携带身边视为珍宝的炒米, 意

外撒落却被人争抢殆尽,为此不知谁又压折了抢得口袋的小

妞的腿, 老妇为此疯狂, 三天后便死去。萧乾的 ∀鲁西流民

图#写到车站每天都有灾童被丢弃而无人敢认的事实, 原因

就为了一个 �认了吃啥 的简单道理。∀灾魂#中春子一家逃

难途中母亲得了热病, 躲在野外的窝棚里, 却遭到看田农人

的粗暴驱赶, 吆喝把狗死尸从窝棚里搬出来, 因为他喝了一

夜的酒而没有地方睡觉。生存的沉重压力下只好把春子卖

给地主刘老爷做妾。类似卖儿救灾的情节在叶紫的 ∀丰收#

和田汉的∀洪水#等作品中也有出现。人的自私、冷漠固然令

人痛心, 因灾害导致的人性自我迷失以致异化扭曲则更令人

震惊。苏童的∀天使的眼泪#中, 天使在水灾后送来的稻谷遭

众人争抢, 甚至不顾把妇人挤在脚下, 村民得到粮食后反质

疑天使的身份与好意, 把她视为怪物驱赶出村。天使最后的

发问直逼人性的缺失: 死了那么多人, 他们不为自己的亲人

哭泣, 分到稻谷后也没人因为感激而掉下眼泪, 同样也不会

有人对暴力驱赶天使的行为后悔而落泪。灾难面前, 人除了

基本的生存欲望,连悲伤和感激之情都消失殆尽, 失去了作

为人的基本素质。荒煤的∀灾难中的人群#和莫言的∀丰乳

肥臀#中,有人在灾后以米票、食物为诱饵顺理成章地完成了

对女性身体的占有。苏童的∀米#中的五龙被大水赶出故乡,

八百里逃亡路上深入骨髓的饥饿感,造就了他对米的刻骨甚

至变态的喜爱 ,女人的肉体与米的同时出现, 总能激起他强

烈的交媾欲望 , �食 与 �性 的两种本能, 在人的心灵扭曲中

竟得到了莫名统一。鲁迅的文化批判则更倾向于民众精神

麻木的 �日常化 和 �一贯性 。∀理水#中灾民或安于现状,

不思抗争, �横竖到处都是水, 猎也不能打, 地也不能种, 只要

还活着, 所有的是闲工夫。 或忠顺愚昧, 自私虚荣, 回答上

官的询问说 �我们是什么都弄惯了的, 吃得来的。只有些小

畜生还要嚷, 人心在坏下去哩, 妈的, 我们就揍他 。就连吃

的叶子、树皮、青苔等食物, 也因为送到上头作为公呈, 竟要

做得干净、细致、体面, 且在进呈的盒子上题写 �寿山福海 四

字。种种 �国民性 表现说明, 人心的万难改变, 只能导致悲

剧的重复上演。

当然, 面对洪水灾害, 人们并非一味逃避、互相残害, 同

样有互相帮助、共同抗灾,甚至自我牺牲者。中西神话中对

于洪水态度的明显差异, �就是治水型和逃生型的叙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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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思想差异。 [12] ∀理水 #中的大禹就是一个勇于承担的典

型, 他注重调查, 科学决策, 力排众议, 踏实能干, 最终取得了

治水的胜利, 无疑是鲁迅所激赏的中国的脊梁式人物。萧乾

的∀鲁西流民图#中的山东省政府韩主席, 本着 �灾民高于一

切 的口号,将省市府工作 3 /5的气力集中到赈灾上, 全市医

生一体出动为灾胞疗治疾病,全市知识分子自动担任灾胞教

育职责。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老田, 平时走路缓

慢、讲话无力, 办事拖拉, 面对洪水却果断自信,沉着应对,不

顾身体病痛, 身先士卒带领大家接人梯抵挡洪水终得胜利。

李尔重的长篇小说 ∀战洪水#, 详细描述了党员干部、军人战

士、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普通群众等各种力量合力抵抗

长江洪水、保卫武汉的图景, 其中写到了不同部门的分工合

作, 为保全更大利益的分洪泄洪, 干部的尽职尽责, 学生的忘

我牺牲, 群众的理解支持等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中, 面

对大雨带来的洪水, 省地市三级联动, 军队和地方政府共同

转移救助灾民, 身为干部子弟的省报记者田晓霞, 在参与灾

情报道、组织救助群众的过程中, 为救一名在洪水中挣扎哭

喊的女童, 不幸被洪水吞没。与灾害面前人的种种自私、残

忍相比,上述勇担重任、舍身忘我、相互帮扶的行为,诠释着

人性中勇敢坚韧、美好高尚的一面。

比较而言, 陈忠实的∀山洪#和白希的∀洪水季节#, 则显

示了人性在生活现实中复杂多样的构成。∀山洪 #中供电局

的老李凭借手中的公权对群众的欺压引起公愤,以致他被山

洪卷走被村民认为是 �老天有眼 , 在历经由水中到岸上对其

几番折磨泄愤之后, 认识到老李终究要掌管村里的用电权的

村民, 不得不去尽力救治他。文中对于公共权力的惧怕超过

了对于人的生命与价值的尊重。以社会发展现实为背景的

∀洪水季节#, 讲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情理、法律、利益的多重

冲突。政府为追求财政收入对商人的庇护与对农民的欺压,

商人为追求经济利益与政府的 �合谋 与对村民关系的恶化,

农民对商人的仇视欲借洪水淹没其财产与舍身堵漏、保卫家

园的决心, 在文中交织互显, 于时代主题中还原人性的真实

情状。事实上, 人的欲望的膨胀和对利益的追求, 同样在制

造着灾难。张炜的∀柏慧#中原本充满生气、天蓝水清、万物

和谐的大自然, 却难逃人的侵犯和伤害: 海上的钻井改变了

海水的颜色, 陆地上的矿井严重地毁坏着平原, 结果土地下

沉海水倒灌, 庄稼、果林、灌木, 以及各种动物都被淹没。杜

光辉的∀浪滩的男人女人#中的乡民为了多赚钱, 在河滩上疯

狂地采卖沙子, 导致河床下陷浪河爆发洪水, 位于河岸上的

浪镇被水冲淹。对于人性的真实还原与欲望批判, 增加了作

品的情感厚度 ,也为文化反思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视角。

从神话到现实的转换, 由历史到文本的穿越, 洪水与文

学话语的结合, 彰显了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感时忧国精神与

启蒙现代追求。然而, 面对苦难的民族历史, �确实没有充满

作家个人伤痛的深刻思考和更为疼痛的个人化的写作, 没有

写出过与这些苦难相匹配的作品来。 [13]话语场中的水灾成

为各种力量借以表达自身的文化符码, 而失去了其除历史事

实之外的宗教、文化、精神和哲学等多重内涵。由此, 文学中

的水灾描述存在着主题表达上的平面复制、注重纪实而忽视

深度哲思, 以及艺术表现上的形象单薄、想象匮乏、手法单一

等不足, 当在还原真相、深度开掘、借鉴他者的基础上不断谋

求改进和突破。而在灾害日益成为全球性现象的当下, 灾害

书写谋求主题深化与艺术丰富的改进和突破, 可从生态 (环

境 )文学、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中寻求理论资源和灵感触

发, 透过灾害的 �非常规 与 �反和谐 性征, 在哲学、历史、文

化及艺术的多元 �视域融合 中, 努力追寻人性与精神世界中

某种超越现实的坚固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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