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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革命历史叙事与民间传奇的融合革命历史叙事与民间传奇的融合
————关于傅汝新的长篇小说关于傅汝新的长篇小说《《一塘莲一塘莲》》 □□张维阳张维阳 孟繁华孟繁华

二战末期的东北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
是重要的战略基地。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共两党对
东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期间发生了“四战四平”“四
保临江”“辽沈战役”等重要战役，以及“塔山狙击战”
和“黑山狙击战”等著名战例，书写了现代军事史上的
传奇。在东北，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和剿
匪行动，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过上
安居乐业的生活，赢得了东北百姓的支持与追随。解
放战争期间，一百多万东北子弟参加了解放军，改变
了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
重大的战略意义。国共两党在东北的较量改变了历史
的走向，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作为历史的关节与枢纽，
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写作资源和叙事空间。傅汝
新的长篇小说《一塘莲》就是这样一部描写东北解放
战争的小说，作者从战场、根据地、敌占区和江湖世界
四个角度，反映了二战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在东北的
斗争。小说中既有战场的厮杀，也有敌后的渗透；既有
根据地的欣欣向荣，也有江湖世界的血雨腥风，作者
将传统的革命历史叙事和民间传奇嫁接在一起，呈现
了一幅别样的革命历史画卷。

小说通过小商贩卢四的三个女儿不同的人生选
择和命运轨迹，表现了国共双方在东北缠斗博弈的大
历史。老三卢云偶遇东北民主联军辽南独立师一团的
高团长，高团长动员她参军，去部队当文书，她欣然前
往。她为部队送情报，侦察敌情，多次与敌军和土匪遭
遇、周旋，历尽艰险，九死一生。在部队的锻炼，让她逐
渐成长为一个机智勇敢的女战士，多次挽救部队于危
难。她和高团长的革命友谊升华成了爱情，他们郎才
女貌，相互倾慕，本应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眷侣，但战争
注定让这一段情路曲折而坎坷。高团长被俘，被支持
国军的土匪送进了监狱。为了营救爱人，卢云不惜献
出自己处女之身，用自己的贞洁，换取高团长的自由。
出狱后的高团长并没有和她喜结连理，身体的损伤让
他没法承担男人的责任，他为了卢云放弃了自己的幸
福。他们双方都用无私的爱关怀着对方，共同谱写了
一曲革命战友间的爱情传奇。通过卢云和高团长的爱
情故事，作者呈现了国共双方在辽南地区战场上的正
面交锋，“沙岭战役”“鞍海战役”等在辽南地区的作战
被小说记录和表现，敌情的侦查、战机的选择、部队间
的协作、长官的指挥等战斗细节被细致地展示了出
来，是革命历史叙事的延续，是辽南解放战争的复现。

老二卢秋参加了辽南地区镇海寺镇的妇女干部
培训班，与田镇长结识，互生情愫。通过这两个人物的
交往，作者表现了在根据地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对群众
的动员，一方面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另一方面发展了
地方的经济，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为了
支援前线的部队，田镇长组织妇女干部培训班，为部
队赶制冬装；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田镇长和卢
秋配合，宣传和推广当地的土特产品，他们的爱情就
在这具体的工作中逐渐生长。爱情的甜蜜与根据地的
稳定和朝气相得益彰，表征着根据地蓬勃的革命活力
和良好的干群关系。

老大卢芳为报答当地绅士方七爷对她们一家的

帮助，嫁给了他，成了他的三房姨太太。其一度对锦衣
玉食的阔太太生活感到受用，但太太们之间的算计与
构陷，养尊处优的无聊与寡淡，逐渐让她厌倦，尤其是
面对方七爷逐渐衰朽的身体，让她难以忍受，她的自
我意识逐渐觉醒，为了更有盼头的生活，她逃离了深
宅大院，去拥抱自由的天空。在地下党人的安排下，潜
入国民政府沈阳市委秘书长的家中，收集和传递情
报，挽救了辽南独立师。卢芳这一人物带出了两个叙
事空间，一个是方七爷行走的江湖世界，一个是作为
敌占区的沈阳城。作者对敌占区相关情节的叙述比较
仓促，卢芳在敌占区情报工作的惊心动魄没有完整地
呈现出来，而对江湖世界的描写较为充分。方七爷是
当地的绅士，行走江湖，以赌博为业，却与乡亲相处融
洽，仗义疏财，解难济困，落得个仁义的名声。为帮卢
四治伤，他出钱请名医上门诊治；为解救被土匪绑架
的卢云，他只身前往土匪老树皮的巢穴，凭借过人的
胆识和高超的谈判能力，将卢云救离虎口；为了救狱
中的高团长，他又请土匪老树皮一伙共谋劫狱，将高
团长带离狼穴。他身居民间，却交游甚广，行侠仗义，
是地方的绅士，也是江湖的豪侠。他虽是江湖中人，却
从不打家劫舍，欺男霸女。他倾慕卢芳的容颜，为了打
动卢芳的芳心，他帮助其父治伤，又帮助其妹妹脱险。
对卢芳他绝不勉强，无论是卢芳选择出嫁，还有后来
她不辞而别，方七爷的态度一如既往。他慷慨仗义，率
性坦荡，是江湖的传说，是民间的传奇。通过这一人
物，作者将民间的视角加入到作品当中，让作品对解
放战争的历史叙述多了一个民间传奇的维度，丰富了
解放战争题材的表现空间，拓宽了革命历史叙事的书
写半径。

对于革命历史叙事意义上的战争小说来讲，一个
重要的方面是要表现出所书写战争的特殊性，这样可
以让小说与历史形成互文的关系，通过历史叙事回顾

英雄事迹，揭示历史本质。这里所说的表现战争的特
殊性，并不是停留在提及战役名称和将领名字等历史
标识与符号这样的程度上，而是指在小说中反映出战
争的真实局面，以及参战双方的具体处境。傅汝新表
现了东北战场的一个重要特点：共产党的部队在东北
的对手，除了国军，还有土匪。从中国近代起，东北就
匪患横行，抗战胜利后，游弋绿林的惯匪大盗、伪满军
警的残渣余孽、投机犯险的地痞流氓，形成了一股不
小的势力，对人民群众和部队的安全形成一定的威
胁。傅汝新在小说中，利用一定的篇幅书写了与土匪
斗争的相关内容，他没有像曲波那样用二元对立的方
式表现部队与土匪的战斗，而是对土匪群体进行了区
分，有的土匪恶贯满盈罪孽深重，而有的土匪有过抗
日的履历，有被改造的潜质。所以在小说中，不仅有对
土匪的清剿，也有对土匪的感召与教育，动员与团结。
通过这样的方式，作者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也增加
了故事的传奇性。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来说，还有不少其
它的特点，比如共产党的部队进入东北初期，并没有
得到想象中的苏联红军提供的武器装备，这些轻装简
行的关内部队所有的武器都要靠自己去想办法。同
时，共产党在东北还没有建立政权，也没有根据地，在
这样的状况下，连为部队筹集军粮冬装都成问题。还
有，在东北的作战不再是游击战，战士们需要应对很
多包括阵地战和攻坚战在内的大兵团作战；而共产党
的军队，老兵大都出身游击队，新兵普遍缺乏战斗经
验，这是一支为了抢时间而临时调集的队伍，从将领
到战士都要适应战争模式的转换，这些都是共产党军
队所面临的处境。《一塘莲》对于这些特点的表现稍显
不足。朱秀海的近作《远去的白马》也是一部关于东北
解放战争的小说，关于东北战场的这些特点，这部小
说表现得更为充分，小说的主体情节，就是根据当时
这些部队的真实处境搭建起来的。《一塘莲》和《远去
的白马》都书写了东北的解放战争，是可以对读的文
本，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参照。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斗争不只
是军事上的对抗，还有主义之争、理念之争，也就是根
据对人民与未来不同的态度和设计，进行的民心之
争。在卢芳和田镇长的故事中，关于根据地的地方工
作对前线的支援，以及对整体战局的影响，本可以写
得更加充分，比如通过描写土改运动，以及基层干部
对群众的帮助、教育、引领和动员；可以对比两个政党
的理念与作风，以及对人民的不同态度，分析和呈现
影响这场战争胜败的核心与关节，但作者过于强调故
事的戏剧性和传奇性，在描写根据地的相关章节中，
用大量笔墨书写了妇女委员于秀坤对于田镇长的追
求，以及田镇长和卢秋的爱情遗恨，情感的纠葛占据
了根据地部分大量的叙事空间，不得不说是这部小说
的遗憾。

（本文系2019年度辽宁省社会学科规划基金重点
项 目 ：L19AZW001,2020 年 度 辽 宁 教 育 厅 项 目 ：
WQN202023及2021年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人才
培养对象委托课题2022lslwtkt-080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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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的心灵冲击到底有多大？疫情和人类
精神世界存在哪些利害关系？心理工作者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方
法才能帮助人们走出精神的迷局和困顿？民众如何理性面对疫
情对心灵的冲击？天津作家秦岭的长篇报告文学《庚子“安心”行
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期待。

《庚子“安心”行动》之所以被广大心理工作者和心理问题人
员誉为“安心宝典”，不止因为它是我国首部集中反映新冠疫情期
间开展心理干预的科普类文学作品，也不止因为它满足了疫情期
间广大民众的现实需求和精神渴望，更重要的是，作者以严峻的
现实问题为导向，把文学性和科普性结合起来，为我们打开了一
个既陌生又熟悉、既新奇又现实、既遥远又贴近的“安心”世界。
在这个极具现场感的客观世界里，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
来自心灵的共鸣和反应，因为疫情早已融入我们的社会、家庭和
个人“生活”。诚如心理专家刘正奎所言：“《庚子“安心”行动》熔
思辨性、文学性、科普性、史料性于一炉，既适宜于广大心理工作
者开展工作时参考，也适宜于心理问题人员自我疗伤，同时也适
宜于大众对心理现象、心理科学、心理干预技术的认知和了解。”

疫情发生以来，有关抗疫题材的文学作品已经很多。而《庚
子“安心”行动》和同类抗疫题材的区别在于，它切入的视角完全
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因为疫情带给民众的焦虑、恐惧、狂躁、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等心理问题完全是个体化、私人化
的，其封闭性、私密性特征和庞大的社会覆盖面，构成了“安心”行
动很大程度上不被人所知的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加之我国
的现代心理学研究和实践起步较晚，很多民众对现代心理科学的
认知非常有限，这进而说明了创作《庚子“安心”行动》的难度。作
者显然很清醒这一点。在谋篇布局时，作者并不是单刀直入直奔
主题，而是采取内外迂回的方法，从古今中外各类疫情的表现形
式入手，从不同角度切入到新冠疫情对民众造成的心理伤害上
来，然后逐层展开“安心”行动的全过程。在叙事技巧上，作者以

“安心”行动团队的工作脉络为主线，分设《认识瘟疫》《新冠与社
会心理危机》《人间，无处不在的心理创伤群体》《从“自助安心训
练营”抵达彼岸》《心理教练技术与心理战

“疫”》《心灵的温度》《那心、那人、那事》《专
业思想》《走进来，走出去》《心若在，梦就在》
等50个章节，并把从机关、企业、医院、学
校、社区、村镇、家庭生活中搜集到的大量心
理问题案例融入其中，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
和剖析，给人以强烈的代入感和现场感，读
来如置身其中，审视自我。

当前，心理问题已经成为全球人类热切
关注的社会问题。构建行之有效的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是我国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多年前，秦岭创作的另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走出“心震”带》以汶川地震灾难为背景，叙
写了我国心理学界面向灾区开展心理援助
的情况，该作至今仍然是我国一些地区应对
地震、洪涝、车祸、大火、恐袭、飓风等灾难开
展“安心”工作的工具书之一。《庚子“安心”
行动》同样关注“心理”，但由于引发心理问
题的根源和表现形式不同，作者的创作理
念、叙事策略和表现手法也有了新的变化。比如，作者无时无刻不站在科普的立
场，把“安心”工作与现实背景、社会心理与个人心理、民众需求与心理干预技术、
案例分析与科学评判做到有效结合，特别是在分析心理问题案例与心理干预案例
的过程中，既注重案例的个别性，同时兼顾普遍性，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他
们当中每一个人的泣血经历，几乎都能成为厚厚一本书的，可是，面对同类型的心
理创伤案例，我务必十中取一而舍其九；面对普遍性的‘安心’手段和经验，我只能
百里挑一而舍其九十九。我的创作理念只有一个：一叶知秋，或者，观秋知叶。”

也因此，《庚子“安心”行动》是一部挑战作者思想和智慧的书，也是一部担当
之书，其文学和社会价值也由此体现。

在暴风雨中高傲地飞翔
——读谢友义报告文学《旷野先声——走近阮啸仙》

□王俊康

阮啸仙是我国最早的50多位党员之
一,他对党无比的忠诚，也是中共早期领
导层中最卓越的最富斗争精神的革命先
驱之一。他在五四运动、学运风潮、建团建
党、国共合作以及农民运动中,都是向旧
社会反动势力猛烈开火冲锋陷阵的领导
人物之一，特别在监察审计方面，更是开
历史之先河，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
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也是人民审计制度
的创建者和奠基人之一。

在长篇报告文学中，作家以翔实而又
生动的笔触带我们走近阮啸仙，向我们还
原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的
光辉形象。不管在五四运动时期，还是在
岭南的鹤山、花县、广宁等地发动农民运
动的艰难岁月；不管在领导1927年韶关
仁化大暴动关键时刻，还是在上海互济总
会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的日日夜夜，都让
人们看到初心在怀勇赴使命革命者的高
贵品质。

革命先驱阮啸仙以及觉醒的共产党
人，在砸烂一个旧社会中，展现的大无畏
斗争精神，与暴风雨中高傲的海燕，何其
相似乃尔！阮啸仙早在1935年已壮烈牺
牲，至今已有87年了，今天阳光普照，大
地温煦，阮啸仙烈士的英名早已载入革命
史册，名垂千古。在建党百年之时，有一个
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眼前，那就是如何让
革命先驱光辉事迹，从尘封已久的历史文
库中“活”起来，如何让牺牲远去的英雄，
从档案典籍中“走”出来，让其重现勃发英
姿，再抒壮志情怀，说好革命故事，激励后
人前行。

对此，我欣赏作者的创新思维有三。
其一，在作品发表园地和读者的定位

上，他把15万字的报告文学，全文发表在
大开版的《中学生报》上，该报是全国优秀
教育教辅报，读者对象明确定位在中学生
上，这样把红色基因传播进校园落到实
处，校园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得到充实，再
上一个新台阶。

其二，尊重中学生阅读习惯，在书的

结构上整体构思，推陈出新不落俗套，一
改报告文学常见的“多向交叉思维”模式，
而用条理清晰，分类归纳的形式来撰写。
15万字作品分成3大板块15章节，分头
并进、各闪亮点，让英雄光辉事迹从多立
面多层次上来阐述，更易读进读者心里。
特别是第二板块“穹顶之下，人生聚散”，
其构思更是独具匠心，他用“以熟悉带陌
生”的方法带出主角阮啸仙的革命生涯。
他用多个章节专题分别阐述阮啸仙与毛
泽东、周恩来、陈毅、陈独秀、彭湃等人并
肩战斗的革命故事。

其三，关于导读。导读是一道道靓丽的
风景线。15个章节，15段导读或精神醒目，
引入佳境；或含蓄提示，概括全文；或提纲
挈领、纲举目张；或情感喷发、文采斐然，精
彩的导读对中学生来说，就像奥运会先行
入场的旗手一样，分外瞩目，吸引眼球。

比如第二章节的导语“不懂得乡村何
以懂得中国，阮啸仙生长于农村，正是
（他）对农民的同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
对农村贫富对立的把握，对农民困苦生活
根源的分析，对农民革命觉悟和作为力量
的分析，使阮啸仙和澎湃一样，成为20世
纪初叶农民运动的旗手和领军人。”这段
导语寥寥几句就把阮啸仙农民领袖的地
位以及形成的原因全盘托出。我特别注意
到，同一时间、同一主角的另一版本《誉传
嶺表——阮啸仙交往实录》也是长篇报告
文学，却没有导语。这本专著定位为成人
读者，他们已有成熟的阅读能力，再加导
语显得累赘，有画蛇添足之疑。由此可见，
谢友义本书创作是为中学生“量身定做”
的，为适应小读者有阅读欣赏习惯而特别
设置的，其良苦用心一片爱意可敬。

谢友义一书对中学生读者可谓阅读
有幸，可以拨开岁月的风云，很快进入激
情燃烧的年代，走近革命先驱阮啸仙,一
睹英雄勃发英姿，聆听先辈革命故事，把
他们崇高品质铭记心上，继往开来，开拓
前行，并以青春的名义向先烈致敬，致以
崇高的敬礼。

赵燕飞以其精确的笔触描摹了当下人们
生活的情境，也真情实感地触动了现代人的生
存困境。在《等待阿尔法》这部中短篇小说集
里，在她的叙说中，既写到了具有普遍性的人
类精神困境，也生动地展现了每个人面临生存
时的物质难题。

在小说中，赵燕飞总是能选取最具有生活
气息的现实片段和最独特的视角进行描摹。就
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而言，在《犹如一道闪电》
中，作家选取了杜宾犬“黑风”作为叙述者，借用
宠物狗的视角展现人的生活，人性与“狗性”。这
篇小说让我想起经典的文学名著，比如杰克·伦
敦的《野性的呼唤》、路遥的《人生》，它以狗的口
吻说起很多有关人的思考。跟随主人在城里长
大的宠物狗黑风，在不得不回归乡村狗之后成
了看门狗，玩伴也从狗中淑女的妞妞降为它颇
看不上的小黑。黑风脱离了城中优渥的贵族生
活，从吃高级狗粮变得吃排骨等天然肉食。关于
城市和乡村的抉择，关于伴侣的选择，关于个人
生命价值的追寻，都通过黑风的“狗生”展现出
来，比如黑风曾经爱慕妞妞，但是在乡下，黑风
又发现了小黑的好并日久生情，在最后的生命
抉择中，黑风选择勇敢的担起生命的担子而去
寻找被绑走的小黑。这样的选择似曾相识，那个
在人生路口徘徊的高加林，在城市和乡村、刘巧
珍和黄亚萍之间摇摆不定。而“狗性”比人性简单得
多，他无需负责伦理道德上的难题，也不用太多忧虑
前途的问题。说到底，黑风只是一条听命于主人的宠
物狗，主人让他在城市，他便可以养尊处优地生活，主
人把他放到乡村，他也只能慢慢面对这样的人生现
实。也许是狗无须受到道德的束缚，黑风在面对命运
抉择时反而比人类更坚定，“只有救出小黑，我才能原
谅自己，才有脸回到主人的身边。”狗性与人性的差
别，也展示了某种特别的冲突。此外，小说的选材总是
能特别描摹出现代人面临的具体的生活难题，整部小
说集中，《苏格拉没有底》应该是作者最具有代表性的
一篇小说。小说主要选取了林之、沙漏、林浩一家三口
在高考前后的生活片段作为主要描写内容，与以往文
学叙述标签化的将“青春期”与“更年期”相对照不同
的是，《苏格拉没有底》更真切、也更深入地浸透在两
代人不同的命运思考中。林之喜欢的音乐、游戏，以及
他的梦想，都完全不符合父母的期待，而父母对林之
上重点大学、考公务员等等希冀，林之也不能遵从。这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叛逆”便可以概括的，林之也在尽
力顺从和考虑沙漏的要求，沙漏与林之在lol游戏中
拼杀时，也表现了作为母亲的隐忍和谅解。但是两代
人的精神隔阂，并没有因为个体的主观努力而消除，
这种隔膜有如一道鸿沟，仍然在那里清晰地存在着。
这篇小说最真切地展现了两代人当下的精神困境，尤

其是关于林之的同学小胖的一段论述，展
现了母子俩根本不能沟通的言说境地。这
其实是非常贴近年轻人心境的真实描写。

在接受了高等教育、见识到斑斓世
界之后，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往往找不到
生活的意义。而在经历过苦难的“50后”

“60后”“70后”等一辈人看来，饱食暖衣、
物质丰盈已属不易，何来的追求什么“生活的意义”
呢？正如小说中所揭示的，沙漏认为小胖父母工作
好，家庭条件好，物质丰富而不必走向绝境，但是林
之却很能理解小胖，不是因为怕父母伤心难过，人就
可能走向生命的终结。这样的矛盾的背后其实是时
代赋予个体的命运体验差异，老一辈人为生存和物
质所困扰，而年轻人则更容易被精神和存在所困扰。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千百年来困扰着人们的
难题，始终如一个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高悬于人的
头顶，人们在追寻这个问题答案时往往会发现生命
的无常和无目的性，进而走向极端。李庆西曾在《文
学的当代性》中提出：如果说哲学家是在理论上去探
寻生命存在的意义，试图寻找答案。而作家更像是那
个提出问题的人，优秀的作家往往能将生活的现象
和本质一同抽丝剥茧地展示给大众，让人类自己去思
考其中存在的个中滋味。因此，正因为他们是某一时
代人类最高阶段的最充分的代表，从这一高处来观察
人们和自然的生活，把这种生活描写给我们看，他们
就能高出于文学的服务作用之上，而跻身于促进人类
彻底认识自己的活跃的力量和自然倾向的历史活动
家的队伍。

与此相同的还有《组团去天堂》，几个角色各异
的人，在平安夜一起进行了一场闹剧，有青春期的小
情侣，有失恋的人，有失业、在资本市场赌输的人，有

选择跳楼结束生命的人。作家的人物描写总是以借
代的方式，用个体特征指代人物本身，每个人都面临
着各自的生存困境而不能解脱，但是这些陌生人又
恰巧在彼此安慰。小说的结局十分罗曼蒂克，在前路
无数个险境和未知面前，素颜和剑眉紧紧相拥接吻。
这样的结局无疑是文学给予生活的浪漫解答：唯有
真情和人与人的携手，才能解答个体和整个人类的
命运问题。

而在以叶子为女主角的小说《红月亮》《她要听
大海唱歌》这两篇小说中，则更多地写到个体与外部
环境和命运的对抗。在叶子的故事中，梦、月亮、远方
是反复出现的几个意象，未来的希望和现实的牵绊
始终交织在一起。在《等待阿尔法》这篇小说中，因母
亲的病，女主角叶子日夜陪护，入睡时，她做了一场
大梦。梦中的叶子仿佛西西弗斯一样，不断地攀登上
一座很高的天梯，又不断坠落，始终不能摆脱这种悲
剧的命运。而在父亲和母亲的争执之中，也可以看出
男性和女性在诸如生育等问题上的本质差别，对每
个具体的人而言，他人都是无法理解的存在，也是无
能为力的存在。正如作家在小说中所叙写的：“她不
想让母亲太伤感。世事无常，渺小如他们，除了默默
忍受各自的悲与愁，又能怎样呢？”《等待阿尔法》是
故事里小姑娘得了重症，希望有人工智能“阿尔法
狗”前来拯救人类的命运，但是另一方面，等待阿尔
法狗就如同等待戈多一样，看起来满是希望，实际上
却几乎没有希望。阿尔法狗是一种希望的寄托，是人
类苦痛生活里的一剂精神安慰剂。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其作品《奥兰多》中表达
她的文学观点: 一个作家灵魂的每一种秘密，在他
生命中的每一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
大写在他的著作里。“我疑惑”，她问自己，“我是不
是在写自传而将它称为小说”？作家所要做的就是紧
密地贴合生活，以自己独特的笔去叙写人们真实的
生活体验。在小说《春晚》结尾，叶子暂时脱离了精神
上的不安状态。作为大人，叶子选择暂时放下生活中
的争端，尽量不去与安平的前任妻女争风吃醋，快快
乐乐地看春晚，而在结局过后，人物的命运又要回到
庸常琐碎的生活中去了。

精神世界的丰富和高远远不能解决现实生活的
难题。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心理分析几乎是
赋予创作才能以力量的最本质的要素”。那么，通过
心理分析人的心灵和现实双重矛盾，加上红月亮意
象的营造，使得人物真正具有现实打动人心的力量。
人在面临金钱、感情、生活难题等复杂的现实生活
时，那种挣扎才真正显现出人类的伟大光辉，文学描
写就应如此，既描绘出生活的真实性，也描绘出渺小
的人在面对命运时的伟大，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世
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识生活的
真相后依然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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