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责任编辑：李晓晨 刘鹏波 2023年6月19日 星期一经典作家

他们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航道”

故而在革命文艺场域中，记叙
民众“以平等求自由”的斗争、刻画
其中可以凝聚人心的英雄的写作，
就受到制度性扶持。

对于曲波等1950到1970年代的“中心作家”，洪子诚认

为他们“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思想

和艺术借鉴的范围狭窄”，故“生活素材与情感体验很快消耗

之后，写作的持续便成为另一难题。于是，‘高潮’便是‘终结’

的‘一本书作家’，在当代成为普遍现象”。（洪子诚：《中国当代

文学史》）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公正。实则“‘高潮’便是‘终

结’”的现象从来都不少见。不过，按照法国学者埃斯卡皮的看

法，这也是文学史常例，因为“一位作家的形象、他以后在文学

人口中出现的面目，几乎近似于他40岁左右给人留下的那个

样子”。（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曲波大概亦属此例。1957

年版《林海雪原》基本定格了他的文学史形象，尽管此后他还

出版了《山呼海啸》《桥隆飙》《戎萼碑》等长篇小说，但影响力

皆不能及。不过，这更多是文学史形象生成规律使然，而未必

因为作家创作能力的衰退。笔者年少时候读过《山呼海啸》，印

象也相当深刻，其吸引力很难说就与《林海雪原》相去甚远。

当然，更重要的是，洪子诚忽略了此类新中国作家在文学

史上的巨大意义及其背后值得汲取的正面的制度经验。依常

例看，这种“忽略”也合乎情理。曲波等作家文化程度偏低，有

的甚至低到让人不易接受的程度（如高玉宝动笔写小说时基

本上还是文盲），其文化素养、学术素养与新文学时代的周氏

兄弟、茅盾、曹禺等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所撰作品也多文字粗

浅，缺乏深刻有力的思想。以如此情形，后世研究者就算不以

“文学”视之也不足为奇。但是，如果跳出精英主义立场，以长

时段文学史视野观之，曲波这类“野生”作家至少在两个层次

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航道”。其一，突破士大夫穷愁伤离之题

材限制，为文学打开了无比广阔的世界。无边无际的“林海雪

原”，风云动荡的革命与战争，广袤乡村原野上无数匹夫匹妇

的命运……如此种种，当然得力于曲波等结实、生猛的现实经

验的介入。如曲波自己即是八路军连、营指挥员，解放战争期

间还以团副政委身份率部剿匪。如此生活经验当然比传统文

学所熟习的文人心灵世界广大丰富。其二，突破了精英写作难

以克服的他者视野，为文学提供了下层社会的自我逻辑及其

内面世界。当然，《林海雪原》等只是开始，日后《平凡的世界》

《人世间》等对普通人命运令人心动的深描却由此启航。这两

层改变可谓“工农兵文艺”对于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重构。邹

谠认为，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最下层的阶级——尤其是农民阶

级——建立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乃是“中国社会自秦汉

以来最重要的变化，它完全改变了政治运动和政治参与的格

式”。（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发生在文学领域的“航道”

改变，其实是同样的“自秦汉以来最重要的变化”。

当然，这种巨大改变所以能够发生，曲波等所以能够成为

新的文艺主体，实是中国革命追寻“人民的政治”的结果。革命

就其源起而言，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历程，也是下层

民众争取生存权益的斗争实践。这双重实践都有赖于将现实

的普通民众召唤并转换为“人民”主体，其间文学被赋予重责。

故而在革命文艺场域中，记叙民众“以平等求自由”的斗争、刻

画其中可以凝聚人心的英雄的写作，就受到制度性扶持。《林

海雪原》得到出版社青睐、著名编辑龙世辉亲自投入修改（有

些章节几乎重新写过）即是例证。

《林海雪原》内含的“民族文艺样态”

儒表奇里之故事策略、“斗”之叙
述机制，是“中国叙事学”在1950到
1970年代文学中出人意料的复活，
并构成了此后从“革命英雄传奇”到
革命样板戏乃至新世纪谍战电视剧
的成功艺术经验与优势竞争力。

以上所述，主要是曲波这类作家的整体性意义，然而《林海

雪原》本身更是百年中国文艺的佼佼者，自有其经久不衰的经

典品质。理解其经典性，则须涉及“民族形式”问题。依贺桂梅之

见，“人民的政治”的合法性源自民族形式合法性，“缺少民族形

式的介入，人民政治的文化逻辑是难以确立的。它通过把那些

依然活跃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活’的民族文艺样态与其

中蕴含的为普通民众所认可的文化记忆和文化逻辑，重构并转

化为人民政治逻辑的有效构成部分，从而使现代中国革命政治

实践转变为与乡村生活血肉相连的在地化的也是中国化的形

态”。（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

那么，《林海雪原》又内含怎样的“民族文艺样态”呢？

一、儒表奇里之故事策略。《林海雪原》故事是在一个忠

奸、善恶之争的伦理框架中展开的。东北民主联军小分队自属

善的代表，许大马棒、座山雕等土匪则为十恶不赦的恶类。当

然，从史料看，真实东北土匪往往多有铁血抗日经历，如谢文

东、李华堂曾是我东北抗联第8军、第9军军长。如何改写如此

历史复杂性呢？曲波援引了中国“旧小说”之“写善人，则必极

其善；写恶人则必极其恶”（成之：《小说丛话》）的“中国叙事

学”旧例，尽删诸匪首之“英雄事”，于是成功地将复杂的现实

政治事件“提纯”并嫁接在一个儒家式道德故事之上。这虽然

不大符合精英写作的现实主义追求，但为《林海雪原》出版以

后风靡全国提供了心理亲近的前提。此为“儒表”。

“奇里”则表现为更为深层的对“传奇”之法的援用。“其事

不奇，其人不奇，其遇不奇，不足以传”（何昌森：《水石缘序》），

曲波嗜爱《三国》《说岳》等“旧小说”，并恪守其“传奇”之法。故

在将自己东北剿匪经历写成小说时，他并未如实照录，而是大

胆改写、重构，创造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自然之奇、江湖之奇与

异人之奇。比如，“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出自曲波自主

“创造”的江湖黑话，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读者深有犯禁的

快感，又如刘勋苍的以一敌十、孙达德的奔走如飞、栾超家的

神奇攀援能力，让人如睹《三国》《水浒》中各路“五虎上将”。如

此种种，可说是在革命文学内部复活了中国“旧小说”的灵魂。

二、“斗”之叙述机制。这属于比人奇、事奇更为内在的“文

奇”。烟水散人曾言：“所谓奇者，不奇于凭虚驾幻，谈天说鬼，

而奇于笔端变化，跌宕波澜”，“使诵其说者，眉掀颐解，恍如身

历其境，斯为奇耳。”（烟水散人：《赛花铃题辞》）“笔端变化”当

然有很多技法，如“草蛇灰线”“花开两朵”之类，但《林海雪原》

之超拔于众者，则尤在“斗”之机制的引入。所谓“斗”者，即隐

伏在《三国》《水浒》《说岳》中“斗智斗力”之深层生产机制。它

与现代文学修辞系统中的“斗争”完全不同，不涉及不同政治

势力或思想派别之间原则性冲突，虽有正邪、神魔之别，但真

正重心其实落在“斗”之热闹、可喜之上，以“使观者娱目，闻者

快心”。《林海雪原》为达成此艺术创造，对真实剿匪本事多有

删增、改写，将现实中未必复杂的战斗改写为热闹非凡的“斗”

之大戏。比如，现实中“小炉匠”原型被我军俘获后即被迅速枪

决，但在小说中却脱逃上山、与土匪“老九”（杨子荣）正面遭

遇。如此“无者有之，有者无之”的艺术处理，造就了1950到

1970年代文学中最为惊险、最具波澜的“智斗”。其艺术魅力

较之吴用智赚生辰纲、诸葛亮草船借箭有过之而无不及。

儒表奇里之故事策略、“斗”之叙述机制，是“中国叙事学”

在1950到1970年代文学中出人意料的复活，并构成了此后

从“革命英雄传奇”到革命样板戏乃至新世纪谍战电视剧的成

功艺术经验与优势竞争力。

“恒久永流传”得力于经典人物塑造

喜剧化的反面人物、奇正相生
的英雄人物塑造，共同构成了《林海
雪原》源于“民族文艺样态”深处的
人物塑造系统。

《林海雪原》“恒久永流传”的经典性还得力于其在人物塑

造层面的艺术经验，它塑造了杨子荣、“小炉匠”、座山雕等一

批魅力四射的正反面艺术经典。当然，如果研究者顽强坚守精

英文学立场，也可将这些形象批评为福斯特所谓“扁平人物”，

认为他们不如高觉新、繁漪或白嘉轩那样内含思想冲突。但这

种“坚守”无疑忽略了福斯特对扁平人物易于辨识、记忆与传

播的优点的肯定，更与《林海雪原》对人物塑造层面“民族文艺

样态”的创造性转化失之交臂。后者同样为样板戏乃至新时代

文艺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艺术经验。

对勘史料，可知在杨子荣形象塑造上，《林海雪原》以“忠

勇智”为核心概念完成了其艺术建构。所谓“忠”者，系将儒家

“忠君”思想挪移为阶级之“忠”，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

来为杨子荣定位。其实，现实中杨子荣未必符合这一设定，比

如其原型杨宗贵曾流落东北，充当地主家炮手，其参加八路军

可能也有当兵吃粮的合理考虑，但曲波撰写小说时自然回避

了这些可能芜杂的材料，而以简单、明快的“忠”的定位快速契

合读者的阅读记忆。当然，较之“忠”的设定，“勇智”在其人物

形塑中更占支配性地位。在此方面，曲波展现了非同凡响的创

造力。现实中的杨子荣的确勇敢、机智，但同时也非常审慎，不

轻易将自己与战友的生命置于险境，但小说以“传奇”之法大

胆虚构，不断把杨子荣抛入各种有意设置的命悬一线的危险

境地，如上山途中遭遇猛虎，在威虎山上遭遇自己刚刚审讯过

的俘虏“小炉匠”。以此层层升级英雄之“勇中勇”“智中智”，真

正达成“跌宕波澜”“斯为奇耳”的效果。如此种种，“勇智”主

导，以“忠”为辅，二者“奇正相生”，共同塑造了1950到1970

年代文学中独特的“这一个”革命英雄。

与此相应，《林海雪原》还塑造了“小炉匠”、座山雕、定河

道人等令人印象深刻（甚至令孩子们喜爱）的反面艺术形象。

对这些形象，不少学者将之简单地等同于脸谱化、妖魔化之刻

板形象。这同样是没有充分把握中国“旧小说”反面人物塑造

的秘密。“小炉匠”等其实是源自“旧小说”“斗”之结构设计的

喜剧化人物。他们与其说是原型人物真实的自我，不如说是

“斗智斗力”故事中与杨子荣等相并而生的“斗法”角色。杨子

荣等近“神”，“小炉匠”等则近“魔”，神魔双方各有奇特智勇，

层层斗法，曲折往复，高潮不断，共同上演华彩纷呈的“斗”之

大戏。故作为“魔”方的“小炉匠”等，就完全不同于《家》之高

老太爷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钱文贵，其刻画逻辑亦非个

体现实的生存逻辑，而是“斗”所需要的游戏性元素：一定程

度的勇力、一定程度的智慧，乃至一定程度的可爱。《西游

记》中的各路妖怪不就是坏中有几分可爱、愚蠢中有几分天

真吗？《林海雪原》中各路土匪其实正是《西游记》中各路妖怪

的“现代版”。

可以说，喜剧化的反面人物、奇正相生的英雄人物塑造，

共同构成了《林海雪原》源于“民族文艺样态”深处的人物塑造

系统。兼之儒表奇里的“中国叙事学”以及对新的文艺主体的

制度支持，都呈现了曲波和《林海雪原》之于当代文学的经验

与资源价值。当然，倘若执着于精英主义和现实主义视角，也

大可以批评《林海雪原》不精致甚至不真实，但清人金丰早就

说过：“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

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

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金丰：《说岳全传》序）。《林海雪原》之

妙正在于受惠于“人民的政治”，虚虚实实，独具匠心，旧法新

铸，成就了新中国文艺独特的艺术经验。今日研究曲波与《林

海雪原》，也是“重新发现革命文艺”的重要契机。

曲波生于1923年，百年过去，他和他的亲爱的战友们已

尽数凋零。然而，他们留在后人心目中的仍是一群在“林海雪

原”之中穿梭作战、英姿勃发的年轻人的样子。曹丕曾曰：“古

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

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曲波和他的战友

们，大概都近于此吧。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项目来源：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红 色 文 艺 与 百 年 中 国 研 究 ”，

21&ZD259）

电影《智取威虎山》剧照（2014年），改编自《林海雪原》

“重新发现革命文艺”
——曲波、《林海雪原》和“人民的政治”

□张 均

曲波等所以能够成为新的文艺主体，实是中国革命追寻“人民的政治”的结果。革命就其源起而言，不
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历程，也是下层民众争取生存权益的斗争实践。这双重实践都有赖于将现实
的普通民众召唤并转换为“人民”主体，其间文学被赋予重责。

《林海雪原》连环画，辽宁美术出版社
绘画 赵明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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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一片玉米地 …… 周于旸
岛的周围全是水 …… 周于旸
关于宇宙的地域性叙事…周于旸
想象力的七和弦 …… 陈 思
剔目 ………………… 余 览
大雨滂沱 …………… 黑 铁
飞人马戏团 ………… 孙可心
仙客来 ……………… 郭薇薇
巴客的诗 …………… 巴 客
沈秋伟的诗 ………… 沈秋伟
徐静的诗 …………… 徐 静
时间模仿者·2005…… 郑亚洪
印度洋上的夜空 …… 何田田
我的裁缝阿爸 ……… 李谨峰
青涩与从容——我见梁豪

………………… 刘大先
狂野与悲悯——印象刘大先

………………… 梁 豪
我是音乐家，也是个视觉艺术家

——专访谭盾
……… 谭 盾 张 英

关于魏微长篇小说《烟霞里》
的讨论 …… 主持：李佳贤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石
油石化战线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值此铁人王进
喜诞辰100周年之际，根据《铁人文学专项基金管
理委员会章程》和《中华铁人文学奖评奖条例》规
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定于2023年6月至
10月开展第五届“中华铁人文学奖”评奖活动。参评
作品征集启事如下。

“中华铁人文学奖”是全国石油石化系统最高
级别的文学精品奖，也是全国性石油石化工业文学
奖。旨在表彰和奖掖在石油石化题材创作方面涌现
出的优秀文学作品和作家。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华文学基金会、铁人文学专项基金

管理委员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公司
组委会：中华文学基金会、铁人文学专项基金

管理委员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
司等单位有关领导和专家。组委会办公室设在铁人
文学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

评委会：由组委会邀请全国知名作家组成评委会。
二、作品要求
从即日起各级文学组织或单位，将2017年7月

至2023年6月期间发表或出版的石油石化题材的
文学作品，经整理后统一上报评奖办公室，没有文
学组织或单位的石油作家和社会作家也可将符合
评奖要求的作品自行报送评奖办公室（邮件上注明
为自荐作品）。

参评作品须于评奖年限内首次公开发表和出
版，发表和出版方为中国大陆地区经国家批准的报
纸、期刊、出版社，单篇作品以首次发表的时间为
准，书籍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出
版作品不接受3人以上合集、个人多体裁合集。

三、奖项设置
1.作品奖
长篇小说、小说集、中短篇小说、长篇报告文

学、报告文学集、中短篇报告文学、诗歌集、散文
集、影视剧本（文学评论）。各类获奖作品不超过
4部（篇）。

2.荣誉奖
此奖项为石油文学创作综合奖，不评具体篇

目，主要针对社会作家关注石油石化文学事业、关

心和培养石油作家队伍、对石油文学创作贡献巨
大、成就特别突出者，也包括常年奋战在石油战线，
创作成果及文学组织工作成就特别显著的个人。

3.提名奖
视参评作品情况设定。
四、投寄地址
参评作品及申报表均要求一式三份，单篇作

品必须提供作品原刊（报）至少一份，须于2023年
7月 15日前（以邮戳为准），寄至黑龙江省大庆市
让胡路区西宾街道胜利路1号大庆油田文化集团
《石油文学》编辑部，同时注明为“铁人文学奖参评
作品”字样，邮政编码：163458，联系电话：（0459）
5990972。

五、其他事项
1.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第五届“中华铁人文学

奖”组委会所有。
2.评奖作品一经提交，其版权归第五届“中华铁

人文学奖”组委会所有，组委会有修改、使用、发布
等权利。

第五届“中华铁人文学奖”组委会
2023年6月7日

第五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