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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雪原》与通俗传奇的艺术化升华第二章 乡村叙事：从社会、历史、政治化到命运、伦理、道德、
风俗化一 民间艺人乡村叙事一一赵树理的农村小说与《三里湾》二 文人乡村叙事——周立波的《山
乡巨变》与《禾场上》三 政论家式的史诗性乡村叙事——柳青的《创业史》四 情节化、故事化的乡
村叙事——李准、马烽等的农村短篇小说五 阶级斗争观念制约下的乡村叙事——浩然的《艳阳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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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追随式叙述战争全过程的《保卫延安》二俯瞰式展现战场全貌的《红日》三跨跳式通观战争全局的
《东方》四 英雄化战争叙事与人性、人情化战争叙事——峻青、王愿坚和路翎、茹志鹃、刘真的短篇
战争小说五 战争叙事从战场延伸至社会——《西线轶事》与《高山下的花环》第四章 历史叙事：再
现型史传小说一 革命英烈史传叙事——《青春之歌》与《红岩》二 革命史诗叙事——《红旗谱》与
《三家巷》三 农民起义英雄叙事——《李自成》等历史小说四 帝王叙事——凌力与二月河的清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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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思考——知青反思小说第六章都市叙事：市井文化小说与城市改革小说一 邓友梅、陆文夫等
的“市井文化”小说二 蒋子龙、张洁等的城市工业改革小说三 李国文、张贤亮等的城市体制改革小
说⋯⋯第十二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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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四、情节化、故事化的乡村叙事　　——李准、马烽等的农村短篇小说　　李准、马烽
是五六十年代我国很有影响力的两位专擅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作家。在　　小说艺术上他们走的基本
上是赵树理的路子：写问题小说’为当前政治需要服务；走通俗化、民族化的道路。但又有各自不同
的特色和风格。　　1953年李准发表第一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就因为触及到土改后农村的两极分
化的重大问题而引起全国性的大反响，并从此成名。其实，这是一篇说教宣传目的比较直露，图解痕
迹比较明显的艺术上还相当粗糙的作品。只因为它符合了当时政治的需要，而身价倍增。可见当时整
个社会（包括作家本人）的文学观念还是只重写什么，不重怎么写，只重文艺的认识、宣传、教育作
用，而忽视艺术的审美功能。此后，合作化时期，李准又写了《孟广泰老头》、《农忙五月天》、《
冰化雪消》等反映合作化的小说；1956年，在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他也写了两篇暴露
和鞭笞社会生活阴暗面的作品《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帆篷》，但不久就在只准歌颂、不准暴
露的“左倾”思潮下，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作家几乎被打成右派；接着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李
准又积极地参与了这场空想浪漫主义的大合唱，写了一些诸如《夜走骆驼岭》、《参观》、《贵宾来
了》等完全背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品。李准的创作总是这样紧紧地跟在时代后面，基本上是政治
上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要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直到1959年，李准的创作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连
续写出了《两匹瘦马》、《李双双小传》、《两代人》、《耕耘记》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虽然仍是
肯定和歌颂大跃进的（要求作家完全超越时代是不现实的），但已经不是对表面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作
无原则的吹嘘和粉饰，而是透过生活表象去发掘和颂扬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从侧重
对农村问题的揭示转向对农村人物形象的塑造，即从写问题小说转向了写人物小说；从过去注重塑造
中老年农民形象转向注重塑造青年一代农民形象，尤其是农村妇女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李准把创作
的重心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鲜明生动的既有明显个性特征又闪耀着时代精神光
彩的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双双小传》和《耕耘记》。　　大跃进、人
民公社作为一场经济革命运动，它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这一点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但是，作
为一场精神革命运动，它在某一点上却符合并调动了人民群众要求尽快改变祖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
愿望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李准抓住了这一点，通过《李双双小传》、《耕耘记》等作品，写出
了特定时代环境中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成功地塑造了李双双、肖淑英等农村妇女新人形象。尤其李
双双的形象，是李准此前创造的所有人物形象中最成功、最动人、最有感染力、也最有艺术生命力的
一个。李双双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她不但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强烈的时代色彩，而且有一定的历史深
度，是当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优秀艺术典型之一。由于作者依靠的是大量
既具生活真实又富典型意义的细节描写，依靠对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和行为的描写，依靠把人物放在家
庭或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或矛盾冲突中描写的方法，用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的话
说，即由于作家多方面地调动和使用了一切“旨在使作品尽可能艺术化的技巧”，终于使李双双这一
形象血肉丰满地、活生生地立了起来，成功地完成了李双双这一艺术形象的创造。所以，尽管作品的
时代背景是大跃进，而且是以办食堂为主要线索的，都没能掩盖住这个形象活生生的性格光华。那种
认为既然“大跃进”错了，“办食堂”也错了，李双双的一切行为也就是错的，因此李双双作为一个
艺术典型也必然是错误的、失败的的说法，是站不住的。这只是一种非文学的逻辑推理，而不是真正
的文学分析和批评。作为一种性格典型，李双双在文学作品中活了，它就会永远存活下去。　　《李
双双小传》的成功，主要得力于李双双性格塑造的成功。而李双双性格的塑造，主要是在故事叙述中
完成的。李准的所有小说都是情节性、故事性小说。在这一点上他和赵树理是一脉相承的。不过他不
像赵树理的作品那样，作者自己充当说书人，有明显的话本、板话或评书的特点。李准采用的是第三
人称叙事的方法，由一个叙述者（即作者）在那里讲故事。比如《李双双小传》开头第一节，先讲“
李双双’’这个名字的来历（这很像《阿Q正传》的开头讲述阿Q名字的来由，更像《登记》开头介
绍罗汉钱的来历）：李双双是我们人民公社孙庄大队孙喜旺的爱人，今年二十七岁年纪。在人民公社
化和大跃进以前，村里很少有人知道她叫“双双”，⋯⋯村里街坊邻居，老一辈人提起她，都管她叫
“喜旺家”，或者“喜旺媳妇”；年轻人只管她叫“喜旺嫂子”。至于喜旺本人，前些年在人前提起
她，就只说“俺那个屋里人”，近几年双双有了小孩子，他改叫作“俺小菊她妈”。另外，还有个不
大好听的叫法，那就是“俺做饭的”。⋯⋯一九五八年春天大跃进，却把双双给“跃”出来7。她这
个名字，不单是跃到全公社，又跃到县报上、省报上。李双双这个名字被人响亮亮地叫起来了。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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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还得说回来，她这个名字头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还是在一九五八年春节后，孙庄群众鸣放会上的
一张大字报上。故事也得从那个时候说起。　　作品开头这段叙述，看上去只是介绍李双双名字的来
历，实际上包含着很深刻的妇女人权的历史内容。这正暗合了整篇作品的题旨：大跃进中妇女人权、
地位和精神的解放。但是，作为小说，这个主题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叙述和介绍，它必须塑造
出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于是作家笔锋一转，紧接着来了两大段回叙，详细叙说了
李双双写大字报的过程，并从这张大字报引出了李双双平日为争取学文化、开会、参加社里劳动的权
利而与丈夫孙喜旺所发生的一连串充满生活情趣和喜剧色彩的家庭纠纷的小故事。这两段充满生活情
趣和喜剧色彩的家庭叙事，由于采用了多种写人的方法（如通过细节写人，在矛盾冲突中写人，在对
比烘托中写人等），虽然只有五六千字，却已经把李双双和喜旺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形象本身的
典型意义基本揭示了出来。此后的文字（五、六、七、八节），只对人物性格起补充润色作用，从本
质上讲并没有再增加什么。从小说结构艺术的角度看，《李双双小传》的最后两节，对人物性格的进
一步塑造已没有什么作用，显得有些松懈拖沓。　　《耕耘记》是李准又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从作
品整体的艺术水准来说，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李双双小传》。　　《耕耘记》写的是公社要办气象
站，派扫盲班毕业的农村姑娘肖淑英去省气象训练班学习，她通过顽强的努力，克服了一个个困难，
经受了一次次挫折，终于掌握了预测风云的本领，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公社气象员，在农业生产中发挥
了巨大作用的故事。小说是用第三人称叙事和第一人称叙事相结合的方法来叙说这个故事的。在叙事
的同时，有意识地增强了描写和渲染的成分，通过环境的描写和气氛的渲染，使读者如身临其境，更
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把全部的力量用在主人公肖淑英的形象塑造上。为了塑造好这个
人物，作者在人物前进的道路上，编织设计了重重困难和障碍。参加省气象训练班学习的一段叙述，
初步表现了肖淑英为掌握科学知识而刻苦努力坚毅顽强的性格。气训班结束回到农村以后，为了表现
她的成长，作者又编织了三大段情节：第一个情节是第一次预报霜冻的失败。这个失败是人物成长过
程中的必然，她曾痛苦、痛哭以至动摇，但在领导和亲人的关怀、支持下又信心百倍地工作了。第二
个情节是麦收时有无大雨的预报。这次预报，由于肖淑英刻苦钻研业务，虚心向老农和民间谚语学习
，“土洋结合”，终于较好地掌握了气象规律。这段情节以肖淑英的预报成功而胜利结束，其间穿插
了她哥哥先是不相信有雨，和她大吵大闹，继而挑起水桶要去浇地，最后被滂沱大雨淋了回来的喜剧
性情节，从情绪上与上一节形成鲜明反差，使小说显出波澜。第三个情节是在抗旱的紧要关头，一场
全县性的大暴雨会不会下到玉山公社的预报。这次预报是对肖淑英全面而严峻的考验：有雨无雨，还
要不要抗旱，必须当机立断；县里命令水库放水，放与不放，事关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全县预报有暴
雨，窗外已雷鸣电闪，甚至大雨点子已洒进了窗内，然而肖淑英却断定无雨，不必开库放水。就是这
样，作者通过情节的安排和气氛的渲染，把故事一步步推向了高潮，肖淑英的性格也得到了合乎逻辑
的展现。　　《耕耘记》的故事讲述是有层次、有曲折、层层递进的。这表现在它的结构艺术上：它
有一个别开生面、引人人胜的开头，波澜层出、峰峦迭起的主干，再加上一个气象恢宏、乐观豪迈的
结尾，极为完整、严谨。正如冰心老人说的那样，“故事发展，像从遥远的天末，卷来一阵雪白的浪
花，推涌进迫，浪头越卷越高，潮声也越来越大”（冰心：《喜读〈耕耘记〉》，1960年10月8日《北
京晚报》）。　　《李双双小传》和《耕耘记》都是艺术上比较成功的作品。现在的读者，不能因为
对那个时代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就随之而否定那个时代的所有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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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当代小说叙述加以归类，亮点有限。

Page 6



《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