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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年33月月44日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

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联组会议的讲话中要求文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联组会议的讲话中要求文

艺工作者艺工作者““立足中国现实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植根中国大地，，把当把当

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

展示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中国力量阐释

好好。。”“”“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深植时代为基

础础，，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文化内涵、、艺术价艺术价

值值””。。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文艺如何体现和弘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文艺如何体现和弘

扬中国精神的现实命题扬中国精神的现实命题，，值得我们在文艺实践值得我们在文艺实践

中做出积极探索中做出积极探索。。

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也是构也是构

建和彰显中国形象的精神特质建和彰显中国形象的精神特质。。我们应当在传我们应当在传

统与当代统与当代、、民族与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把民族与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把

握中国精神的历史传承和当下特征握中国精神的历史传承和当下特征，，理解中国理解中国

精神所包含的丰富历史底蕴和时代内涵精神所包含的丰富历史底蕴和时代内涵。。这种这种

中国精神既包含在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国精神既包含在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也体现在近百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的革命也体现在近百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的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构成了我们需构成了我们需

要增强的文化自信的核心内容要增强的文化自信的核心内容。。以往对中国精以往对中国精

神的概括主要聚焦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神的概括主要聚焦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有关于也有关于

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观念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观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中华

人文精神的提炼表述人文精神的提炼表述，，而今而今，，立足于新时代的历立足于新时代的历

史方位和中国面向世界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史方位和中国面向世界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还还

应当增加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神应当增加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神

内涵内涵，，在全球发展的一体化格局中展现中国发在全球发展的一体化格局中展现中国发

展的蓬勃生机展的蓬勃生机，，体现中国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大体现中国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大

国担当国担当。。这应当成为新时代文艺体现中国精神这应当成为新时代文艺体现中国精神

的一个新的着力点的一个新的着力点。。我们注意到我们注意到，，最近有关报最近有关报

刊已经开展了刊已经开展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繁荣兴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繁荣兴盛

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讨论的讨论，，还提出了诸如还提出了诸如““以人类以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观照文学创作命运共同体理念观照文学创作””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

从总体上说从总体上说，，我们认为新时代应当从传统的我们认为新时代应当从传统的、、当当

代的代的、、世界的这三个维度来认知和把握中国精世界的这三个维度来认知和把握中国精

神的丰富内涵神的丰富内涵，，以文艺的方式生动讲述中国故以文艺的方式生动讲述中国故

事事，，深刻阐发中国精神深刻阐发中国精神，，努力彰显中国形象努力彰显中国形象。。对对

此此，，张江教授指出张江教授指出，，“‘“‘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中国精神’’，，是新时代是新时代

文艺的主题文艺的主题。。中国精神深深熔铸于我们的民族中国精神深深熔铸于我们的民族

意识意识、、民族品格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民族气质之中，，熔铸于我们的熔铸于我们的

民族生命力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创造力之中，，是锻造中国是锻造中国

力量的思想之基力量的思想之基、、情感之源情感之源、、信念之本信念之本，，是中国是中国

文艺的灵魂文艺的灵魂。。””

新时代文艺体现中国精神新时代文艺体现中国精神，，应当紧扣时代应当紧扣时代

脉搏脉搏，，努力书写努力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中华民族新史诗””。。在在20182018年年

8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习近平

总书记特别提出了总书记特别提出了““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的新的新

要求要求。。所谓所谓““新史诗新史诗””，，就是对于新的伟大时代就是对于新的伟大时代、、

新的治国理政实践新的治国理政实践、、新的奔梦圆梦历程的史诗新的奔梦圆梦历程的史诗

性书写性书写，，是对新时代中国精神的审美化表达是对新时代中国精神的审美化表达。。

这是对新时代文艺实践的更高要求这是对新时代文艺实践的更高要求，，对文艺工对文艺工

作者具有巨大的启迪和激励作用作者具有巨大的启迪和激励作用。。应当说应当说，，““史史

诗性诗性””历来是文艺创作所追求的崇高的审美境历来是文艺创作所追求的崇高的审美境

界界，，是文艺高峰的突出表征是文艺高峰的突出表征。。卢卡契就曾经高卢卡契就曾经高

度评价托尔斯泰具有史诗性的现实主义创作度评价托尔斯泰具有史诗性的现实主义创作，，

他认为他认为：：““《《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的朴素的史诗式的鸿篇的朴素的史诗式的鸿篇

巨制的气派巨制的气派，，差不多像荷马史诗那样的雄浑和差不多像荷马史诗那样的雄浑和

奔放的风格奔放的风格。。””书写伟大时代需要有史诗性的历书写伟大时代需要有史诗性的历

史与美学高度史与美学高度，，要以历史的穿透力和鲜活的生要以历史的穿透力和鲜活的生

命感创作出命感创作出““有筋骨有筋骨、、有道德有道德、、有温度有温度””的作品的作品，，

深刻地反映现实深刻地反映现实，，启迪大众启迪大众，，以生动的审美表现以生动的审美表现

力既吸引大众力既吸引大众，，也引领大众也引领大众、、提升大众提升大众。。应当看应当看

到到，，贯彻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的新要求贯彻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的新要求，，这对于这对于

处在文艺生产的市场化机制和娱乐化消费背景处在文艺生产的市场化机制和娱乐化消费背景

之下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也是具有挑战性的考之下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也是具有挑战性的考

验验，，要聚焦当下中国寻求国家富强要聚焦当下中国寻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追梦历程人民幸福的追梦历程，，围绕围绕““四个讴歌四个讴歌””来书写来书写

中华民族新史诗中华民族新史诗，，积极探索如何以生动的艺术积极探索如何以生动的艺术

表现力来承载和传递具有厚重历史感和鲜活时表现力来承载和传递具有厚重历史感和鲜活时

代感的表现内容代感的表现内容，，从而引领市场走向和阅读从而引领市场走向和阅读（（观观

赏赏））消费消费，，提升读者观众审美品位和欣赏水平提升读者观众审美品位和欣赏水平。。

纪念改革开放纪念改革开放4040周年和庆祝新中国成立周年和庆祝新中国成立7070周周

年年，，恰好是这种恰好是这种““史诗性史诗性””书写的关键节点书写的关键节点，，我们我们

已经看到了一批好作品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已经看到了一批好作品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例例

如由阿耐的长篇网络小说如由阿耐的长篇网络小说《《大江东去大江东去》》改编的电改编的电

视剧视剧《《大江大河大江大河》，》，就是生动反映改革开放前就是生动反映改革开放前2020

年艰难历程的成功之作年艰难历程的成功之作，，该片以小见大该片以小见大，，讲述了讲述了

““小人物的大时代小人物的大时代””，，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收收

获了良好口碑获了良好口碑，，让主旋律真正成为让主旋律真正成为““主流主流””。。近近

期播出的电视剧期播出的电视剧《《启航启航》》则是反映改革进入晚近则是反映改革进入晚近

深水区的现实主义作品深水区的现实主义作品，，直面改革中面临的复直面改革中面临的复

杂矛盾和各方的利益纠葛杂矛盾和各方的利益纠葛，，体现新发展理念在体现新发展理念在

实践中的引领作用实践中的引领作用。。这些作品都体现了具有时这些作品都体现了具有时

代特征的中国精神代特征的中国精神。。

新时代文艺体现中国精神新时代文艺体现中国精神，，应当聚焦形象应当聚焦形象

塑造塑造，，努力探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风貌的英努力探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风貌的英

雄书写雄书写。。文艺作品弘扬中国精神需要形象载文艺作品弘扬中国精神需要形象载

体体，，而英雄形象塑造历来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审而英雄形象塑造历来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审

美追求美追求。。我们的文艺实践在英雄书写问题上曾我们的文艺实践在英雄书写问题上曾

经存在几个阶段的反复经存在几个阶段的反复：：从最初的从最初的““完美型完美型””英英

雄形象塑造凸显其雄形象塑造凸显其““高大全高大全””的神性特征的神性特征；；到后到后

来的来的““缺陷型缺陷型””英雄形象塑造还原了生活的真实英雄形象塑造还原了生活的真实

和人性的本真和人性的本真，，英雄从高居云端回归到人世间英雄从高居云端回归到人世间；；

再到后来回避英雄叙事再到后来回避英雄叙事，，甚至假借甚至假借““祛魅祛魅””之风之风

来消解英雄来消解英雄，，出现具有历史虚无主义特征的出现具有历史虚无主义特征的““非非

英雄化英雄化””倾向倾向。。在在20142014年年1010月习近平总书记月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之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之

后后，，文艺实践中的英雄书写出现了新的气象文艺实践中的英雄书写出现了新的气象，，我我

们把这种新气象称为们把这种新气象称为““返英雄化返英雄化””趋势趋势。。例如例如

20172017年创造了国产票房新纪录年创造了国产票房新纪录的影片的影片《《战狼战狼

ⅡⅡ》》以及以及 20182018 年春节档热映年春节档热映、、赢得好口碑和赢得好口碑和

习近平总书记称赞的影片习近平总书记称赞的影片《《红海行动红海行动》》就是这方就是这方

面的生动范例面的生动范例。。前者塑造了前者塑造了““独狼式独狼式””的孤胆英的孤胆英

雄冷锋雄冷锋，，后者则塑造了特战分队的英雄群像后者则塑造了特战分队的英雄群像，，探探

索了新时代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报国情怀如索了新时代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报国情怀如

何通过逼真而生动的影像叙事来打动观众的艺何通过逼真而生动的影像叙事来打动观众的艺

术规律术规律。。电影领域的返英雄化探索力图改变媒电影领域的返英雄化探索力图改变媒

介过度消费介过度消费、、娱乐化英雄的现象娱乐化英雄的现象，，值得肯定值得肯定。。需需

要强调的是要强调的是，，““返英雄化返英雄化””趋势的出现趋势的出现，，并不是要并不是要

重新回到重新回到““完美型完美型””或者或者““缺陷型缺陷型””英雄塑造的固英雄塑造的固

有模式上去炒冷饭有模式上去炒冷饭，，而是要面对后现代的文化而是要面对后现代的文化

语境和消费社会的媒介传播现实语境和消费社会的媒介传播现实，，积极探索英积极探索英

雄叙事的真实性与大众认知的对接点雄叙事的真实性与大众认知的对接点，，探索探索““英英

雄空间雄空间””中的英雄类型多样性与大众的英雄观中的英雄类型多样性与大众的英雄观

念变迁之间的对接点念变迁之间的对接点，，探索英雄形象的新构建探索英雄形象的新构建

与大众消费娱乐活动中的审美需求的对接点与大众消费娱乐活动中的审美需求的对接点。。

在这三个对接点中在这三个对接点中，，就体现了当代文艺实践努就体现了当代文艺实践努

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立足于服务大立足于服务大

众众、、引领消费引领消费、、提升审美提升审美、、塑造民族精神而确立塑造民族精神而确立

的新英雄观的新英雄观，，是对文艺如何培育和弘扬中国精是对文艺如何培育和弘扬中国精

神的积极探索神的积极探索。。影片力图表达国产主流电影改影片力图表达国产主流电影改

变当今戏仿英雄现象的强烈意愿变当今戏仿英雄现象的强烈意愿，，以及重塑个以及重塑个

性丰满的民族英雄形象的强烈愿望性丰满的民族英雄形象的强烈愿望。。通过影片通过影片

热映的高票房和好口碑热映的高票房和好口碑，，对观众极大地发挥了对观众极大地发挥了

影响和激励作用影响和激励作用，，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新时代文艺体现中国精神新时代文艺体现中国精神，，应当放眼全球应当放眼全球

视域视域，，立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来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来

塑造具有大国担当的塑造具有大国担当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如何面向世界如何面向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文艺需要探索的新的是新时代文艺需要探索的新的

实践领域实践领域，，也是彰显中国精神的新空间也是彰显中国精神的新空间。。习习近平近平

总书记要求总书记要求““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传播好中国声音，，

向世界展现真实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立体、、全面的中国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提高国家

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化影响力””。。还对于讲还对于讲

好怎样的中国好怎样的中国故事提出了具体要求故事提出了具体要求：：““主动讲主动讲

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中国人民奋斗

圆梦的故事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

事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这里的讲好这里的讲好““三个三个

故事故事””就是对新时代文艺面向世界塑造怎样的就是对新时代文艺面向世界塑造怎样的

中国形象做出的阐述中国形象做出的阐述，，具有时代特征和全球视具有时代特征和全球视

野野。。新时代文艺要积极传播中国秉持的新发新时代文艺要积极传播中国秉持的新发

展理念展理念，，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艺术表达中努力塑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艺术表达中努力塑

造造““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国

际秩序的维护者际秩序的维护者””的中国形象的中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格局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格局，，我们要进一步探索我们要进一步探索

国家形象塑造中如何充分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家形象塑造中如何充分彰显中国精神和中

国价值观国价值观，，把握其中的审美特殊性和艺术规把握其中的审美特殊性和艺术规

律律。。近期赢得广泛热议和良好口碑的影片近期赢得广泛热议和良好口碑的影片《《流流

浪地球浪地球》》就是值得重视的成功案例就是值得重视的成功案例。。该片改编该片改编

自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自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是第一部鲜明体现构建是第一部鲜明体现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电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电影，，并且在科幻并且在科幻

与灾难的类型电影中改变了以往习见的与灾难的类型电影中改变了以往习见的““逃离逃离

地球地球””模模式式，，创造了举各国之力拯救地球创造了举各国之力拯救地球，，带带

着地球脱离险境的着地球脱离险境的““拯救家园拯救家园””模式模式。。影片突影片突

出了应对地球灾难时中国的引领作用和大国出了应对地球灾难时中国的引领作用和大国

担当担当，，表现了危表现了危难之际中国人的坚忍不拔和难之际中国人的坚忍不拔和

自我牺牲精神自我牺牲精神，，是以科幻电影来弘扬中国精神是以科幻电影来弘扬中国精神，，

启迪和激励观众的成功尝试启迪和激励观众的成功尝试，，具有重要的示范具有重要的示范

性意义性意义。。

新时代文艺体现中国精神新时代文艺体现中国精神，，应当研究接受应当研究接受

主体主体，，努力探索消费时代的文艺生产如何赢得努力探索消费时代的文艺生产如何赢得

大众的内在审美机制大众的内在审美机制。。在新时代文艺实践中在新时代文艺实践中

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需要重视研究后现代消需要重视研究后现代消

费语境下的读者费语境下的读者（（观众观众））接受心态和审美选择接受心态和审美选择，，

积极探索如何将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转化为积极探索如何将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转化为

生动的历史语境和鲜活的时代风尚生动的历史语境和鲜活的时代风尚，，在具体的在具体的

故事和人物塑造中产生深刻而强烈的感染故事和人物塑造中产生深刻而强烈的感染

力力。。从文艺生产现状看从文艺生产现状看，，无论是长篇小说的年无论是长篇小说的年

出版量出版量，，还是国产影片还是国产影片、、电视剧的年产量都已电视剧的年产量都已

经出现过剩的迹象经出现过剩的迹象，，消耗了太多的资源消耗了太多的资源，，但是但是

真正能够赢得受众的喜爱和追捧真正能够赢得受众的喜爱和追捧，，产生积极反产生积极反

响的优秀作品还不是很多响的优秀作品还不是很多，，大量的平庸之作消大量的平庸之作消

弭了受众的消费热情弭了受众的消费热情，，也钝化了受众的审美感也钝化了受众的审美感

受力受力。。面对处在后现代和消费社会的读者观面对处在后现代和消费社会的读者观

众众，，面对审美选择多样面对审美选择多样、、文化价值多元的艺术文化价值多元的艺术

接受现实接受现实，，新时代文艺如何能够真正做到新时代文艺如何能够真正做到““走走

心心””，，真正打动具有自主选择能力和多样化欣真正打动具有自主选择能力和多样化欣

赏机会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赏机会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从而充分发挥文从而充分发挥文

艺的引领和启迪作用艺的引领和启迪作用，，是当下最具有挑战性的是当下最具有挑战性的

现实问题现实问题。。这就需要在信息多元这就需要在信息多元、、选择多样的选择多样的

艺术消费格局中积极寻求和建立文艺与大众艺术消费格局中积极寻求和建立文艺与大众

之间的审美需求对接及引导机制之间的审美需求对接及引导机制，，实现艺术传实现艺术传

达与艺术接受的共振共鸣达与艺术接受的共振共鸣。。这意味着在新的这意味着在新的

时代环境下要重新探索王朝闻先生当年主张时代环境下要重新探索王朝闻先生当年主张

的的““适应与征服适应与征服””的内在机制和审美规律的内在机制和审美规律。。上上

述优秀作品的成功实践就探索了这种审美机述优秀作品的成功实践就探索了这种审美机

制制，，需要很好地加以总结提炼需要很好地加以总结提炼，，并发挥其引领并发挥其引领

和示范作用和示范作用。。

十七年时期作家借鉴了古代小说结

构方面的经验，同时又受到五四时期文

学创作以及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在小

说创作方面借鉴了现代写作经验，进一

步发展了小说情节结构的设置。

一、对古典小说线型结构的继承与
发展

线型结构指的是小说围绕某一事件

为主线展开，它表明情节发展演变的轨

迹。中国古代小说的故事结构讲究完整

性和连贯性，整体结构呈现“线型”。如

《水浒传》《三国演义》按时间线索呈现故

事情节，短篇小说更是集中围绕主人公

展开一段故事。小说中的线型结构根据

情节的组合特征又可以细分为单线纵贯

式和单线组合式结构。

（一）单线纵贯式结构

单线纵贯式通常以一件事情为主要

线索进行，中国古代各类短篇小说大都

采用这种单线情节贯穿全文的结构方

式。王愿坚《党费》讲述“我”负责与失联

的地方组织成员黄新接头，交“党费”成

为贯穿整个故事的关键线索。茹志鹃《百

合花》围绕通讯员与被子的故事展开，体

现残酷战争下人民的善良与美好。这几

部作品结构完整、叙事清晰，围绕着一条

线索将故事讲述完整。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高度重视大众

化、民族化的原则，很多作家都自觉学习

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经验，力求让小说

体现本土化、民族化的特点。有的短篇

小说在形式上模仿古代章回体小说，虽

然在回目的取名上不似古代章回小说那

样讲究对仗工整，但是形式上依然保留

了古代章回小说的神韵。刘真《我和小

荣》共由7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截取内

容的关键词作为“回目”。孙犁《吴召儿》

以“得胜回头”“民校”“向导”“神仙山”等

为回目引出每段故事。刘真《英雄的乐

章》分成了7部分，回忆“我”的童年朋友

玉克的革命事迹，现在的“我”与过去的

“我”交叉出现，颇具有现代小说的意味，

这些探索推进了中国小说创作在情节结

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二）单线组合式结构

单条线索一贯到底的情节结构不利

于反映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因此，明清

长篇白话小说采用说书体将故事分成若

干回目，每个回目下的故事相当于一个

短篇或中篇小说，各段故事环环相扣。鲁

迅称这种情节结构方式为“虽云长篇，颇

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三

国演义》讲述了东汉末年群雄争霸到西晋一统天

下这一历史过程，每一阶段由若干可独立又相互

关联的故事组成，如董卓之乱、官渡之战、赤壁之

战等，这些故事构成情节发展的重要环节，而每个

故事中又穿插一些小故事，如煮酒论英雄、华容道

义释曹操等。小故事的插入或丰富了人物性格，或

作为故事情节的过渡，使得故事与故事之间可以

独立成章又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红旗谱》讲述冀中平原以朱老忠和严志和两

家为主的三代人与地主恶霸斗争的故事，以“反割

头税”和“二师学潮”为重要事件，围绕着主线的还

有对人物遭遇的补充，如朱老巩年少下关东、严志

和父亲严老祥闯关东前对家人的不舍等细节。《林

海雪原》讲述了少剑波领导的小分队与座山雕为

首的土匪的斗争，其中比较关键的情节有杨子荣

舌战小炉匠、上山剿匪、李鲤宫前剿马匪等。其中

穿插着白茹和少剑波的感情描写、蘑菇老人的遭

遇、土匪之间的“黑话”等，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

性，也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展示了在宏大

叙事之下人物内心细微的感情变化，丰富了小说

的情感内容，提高了小说的真实性和可读性。

二、对古典小说传奇性结构的继承与转化
中国古代小说一直有“稗官小说，非奇不传”

的说法，重视传奇成为古代小说的一大特色。古代

小说为体现故事的奇异，除了在选人选事方面注

重猎奇之外，在结构方面还重视情节的离奇曲折，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小说主人公往往历经一波三

折，此外设置悬念、利用巧合等手段常用来营造曲

折离奇的氛围。

（一）对传奇性结构的继承

古代小说中情节曲折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

《西游记》的情节结构，十七年革命历史

小说也常常通过情节的波澜起伏营造紧

张的氛围，在曲折之中展现敌人的狡诈、

革命英雄的坚毅不屈。《新儿女英雄传》

中牛大水被捕后试图逃跑，期间经历三

次被捕才得以安全。在一张一弛的情节

结构中，既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心又突出

了牛大水勇敢、坚韧的性格特征。除了事

件经过的波澜起伏，我国古代小说还通

过设置悬念和巧合的方式增强小说的传

奇性。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也不乏类似

的例子，如《新儿女英雄传》中何世雄下

令杀死牛大水，“张金龙先把刀子在石头

供桌上哧哧地磨了几下，月光里，那刀子

真亮啊！他挥起了大刀……”牛大水有没

有在此时牺牲？悬念让读者迫不及待地

想要了解后续内容。悬念的设置为小说

的情节营造了紧张的氛围，能够牢牢吸

引读者的注意力，也为小说情节的曲折

提供了关键的转折点，此外利用巧合、偶

然事件也是一大手段。

所谓“无巧不成书”，巧合作为小说

中的偶然事件往往是情节转折的关键。

如《水浒传》中因雪大天寒，林冲外出买

酒回来发现自己的住处坍塌，不得已夜

宿山神庙，碰巧听到陆谦等人谋害自己

的计划。因这一巧合才有了后来林冲怒

杀陆谦、夜上梁山的情节。十七年革命历

史小说中也有大量用巧合推进故事发展

的例子，如《保卫延安》中老兵宁金山、新

兵宁二子分别7年之后竟在部队里因一

次讲话得以相认。小说通过巧合把偶然

事件的发生概率大大提高，最终激发读

者的阅读美感、推进事件进程。

巧合与悬念的设置、跌宕起伏的情

节都使小说更加吸引人，但是过多的巧

合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故事的真实性并

带有模式化色彩，正如《西游记》中对师

徒四人经历的叙述最终陷入一种僵硬的

模式，容易给读者造成审美疲劳。

（二）对传奇性结构的淡化

为避免传奇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作家融合了西方文学的

叙事经验，对传统的传奇性结构进行了

一定的改造，更加重视逻辑性与真实

性，小说呈现出向现代小说叙事的转化

的痕迹。

首先是对情节之间逻辑性的重视，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多在真实事件的基

础上对人物形象进行加工改造，努力营

造故事的真实感。《红日》中情节的发展

依据是涟水、莱芜和孟良崮三大战役，每

场战争的分析与部署都十分详尽，虽然缺乏传奇

性的巧合与曲折，却以情节逻辑间的层层推进增

强了小说的真实性与说服力。《保卫延安》中革命

队伍由劣势到最终扭转局势回到延安，是通过大

大小小数次与敌人激战最终获得的。无论是《红

日》还是《保卫延安》，小说对战争取得胜利的描写

都极少渲染战事的传奇，而是以写实的手法再现

战争场景。其次增加了细节描写，增强了人物的真

实性和小说的生活真实。如《红日》中描写杨军上

前线的当天早上阿菊叫醒杨军时的纠结，体现出

一个妻子对丈夫的不舍和疼爱。《保卫延安》描写

人们举家撤出延安避难的情形：“牲口驮着粮食草

料，车辆上装着家具、纺线车和盆盆罐罐。有的车

辆上，还有只猫睡在家具旁边……”敌人占领延安

后人民不得不迁往别处生活，对大小生活用品的

打包、对猫狗等动物的一并带走表现出人们故土

难离之情和不留一米一粟给敌人的坚决。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继承了古代小说线型结

构，有利于清晰地展现故事的主要内容；对传奇性

结构的继承与发展，在当时既受到读者的欢迎也

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文艺要求。十七年革命历

史小说对古代小说情节结构的继承与创新，彰显

了作家在十七年时期接受社会主义思潮规约下所

做的努力。对传统文学叙事经验的继承固然重要，

它表明了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代代流传和永恒的

生命力，但是外来文学给本土小说增添新质、带来

新的活力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如何对中国古代文

学叙事传统进行继承与发展、将本土资源与外来

文化相融合仍是当下需要关注与努力的，十七年

时期的作家做出的努力与尝试或许可以提供一点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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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国
岩兰花开——汶川大地震伤残人员生存状况

调查（报告文学）………………… 杜文娟
作家人气榜
遗忘（中篇小说）……………………… 尤凤伟
令人警醒的历史反思与人性考量（评论）

…………………………………… 李掖平
好看小说
向南向北（中篇小说）………………… 常 芳
带雀斑的鹦鹉螺（短篇小说）………… 凌 岚
余霞尚满天（中篇小说）……………… 张尘舞
逃亡者（短篇小说）…………………… 尹守国
张爱国小小说两篇…………………… 张爱国
新人自荐
男人二尕（短篇小说）………………… 薛晓燕
至婴之境的现实出路（点评）………… 子 兮
天下中文
徐霞客的丛林（散文）………………… 梁 衡
声音考（散文）………………………… 梁鸿鹰
时间伏地而行（散文）………………… 刘 洁

到塔吉克人家做客（散文）…………… 王升山
真情写作
琳琅年代（散文）……………………… 刘萌萌
海淀逐梦记（散文）…………………… 卢一萍
真实（组诗）…………………………… 穆蕾蕾
每一次甜蜜都是伤害（组诗）………… 龚学明
文化观察
【“新媒体时代，我们该怎样阅读”征文选登】
蓬头稚女乱翻书……………………… 范雨素
去与世界“轻声共谋”……………… 左马右各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安雷生
新潮阅读，永远有无尽的活力 ……… 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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