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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叶广芩小说展示了近现代中国民众特别是北京市民的社会生活形态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关注中国传

统文化的魅力，其中对道家文化精神有着独特的见解和思考。在中国建筑和地理方位观中突显了天人和

一、顺应自然的理念；通过末世贵族完占泰飘逸洒脱、虚静无为的人生态度彰显道家文化在民间的生活

形态；通过秦岭山地的动物小说等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作者在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

化的关注中，对道家文化精神在当今社会的革新有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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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e Guangqin’s novels show the social life form and colorful folk culture of modern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Beijing peopl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r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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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has unique views and thoughts on the cultural spirit of Taoism. The concept of harmony be-
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conforming to nature are highlighted in the view of Chinese architec-
ture and geographical orientation; through Wan Zhantai’s elegant, free and easy, empty and quiet 
attitude towards life, it shows the folk life form of Taoist culture; through the animal novels in 
Qinling Mountains, this paper shows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 culture, the author has an 
in-depth reflection on the innovation of Taoist cultural spirit in today’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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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文坛上实力派女作家叶广芩近年来声名鹊起，小说涉猎的题材广泛，历史小说、家族系列小说、

生态小说、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小说和现实题材等各类小说影响较大，特别是以满清贵胄为题材的家族系

列小说尤为引人注目，其作品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都别具一格。叶广芩出身于满清历史上显赫的叶赫

纳拉家族，家族的传奇经历都在小说中得以体现。她的家族小说是京味小说的延续，在家庭生活和日常

生活的场景之中展示特有的民间生活习俗、满族贵族的典章礼仪、人伦关系以及戏剧艺术、文物、建筑、

风水等，熔铸了作家的个体记忆，真实地再现了满族末世贵族和北京等地市民的“生活相”，她近距离

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并沉醉于其中，也看到了传统文化被冷漠、遗忘，甚至在渐渐消亡，她重新

发掘传统文化的魅力，其中对道家文化精神有着独特的见解和思考。 

2. 叶广芩小说中的道家文化理念 

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儒释道是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家文化是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的主流文化，

成为历代文人的不懈追求。而政治上不得志时，文人们更看重佛道思想，或对内修行，或归隐山林。儒

的入世与释道的出世思想互为补充，构成中国士大夫基本的精神境界，从政治、社会生活、家庭各方面

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道家文化无处不在，源远流长，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中国文人价值观中，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巨大。道

家思想最早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用“道”来探究自然、社会、人生之间的关系。道家崇尚自然，

提倡道法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主张清静、无为而治。 
叶广芩的《采桑子》中借建筑师廖世基阐述了中国自古就有的宇宙观，“太始生虚廓，虚廓生宇宙，

宇宙生元气”，([1], p. 173)大自然与人一样，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上，一气系之。天人合一是道家文

化最基本的自然观，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 p. 209-210)
道家主张天地人和谐一体观念，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宇宙自然运行。 

中国建筑的基本原则是“察山、察水、察地形”，也体现了道家的自然观，“使建筑与环境达到一

种平衡，这就是‘天人和一’”([1], p. 209)。因此“屋者乃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夫博物明贤未

能悟斯道也”([1], p.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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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观念是中国哲学的基础和核心，阴阳强调两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力量。道家文化汲

取了阴阳五行文化，以道家思想为主的《淮南子》提出道含阴阳，视道为阴阳二气的统一物，认为道主

宰天地万物，实际上是阴阳二气主宰天地万物。《采桑子》通过建筑学家叙述了中国传统的地理方位观，

“以土中治天下”，天地和谐，顺应自然则是基本精神，“中央之地，天地之气和合，顺风雨之所调。

总阴阳之所交，是天下为一的大吉之土”([1], p. 179)。 
中国的地理方位观与自然环境紧密相关，也与以阴阳哲理为本的风水相关，“西北有昆仑山，有昆

仑山就造成了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就有了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的说法。中国的河水差不多一律地

自西向东流，这用风水学的看法是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1], p. 205)。北京城的布局、故宫河流的

走势也与地势的高低有关，对应着风水的方位，也是对中国地理的刻意模仿。“整个儿北京西北高东南

低，是依着昆仑山势，并非人有意为之，最明显的是故宫紫禁城的金水河，从故宫西北角坤方天门的位

置流入宫中，西经武英殿，向东流过太和门，文华殿出于东南艮方，这实际是一条中国河流走向的模型” 
([1], p. 207)。中国的地理方位观、建筑布局始终与道家与自然相融合这一理念的基础上。 

北京城南北中轴线的结构是建立在阴阳理念上的。“北京八座城楼，无可替代，各有时辰，各有堂

奥，各有阴阳，各有色气。城门是一城之门户，是通正气之穴，有息库之异。东直门，城门朝正东，震

位属木，五季占春，五色为青，五气为风，五化为生，是座最有朝气的城楼，每天太阳一出来，首先就

照到了东直门，它是北京最先承受日阳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建筑的气运”([1], p. 205)。中国房屋采取坐

北向南或坐西向东的方位，从利用自然的角度看，有冬暖夏凉之效。中国城市与建筑地点的选择按照地

理五法，先看水口，依次为看野势、山形、土色、水理。这一选址方法的基础是建立顺应自然、建立在

在自然地理风貌的基础上的。 
清代帝陵的选址也强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东陵位于昌瑞山南坡向阳的山峦，“北面主峰高耸，气

势巍峨，万山奔涌，霞霭蒸蔚；左右有河水环绕，南面绿野如茵，紫气东来，一派锦绣”，为“乾坤聚

秀之区，阴阳和会之所”([1], p. 181)。中国民间非常重视墓地的选址，认为后代子孙的安危皆倚祖宗荫

庇。四格格金舜镡死后，廖世基为其选择背靠瑞昌山脉、脚抵淋河平原的黄花山为坟地。 
中国园林建筑崇尚自然、崇尚自由，贯穿着道家文化的宇宙观。园林的布局自由灵活，变幻多端，

崇尚朴素之美，更贴近大自然，也和道家推崇的隐逸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采桑子》通过金家老

五别具一格的院落景致，展示了中国私家园林的诗情画意和对意境美的追求。金家老五“挖地三尺为池，

池上建桥，桥上修亭”([1], p. 239)。挖地为池，池上建桥，桥上修亭，购来美石摆在池畔，购得珍贵名

竹金镶玉、松苗、杨树栽在石旁。中国园林讲究自然之美，追求清静淡雅，情趣盎然，是自然界山水的

再现，是文人追求隐逸文化的象征，突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审美关系。 
《全家福》中叶广芩借萧益土阐述了风水文化的理念，“阴阳和合才能春生繁祉，才能民生和利，

才能物备而乐成”([2], p. 344)。阴阳平衡的地方才是人们繁衍生息、安居乐业的应具备的环境条件，阴

阳平衡的基础是顺应自然。 

3. 道家养生术与人生态度 

道家基本精神是“道法自然”([3], p. 163)。顺应自然，不要过于刻意，“去甚，去奢，去泰”([3], p. 
183)。人要以自然的态度对待自然，对待他人，对待自我。道家的另一个进本原则是平和、宽容、自然

的处世态度，“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3], p. 361)。道家精神中还强调清静之道为自

然之道。“清静为天下正”([3], p. 241)。“处无为之事，行无言之道”([3], p. 64)道家思想还试图通过各

种修炼而达到永恒不死的至高完美境界，从养生学源流的角度来说，就是追求寿命无限。道家养生修炼

文化在中国文人和民间一直有着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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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桑子》中末世贵族五姐夫完占泰的人生际遇就是道家文化在民间生活形态的直观显现。完占泰

是金朝贵族后裔，“生于华门，长于鼎食之家”，([1], p. 273)其父完式谭是北洋时期的重要人物，他“比

较洒脱，极少向人们谈及他的出身”，([1], p. 273)他为人随和，性情散淡，“嗜美酒却不食荤腥，有学

问但不过修边幅”，([1], p. 274)有着飘逸、洒脱的做派。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却没干过几份像样的

工作，与五格格婚后搬到闲适的金家居住，终日在金家跨院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是金家大院另一类

“闲人”。他经常到白云观小住，道号“静修”。他留了胡子和长发，一派飘逸洒脱的名士风度。他爱

喝酒，多时候是迷醉状态，喝的酒是他自酿米酒，下酒的是瓜果梨桃。酒浓郁甘醇，酒缸一揭盖，酒香

能飘出半条胡同去。为了得道成仙，他常服强身药“五行散”，“吃了五行散，可令人身安命延，体生

毛羽，邀游上下，使役万灵。”([1], p. 282)服药后急走两个时辰，走出八卦形状，叫“三步九迹”，上

应“三元九星”之术。他“信奉老庄，追求的是神仙与不死，他的生存原则是不过度劳累，不过度用脑，

不过度喜怒，不过度淫逸，神静则心和，心和则神全”([1], p. 283)。完占泰和金家兄弟还修炼道家房中

术“添油法”，通过男女相交而不泄，达到存精保真的目的，是道家的“长生之要”。解放后，他以糊

火柴盒为生，落魄的生活也未让他放弃修炼，他始终保持着心灵的自由与宁静。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完

占泰练辟谷，七天不吃饭。他说三日小饥，七日微饥，十日之外就不感到饥了，三十日之后，大小肠皆

满，就是养气了，“食气者神明而寿”。完占泰潦倒但始终快乐地生活着，命运的起伏，家庭的变故都

改变不了他恬淡的性情。在动荡的岁月中他没有受过太多磨难，因为他“无思无虑，无嗜无欲，无秽无

累，绝群离偶，神形两忘，烦恼自然也就不来侵扰了”([1], p. 316)。 
完占泰谦和、温厚、懒散、苟安、懦弱，是八旗子弟身上的秉性，也与民国以来末世贵族的无奈伤

感有关。完占泰热衷的道家是出世文化，乱世中的文人认同道家文化。道家强调个体修养，注重返朴归

真，向往着回归人生的自由。完占泰的人格境界就是一种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他苟安于乱世，沉浸于

道家精神境界，忘情于世外，获得了一种和平宁静的心境。 
叶广芩写了末世贵族的众生相，一些人追求懒散苟安、清静无为的生活态度。《逍遥津》中皇族七

舅爷落魄而洒脱，有着贵族的品味，虽然常常为下一顿发愁，自己作糖葫芦吃时精心考究，把糖葫芦当

作为艺术品来处理，“从果料的选择，到造型的设计都讲究到极点。他将山楂破开去核，使每个山楂都

半开半合，有的填上自做的澄沙，有的填上枣泥，有的填上豌豆黄，再将瓜子仁按在吐露的馅上，成为

一朵朵精致的小花。山药去皮，挖出不同形状的窟窿，填上各种馅，按上红山楂糕和绿青梅丁，成为色

彩斑斓的圆柱”([4], p. 162)。七舅爷作的糖葫芦在街上被人换了十几大洋。 

4. 叶广芩小说中自然观宇宙观与道家天人合一理念 

新世纪以来，叶广芩曾到位于秦岭山地的周至县挂职，她深入了接触秦岭山地的山山水水，专注于

生态小说的创作，他们描述着秦岭的生态环境，彰显了她的生态文化观，而这一现代生态保护理念与道

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对道家文化精神在当今社会的革新。 
“天人合一”为中国哲学思想，儒、道、释等诸家各有阐述。道家道教所说的天，多指自然、天道。

天人合一，指人与道合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也指天人相合相应。在自然界中，

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

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 
叶广芩跑遍了佛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开始关注秦岭深山里珍贵的动植物。长篇纪实性散文《老县

城》再现了未被污染的秦岭周至县生态保护区老县城的自然风光、珍奇的动物，展示了质朴的山乡风情。

她讲述了对大熊猫的寻访、对华南虎的寻踪，以及和其他动物如鸟、金丝猴等的接触给她带来的伦理思

考。她也探寻了许多动物种群消失的原因，她以纪实的、理性的笔触表达了对于现实的动物保护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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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代生态理念与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一脉相承。 
叶广芩的动物小说集《老虎大福》收入《猴子村长》及《黑鱼千岁》《狗熊淑娟》等 9 篇讲述秦岭

山地动物的作品，讲述了猴子村长、老虎大福、熊猫“碎货”、狗熊淑娟、山鬼木客、长虫二颤、黑鱼

千岁、大雁细狗的故事，展示了动物的灵性、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亲相克的各种关系，彰显了作者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现代生态文化观，也是道家文化天人合一理念的体现。 
《易经》中强调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

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

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

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老虎大福》中作者讲叙述了在秦岭生活的华南虎被捕杀的故事。秦岭腹地最后一只华南虎大福经

常骚扰山民，山民组织起来围猎老虎，大福被枪击中受伤而亡。富有“神性”的老虎的死让山民的生活

不受干扰，却给他们精神上带来了恐惧和不安，山林因缺少了老虎而缺少了神性。《黑鱼千岁》展现的

人与自然的对立中人类走向自我毁灭和自然力的难以抗拒。作品中少年儒是动物们的死对头，猎杀动物

就是他的欲望，野兔、竹鼠、嘎嘎鸡等山林的各种小动物“只要被他发现了，他决不放过”，结果是人

与自然的双重打击，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渺小的。小说叙述了儒与黑鱼的一场生死较量。渭河退潮后留

下了一条大黑鱼。儒用石头砸昏了鱼，把鱼绑在自己身上，拖进水里，想借住水流把它拖回家去。鱼到

了水中复活了。儒与鱼的搏斗较量中，儒被拖进水里淹死了。《黑鱼千岁》是有象征意义的，儒暗示是

蔑视动物的人类，鱼代表的则是人以外的自然界，人对自然界的不停息的破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对人

类的打击和毁灭。人如果不尊重动物、不敬畏大自然，人类最终会受到大自然报复。《猴子村长》中通

过人和猴子之间对立关系展示作者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为给市动物园捕获六只金丝猴，侯家坪村

长侯长社带领村民围猎群猴，动物园带走了村民捕捉的六只猴子后，村长父亲在劝说儿子放掉其余的猴

子未果后去县上告发，村长被判刑。小说也讲述了人和猴子之间的情谊关系，1960 年村民因饥饿猎杀猴

子，一只母猴在被猎捕前，把奶水挤在树叶上，放在小猴能够到的地方，猴子的亲子之情让猎人惭愧地

放了猴子。现在的村民更看重利益，在捕猴时群猴绝食自杀，村民却不为所动，依然向动物园卖猴。叶

广芩在作品中表达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相互平等、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人应该善待生命，敬畏生命

只有这样，自然才是和谐的，才富有生机。 
叶广芩的动物小说中动物的结局是悲剧性的，黑鱼、老虎、蛇等动物最终面临死亡或不幸，造成这

种悲剧命运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动物的悲剧故事警示人们要常怀怜悯之心，善待动物。《狗熊淑娟》中，

叶广芩叙述了狗熊淑娟被一些缺少道德、贪图钱财的人转卖、虐待而走向死亡的遭遇。山野中的“淑娟”

被带到动物园供游人观赏，被迫改变了冬眠的生活习性，得不到很好的喂养，得了病后“淑娟”被卖给

了马戏团，被迫忍受着受马戏团老板的各种虐待，老板拿烧红的铁条捅它。失去利用价值后，熊掌还被

人吃掉。《长虫二颤》写人类对待动物的两种态度及相应的不同结果。科学考察的老师王安全和在山上

看守娘娘庙的二颤保护着蛇，南方人老佘到山上捉蛇卖给餐馆营利。在山民看来蛇是灵物，不得已时才

能取蛇胆治病，村民鄙视把蛇被当做美食食用的人。老佘捉蛇后，晚上二颤偷偷放蛇。庙里的老蛇和二

颤相依为命，老佘捕杀了老蛇，蛇头、内脏堆在墙角。次日老佘去墙角解手时，身首相异的老蛇咬住他

不松口。老佘保住了命，左腿却被锯掉。这个因果循环的故事预示着对待生命不同态度的价值。人类对

各种生命都应该尊重，要有敬畏之心，否则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叶广芩将人与自然界的万物放在平等的地位上，感悟自然界的生命与人类的共通之处，建构以人与

自然和谐一体的世界，对生态问题进行了反思。自然不是一个受人类支配的工具，而是一个生态整体。

长期以来，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自然界具有成为受支配的工具性地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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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类支配自然的结果是人类被支配，一部分被物化为另一部分人支配的对象。因此，人类要有生态忧

患意识和生态责任意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应该强调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一体。 
叶广芩笔下的动物与人一样是平等的生命存在，是自然的主人。作者通过动物的毁灭这一悲剧形式，

呼唤人们充分认识自然的价值，尊重各种生命的存在权利。她也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完美的关系，在比照

中体现她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山鬼木客》写科考队员陈华独自在老君岭寻找野人山鬼木客的见闻。

陈华在现实社会备受打击隐居山野，他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当他下山采物时，被当作野人，村民向他

扔石块，被饭馆老板赶出去，他只得逃回山里。他厌恶人的世界，怀念山中的羚羊、熊猫、黑熊、云豹、

岩鼠这些朋友，愿意与他们亲近，写了人与动物之间无间隙的交流。他最终在山野中，看见了山洞边的

山鬼木客，听到了他的吟唱。作者写了对人类世界的隔膜、厌恶而对山林中动物世界的留恋和默契特立

独行的人，表达了作家对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美好理想。 
《注意熊出没》写二战后在中国的日本遗属回归日本的故事，其间写了日本人与动物的和睦相处。

日本小镇有泡温泉的群猴，人们给它们饭团子，它们有礼貌地接住。狗熊横泰被镇上人集体喂养，“横

泰是个胆小鬼，很温顺，是镇上人看着长大的”。大田老太太给它做饭团子，它偷吃老板驹远的苹果，

老板骂它像在骂调皮的孩子。镇上的狗也受到优待，被老爹用鱼糕、萝卜招待。让狗进屋，与人共餐。

人与动物的和睦相处让人感受到心灵的安详，大自然赋予人与动物同样的生存权利，种类繁多的动物与

人共生在同一个环境里，这样才能体现出生态的健康状态，这样的环境才更适合人类的生存。 
叶广芩等众多动物小说表现了现代生态伦理观念，尊重生命、建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自然观是以

叶广芩的哲学反思，也是道家哲学的基本态度。生态问题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对自然环境的

保护，不应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因果链条上，而应着眼于自然的和谐健康，应着眼于整个生态自然的良性

发展。人只有与自然建立起一种情感联系，让人和自然都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才是应有的正确态度。自

然不应成为受人类支配的工具，而是与人类共同组成的整体，是人类的永恒的精神家园。 
叶广芩的小说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冲突等多重关系，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既展示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批判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作家怀着对自然的忧思，批判了单纯从利益需要

来对待自然界的功利思想，反对片面强调人的利益高于一切，认为人类应该顺应自然，而不是过度地向

自然索取，为人类的贪欲寻找借口。 
叶广芩的小说展示了近现代中国民众特别是北京市民的社会生活形态，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彰显了

作者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在传统文化理念中道家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作者关注的重要方面。

叶广芩在小说中挖掘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美学意义，重新发现和感受传统文化的意蕴，这是她的作品受

到欢迎的原因，也是她的作品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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