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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劳动者与青年形象
□朱永富 徐晓军 姚孟泽

主持人：从左翼文艺兴起以来，很多文学作

品就自觉以表现工人、农民的形象为己任，也诞

生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请大家谈谈最令自己

印象深刻的作品和人物。

朱永富：谈到这个话题，我想起鲁迅《祝福》

中的祥林嫂，她在鲁四老爷家丧失了劳动资格，

四婶一句：“祥林嫂，你放着吧。”要了她的命。茅

盾的《春蚕》也给我很深的印象，老通宝养蚕，占

尽了天时地利，可惜最终还是没有挣到钱。小农

经济经不住市场的冲击和各种力量的盘剥。这是

一部典型的左翼小说。50到70年代的作品，我首

先想到的是柳青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青年农

民梁生宝在互助组、合作社时期带领乡亲们致

富，成为具有重要文学史意义的经典形象。在新

时期以来的文学中，我想到的是莫言《透明的红

萝卜》中的小铁匠、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

平和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中的顾明笛。《透明

的红萝卜》中的小铁匠虽然没有得到菊子姑娘的

爱情，但是他在打铁时展现出来的劳动美，把菊

子姑娘震撼到了。在《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中，孙

少平来到铜城大牙湾煤矿，靠自己的劳动赢得了

尊严。在《三城记》中出现了新的情况，“80后”城

市青年顾明笛，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最终还

是跟随爱人劳雨燕到河北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

才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归宿。顾明笛显然具有我

们这个时代的“新人”特征。

徐晓军：对劳动，我脑子里似乎有个预设，就

是体力劳动。我首先想到的也是路遥的作品，就是

《人生》中的高加林。我也想到了《白鹿原》，但我使劲

儿回忆，也去把原著找来再翻了一翻，似乎并没有

人将之视为写劳动的作品。我也想到了余华《活着》

中的富贵，但似乎也没有人将之视为写作劳动的作

品。尽管这些作品都涉及劳动。当然也包括我很早

就读过的雨果的《海上劳工》、奥尼尔的《毛猿》，那

里可能有我印象最深刻的关于劳工的形象了。

姚孟泽：我这学期在教西方小说，也涉及到

相关问题，比如西方小说中的阶层问题，也和劳

动者、青年形象等问题有关。三年前的一次会议

上讨论到文学的介入问题，有学者介绍了《那儿》

这部小说。小说讲述了国企改制过程中地方官员

和商人变卖国有资产的故事，表现了这个过程中

受损的劳动者的痛苦，以及对历史的迷茫。这部

小说不长，从艺术技巧上讲，比较粗粝，可是这种

粗粝感，为这部小说的叙事赋予了较强的力度。

之后又接连读了几部曹征路的作品，发现他其实

比较好地继承了30年代左翼文学的传统，提供

了理解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可贵角度。

主持人：现代文学中的劳动者是否被描绘成

更具社会批判意义？或者说是否现代文学中将劳

动者作为主要角色的作品通常是左翼文学？

朱永富：是的，我感觉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

文学主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从经

济问题入手，进而实现政治层面的社会批判。所

以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对农民和工人的书写，

具有很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老舍的《骆驼祥子》

也是，祥子是那么优秀的一个车夫，拼尽全力也不

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这不能不说是社会问题。

主持人：徐晓军老师刚刚提到了一个很关键

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定义“劳动”这个在新中国前

30 年占据意识形态核心位置的概念，文学中的

“劳动”书写、“劳动者”形象，又应该如何界定？

朱永富：我也觉得首先应该界定一下“劳

动”。我觉得我们在“五·一”这个属于劳动的节日

里，所讨论的“劳动”，不是字典里的“劳动”，也不

完全是哲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作为“话语”的

劳动，也就是说“劳动”一词携带着它的历史和社

会评价。“劳动创造价值”“劳工神圣”“劳动光荣”

之类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然劳动的性质不同，劳动

的形式不同，我们对“劳动”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体

力劳动，尤其是农民、工人的体力劳动，这些构成

了我们对“劳动”这一话语的基本理解，其实其中

包含着对底层劳动者丰富复杂的伦理道德感情。

姚孟泽：说到如何界定劳动的问题，我这两

天也在思考。其实劳动和劳动者自古都有，但问

题是，文学中不是一直都有劳动和劳动者的形

象。它们有一个被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西

方，我个人认为是发生在19世纪。而且，劳动和

劳动者的被发现，或许是和劳动背后的经济结构

的被发现同步的。比如《鲁滨孙历险记》（1719）

中，鲁滨孙在荒岛上劳动了28年，但我们不会

说，这是一个劳动者。到了19世纪的狄更斯、巴

尔扎克和雨果的作品里，我们所熟悉的、被经典

马克思主义论述所关注的劳动者形象出现了。

徐晓军：我们对劳动的界定和判断往往带着

比较明确的价值意识，并用价值意识替代了实际

的劳动体验。这让我想到《故乡》里的闰土，我在

一段时期内，曾想他的木讷是不是艰苦的劳动本

身使然；不做他能做的劳动，他自身也会觉得失

去存在的意义，就像祥林嫂那样。但如果一直在

艰苦的劳动中，他就会失去儿时的活力。这对一

些劳动者而言，可能只有选择前者。

朱永富：对，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劳动形式

会影响劳动者的思维形式和情感形态。我想到梁

鸿的《出梁庄记》里面提到一些现在在工厂的流

水线上工作的青年，只做特定的动作，身体形成

机械化的情况，这是当代劳动对人的一种异化。

姚孟泽：我们之所以关注“劳动”，也绕不开

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劳动”问题。或者绕不开那

个时代对劳动的发现、分析和展现。在朱老师和

徐老师谈及的作品中，“劳动”和“劳动者”也都和

阶级、劳动背后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关。其

实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劳动书写的关键，或许在

于书写劳动背后的社会结构？脱离了这个结构，

或许很难展现劳动的含义（比如旧社会的劳动）

或意义（比如“新人”的劳动）。

徐晓军：在今天，我们再讨论“劳动”，应该关

注劳动的形式对劳动主体的影响，而不是抽象地

谈“劳动”。

朱永富：当代文学中，也有一些不愿意从事

农业劳动的情况，莫言小说《欢乐》和路遥的《人

生》当中，也出现了

青年人不愿留在农

村从事农业劳动的

现象。《欢乐》中的

齐文栋高考复读多

次，想拼命通过高

考跳出农门；《人

生》中的高加林也

不愿意留在农村，

他在农村从事的短

暂的农业劳动，故

意穿得破破烂烂，

把手磨出鲜血，明

显带有赌气和表演

的成分。这种情况

也带有强烈的时代

性。当代文学中的

“劳动者形象”书

写，其实是意识形态、作家、读者等多种因素综合

作用的产物。

主持人：而且越来越多的作品中，对劳动者

的塑造成了一种图像式的摹仿，比如很多人对近

年兴起的“东北文艺复兴”的态度，认为小说写的

并不是东北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真实的劳动者，

而是想象的劳动者和他们的生活。

朱永富：“劳动者”作为文学形象，肯定具有

想象性和理念性的成分，不可能是完全写实的。

姚孟泽：说到劳动形式对劳动主体的影响，

其实西方文学中也有比较丰富的表现，或许可以

给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和文学提供一个参照。刚刚

说到19世纪西方文学对劳动的发现，这个劳动

主要是体力劳动，也就是生产性劳动。有意思的

是，这一类劳动者和劳动形态从19世纪后期开

始，又慢慢消失了，到了20世纪上半叶就几乎看

不到了。其实不是劳动消失了，而是发生了两个

变化：（1）劳动形态变化了。其实像卡夫卡作品中

困厄的小职员，都是劳动者，可是我们很少从劳

动者的角度去理解，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想到坐办

公室也是一种劳动。但其实小职员、小公务员在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小说中是非

常常见的，体现出很鲜明的被异化的特征。（2）生

产性的劳动形态转移到了殖民地和第三世界。比

如在康拉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

生产性劳动形态，都是发生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

是在殖民体系下出现的。今天中国混杂了多种形

态的劳动，也为我们理解和讨论劳动增添了难度。

徐晓军：这种变异进入到当下，这里面可能

还涉及到“劳动”和“工作”的问题。高加林就是失

去了工作才回到劳动中的。当下更是如此，毕业

之后如果回家劳动，就意味着没有工作。

朱永富：我和徐老师有同感，劳动有时候是

作品的主题，有时候不是主题，有时候劳动会成

为作品局部的主题。

姚孟泽：“图像式摹仿”很有意思。我觉得这

个问题就在于“劳动者”在中国的语境中已经累

积了太多复杂因素，使我们重新思考劳动和劳动

者变得更艰难，也更有必要。

徐晓军：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对劳动的表

达，都或多或少带有拟真或者说仿像的意味。我

忽然想到前不久读的弋舟的短篇《势不可挡》，收

录在《丁酉故事集》中。

朱永富：劳动的具体形式可以分成不同类

型。从劳动的功能上来说，劳动构成人类生存的基

本条件，劳动给人带来尊严，劳动能产生美，给人

带来自由，劳动也是人追求的生命意义必由之路。

总体来说，人的各个层次的需要都离不开劳动。

主持人：关于劳动和劳动者概念的讨论非常

精彩，如果我们回到文学的范畴，劳动可能会具

有更为具体的层次，比如劳动作为一种评价标

准，作为一种生存权利，甚至可能具有某种神圣

性。我记得在赵树理的《登记》和张爱玲的《秧歌》

中，有关于两名适龄青年登记结婚场景的描写，

在回答“为什么要结婚”的时候，小说中出现了相

似的表述“因为他/她能劳动”。结婚双方的个人

价值和情感需求，就是由劳动价值来决定的。而

《秧歌》中的“劳动模范”金根，甚至因为戴着这样

的光环和头衔，而经常受到“道德绑架”。

姚孟泽：《登记》中的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当

年上学学到这里全班都笑了。中国文学中的“劳

动”似乎有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有的劳动和劳

动者是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出现的，有的

劳动和劳动者是作为“神圣性”的符号出现的。

朱永富：这个切入点很有意思，将“劳动”放

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尤其是婚姻当中。婚姻问题，

可以说是人类最核心的社会关系。如果人们认识

到“劳动”在婚姻中的价值，那么就是一种很切身

的认识了。另外也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是劳动也

是一种权利，有时候需要社会为劳动者提供劳动

的条件和权利保障。如祥林嫂其实她在鲁四老爷

家是被剥夺了部分劳动权利的人，例如不能参加

祭祀。程光炜的《小说的读法——谈莫言的〈白狗

秋千架〉》就说莫言写的农民和鲁迅写的农民不一

样，莫言对农民生活的体验更深切。

姚孟泽：我个人关于如何书写劳动的一点想

法，刚刚说文学对于劳动的发现是与对社会经济

结构的发现同步的，书写劳动的艰难也在于如何

挖掘和表现后面的那个结构，在今天其实更是全

球结构。有没有可能有一种相反的写法，比如“逃

离劳动”的青年劳动者？最近几天的“窃·格瓦拉”

事件（注：广西南宁的一位偷车贼周某因为“语出

惊人”迅速走红，因为长相似格瓦拉，网友们称他

“窃·格瓦拉”，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打工是不可

能打工的。”）使我想到一部小说，我觉得就王安

忆的《遍地枭雄》来说，是对催生和异化劳动、异

化人的机制的批判。小说主人公韩燕来是上海市

郊的一位青年，高中毕业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在一些合资企业里当雇佣工人，还遭遇过欠薪。

在这个过程中，他所处的乡村逐渐变成城乡结合

部，又变成城郊外来租客聚集的地方，总之就是

城市边缘。韩燕来有一天被劫车了，劫车的三个

人也挺奇怪，叫大王、二王和三王。大王是领导

者。这人有意思，讲江湖，讲道义，讲历史，还讲哲

学。劫了车分了钱，还给韩燕来分。处着处着，韩

燕来就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归属

感，于是入伙，四个人流落江湖。在这个过程中，

韩燕来体会到温暖、友情和意义，这是他之前没

有体会过的。这些人都是试图挣脱劳动的青年，

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虚构的江湖乌托邦，反过来

也暗示了韩燕来逃离的那个劳动结构的无孔不

入，让小说有了一定的批判色彩。我总在想如果

小鲍庄的捞渣活下来，活到了90年代，可能也会

成为韩燕来或小说中的大王。

朱永富：逃离劳动当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

题。我接触的还不多，但是高加林、齐文栋肯定是

在逃离特定形式的劳动（农业劳动），这说明什

么？说明特定的旧形式，如工人、农民的劳动，很

多人不愿意从事，尽管我们这个社会离不开他们

的劳动。近年来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过程中，也

涌现出许多书写农村劳动者的文学作品，像周大

新的《湖光山色》、欧阳黔森的《看万山红遍》、陈

毅达的《海边春秋》、关仁山的《天高地厚》、刘继

明的《人境》、赵德发的《经山海》等，其中有不少

青年劳动者形象，有的是以群体的形象出现的，

有的是作为主人公出现的。作为主人公出现的青

年劳动者形象，如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楚暖

暖、《天高地厚》中的梁双牙和鲍真、《人境》中的

马垃、《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他们主要是一些

返乡青年形象，新时代的“返乡青年”。

主持人：刚刚几位老师提到的高加林、齐文

栋、韩燕来等逃离某种形式劳动的人物也都是青

年形象，或者说，文学作品中似乎可以发现一系

列“劳动青年”的形象，劳动与青年之间是否存在

某种隐秘的联系？

朱永富：劳动者形象中也有很多老年形象，

例如《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何士光小说《种包

谷的老人》主人公等，老年人代表过去，青年代表

未来和趋势。青年人即使逃离特定劳动形式，他

们还有时间上的和生命上的优势，老年人没有。

这说明虽然抽象的劳动是正面的，但是具体的劳

动形式有社会性和阶层性。

姚孟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者往往是中

老年人，神圣的劳动者是青年。西方小说的劳动者

很少有神圣性，一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与

青年的必然联系不大。80年代很多老一代作家要

表达自己投入“新时期”的热情，都会用一种“青年

叙事”，说自己变成了青年，投入祖国建设当中。

朱永富：作家会有一定的立场，这种立场可

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对劳动者的书写一定

会被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之内。作家的立场，决

定了作家写什么，也决定了怎么写。文学对劳动

者的书写，主要是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的。陈晓

明说“文学是弱者的伟业”，我觉得很有道理。对弱

势群体的关注是文学的本质功能之一，因为文学

关注人的体验和感情，给人以生命的慰藉。

徐晓军：关注“劳动”和“劳动者”，这是文学

一个重要领域。多年前曾经引起关注的“打工文

学”，就是对城市底层劳动者的关注，这样的文学

还是少了点。

姚孟泽：此外，或许也应该在文学中表现更

多层次的劳动。“打工文学”当然很有必要，但是

如果仅在关注打工者的意义上关注劳动问题，或

许很难产生足够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通过文

学的书写，使更多的人看到自己劳动的状况和劳

动背后的结构，更能促使人们关注劳动和劳动者。

朱永富：其实被赞美和歌颂的并不应该只

有沉重的体力劳动，抽象的脑力劳动和一些技

术性的劳动同样需要赞美和歌颂。我们每个劳

动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把工作做好了，

这个社会就会形成良性大循环，成为一个分工合

作的美好社会。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关注肯定不能

只关注劳动过程和劳动场景，劳动的社会性是更

广阔的。

姚孟泽：张清华有一个观点，说中国当代文

学对于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描绘一个巨大

的农业文明的转型和消失。在这个基础上，其实

也可以期待中国当代文学对全球经济体系下多

重形态的劳动和劳动者的关注和描绘，毕竟中国

现在拥有最大的劳动者群体和最多样的劳动形

态。文学可以展示这些形态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多

样联系。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很多人都隔离在

家，给了我们一个视角来思考劳动和劳动者。网

络上小确幸式的个人主义把人想象为“孤岛式”

的、各具个性的个体，今天的隔离似乎也会加强

这种想象。然而实际上，人们越是可以独立生活，

就越是依赖他人的劳动。如果没有劳动者的网

络，包括从原材料采集到快递的整个链条，我们

怎么可能隔离在家时依然能够独善其身呢？让文

艺作品去描绘劳动，让劳动生产和生产劳动的世

界体系与社会结构被看见，是我们理解自身所处

状况的前提条件。文学可以促使人们一方面关注

这些群体与自己的关系，另一方面理解自身的

“劳动”和工人农民群体的劳动的内在一体性，是

一个劳动和命运共同体。

同
劳
动
同
商
量
（
一
九
五
八
年
）

魏
紫
熙

作

朱永富：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徐晓军：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姚孟泽：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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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化
荒
山
（1960

年
）

古
元

作

广 告

“三毛散文奖”是以浙江定海籍当代女作家三毛命名的散
文类文学奖项，面向各地汉语作家。第三届“三毛散文奖”自今
日起向各地作家征集作品。

一、指导、主办单位：
指导单位：浙江省作家协会。
主办单位：中共舟山市定海区委、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

舟山市文联。
二、评奖范围：
1、“三毛散文奖”的评选范围为散文作品集、单篇散文作

品。第三届参评作品须是2018—2019年期间，公开出版的汉语
散文作品集和公开发表的单篇散文作品（单篇散文作品原则上
须4000字以上）。

2、已获过全国或省级文学奖项的作品不得参评。
三、作品要求：观照精神家园，抒写时代变迁，鼓励浪漫诗

意的美文写作，传承优雅汉语，展现中文魅力。
注重作品的文学品位，鼓励想象力丰富、叙事灵动飞扬、呈

现锐气与才情的丰美润泽之作，重视在大时代背景冲击下发出
的个人内心之声。

四、奖项设置：第三届“三毛散文奖”设立散文集大奖5部，
每部奖金人民币5万元；散文集潜力奖、新秀奖各4部，每部奖
金人民币2万元。单篇作品大奖5篇，每篇奖金人民币1万元；

单篇作品潜力奖、新秀奖各4篇，每篇奖金人民币5000元。奖
金均为税前。

五、报送方式：
1、报送作品须附作者简介，包括真实姓名、性别、年龄、工

作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等。45岁及以下年龄参
评作者请附身份证复印件1份。

2、散文集奖参评者需寄9部作品集；单篇散文奖参评者需
寄发表作品报刊复印件9份（含杂志封面、目录）。

3、每人限报1部（篇）作品（邮包上请注明第三届“三毛散
文奖”征集字样），如用化名报送多件作品，将被取消参评资格。

4、参评作品除个人自行报送外，也可由出版社、文学杂志
社、各地作家协会推荐。

六、征集时间：2020年4月20日至2020年10月31日（以
当地邮戳为准）。

七、作品寄送地址及联系人：
邮编地址：316000，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文联（昌国路61号）
联系人：贺艇 电话：0580——8172797,2022969。
指导单位：浙江省作家协会
主办单位：中共舟山市定海区委、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

舟山市文联
2020年4月20日

第三届“三毛散文奖”征集作品启事 《中国作家书系》
图书出版征稿
由南京远东书局组编的《中国作家

书系》《当代艺术家图集》等系列图书，以
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
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
可出版。国内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号。图书出版后可在国
家新闻出版署所属相关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戚若愚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
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国内有关报刊发布书
讯。作者也可委托本书局代办发行。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多年来，南京远东书
局编辑出版的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质量有口皆碑。图书
出版后，可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
211016南京市将军大道20号中惠国际大厦9座512室，

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信箱：yd368@126.com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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