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7 月 27 日上午，由作家出版社主办，周口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周口市

文联、河南日报社周口分社、周口日报社、周口市新华书店协办，周口市文学
艺术院、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周口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
研讨会”———“春秋名姝”系列作品研讨会，在周口市文学馆举行。 来自省内外
的 40 余位专家、作家代表，以及新闻媒体记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作家出版社
总编辑张亚丽主持研讨会。 周口市副市长秦胜军出席会议并致辞。

这是一场周口地域文化与国内专业学术交流的文化盛宴， 研讨会上，各
位文艺大咖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围绕“春秋名姝”系列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历
史背景、文艺价值等方面，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研讨，为进一步推动周口擦
亮“道德名城、魅力周口”名片，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
和理论依据。 本报特刊发部分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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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姜传》:恣意下的伤情

《公子桃花》:守望中的坚韧

《夏姬传》:妥协后的逐流

《西施传》:阴谋中的爱情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宏志:

柳岸的“春秋名姝”系列，书写了春
秋时期很知名的四位美女， 又以几位美
女的命运， 映照了春秋的残酷与春秋的
浪漫，写出了陈地风流。

优秀的历史小说之中，一定贯穿着
作家自己的历史观， 自己的历史认知，
而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拼合，而
且，这种历史认知一定是以符合历史逻
辑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春秋名姝”系列
作品 ，就以符合历史逻辑的方式 ，呈现
了作家对历史的认知。 以 《夏姬传》为
例，夏姬在中国历史叙事中 ，一直是以
一个淫荡的艳姬形象出现的，但是在柳
岸这里 ，她成了一个美丽 、聪慧但是却
又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可怜女性。 作家
这种历史认知的呈现，是富有逻辑和说

服力的。 作家首先以还原历史现场的方
式，解释了夏姬在少女时期为什么和族
人有私情。 小说用生动的情节呈现出春
秋时期的郑国上巳节时青年在两性作

风之间的大胆，形象地解释了“郑风淫”
的含义。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夏
姬，少女时期与人有私情也便不难让人
理解了。 另外，作者深入到历史的缝隙
中 ，坚持独立思考 ，抓住夏姬所谓的淫
乱都是发生在她没有家庭的时候这个

史实 ，结合历史语境 ，指出夏姬所谓的
淫乱，其实不过是为了求生存而已。 在
丈夫夏御叔死后，在没有人为她遮风挡
雨的情况下 ， 为了自己以及儿子的生
存， 夏姬不得已委身于孔宁等三人，以
至于在历史上留下淫荡的名声。 用还原
历史现场的方式 ，紧贴史实 ，小说解决
了关于夏姬的历史评价与其历史存在

状况之间的错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
新的夏姬形象。

“春秋名姝” 系列写出了春秋的残
酷，在这个时代，贵为国王的公子也不能
决定自己的命运。 小说也写出了春秋的
浪漫， 在这个年代夏姬即便已经声名狼
藉，但是依然有人愿意为了她抛家去国。
当然，对于周口来说，这一系列小说更大
的价值在于它呈现了陈地风流。 系列中
的公子桃花和夏姬都是长期生活在陈地

的人，小说对几千年前陈地红颜的书写，
也给周口这一片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大地

涂抹上了一道瑰丽的历史色彩。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

“春秋名姝”系列作品包括《公子桃
花》《夏姬传》《文姜传 》《西施传 》 四部
历史小说，共计 200 万字。 从 2016 年至
今年 3 月份 ，历时 6 年 ，作家出版社与
作者柳岸紧密合作 ， 终于完成此项工
程。

历史小说的创作具有一定的挑战

性 ， 因为读者期望历史小说既要有历
史依据，又要有文学欣赏价值。 6 年来，
柳岸以令人佩服的创作毅力，在浩瀚的
文献资料 、人文地理 、风土人情和民间
传说中 ， 批阅爬梳 ， 寻找有关蛛丝马

迹，并以丰富的想象力 ，重塑了四位传
奇女子，使她们由史书上寥寥的几笔而
绽放出独特鲜活的生命光彩，呈现给读
者一席春秋文化大餐 。 “四位传奇女 ，
一部春秋史”，柳岸做到了。

大家都了解 ， 春秋时期是中华文
明的中轴线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 。
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今天 ，我们举行 “春秋名姝 ”系列作品
的研讨会 ， 对于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
丰富内涵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
强历史自觉 、 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 同时也是我们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
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主要讲话精神 、推
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文学

行动。
在文学价值以外，“春秋名姝”系列

作品让很多人注意到了古老的 “陈文
化”， 认识了历史悠久的淮阳、 息县等
地 ， 对周口有了新的认识 。 希望借助
“春秋名姝” 系列作品， 使我们这块古
老的陈地像莫言的高密乡、孙犁的白洋
淀、周立波的清溪村 ，成为新的文学地
标， 吸引更多的读者到周口探寻古道，
了解陈文化。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进才：

一、历史的丰赡性与厚重感。通读
《西施传》， 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小
说所蕴含历史知识的丰赡性， 既是小
说，又仿佛是一部厚重的吴越春秋史。
小说涉及历史地名沿革、 古代官制称
号、 诸侯国朝代更迭、 国君的年号谥
号、 众多的历史人物以及当时的典章
礼制、占卜规则、古语习俗等。 在这一
点上， 柳岸的历史小说创作获得了坚
实的史实基础， 显示出极强的文化积
淀与历史厚重感。

二、历史重写的创造性。西施的故

事代代流传， 不同时代对西施的文学
书写及命运结局各不相同。 不同的书
写模式彰显出作者别样的历史眼光与

审美情趣。 柳岸对西施这一结局的处
理改写了以往史学叙述与文学书写的

模式。 柳岸的重写西施尽管处在史学
叙述和传统文学的强大笼罩之中，但
却能戴着历史的镣铐跳舞， 在重写中
“推陈出新”。

三、人物描写的人性深度。 历史
离不开人类的活动，人是推动历史演
变的决定性力量，只有揭示出活动在
历史中人的面影与心理、人的行为与
动机 、人的欲望与忧伤 ，方可抵达人
性的深度，进而触及历史的本质。 拒
绝对历史人物形象的简单化处理，力
图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并开掘

复杂多面的心理世界，是柳岸历史小
说的自觉追求。

河南作家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

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中流砥柱，从
姚雪垠到二月河，柳岸很好地延续了
河南文学的这一写作传统 ，她的 “战
国名将 ”系列已经在酝酿之中 ，我们
有理由期待，柳岸的历史小说创作定
会渐入佳境，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辉
煌之路。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勇：

柳岸老师的历史小说写作让我很

感兴趣， 也很好奇。 大家刚才都说到
了历史小说写作的难度，我觉得这种
难度也有差异，按照时间距离当代远
近来看，距离我们越久远的历史，书写
难度自然越大。 春秋战国时代相较于
唐宋元明清，其寻求历史材料、征求真
相的难度显然要更大。 所以从这一点
而言，首先要向柳岸直面险阻、克服困
难的勇气和毅力表示敬佩。 另外，我
对她本人也很好奇，因为她是个女作
家，同时她还不仅仅是一个作家、女作
家，而且还是一个有行政职务，做出了
很多行政业绩的管理者、实践者，说实
话就算是我们专业做学术研究的，面
对春秋战国这段历史，能够做到像她

这么熟稔甚至精通， 也要付出不同寻
常的努力。 而她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
家庭事务之余， 拿出这么沉甸甸的作
品，其中甘苦，可能也只有她自己最清
楚。 这是我敬佩她的第二点。

这种敬佩也引发了好奇：她为什
么能够做到这一切？ 我想当然这里有
个人性的因素 ，勤奋 、刻苦 、热爱 ，超
出常人的付出，等等。 但是除了这些，
是不是还有其他？ 我第一次来周口，
其实很早就想来，因为对这块土地特
别好奇。 因为在河南，周口的当代文
学发展，应该说不比我们一直公认的
实力最雄厚的南阳差。 南阳有很多优
秀的作家 ，但是周口同样也有 ，在京
城和省城的刘庆邦、邵丽、孙方友、墨
白、南飞雁，在周口的柳岸，更有年轻
一代智阿威、小托夫等。 甚至，从年轻
一代的作家数量和知名度来看，周口
似乎更有优势。 我想，这么大的作家
群落的出现 ， 定然是和这块土地有
关 ，和这块土地的历史积淀 、文化积
累 、文学氛围 ，当然也有这块土地上
所发生的故事———古往今来的那些人

生和命运故事有关。当然，还有当地政
府对于文学和文化事业的重视与推

动。这些，都促进了周口文学事业的繁
荣。所以，柳岸及其“春秋名姝”系列不
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 祝愿她写出
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祝愿周口作家群
不断壮大！

《南腔北调》杂志社总编饶丹华:

作家柳岸创作的 “春秋名姝”系
列丛书，立足春秋战国中华文化深厚
资源，以史为纲、以女性为本、以文学
想象为基，重塑春秋四大美女。 重塑
意味着反思，反思意味着作家柳岸付
出了艰辛的努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
创作灵感，从而支撑她去完成这部系
列丛书，意味着这部丛书呈现的中华
文化之美，完全有实力拉高读者的期
待值。

美女是社会的稀缺资源 ，“春秋
名姝 ”息夫人 、夏姬 、文姜 、西施 ，因

稀而贵 ， 但作家柳岸却别出心裁地
塑造了一位长得有些丑陋的普通女

性———东施。 在《西施传》中，通过作
家独特的想象力和细腻的文笔 ，塑
造了一位外表不完美却有一颗爱美

之心的少女。 对东施的重塑，恰恰是
柳岸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对所有女性

倾注的博爱之情怀 。 东施也可以说
是息夫人 、夏姬 、文姜 、西施的一面
镜子 ，既可以照出她们的容颜 ，也可
以照出她们灵魂的美与丑。 “春秋名
姝 ”息夫人 、夏姬 、文姜 、西施之美 ，
更多的是美在诗文和想象里 ， 显得
朦胧而迷人 。 真正的美人都有其深
沉的内涵 。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纠正
美的观念 ， 发现美的双眼和记录美
的能力。 真正的美是美而不自知的，
那是一种有我无我忘我的境界 。 可
以说 ， 对于东施这个典型人物的成
功塑造 ，是 “春秋名姝 ”系列丛书的
一个不同寻常的亮点！

另外，“春秋名姝”系列丛书使用
了大量的自然意象，营造了一个意蕴
丰富的春秋战国文化世界，这为该丛
书改编成电视剧提供了很好的文学

文本。

挖掘周口文化 书写春秋传奇
———“春秋名姝”系列作品研讨会发言摘要

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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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军：

众所周知， 历史小说是白话小
说传统中很重要的一种体式， 历史
也是汉语写作重要的取景地和材料

库。 就当代文学传统而言，与历史题
材直接结缘的就有历史剧、话剧、历
史小说、历史散文等样式。

柳岸的 “春秋名姝 ”系列 ，以春
秋时期的四位传奇女性为观照对

象，聚焦人物的成长和性格特征，在
激荡的时代潮流中， 不忘以人本的
立场去透视历史人物。 同时，通过历
史人物所参与历史进程的具体细

节，形成网格化结构，再辅之以人物

关系的剥笋式处理方式，进而将诸侯
国的国运、邦交、争霸准确而真实地
还原到读者面前，构筑了清晰的情理
逻辑，也暗示了深层次的历史逻辑运
行的规律。 河南是个小说大省，同时
也是乡土文学的重镇所在， 近些年，
河南本土的长篇小说硕果累累 ，不
过，在历史小说的写作上，自姚雪垠
的《李自成》之后，形成了某种断层，
而柳岸女士的“春秋名姝”四部长篇，
刚好接续上了这一断层，使得河南的
长篇小说版图，维度更加丰富，板块
更加多元。

纵观“春秋名姝”系列创作，可以
用信史写作和女性意识这两个关键

词加以概括。信史写作预示着作家对
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思想追求，为
了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情境中的历史

人物，柳岸做足了功课，无论是文字
材料，还是田野材料，她皆耗费了巨
大的心血加以统筹。 功课的充足、对
春秋史整体的把握，使作品的人学判
断和历史判断融为一体。女性意识不
仅仅是女性视角的问题，作家还带着
同理心和共情的心理波动去贴近具

体的历史人物，如此，女性自身的元
气、生命力方得以彰显。

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简东：

柳岸老师的 “春秋名姝” 系列小
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鲜明的个性
色彩。在小说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注重
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演绎， 不仅发意
中肯、切中原书旨趣，还集中展示了当
代人的理解意涵与审美方式。 历史题
材小说的创作难度极大， 特别考验作
家的艺术勇气、 功力与耐力。 爬梳文
献资料、建立信手拈来的熟稔认知，构
造运用自如的转换语境， 是一项非常
费力的工作， 也是历史小说创作的瓶
颈。 柳岸老师正是以极其顽强的毅力
在文献典籍上下了“苦”工夫，使读者
对其历史阐释和考证功力印象深刻。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 作品对某
些历史人物的书写富有新意， 十分出

彩， 能够给读者带来深刻启发。 比如
《夏姬传》中的屈巫、鬻拳两人，谋足以
改变天下格局，情足以感动千年人心，
忠足以彰显人臣典范， 节足以荡涤污
名非议。 使人读后感佩之情油然，心
中震撼强烈。 更值得称道的是， 作品
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先秦女性形象，以
息妫、夏姬、文姜、西施为核心的女性
群体， 确实能传递给读者耳目一新的
独特感受。

小说在情节推进中还有意识地加

入了很多事理训诫话语， 晓谕世人以
经世治国的道理， 彰显了作者以言喻
世、警世的良苦用心，充分流露出了强
烈的现实主义关怀。这一点，其实也是
对以《歧路灯》为代表的中原文学教育
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作品在宣扬、 推介地域文化和民
间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 这
是就陈地文化、 先秦多元文化源流向
世人所做的一次积极推广和宣传。 在
浓郁的历史气息中又充盈着亲切的乡

土文化氛围， 这也令系列作品的布局
更显宏阔博大而又精巧细腻， 体现出
作者难能可贵的一番匠心与思量。

《公子桃花》 开篇以灵石为引，是
受《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影响；系列
小说里多次言及梦境、以梦喻事，这也
是传统小说常用的写法。当然，作品还
大量引用、化用《诗经》《左传》等经典，
这也是对传统文学的成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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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丛治辰：

“春秋名姝”系列作品和大部分历
史小说不同，是以女性结构历史，通过
书写四位春秋时期著名女性的命运，
把一部相当厚重的春秋历史写活了，
写得轻盈妩媚、摇曳多姿。直到现在为
止， 我们往往都笼统地将中国古代社
会视为男权中心的社会而忽视了女性

的作用，但我们看《左传》和《战国策》，
不少女性在那个乱世发挥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 《左传》里那些女性人物，可能
着墨不多，却光彩照人，柳岸这一系列
作品选择的四位， 就是其中非常有代

表性的。 但柳岸不仅写出了她们的光
彩照人， 也写出了她们被宏大历史推
来搡去的无奈和悲哀。在此意义上，她
们是历史中无数被无视的人们的代

表。选择女性作为历史线索，是真的看
到了女性在历史中的作用， 也看到了
女性和历史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想谈
的第一点，小说的选题相当有价值。

我想谈的第二点是小说中有关历

史的部分。历史细节是否可靠？历史知
识是否扎实？ 这是评判历史题材文学
创作的重要标准。 柳岸在这方面付出
了非常多的努力， 以十年时间考证与
调研。 小说中诸多细节为读者提供了
很多文史知识， 而且将这些非常可靠
的知识化入了小说中。另外，“历史”不
止指历史知识，更指对历史的见识。这
系列小说中一方面表现出柳岸对历史

的理解与同情， 一方面又有相当现代
的认识和立场， 还张扬着始终贯穿在
中华文明中的一种正确的是非观念。

当然，历史小说基于历史真实，也
需要作家的想象力。 这一系列作品里
柳岸表现出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和塑造

人物的能力。 小说人物尤其是女性人
物非常鲜活，值得关注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