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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原属山东聊城地区茌平县人(1958年后我所在的琉寺区才划归高唐县)，在1949年以前的解放区的区
域划分中，属于晋(山西)冀(河北)鲁(山东)豫(河南)边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设省、市建制的时候，我们属于平原省，是由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的一
部分共同构成的，省会就是现在河南的新乡市，殷都的所在地安阳地区也在平原省境内。
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县级干部，曾经到新乡开会，那时我还在小学读书，没有学过中国地理，所以新乡
就成了我知道的除了山东省省会济南之外的第二个省会级大城市。
但是，到我上高小的时候，平原省就撤销了，聊城就又成了山东省的一个地区，当时我属的茌平县也
成了山东省的一个县。
从现在想来，河南应该是我的半拉子故乡，就是从语言上说，我听不懂齐地的胶东方言，却能听懂河
南话，但在后来，河南却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对于那些与我没有多少关系的省份，倒有更
加鲜明的记忆：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直辖市自不必说，像西藏、新疆、内蒙古自治区，一是因其
大，二是因其远，三是因其为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与我们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风俗，你就无法将它
们从我的脑海里挖出去。
别人不知道，对于我，一想起“我们的祖国”，首先想起的不是我们的首都北京，也不是我的故乡山
东，倒是这三个边疆的大省(自治区)。
大概这也有它的道理：“要不是有这三个大省(自治区)，我们的祖国哪能有这么大呀！
”东北，更是我们山东人熟悉的一片荒凉但却肥沃的土地，是我们山东人在灾荒年外出逃荒的地方，
我舅舅家的两个哥哥因为家里贫穷，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下了关东”，在那里安了家，落了户。
大概也是因为他们的关系，在我儿时的印象里，哈尔滨就像一个神话里的城市，与当代青年心目中的
纽约差不多。
它牵动的不是我的神经，而是我的想象。
一到了20世纪50年代，东北的地图就愈加鲜活起来，鞍山的铁，抚顺的煤，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解放牌
汽车，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劳动模范王崇伦，《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在我们小小的
脑海里摆得满满当当。
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庆的石油以及王铁人的名字，更像一场地震一样震动过我们的脑海。
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的，更忘不了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萧军即使不是一个多么杰出的作家
，也是作家队伍中的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萧红则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
在我们那里，人们一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总是说“到了云南、贵州嘎嘎二县”。
“嘎嘎二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至今也不知道，但云南、贵州作为两个省份，却也因此而在我的脑
海里扎下了根。
我对于广西的印象，并不深刻，但一旦将广东、广西连在一起，也就令我难以忘怀了。
不知为什么，对中国文人赞赏的自然美景，我都没有多么深刻的感动，倒是敦煌的鸣沙山，有着令我
感动的荒凉。
“桂林山水甲天下”，在小学地理课本中就读到过，像杭州的西湖一样，并没有惹起我的梦魂缭绕的
向往。
广东，那可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时无刻都会碰到的一个省份。
从林则徐的虎门禁烟，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到了20世纪20年代，广州又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革命策源地”，鲁迅、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这些文学大家也曾群集广州，一时成为中国革命政治、文化的中心，鸦片战
争之后的一百年之间，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事，都与广东人有关。
到了新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又是在广东开始的。
像深圳这样在几年间便拔地而起的现代城市，在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少有的。
与广东、广西有些相像的，则是湖北和湖南。
武汉三镇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演出过几出大戏，闻一多、胡风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很烫手的两个著名作
家，但湖南在我的脑海里则更加鲜艳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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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有种东方神秘主义的倾向，我也是。
当我两眼注视着中国地图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周围的各省就像中国的躯体，而河南，则是中国的心
脏。
时至今日，中国的整个躯体健壮了起来，并且有不断健壮下去的趋势。
但在心里，还是时时感到一种忧郁，一种悲怆的情绪。
这说明，我们的心脏还不是完全健康的。
我觉得，当河南文化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才将是一个完全健壮
的文化。
河南文化的繁荣，从河南文学的繁荣开始。
2008年3月10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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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省笔记》作者既身在河南外省文化之中热爱故乡、思考故乡，且能时时超出故乡文化，做更
有眼光的热辣而心痛的分析。
并且从中国非主流的区域文化里，捕捉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一个特别的存在。
涉猎的内容广泛，既有现代文学的整理，又有当代文学的梳理，但却不显得支离破碎，在时空上又显
得完整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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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鸿，女，1973年生于河南邓州。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文艺思潮研究。
出版学术访谈著作《巫婆的红筷子》(2002)，曾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
》《南方文坛》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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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抓住了20世纪河南文学发展中三个不同时期的三种文化、文学现象：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彗星]现
象，50-70年代河南文坛的[几个亮点]，以及20世纪末的[中原突破]，并对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文学
的底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一种解读。
——钱理群作者从中国非主流的区域文化里，捕捉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一个特别的存在。
涉猎的内容广泛，既有现代文学的整理，又有当代文学的梳理，但却不显得支离破碎，在时空上又显
得完整统一。
——孙郁作者既身在河南外省文化之中热爱故乡、思考故乡，且能时时超出故乡文化，做更有眼光的
热辣而心痛的分析。
——吴福辉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省笔记>>

编辑推荐

《外省笔记》抓住了20世纪河南文学发展中的三个不同时期的三种文化、文学现象：新文化运动初期
的“慧星”现象，1950-1970年代河南文坛的“几个亮点”，以及世纪末的“中原突破”，并对其背后
的思想、文化、文学的底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对20世纪河南文学的一种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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