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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采访报道 速写农村    1945年末，成名以后的孙犁又回到了冀中解放区，他既努力实践《讲话》的
精神与规约，又坚持自己的独立观察与思考。孙犁去蠡县刘村下乡，接着主编通俗的综合性文化杂志
《平原杂志》，发表了一些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同时还在河间第八中学教一
个班的国文；然后又深入乡村、采访报道，写出一批速写农村新生活的散文，同时也因为跟工农干部
“无所不谈”、“烟酒不分”、与老太太们打成一片，成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
。    孙犁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除了散文《纪念党的生日》、《新生的天津》与《人民的狂欢》，特
写《坑杀抗属》、杂文《向英雄的民兵们致敬》与《祝冀中文协成立》、《谈“就地停战”》等之外
，主要是速写表现冀中解放区农村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同时通过自己的独立观察与思考，发现
了一些问题并提出了某些建议，特别关注于对于人的人道主义的理解和尊重。    翻身、翻心后的姑娘
王香菊，从不敢说话、好脸红变成敢说敢喊、说服别人和推动组织，香菊的母亲也变得勇敢、冷静、
顽强和有见解，对于她与丈夫的弟弟共同生儿育女的悲剧，深刻地指出是贫穷制度造成的结果；土改
翻身后的女农民出落成仪态大方、丰满健壮、大声说话、爽朗地笑的人，用立天灯的方式向远近的人
们宣告穷人翻身；原先装聋作哑、吃苦受罪的“老蔫”也变得聪明活泼、勇敢可爱。他们深知翻身幸
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如果前方的革命战士不坚决勇敢地打仗自卫，那么他们在后方的父亲将会惨遭敌
人的杀害；老百姓刚刚过上的自由幸福生活也将失去，因而远房嫂子给在前方的丈夫寄去自己从“良
民证”上撕下来的呆板阴沉、哭丧着脸的相片，为的是让丈夫坚决勇敢地打仗保护老百姓永远过自由
幸福的生活。    翻身后的农民们，极大地爆发出生产热情：虽然白洋淀的凌还没有完全解冻，但是渔
民们已经开始修补船只、织结渔网；端村集日的席市上，妇女们一大早就背来席子急于卖出，再到苇
市买苇、解苇、轧眉子，赶织下集的席子；进步了的富农，也在改变原先生活方式，通过自己的双手
辛勤劳动致富，虽然刚翻身的农民在负责村里的工作时遇到很多难题，但是他们具备无限的勇气和热
心；原先好吃懒做、讲究排场的新安人，如今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也在擦抹船只；劳动换来了赵老帅全
家的清洁健康、团结愉快、自尊自爱、尊重他人；儿媳美丽健壮、聪弭敏捷；女劳模刘法文熟练田间
工作，日夜辛勤劳动，又是村妇联会主任，近年为了工作常耽误家里的日常工作，作者提出作为劳模
主要是在劳动上提高、扩大她的影响和威信，不能把她当行政干部而从事很多工作、出席很多会议和
接见很多记者，否则会耽误了她的农时，使她脱离群众。  翻身后的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新型的生产
劳动。妻子李素忍暗地里在跟当了模范的丈夫曹蜜田挑战，共同搞好各自的互助组、创造新生活；张
金花的纺织组中四个人各有所长，由于研究讨论出合理的记工、顶工办法，组织起来后不仅各自获益
，并且加深了感情，敏锐地发现与提出在组织互助组时，要台理考虑正确对待各个的利益问题；强忍
着失去哥哥的悲痛，意志坚强、公而忘私地坚持参加互助组给抗属田里送粪的劳动。    上述散文，篇
幅短小、简单朴素、主旨凸现、情真意切，白描比喻、色彩明丽，个性对话、耐人寻味，既实录了冀
中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新风貌，又让读者享受到美的愉悦。    如果说在1947年6月之前，孙犁一直没
有机缘亲临前线战场，因而造成此前他的散文创作“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我
们看到：《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侧重描写的是曲阳游击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和胜利心理，即使半个月前
发生的一次守翻口战斗，也由三槐的口中简略述说；《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采蒲台的苇》也都
避开了正面描写敌后人民英勇战斗的壮烈场面，其中红衣少女勇敢杀死三个鬼子的故事也是通过撑船
老头儿的口中简略说出的。那么1947年6月12日，孙犁终于弥补了生活体验和散文创作的双重遗憾，他
以记者的身份目睹了青沧战役中攻取唐光屯的战斗，写出报道《光复唐光屯之战》，突出表现了解放
军猛压狠追、英勇神速地在一个小时之中就解决了战斗，热情赞颂了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同
时呈现了民兵与民夫组织严密、动作迅速地配合战斗和老者妇孺争相观看解放军、附近青年热望参加
解放军的情景。    由于孙犁是冀中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对冀中解放区的生活有着深厚的积累，并
且长期浸淫于中外名著之中，对中外文论也颇有研究；既不像丁玲、何其芳那样进入解放区后需要转
型、受到延安文艺界整风与抢救运动的脱胎换骨般的铸炼，又不像赵树理那样一意孤行地坚持“民间
文学”正统论、摒弃“五四文学”与轻视翻译“外国文学”。因而，孙犁能够完美地熔铸了解放区中
存在的实用政治文学、知识分子文学和民间农民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上的学养优长；善
良、爱美的天性使他在散文创作中既追求政治热情、时代精神，又追求真中求美、美中显真，语言表
现上则追求平易冲淡、睿智幽默，富有抒情味和人情味。从而使得孙犁成为“解放区散文”的经典作
家，其成功的经验启人深思。P.22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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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解放区散文”，在中国二十世纪散文史上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作者对“中国解放区散
文”中的报告文学、散文、杂文进行整体综合、纵横比较研究。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起的陕北
苏区、经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至大陆全面解放时的"中国解放区散文"作为研究对
象。本书通过详细深入的研究论述了“中国解放区散文”作家丁玲、何其芳的艺术命运，“中国解放
区散文”兴衰消长的深刻历史影响，从而能够在整体上展示“中国解放区散文”的创作形态、深层价
值和衍变特征，窥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心理与时代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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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龙哥的博士论文，从时间空间的矛盾性确定研究对象，对我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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