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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巨变》是《暴风骤雨》的续篇，
描写了湖南省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
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小说艺术地展现
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
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
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
和理想追求。2019年，《山乡巨变》入选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在周立波笔下，无论是熠熠生辉的“亭
面糊”“婆婆子”等人物形象，还是南方茶
园竹林等自然风景与复调的心灵风景，都堪
称一部社会主义乡村改造的南中国心灵史、
南中国风俗画。

张丽军，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茅盾文学奖评委，曾任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院长、新闻与传媒学院院长，山东
省第四批齐鲁文化英才。在解读中，他从语
言、情节结构、思想意蕴等角度，与大家一
起领略《山乡巨变》这道南中国的文学艺术
风景，揭示了这部作品独特的魅力所在。

情节 矛盾 人物

《山乡巨变》作为红色经典，有其独特
的魅力。首先在于小说结构精致巧妙，具有
结构缜密、构思精巧、情节连贯、故事流
畅、张弛有序的特点。在小说的开头处，入
场即起点。小说通过对大场景的书写和大运
动到来体现大时代背景。另外，小说对于小
人物的心理描写具有幽默、调侃、抒情、张
弛的特点，具有极强的叙述张力与审美张
力。小说开头写：在1955年，共产党员邓秀
梅奉命来到偏僻的清溪乡和农民一起建立合
作社。小说很自然地呈现出故事的戏剧冲
突，通过遇到的风景与人呈现出一些私心较
重的老农不肯入社的矛盾冲突。小说运用小
场景描写使得乡镇人物陆续出场，在各色人
物对话中呈现出个体性、私密性、情感性、
对话性。而小说中写到的朱书记的追问则是
大场景描写。小说中小高潮不断，由此引出

新人物 ， 凸
显了各类
矛盾冲

突。其次，小说的矛盾冲突具有多样性、个
体性与尖锐性的特征。作者善于在尖锐的矛
盾冲突中，通过富有个性的行动，突出人物
性格。在小说中，学习古典小说刻画人物的
技法明显可见。小说呈现的内部矛盾有事务
矛盾、情感矛盾、思想矛盾、方法矛盾等多
重矛盾。作者借助盛淑君与陈大春、李月辉
妻子与大伯的冲突展现了情感矛盾。而小说
对于外部矛盾则更多地表现为敌我矛盾。对
于小说中各类矛盾的消解，作者的处理方式
是针对排斥的理由和各种谣言，提出应对措
施。例如，小说里入社方法有多种：一种是
宣传。盛淑君贴标语，进行广播、戏剧漫画
式讽刺，达到一种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发
动青年、亲人改造老人。陈大春在父亲陈先
晋不愿入社的情况下，找来陈先晋的女婿，
进行说合。小说中，倒逼机制与亲人说合是
很见效果的，这也充分体现出思想改造是最
难的。

另外，《山乡巨变》的人物形象是立
体、多元、个性化的。小说的可贵之处，在
于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又增添了邓
秀梅、刘雨生、李月辉、王菊生等一批个性
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最突出的，小说展现了邓秀梅、李月
辉、刘雨生、朱书记等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借助人物的出场对话等各种场景，塑造了一
大批具有心思缜密、观察细致、沉着应对等
个性特征的共产党人，他们对群众进行耐心
细致的思想教育，并挫败破坏活动，获得了
秋季丰收。小说善于运用方言土语，富有浓
郁的地方色彩。小说里邓秀梅的所有作为，
则似乎担当着一个上级与基层冲突的调停人
的角色，当她传达上级理念的时候，必然在
基层引起某种反弹。而她所做的工作，就是
在这种磨合中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包括她
对李月辉的不满。但是，她很快理解和接受
了李月辉那种温和同情的方法。小说中李月
辉是清溪乡农会主席，他自称过去也是一个
“赖皮子”，参与过赌博，现在他的家庭也
有一个令他难眠的心病，他的妻子身体不
好，而一个过去看不起他的伯伯与他住在一
起，经常与他的妻子发生争执。李月辉在家
庭里也处在一个调停人的角色，可想而知，
他并没有生活在一个令人称羡的家庭中。只
有这样，才能实现作者所想表现的合作社的
巨大魅力，以及社员奉献自我的忘我热情，
这样，小说下部里就开始出现了大段群体劳
动的场面。合作社成立了突击组。在上部

中作为后勤服务的女性直接参与到挑泥、挖
土等艰巨的劳动之中去，在上部中娇滴滴的
淑君也挑起了担子，成为一个劳动妇女，而
这种劳动的艰苦性对于女性来说，几乎是无
法承受的。李月辉作为一个对女人有着温和
气质的领导者，敏锐地觉察到这种让女性涉
入泥塘、冒着严寒的作业对女人的生理会带
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他提出了保护女
性的看法。但他这条人性化的建议，立刻遭
到了领导朱民的批评，认为他又犯老毛病
了。“你管这些干什么？你是妇女主任吗？
妇女半边天，人家别的乡都在充分地发动女
将，而你呢，非但不叫自己的爱人带头出
工，还在这里说什么妇女病很多。”周立波
甚至没有让李月辉进行辩护，但李月辉在这
一刻的温情还是让我们感到了一种人性的光
辉——— 一个关心女人的月亮般温润的人性的
光辉，这恰恰是李月辉名字的写照。

同时，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中
间人物形象，例如“亭面糊”盛佑亭，简直
就是《暴风骤雨》中那个逗人发笑的老孙头
的亲兄弟，显得十分丰满且富有立体性。小
说对“秋丝瓜”“菊咬筋”“符癞子”等对
立面人物形象及敌对人物形象塑造得也同样
丰满，反革命分子龚子元暗中进行反革命暴
动，他家窝藏着反革命团伙，公安部门从其
家里的大量烟蒂判断出他家中的人员数量，
非常生动。

欲望 爱情 亲情

《山乡巨变》的另一个独特魅力是对欲
望、爱情、亲情在内的心灵情感世界的深度
呈现。小说中，盛淑君有一个在乡民心目中
“风流成性”的母亲，“在娘屋里做女时
节，爱了一个人，后来出嫁了，两个人还藕
断丝连”。淑君的爱情，不仅邓秀梅予以关
注，其实也是小说里最值得关注的爱情。她
实际面临着一个截然相反的爱情选择，一个
是二流子“符癞子”，另一个是大春，这构
成了小说里的一个三角体系。“符癞子”在
小说里是以丑化的形式来表现的。大春与淑
君的爱情归属如何？淑君与大春的爱情，是
在淑君步步紧逼的诱导下才达到“接吻”、
缠绵的境界的。小说对盛佳秀感情的呈现是
通过她偷偷地为刘雨生烧饭这一情节，让小
说接续中国传统小说里非常庞大的寄予一个
民族梦想的田螺姑娘烧饭、白蛇化妻、鲤鱼
伴读、狐仙夜随这一类的绯红色套路。在小

说里，那些与邓秀梅提及家庭关系的人，都
是劝邓秀梅不要与丈夫分开。“亭面糊”的
妻子盛妈就直接对邓秀梅说：“少年夫妻，
分开不好啊。”邓秀梅问有什么不好，盛妈
却又不肯明说。在上部第十九章中，邓秀梅
提醒盛淑君不要过早地生育，过了片刻，她
又旧话重提，对盛淑君说起了成人的私房
话：“当心啊，男人家都是不怀好意的。他
们只图一时的……”邓秀梅没好意思说完这
句话，就跳到下边这话了：“要是孩子生得
太早了，对你的进步，会有妨碍的。”邓秀
梅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对爱情有着非同一般认
识的女性，不想受制于欲望。

《山乡巨变》有其特有的语言艺术魅
力，主要体现在小说中给人物取绰号，对方
言土语的运用以及对人物外貌描写、情感心
理描写、风景描写上。周立波是驾驭语言的
巨匠，《山乡巨变》语言洗练流畅，清丽自
然；人物对话风趣幽默，含蓄传神。特别是
对湖南方言土语的运用，更见语言大家的功
力。小说还具有浓郁的南国地方特色，湖南
山村清秀俊美的乡风水色和当地特有的风情
民俗，赋予小说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蕴，并创
造出令读者心驰神往的优美意境。

《山乡巨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
限。第一，周立波的小说，似乎都是在下部
中显得内容松散、结构乏力、情节冲突严重
弱化、不连贯。在小说的下部，邓秀梅这个
人物形象“消失”了。上部的人物性格得到
充分的螺旋式的推进，但到了下部，小说的
内在结构便松松垮垮了，人物性格基本没有
什么进展。小说成了表现农村生产的特
写——— 实际上就是插秧、挖泥、抗洪等事件
的乏味交待，人物从属于事件，让位于事
件，缺少深度叙事。第二，回避欲望叙事，
心灵深度缺失。邓秀梅的年龄在二十多岁，
结婚时间也不久，丈夫在另一个相距不远的
地方工作，但小说却呈现出一种情感代言的
局限。第三，小说缺少大场景、大思考，缺
乏对于宏观的中国故事、中国问题的思考，
陷入小家庭叙事。

尽管存在一些局限，但《山乡巨变》在
地方特色的呈现、时代性的书写以及情感深
度的描摹层面之于当代文学仍具有重要的启
示。小说以其“土滋味、泥气息”的技法，
呈现出宽广的南中国情感、心灵史维度，它
是和气的、温馨的、亲昵的、日常的、接地
气的。

（□本报记者 刘兰慧 整理）

《野火春风斗古城》在整个十七年文学
红色经典中，题材非常特殊。它是一部以表
现地下斗争为素材的小说，小说的发生地保
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名取自“保卫大
都，安定天下”，历来为京畿重地和“首都
南大门”。作家李英儒在1954年发表第一部
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此外他还有
《虎穴伉俪》《女游击队长》《还我河山》
《上一代人》《燕赵群雄》等作品若干。
《野火春风斗古城》问世后，反响强烈，曾
被译成英、日、俄、朝等多种文字，并且拥
有广大读者。2019年，《野火春风斗古城》
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小说的题目《野火春风斗古城》源于作
家“有意识地想表现党在这一战线上的胜
利”。作家“以野火比作敌人的凶焰，以春
风比作党的力量，任你敌人的凶焰再高，也
烧不尽中国人民革命的有生力量，经过党的
春风化雨，终究会取得斗争的胜利，被蹂躏
的中国大地，终将云散烟消、晴空万里，呈
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小说于1958年
12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1964年12月在作家
出版社再版。小说传播途径十分广泛，一些
连环画、戏剧等作品涌现。1963年，八一电
影制片厂导演严寄洲执导同名影片，主演是
王晓棠、王心刚。王晓棠在电影中一人分饰
两角，将姐妹俩演得惟妙惟肖。

马兵，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
与新世纪文学热点的研究，主持国家和省部
级项目多项，曾获山东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
等奖、刘勰文艺评论奖、泰山文艺奖、万松
浦文学奖，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批客座
研究员、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主席。日前，
他对这部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品进行了精彩解
读。

革命史诗与革命传奇之间

《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一部特别的作
品，其特别之处就在于这部作品介于革命史
诗和革命传奇之间。十七年红色经典由革命

史诗和革命传奇两部分组成。革命史诗包含
《红日》《红岩》等大规模对敌斗争作品，
革命传奇多指《林海雪原》《烈火金刚》
《铁道游击队》等小队奇袭敌方的作品，二
者形成互补。《野火春风斗古城》在两者之
间构成了一个特别的叙事景象，既不等同于
革命史诗，又不是革命传奇，而是兼具两者
的优长。

叶圣陶先生认为：“我读过《红日》，
那是写大规模的对敌斗争的。我读过《林海
雪原》，那是写小队奇袭匪帮的。现在读这
部小说，又看到了对敌斗争的另一方面……
这类作品是富有感染力量的历史。”李希凡
认为：“在敌我力量对比表面上完全悬殊的
情况下，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惊心动魄的
地下斗争的故事。小说虽然也有异常紧张的
情节和惊险的场面，却没有一般流行的惊险
小说那种故弄玄虚的过火渲染。”严寄洲基
于对小说的理解，在拍摄影片时用“昂扬慷
慨、苍劲有力、平易流畅、深沉悠远”十六
个字来概括未来影片的基调，他认为电影
《野火春风斗古城》应是一部“冲突激烈
的、爱憎鲜明的、情节紧张的、具有惊险倾
向的正剧”。

《野火春风斗古城》有着曲折的故事、
复杂的情节以及引人入胜的惊险场面，但假
如仅仅依靠这些去吸引读者，那就低估了原
著的成就。从高远的深刻思想去认识它，以
艺术匠心去琢磨它，才能产生艺术的魅力。
它不是脱离了生活现实的人为虚构，它没有
把地下斗争神秘化，它遵循党在地下斗争中
争取和瓦解敌伪军政策和依靠群众的方针，
把斗争中心放在政治上瓦解治安军这一任务
上。同时在写这些斗争时，也并没有把敌人
简单化，而是描写了敌人的暂时强大，这样
就更有力地衬托出地下工作者的力量。

生活 语言 技巧

李英儒有篇题为《生活·语言·技巧》
的文章，启发读者也可以从这三个角度进入
这部小说。

作家在表现生活层面，贴近和尊重群
众。内线工作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要求每一
个地下工作者必须像电话员熟悉自己掌握的
线路一样熟悉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个胡
同。李英儒摸熟了保定的大街小巷、店面门
铺。李英儒在几部小说中写到城市，城墙的
模样、城门的位置、街道的走向、铺面的摆
设，总是以保定城作为描写的根据。作品的
语言能俗能雅，各色声口。

作品在技巧方面同样可圈可点，首先在
叙事的结构和节奏控制方面，《野火春风斗
古城》共二十四章，每章所占的篇幅不相
同，最长的章节占28页，最短章节的篇幅仅
占5页，不同长短的章节形成了小说错落有
致的外在节奏。小说的第十九章和第十一章
中，作者均用了20页左右的篇幅来讲述故事
内容，叙事节奏却有明显的差别。在第十九
章中，情节已经发展到了小说的高潮部分，
作者在这一章中讲述的主要事件突然增多，
“高大成审问杨晓冬”“杨晓冬大闹宴乐
园”“杨家母子会面”“杨母跳楼”“营救
杨晓冬”等重要事件均发生在这一章中。密
集的事件、跌宕起伏的情节使小说叙事节奏
明显加快，读者的情绪也被事件发展和情节
变化调动起来，提升了作品的感染力。小说
的第十一章同样也使用了20页左右的篇幅来
讲故事，但主要事件仅有“欣赏桃花沟风
景”“五虎岭看演出”等，事件相对稀疏。
这些事件都不是引起故事转折的主要事件，
矛盾冲突相应减少。且在这一章中，作者运
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眺山一带的美丽景色，
读者跟随作者的描述走进了美丽的世外桃
源，身心也随之放松下来。环境的描写造成
了时间的延宕，所讲述事件的数量自然就减
少了，因此这一章形成了舒缓的叙事节奏。

在风景的意义表现层面，《野火春风斗
古城》有大段大段的风景描写，不但体现了
小说家俊秀的文笔，给小说带来清丽的抒情
气质，也调节了小说的叙事节奏，还可从柄
谷行人提出“风景与文化政治”的角度思
考。柄谷行人认为：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
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风景乃是被无视

“外部”的人发现。小说第十一章中，不断
穿插景致的白描，不断写初到根据地的韩燕
来对景致的流连，不惜绕远道去欣赏。这些
景物的美与敌占区的肃杀形成鲜明对照，而
发现这些景物的眼睛，也透射着人的情绪、
心灵特征或者说主体性。韩燕来的成长离不
开这次眺山之行。

儿女情 英雄气

《野火春风斗古城》对爱情情节的描写
含蓄而克制，且总是从属于革命叙事，但正
是这样的表达方式才使爱情叙事能够纳入到
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学叙事之中，没有遭到
批判。小说中的情感描写使革命时期的浪漫
爱情得以展现，为革命事业增添了一抹柔
情。爱情情节的展现在小说中显得既特别又
弥足珍贵，这也是作品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
原因之一。一方面，小说中民族革命战争的
宏大主题与传统家庭伦理叙事框架相结合；
另一方面，作家在小说中书写了个人的情爱
与革命任务的担当相辅相成。除此之外，小
说还呈现了儿女情与英雄气的辩证关系。晓
东和银环之间的爱情传达非常内敛，几乎全
都是借助一枚红心戒指来体现的，就连二人
确定恋爱关系时，杨晓冬也“只是轻轻地摸
索着她的长发，一时万感交萦”。

《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小说从诸英雄
人物的生活和斗争中，东鳞西爪地选取了一
些零星片断写成。拿它与实际生活比较，犹
如从波涛万顷的海洋里汲了一瓢水，从浩瀚
无边的原野里抓了一把土。例如，李英儒在
塑造杨老太太这个人物的时候，研究了一些
中外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李英儒认为学习旁
人只是拓宽思路，最重要的还是依据现实生
活进行创作。于是回忆、想象了很多农村母
亲的形象，诸如回民支队长的母亲马老太太
的形象、冀中“五一”扫荡前后掩护过“我
们”的房东老大娘的形象。此外，小说中的
很多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读者可以
在阅读作品时进行考据并对其一探究竟。

（□本报记者 刘兰慧 整理）

春风终归胜野火
——— 马兵谈《野火春风斗古城》

南中国风俗画的魅力所在
——— 张丽军读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红色经典是一种非常有中国特色
的书籍类型，指的是十七年与新中国
的建设高度配合中诞生的一批经典文
学作品。

红色经典不仅在中国当代文学史
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而且已经
变成了中国人的一些具有社交属性的
集体记忆，从“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
河妖”的全民暗号，到“红星闪闪放
光彩”朗朗上口的旋律，有的红色经
典书目甚至已成为整个家庭的“传家
宝”，一家三代、四代人，都对一本
书有讲不完的故事……

利用周末讲坛，我们陆续邀请经
典研究“一时之选”的著名学者教
授，带大家重温经典，唤起美好的集
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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