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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井盐文化是以井盐为载体%以井盐的生产&贩卖&使用为中心形成独具一格的地域文化形态' 川籍作

家陈铨出生于上世纪初一个(因盐城邑)的古老县城富顺#富顺在一千多年的井盐生产中积淀下的井盐文化早已深

入人们生活&心理&认知等方面* 井盐文化中的重教化使陈铨成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大学教授%同时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铨又以自己的故乡富顺为地域背景%创作了,天问-和,彷徨中的冷静-两部乡土小说%并在

其中展现了浓厚的井盐文化%如环境&题材&主题表达的(盐味)* 为学术界在探讨地域文化对作家作品的深远影响

方面提供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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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与人类生存和生活需要

紧密相关# 盐也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现代文明的迅猛

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若轻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因为

盐会使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迅速的兴旺发

达#也会使这些地区%国家%民族为&盐'的争夺而带来

灾难和毁灭#盐成为影响人类进步与文明的重要因素$

因此#盐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成果#应属于

广义文化的范畴$

井盐文化是以井盐为载体#以井盐的生产%贩卖%

使用为中心形成独具一格的地域文化形态$ 井盐文化

是以盐为切入点# 研究在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历史进

程中#围绕井盐而产生的各种社会文化内涵%文化事象

和文化景观#即盐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

因此井盐既是一种文化现象# 也是一种文化载体D%E

$

一$陈铨与井盐文化

陈铨作为土生土长的富顺人# 其在自己的成长经

历中不得不受到井盐文化熏陶# 从而身上散发出一种

浓浓的&盐味'$ 这一点可以从陈铨的求学经历和富顺

的地域特色得以证明$

陈铨在家乡富顺县高小毕业后考入成都省立第一

中学#%F!%年毕业后顺利考入北平清华学校留美预备

班学习# %F!"年 "月毕业后赴美国留学# 并以优异成

绩获得奥伯林大学的文学学士%硕士学位(后又奔赴德

国留学#获得克尔大学博士学位$而陈铨这段成长经历

与家乡富顺县井盐文化的发达密不可分$

富顺县地处四川盆地南部# 被誉为 &千年古县'%

&巴蜀才子之乡'是中国井盐的发祥地之一#自贡市的

第一口盐井)))富世盐井就诞生在这座古老的县城#

曾因盐业%农业并盛而富甲全川#被誉为&银富顺'$ 富

顺县作为井盐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 井盐生产对富顺

县的社会% 经济% 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正是因为经济的昌盛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教育事业

的发达# 这为更多的富顺人民提供了读书学习深造的

机会$陈铨的童年时期生活在富顺县#正是这样的井盐

文化环境的耳濡目染深深影响了陈铨的成长之路$

在陈铨的家乡富顺县聚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富

顺文庙#文庙的修建正是井盐文化的繁盛的象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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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顺县自从北周武帝天和二年建县到北宋初年近四百

年间!地处边陲!盐业虽然兴盛而文风尚未开" 到宋仁

宗景三年即 !"#$年!朝廷选派了太常博士名学者周

延俊到富顺来任知监!积极兴教化!培育学子" 在周延

俊任职的第六年! 富顺县终于出了第一个进士#$$李

冕! 因此在周延俊的倡导下! 人们集资修建了一座文

庙!主供孔子!时称%文宣网庙&" 清代!全县考中进士

#!人'举人 #!%人'贡士 &''人( 因而获得%才子甲西

蜀&!%富顺才子内江官&的美誉()*

) 在陈铨的长篇小说

*天问+中也提到了富顺县文庙) 如书中谦吉祥药店学

徒林云章奉张老板命去陈太太家接小姐张慧林! 其中

写到陈太太家所在的位置!%云章提着灯笼!拿着雨伞!

由西门!走到试院街!转过马神庙,,可是离西湖旁陈

太太家里!已经不远了)&

(#*在这里提到的%试院&便是富

顺县的文庙)

因此! 富顺县盐业的发展! 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

荣! 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 在强大的盐业经济的推动

下!教育事业迅猛发展) 因此!陈铨能够成为家乡富顺

县的又一个%才子&!这与富顺县井盐文化的发达息息

相关的)

二!陈铨小说中的井盐文化

正是由于这些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 童年生活的

记忆和体验! 才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地进入作家的文化

心理结构中!积淀成深厚的-稳固的情感!从而最终制

约一个作家的价值判断! 及其对创作材料与艺术方式

的取舍)童年时期!故乡富顺县的地域环境和井盐文化

氛围深深影响了陈铨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 使他的

创作视线投向了民间及民间生活! 进而影响了他的小

说创作)

"一#环境中的$盐味%

陈铨作为土生土长的富顺人! 在其乡土小说 *天

问+'*彷徨中的冷静+创作中!以富顺为地方背景!井盐

文化成为了小说中独特的环境描写) 如小说*天问+中

提到的%盐井街&'%詹家井&!从中可以知道往往是因为

一口盐井的开采而为当地带来经济的繁荣! 再把这种

井盐的气息渗入到日常生活中去) 因此!因盐兴街!因

盐设县!县和街也充满了井盐文化) 此外!*天问+中提

到的%狮子滩&'%邓井关&

(#*则勾勒出了一副川盐出川!

远销各地的水运图) 加之*彷徨中的冷静+所展现的富

顺及其周边大佛岩'赵化镇的环境描写!不难看出井盐

和井盐文化对区域和区域文化产生着历久弥新的影

响) 另外!富顺因为盐业而富庶是不争的事实!如*天

问+中描写%打滇娃&的军阀战争!提到了%刮地皮&) 不

管是%开拔费&还是%犒劳费&!都是十万元)所以文中这

样写到.%你来抢一次! 我来抢一次,,结果滇娃还是

没有打走!川耗子还是没有打输)&

(#*在这其中我们虽然

看到了军阀对富顺的富庶进行的压榨! 也能看到富顺

因为井盐而带来的雄厚的经济实力)

"二#题材中的$盐味%

小说在环境描写上充满了%盐味&必然会导致其小

说题材上具有类似的特征)纵观陈铨小说!也可以发掘

其题材中所体现的井盐文化现象)

富顺立县是与产盐- 盐场的建立分不开的) 据记

载!第一次川盐济楚之时!制盐成本低廉!而楚岸盐价

奇昂!在湖北售盐一斤!可以换一斤棉花运回四川) 有

时售价竟高达一斤银子一斤盐之巨) 金犍为 /犍乐盐

场0-银富顺/富荣盐场0之说便广为流传) 富顺也因为

盐业的兴盛而富甲一方) 人们在这样的井盐文化环境

里不用去担忧生计和抵御灾害! 他们过着安居乐业的

生活!因此有更多的闲情去重视现实的世俗生活)作家

生长在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的富顺县!井盐文化氛围深

深地影响了陈铨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

!+关注民间生活

陈铨作品在题材选择上一方面关注民间生活!以

家乡的风土人情为主!展现井盐文化生活)在抗日战争

爆发前!陈铨的前期小说创作!很少关注宏大的政治主

题!翻天覆地的阶级斗争!描写小城人生!并且对这种

小城人生-小富即安的生活态度非常推崇!同时非常关

注民间生活和民间个体生命的存在! 试图表现个体在

群体生活中的无奈-无助-无能!从而传递出对生命的

体验) 他的长篇小说*天问+直接以自己的家乡富顺县

为写作对象! 通过描写富顺县城谦吉祥药店学徒林云

章狂热的爱上老板女儿张慧林的故事! 展示了民国初

年四川富顺县在井盐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风土人情-

小城生活)如在小说*天问+第四章便提到!富顺县是四

川几个大县之一!而产盐最多的自流井也在其境内!由

于盐场的众多带动经济的繁荣!%盐就不用说了! 其它

米-麦-糖-麻- 炭-油-花生-白薯!所有吃的-烧的-用

的!无一样不齐备&

(#*

!又如因盐业的兴盛!街道名也以

盐井而命名!第十章描写赌徒赌钱时的地方%在盐井街

一座房子里面有一间小屋!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每

人面前都放着银元钞票&

(#*

)

四川历来流传着金犍为/犍乐盐场0-银富顺/富荣

盐场0之说!因此由盐场带来的经济的繁荣!也必定带

来了精神文化的繁荣)人们有了钱!不单单追求物质生

活的享乐! 自然会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的

娱乐和消遣) 特别是%川盐济楚&

(&*以后!盐商们从中获

得了大量的财富!因此在聚会-宴请等不同场合!不惜

花重金邀请各地名角前来捧场助兴表演) 当然以盐业

&"



经济而富足一方的富顺也不例外!如小说"天问#专门

描写了人们看戏的场景$ %富顺县在民国五年的秋天!

居然也设立起戏园$戏园成立以后!富顺县的绅士们也

添了一种新的娱乐了&&在开演前两点钟! 戏园就挤

得满满的!后来的人连坐位也没有!只好站着看!再后

来的连票也不能买了$ '

!"#

由此可知!富顺的盐业!带给了人们安居乐业的基

础! 也使人们在物质享受中去寻求精神和文化生活的

满足和享受$ 因此这也自然构成了陈铨乡土小说主要

的题材关注民间生活$

$%题材选择的窄化

另一方面!富顺以井盐闻名!素来四川盐卤矿藏埋

藏较深! 人们要从覆盖在盐卤之上厚达百米千米的坚

硬岩石汲取到渴望的卤水!必须得深挖掘钻凿!因此陈

铨家乡的盐井都是又深又窄$ 这样一种井盐文化现象

潜移默化中也影响到了陈铨文学的创作时题材选择的

窄化$统观陈铨的文学作品!着眼点都是以男女青年因

恋爱而引发的爱恨情仇为切入口!致力于人性探索!叩

问人类的痛苦或者表现抗日救亡的主题$ 如陈铨的小

说 "恋爱之冲突( 讲述的是中国留学生云舫爱上了青

春)美貌的刘翠华!他俩很快陷入热恋中$ 但云舫在中

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安排下已经结婚!而刘女士

在认识云舫之前有一位爱人黄则凌$ 云舫有妇之夫的

事很快的暴露了!刘女士决定不理云舫!重投黄则凌的

怀抱$ 有一天中午!云舫因气不过黄则凌抢了自己的心

爱之人!挑衅滋事并相约到公园里打架$ 由于云舫突受

爱情打击!茶饭不思身体虚弱!根本不是黄则凌对手!被

打倒在地人事不省!被警察和黄则凌送去医院抢救$ 刘

女士虽然不理云舫但内心深处还是依旧爱着他!当听到

云舫受伤送进医院生命垂危!担心的垂泪前去探望$ 在

云舫的哀求下!又重回其怀抱!并且彻底地抛弃了黄则

凌$一年以后!云舫与刘翠华在教堂举行婚礼!黄则凌前

来阻止!乱枪打死了云舫与刘翠华后自杀身亡$

!三"主题中的#盐味$

同样注重深挖掘而缺乏宽厚的井盐文化也影响着

陈铨小说作品主题的传达$ 因此!统观陈铨小说!主要

通过对中国近现代青年恋爱婚姻的描写! 来揭示社会

的阴暗)青年的无力抗争!探寻国家落后与人民受难的

根源!进而反抗封建主义政治的主题$ 如小说*革命的

前一幕(以北伐战争爆发前为大背景!虽然描写的是宝

林与孙碧芳)凌华)衡山与梦频几对青年的恋爱经历!

但穿插着军阀混战)社会黑暗)民不聊生)青年因找不

到生活方向而忧郁)学生因%反对八国通牒'示威游行

而遭到北洋政府军警武力镇压枪杀等事件$ 如小说描

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宝林凌华到美的第二

年!宝林家里的人!因为江浙的风声不好!谣言四起!好

像马上战事要爆发的样子都觉得西湖住不放心$ 凑巧

那时张老伯已经改任京奉铁路局长! 宝林父亲托他弄

了一个北京东车站的事情!决定举家迁往北京'

!&#

$又如

描写北洋军警镇压示威抗议的群众%一千多群众!沿路

喊起口号! 一直走到执政府门前&&代表同卫队正在

交涉的时候!忽然警卫队长银角一鸣!大刀队往左右散

开!卫队全行跪下$ 再一声银角!劈拍!劈拍的枪声!似

连珠炮一般地响!群众里马上打到几十个$ '

!&#

三%井盐文化对小说主旨的影响

小说并不单单只是作为一种书写对象而客观存

在!可以表现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人的价值)国家

与民族的命运的思考和探索'

!'#

! 因此陈铨小说中井盐

文化的体现! 其更为深远的作用在于对小说的主旨产

生影响$在 ()"*年和 ()**年!冯玉祥将军两次到自贡

发动募捐抗日运动!并在短短一个月内!市民捐款高达

(+$亿元法币$ 为此!蒋介石多次传令对%慷慨捐输!造

成空前记录'

!,#的盐商余述怀)王德谦等予以嘉奖$在这

样的爱国)爱家的盐文化氛围的熏陶下!自然升华成为

陈铨小说中%心念故土!胸怀祖国'以及%拷问人生!关

注人性'的主旨$

!一"心念故土&胸怀祖国

陈铨 -'岁时便离开家乡富顺县城到异地求学!虽

然少小离乡!但对于故乡的风土人情记忆犹新!因此用

着充满温暖情意的笔调在小说*天问(中如实描写$ %从

小北门出去不上百多步!就可以看见沱江$&&江底都

是乱石!上流平静的水!一到这里!便像煮开了的水!喧

腾跳跃起来$ &&沿岸七八个拉牵藤的水手! 头点到

地)背朝着天!口里叫着+啊哟,+嘿着,的声音!一步步

的向前苦挣$ &&把龙岩沱拉过了!才拿出黄手巾!拭

了遮住眼睛的汗!一个人提头!大家唱起歌来$ '

!"#

此外!"彷徨中的冷静( 也对富顺县城和富顺附近

的大佛岩)百合村)百龙场)赵化镇等地方进行很好的

自然面貌和风土人情的描绘! 充分体现故乡对陈铨创

作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表现了陈铨强烈的乡土

情结$

与此同时!在陈铨绘声绘色的描绘其乡土文化时!

在其小说"天问(中描摹了从辛亥革命到护国战争再到

%打滇娃'的军阀割据纷争的史实不得不展现出陈铨胸

怀祖国的伟大胸襟$ 通过军阀割据纷争给富顺百姓带

来的深重灾难和痛苦折磨! 揭示出战争的黑暗和百姓

的痛苦!体现了陈铨%位卑不敢忘国')%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责任感和探寻民族出路的使命感$如小说描写

北洋军进富顺县城!写到%他们不杀人!只拉夫&&拉

*-



去担东西!如果你路上担不起!走不动!他们就用刺刀

杀"

!"#

!#街上到处争闹换军用票!关了门的商店!门上像

擂鼓一般的打门$$有几处竟把门打烂了进去% 义生

和的老板!竟因此打得头破血流了"

!"#

%

!二"拷问人生#关注人性

在家乡井盐文化的影响下! 陈铨小说对中国近现

代青年恋爱婚姻的描写!借以揭示社会的阴暗&青年的

无力抗争!探寻国家落后与人民受难的根源!进而反抗

封建主义政治这一主题进行了窄而深的挖掘% 但其在

'天问(和'彷徨中的冷静(中所展现出来的对人生的拷

问!对人性的关怀!却昭示了陈铨在其以井盐文化为背

景的小说中所传达出的对人生悲剧哲理思考! 是陈铨

小说主旨的升华%

陈铨在其以井盐文化为背景的小说中执着于对死

亡的描写!笼罩着#人性善恶相互交织及荒诞悲凉的命

运感和对人生绝望虚无的末世气息"

!$#

% 纵观'天问(和

'彷徨中的冷静(两部小说!主要的人物都有着共同的

悲剧命运即人生失败以及走向死亡! 不管是罪有应得

的林云章!还是善良温顺的张慧林%如'天问(中的陈鹏

运本是一个平庸本分的青年! 但听从母命娶了一个不

爱的女子!饱受情感煎熬!虽终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慧林

结为夫妻!却是走向死亡的开始!最终遭人暗算!乱刀

杀死% 又如林云章学徒开始暗恋老板女儿慧林!虽费

尽心思&通过阴谋诡计得到张慧林!但却是其命运由喜

转悲!走向末路的之始!而'彷徨中的冷静(落霞父女同

%"名革命党人一起遭到惨杀!&#

% 而在这些死亡叙述中

寄寓着陈铨对人生宿命的哲理反思! 荡漾着陈铨关注

人性的情怀!也体现了在富足的井盐经济下!人们对文

化精神的追寻和思考%

四$结 语

#一个城市的独特魅力!在于其特有的文化个性%"

!'(#

因此!阅读陈铨的小说!依稀可见井盐文化的踪影% 小

说中因盐而繁荣的县城与村镇都深深地打上了井盐生

产的烙印! 从沿用至今的一些地名如 #邓井关& 盐井

街"!留下的座座建筑如#文庙&会馆"!广为流传的故事

与歌谣! 流行于民间的节庆等等仍会唤起人们对昔日

盐场繁荣&文化繁盛的遐想% #小说具有无与伦比的人

文精神"

!''#

!通过陈铨小说的描写能感受到富顺县城地

方历史文化中对教育的重视&爱国爱家!积极进取!不

屈不饶地深钻的精神%由此!陈铨小说以及井盐文化值

得更多学者研究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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