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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不断成在历史中不断成长长的女性主体的女性主体
——重读《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杨希帅

《《青春之歌青春之歌》》中的中的
林道静也是一个不断林道静也是一个不断
超越和克服个人的主超越和克服个人的主
体形象体形象。。正是在对个正是在对个
人的不断超越中人的不断超越中，，作作
为女性个体和知识分为女性个体和知识分
子的林道静在历史中子的林道静在历史中
获得了成长获得了成长。。

在十七年文学中，《青春之歌》是少有的一

部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这部带有

作者杨沫自传意味的作品一经问世，不仅受到

广大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在日本也引起了青

年人的热议。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任何一部当

代文学史著作都会把它作为十七年时期的文学

经典之一进行讲解。事实上，小说中林道静与

余永泽的爱情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晚清到五四

时期风行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林道静与卢

嘉川的感情纠葛则更像是欧洲浪漫骑士小说的

革命版本。但是，在我看来，《青春之歌》的经典

性在于它塑造了林道静这样一个在历史中不断

追求成长的女性形象，而她的成长在某种程度

上隐喻了作为个体的女性和知识分子在现代中

国的命运走向。

我们知道，现代中国的两大主题是启蒙与

救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的要义是建

立个人的现代性。因此，现代文学初期特别注

意书写个人与家庭的冲突，力图使个人从家庭

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巴金的《家》突出表现了这

种思想意识。在讨论个人启蒙的过程中，女性

的个体命运也浮出地表，成为当时的作家关注

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面的契机是易卜生《玩

偶之家》在中国的上演，它引起了人们对出走的

娜拉的命运的思考。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

预言，娜拉要么回来，要么堕落。很明显，鲁迅

对走出家庭的女性命运持有比较悲观的态度。

鲁迅的悲观不仅体现在他的杂文中，而且体现

在他的小说《伤逝》中。走出家庭的子君与涓生

结合后，很快就因为无爱而重新回到了旧家庭，

最后郁郁而终。但是，女性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走向恰恰不是沿着鲁迅的预言走的，一批批觉

醒的女性个体最终通过参加社会事务甚至革

命，使自己不断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讲，《青春

之歌》中林道静的个人成长就是现代中国女性

人生道路的缩影。

小说一开始，出走家庭的林道静是一个尚

未被启蒙的少女。此时，等待她的是北大学生

余永泽。通过他，林道静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思想启蒙。余永泽的书单中有《战争与和

平》《悲惨世界》《茶花女》以及拜伦的诗歌等，我

们从中看到了新文化运动中个人觉醒和个性启

蒙的影子。正是这些19世纪的人道主义思想给

予了林道静力量和勇气，使她最终摆脱了旧家庭

的束缚，与余永泽住在一起。然而，对于现代中

国女性而言，仅仅从旧家庭中逃出是远远不够

的。重要的是，女性如何以一种主体的姿态参

与到社会和国家的事务中。如此，女性的个体

解放方能与国家的救亡事业融入到一起，获得

更高的意义和价值。而现实却是，受到五四新

文化启蒙的女性刚从旧家庭出走，又回到新家

庭中去了。此时，新家庭便不再具有解放的功

能，相反成为了阻碍新女性走向社会的力量。

作为女性个体，林道静与余永泽结合之后，面

临的困境便是如此。显然，不断追求进步与成

长的林道静无法忍受这种情况。因此，当共产

党员卢嘉川出现在她的生命中，她很快就受到

了新思想的吸引。这种新思想的主题是阶级、救

亡、革命。毫无疑问，对于林道静而言，它们堪

称又一次思想启蒙。只有接受了新思想的洗

礼，她才能与余永泽分道扬镳，冲破新家庭的藩

篱，走向社会，与历史同行。事实上，林道静的

“左转”也是20世纪30年代青年大学生思想转

变的象征。“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步步

入侵，国家日益危亡，当时大学生纷纷倾向于左

翼思想。因此，《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思想和

人生转变既是对现代女性个体命运走向的实

录，也是对从启蒙到救亡的过程中青年思想变

迁的记录。

众所周知，《青春之歌》前后有两个版本，一

个是1958年的初版本，一个是1960年的修订

版。两个版本差异很大，修订版增加了林道静

在农村生活的七章和组织与领导北大学生运动

的三章。在我看来，增补的内容对于丰富林道

静这一人物形象是非常必要的。从现代中国女

性成长的角度看，女性成长的真正落脚点必然

是社会实践。因此，对于女性个体而言，思想启

蒙仅仅是成长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步骤是将思

想化为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思想才能找到落

脚点，女性也才能真正地参与到社会变革当中

去。同样，对于林道静而言，卢嘉川的任务仅仅

是完成对她的思想启蒙。小说中，卢嘉川很快

就牺牲了，替代卢嘉川帮助林道静继续成长的

是江华。与卢嘉川不同，这是一个革命经验非

常丰富的共产党员。正是在他的帮助和带领

下，林道静得以真正地了解中国的现实和革命

并投入其中，成为一个革命者。所以，回顾林道

静的成长之路，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

象，出现在她生命中的三个男性余永泽、卢嘉川

和江华，具有不同的思想性功能。余永泽的人

道主义思想帮助她摆脱了旧家庭，使她获得个

人意识；卢嘉川的阶级革命理论让她走出新家

庭，走向了广阔的社会；江华的革命实践意识则

帮助她第一次关注了中国的具体现实，并参与

到改变这一现实的革命进程中。在与这三位男

性的交集中，林道静实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女性

个体在历史中的成长。

这是从女性成长的角度来看小说增补内容

的合理性，杨沫本人对此也有自己的解释：“这

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

物，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使她

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

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定的基础。”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杨沫用“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概括了《青春之歌》

的主题。也就是说，林道静的成长之路是现代

中国知识分子成长的隐喻。从中国革命文化的

角度看，如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参与到革

命进程中，需要一个改造的过程。对此，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很明确的说

明。在这篇经典文献中，毛泽东首先肯定了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但是他

又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与工农

结合，不能自我改造，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在

中国革命文化里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无

产阶级战士之间是存在差距的。如果前者想要

转变成后者，就要有一个与工农结合的过程。

在这一意义上，修订本增加林道静在农村的生

活经历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当然，我们不能说，

杨沫如此写林道静仅仅是为了符合革命文化逻

辑的要求，而不符合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

运。事实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有一

种与工农结合的冲动。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一

些人便喊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到了抗日战

争时期，大量的知识分子真正深入到民间，与工

农结合在一起。这都是历史上真实的存在。因

此，《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道路便不仅仅

是革命文化逻辑的演绎，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

子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十七年文学重新受到

了研究者的关注，一大批学者对它们进行了“再

解读”。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青春之歌》也受到

了一些学者的青睐。正如本文开头所言，我更

愿意把这部小说的经典性落实在这样一点，即

它以一个在历史中不断追求成长的女性形象林

道静隐喻了作为个体的女性和知识分子在现代

中国的命运走向。而从当下语境出发返观这一

经典人物形象，她对于今日女性和知识分子的

人生选择仍然具有很大的思想意义和价值。

作为一个女性，在个人成长方面，林道静始

终把自己的命运与社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

一起，并朝着两者融合的方向迈进。因此，对

林道静而言，个人的启蒙与国家的救亡是一体

的。并且，阶级、革命和救亡意识的觉醒是一

次更大的思想启蒙。正是基于这第二次启蒙，

她才能把真正的个体生命投入到社会事业中

去，实现女性个体的人生价值。与林道静相

比，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在

强调女性解放时，往往在女性个体与社会之间

建立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其基本逻辑是，

因为社会是男性的社会，而男女之间是对立

的，所以女性与社会也是对立的。既然女性与

社会也是对立的，那么她们便更愿意强调女性

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却往往忽视女性

和男性一样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无法脱离具

体的社会而存在。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中国

的女性逐渐与社会相隔绝，变成了更加孤独的

个体。如此，封闭性的女性个体不仅无法从整

体上分析自己的命运，更无法从社会方面获得

自我解放的资源和力量。从这个层面看，林道

静的女性成长之路恰恰是今日女性的镜鉴。

她启发我们，女性在获得了自己的房间以后，

重要的不是把自己封闭在里面，而是走出房间、

走向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和国家事务，取得拯救

和解放自己的力量，实现女性个体的人生价值。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林道静之所以能够不

断进步和成长，是因为她有勇气走出自己狭小

的经验世界，走向更广阔的社会人间，与无穷的

陌生人发生切肤的关联，从而开拓自己的人生

边界。她的这一精神正好是今日青年知识分子

所缺失的。在当下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一般囿

于学校所培养和塑造的个人经验和书本知识，

很难走出舒适区，去实践一些能够丰富自己人

生体验的事情。从反思当下青年知识分子的角

度看，林道静的人生选择对我们不乏启发。她

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只有走向社会，让自己与社

会国家发生正面的、积极的关联，才能真正实现

自己的成长。

事实上，十七年文学的一大特点便是它着

力塑造超越个人的主体形象。《红岩》中江姐和

许云峰便是这样的主体形象，《青春之歌》中的

林道静也是一个不断超越和克服个人的主体形

象。正是在对个人的不断超越中，作为女性个

体和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在历史中获得了成长。

对于这种超越个人的主体性，我们一方面要看

到它的危险，即它很可能产生一种对个人性的

压抑和控制机制。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的

优点，它可以使个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产生有

效的关联，让个体在集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而这，也是今日重读《青春之歌》以及理解林道

静这一经典人物形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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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17日至21日，由北京

市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朝阳区文化

馆承办，北京9当代舞团执行制作的第五

届北京新舞蹈国际艺术节在京举办了为

期5天的工作坊。10月，艺术节还将集中

呈现中外艺术家演绎的9台舞蹈作品，并

将全部免费发放惠民演出门票。

本次工作坊活动以“云端”为主题，旨

在引导社会人群探索自我身体的可能性，

搭建一个满足现代人渴望穿过云端、找到

情感释放方法的渠道。工作坊既面向普通

大众，也面向专业舞者，二者总参与人数

超过300人次。保罗·布莱克曼、朝克、唐

瑜珮等艺术家担任专业舞者工作坊的导

师，他们的授课使专业舞者们收获颇丰。

10 月的 9 台作品将在朝阳区文化

馆·9剧场上演，包括来自西班牙的《局中

局》、以色列的《一晚》、阿尔巴尼亚的《我

总放一条头巾在口袋里》、中国的《根》和

《草民》等。作为主场团队的北京9当代舞

团，将在今年舞团成立9周年之际带来新

与旧相结合的纪念之作《绳结》。（范 得）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21日，由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70

年儿童电影发展史》在第26届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现场举行了新书推介会。作者

谭旭东和电影专家左衡围绕该书及其中

的诸多话题展开对谈交流。

《新中国 70年儿童电影发展史》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电影的发展

轨迹进行了系统梳理，以历史发展为经、

作品为纬，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新中国儿童

电影史发展脉络，呈现了中国儿童电影相

对完整的发展面貌。同时，该书对中国儿

童电影的发展特点、话语转变、存在问题

和影响因素等加以客观分析，并结合国外

的儿童电影进行了比较研究。书中穿插了

大量精美插图，并配有作者查阅大量文献

后整理的中国儿童电影发展年表，为儿童

电影理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与会者认为，中国儿童电影在不同时

期风格各异。影视媒介的影响更具深度和

广度，有助于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培养

儿童的理性思维能力。在新中国70华诞

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上，对中国儿童电影的

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对其取得的成就与存

在的不足进行总结反思，有助于推动影视

理论研究和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从日

前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

京剧演员史依弘领衔主演并担纲总

制作人的新编武侠京剧《新龙门客

栈》，将于9月13日至14日亮相国家

大剧院。该剧以传统戏曲手法创新演

绎经典武侠故事，力求打造成一部符

合各年龄层观众审美的京剧佳作。史

依弘将在剧中分饰金镶玉、邱莫言两

位性格迥异的女性角色。

作为2019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

季的参演作品，《新龙门客栈》由编剧

信浮沉改编自徐克同名电影，胡雪桦

任总导演。该剧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武

侠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在重塑经典的

基础上创新主题思想，以传统戏曲技

法将老故事讲出新意，凸显了人性真

善美，弘扬了爱国情怀。艺术呈现方

面，西洋乐队与传统京剧文武场通力

合作，大写意的天幕、灵活而质朴的

舞台布景与剧情巧妙融合，花式武打

将令观众大饱眼福。

今年5月和7月，京剧《新龙门

客栈》在上海首演并进行了一轮巡

演，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对于此次国家大

剧院的演出，史依弘表示：“侠义精神流淌

于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热爱自己的祖国。希望《新龙门客栈》能得

到首都观众的喜欢与认可。”

本报讯 作为工人出版社的重点

书目，孟广顺创作的高铁建设题材长

篇小说《高铁作证》将于今年“十一”前

出版发行，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高铁作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建

设“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为背景，讲

述了中铁员工在艰苦复杂的自然社会

环境中不畏艰难险阻，开展科技攻关，

克服重重困难修建高铁，感恩报国、为

民族争气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中

铁人积极投身国家经济建设和高铁事

业发展、用生命与鲜血书写中国高铁

史的丰功伟绩，赞颂了当代中国的发

展与进步，弘扬了大国工匠不屈不挠、

奋发进取、敢为人先的家国情怀。

孟广顺既是一名企业家，又是铁

路系统的作家。30多年的铁路施工经

验和深厚的生活积淀，使他能够接地

气、贴近生活，在抓好企业生产经营管

理的同时，利用近一年业余时间潜心

创作。作品多角度、全景式展示了高铁

建设的宏大场景，塑造了一群有血有

肉的英雄人物。故事跌宕起伏，可读性

和艺术感染力较强。 （艺 宣）

本报讯 8月 24日至28日，由

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学院校友

会、徐悲鸿画院、鲁石美术馆主办的

“大道绘心——鲁石书画作品展”在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行。中央军

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为展览题字。此

次展览汇集了艺术家的90余幅笔墨

鲜活、韵味十足的书画代表作品，以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幕式当

天还举办了展览的专题研讨会。

今年82岁高龄的鲁石原名杜广

廉，祖籍山东郓城，青年时代曾是空

军飞行员，转业后考入浙江美术学院

（现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受教于多

位书画名家。从艺几十年间，鲁石始

终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从社会生活中

寻找灵感，以自己的创作表达爱国情怀、传

承红色文化。他的作品题材丰富，富有生

活气息和时代特征。他的画风豪放雄浑、

气势磅礴，画面绚烂、生机勃勃，具有鲜明

的个人面貌。

鲁石18岁就离开了家乡郓城，但他始

终怀有感念家乡人民的情怀。展览开幕式

上，鲁石分别向中国国家画院、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和母校山东郓城第一中学捐

赠了作品《雨后》《晴霞》《春》。作为文化扶

乡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此次展览结束后，他

还将为郓城一中捐赠价值200万元的图

书，为家乡的文化建设贡献力量。（范 得）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26日，

作曲家马可日记手稿入藏仪式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举行。中国国家博物馆馆

长王春法向马可家属颁发收藏证书。

马可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

论家。他是民族音乐的提倡者，也是创

作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实践者，一生创

作过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600多首，

代表作有歌曲《南泥湾》《咱们工人有

力量》，秧歌剧《夫妻识字》，歌剧《白毛

女》（主创）、《小二黑结婚》，管弦乐《陕

北组曲》等。马可在《日记的故事》中写

道：“我的日记虽有几十年的历史，但

水平实在不高，匆忙草率，急不择言，

词不达意，挂流水账等等毛病还常犯，

但它是我生活和思想的忠实记录，特

别在目前情况下，它又是我亲切的谈

心人。”280万字的日记，记录了一个

知识分子一路走来的真实心路历程。

主办方表示，此次入藏的46册日

记手稿几经周折才得以保存，具有较

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对研究特定历史

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完善国博名人

手稿书信类馆藏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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