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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民 族 国 家 的 叙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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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院文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研究。

[摘　要 ]新英雄传奇以讴歌工农兵新英雄人物为中心 ,展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

民主革命战争历史的传奇式描写。它不仅以艺术的具象展示了不同革命历史阶段战争生活的

壮丽图景 ,而且以历史的聚焦凸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主题。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叙

事 ,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新文学主流话语由启蒙话语向民族话语的重大转换 ,一方面昭示了新

英雄传奇作为当代叙事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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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由于自身的长期闭关自守与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残酷打击 ,中国由一个封

建帝国逐渐演变为一个“在内部没有民主 ,而受封建制度压迫 ;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 ,而受帝国主义压

迫”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 [1 ]
(第 291页 ) ,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峻挑战。在这种历史情境中 ,

近代中国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相继发起了旨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在这些民族、民主

革命中 ,最为中心的主题莫过于建立一个与国际政治接轨的现代民族国家 ,从而实现民族独立 ,参与世

界竞争 ,寻求民族的现代性发展。梁启超提出的“今日欲救中国 ,无他术焉 ,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

而已”
[ 2]

(第 11页 ) ,便可谓对这一中心主题的深刻阐释。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 ,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 ,一方面坚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

行最彻底的决裂”
[3 ]

(第 272页 ) ,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 ,一方面把阶级斗争与暴力革

命作为革命的主要动力装置付诸实践。然而 ,当中国共产党发起新型的革命运动之时 ,由国民党统治的

中国“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却“尚无中华民国之实”
[4 ]

(第 365页 ) ,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依然没有改

变 ,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占领东北三省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中华民族更是危机空前 ,乃至被推

向亡国灭种的边缘。这一历史处境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须并首先完成此前民族、民主

革命所遗留的中心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换言之 ,它“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 ,改变这个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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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 ,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 ,使革命向前发展 ,建立

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 4]
(第 352页 )而“第一步” ,也就是进行以民族、民主革命为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 ,“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4 ] (第 349页 )。

当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断发育成长之时 ,处在战

争环境之中、以救亡为己任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便积极对它进行叙事 ,为它呐喊 ,以参与革命历史的同构。

而当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诞生于中华大地之后 ,中国当代文学更是大规模地对它进行叙事 ,

以此构筑民族自由解放的神话 ,并为新的国家与新的社会作出合法性证明。

以创造新英雄人物形象为创作重心并追求传奇审美旨趣的新英雄传奇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早在

20世纪 40年代中期的抗日战争结束前夕 ,以《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为开端的新英雄传奇作

品 ,便以迅速的姿态 ,对处在发育成长中的新中国进行叙事。而在新中国成立之际、特别是新中国诞生以

后直至 80年代初期 ,以《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苦菜花》、《红

岩》等为代表的新英雄传奇 ,不但以历史叙事的形式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阶段的历史“记录组织成读

者可以识别出来的不同种类的故事” [5 ]
(第 164页 ) ,对其加以“文本化”乃至“经典化” ,而且以新中国萌芽

生长、发展壮大的伟大历程为主线 ,展开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宏大叙事” ,并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小

说创作潮流。

二

1938年 ,身为陕甘宁文协主任的周扬大力号召与呼吁解放区作家: “战争变化了中国 ,而变化得最

迅激且最巨大的是邻近战争的地区。那里有无数兵士兄弟们为卫国守土的流血的战斗 ,有广大民众武装

起来保卫家乡的誓死的斗争 ,有抗日政权的巨人般的出现 ,而尤其值得在文学上反映的 ,是敌人的野蛮

残暴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上所激起的剧烈的变化 ,他们从落后的 ,散漫的 ,屈从的转变到前进的 ,有组织

的 ,抗争的这个伟大的觉醒的过程。于此可以展示出中国现实的积极面 ,中华民族力量的储藏量 ,独立自

由幸福的新中国的雏形。” [6 ]
(第 71页 )应该说 ,新英雄传奇的诞生及其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在很大

程度上是与周扬这一讲话精神的政策导引分不开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境遇中 ,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强大以及它们发动的非正义战争 ,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儿女不得不采取正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及其武装力量作殊死

搏斗。 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说到底就是一部伟大的战争史。新中国也正是在新民主主义民族、

民主革命战争的推动下孕育成形并脱胎而生的。如果说 ,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表现为民族、民主革命战

争的话 ,那么 ,新英雄传奇就是对于新民主主义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艺术再现。它不仅以相当规模的作

品艺术地再现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情景 ,而且以为数众多的作品分别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

民主战争、解放战争的时代风云 ,几乎构成了一部完整而宏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象史。 尽管比之当

代现实主义战争小说 ,新英雄传奇对新民主主义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艺术再现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

(诸如采用浪漫传奇的手法描写战争、侧重描写各种游击战争与小规模战争等 ) ,但无论如何 ,它所描写

的战争客观上都是促进新中国发育成长的强大动力。因此 ,从最外在、最直接的层面上看 ,新英雄传奇通

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历史风云的生动讲述 ,展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正义的民族、

民主战争以缔造新中国的历史主旋律。

大批新英雄传奇作品通过对抗日游击战争不同历史场景的具象描写 ,凸显了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 ,战胜或消灭日本侵略者 ,赢得民族解放 ,从而推动新中国发育成长的伟

大历程。 如在晋绥边区 ,吕梁一带的农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成立民兵自卫队 ,按照毛主席“挤敌

人”的方针 ,实行“劳武结合” ,组织“变工爆炸” ,与日本鬼子及汉奸队伍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游击战 ,最后

挤得敌人统治区“由面变成线 ,由线变成孤立的据点” (《吕梁英雄传》 )。 在鲁南临、枣铁路沿线 ,刘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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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等铁道、煤矿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成立铁道游击队 ,通过“血染洋行”、“票车上的战斗”、“夜袭临

城”、“打岗村”、“拆炮楼”等惊心动魄而又富于传奇性的战斗 ,打得鬼子心惊胆寒 ,最终迫使一整铁甲列

车的鬼子向铁道游击队投降 (《铁道游击队》 )。 在广大的冀中地区 ,既有区委书记许凤、区游击队长李铁

领导八路军、游击队与日军展开的激烈遭遇之战 (《战斗的青春》 ) ;又有武工队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武工

队与日、伪进行的机智灵活之战 (《敌后武工队》 ) ;还有区委书记齐英、八路军排长史更新在小李庄一带

领导的艰苦卓绝的生死之战 (《烈火金钢》 )……这些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艺术描写 ,既从整体上再现了

抗日战争的历史风云 ,又凸显了这样的历史理念:正是全国各地中华儿女奋起抗战及其所取得的一个个

胜利 ,中华民族才逐渐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 ,赢得了民族独立 ,进而为新中国的成立创造了根本

的先决条件 ,使之得以孕育成形。

不少新英雄传奇作品则通过对不同时期国内民主革命战争历史风云的集中描写 ,凸现了广大革命

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解放战争 ,从而削弱以至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迎接新

中国到来的光辉历程。如井冈山革命时期 ,红军大队长郝大成带领红军战士在井冈山区的四岭山一带开

展游击战争 ,进行土地革命 ,通过“狭谷突围”、“奇袭白云山”、“恶战伏虎岭”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争 ,

最终粉碎了国民党团阀与正规部队的重兵围剿 ,并找到了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胜利的井冈山道

路 (《万山红遍》 )。上个世纪 30年代初期 ,被叛变后的国民党抓进厦门监狱的共产党员李悦、四敏、吴坚、

剑平等与狱外党组织密切配合 ,最后成功地组织了集体大越狱 ,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小城春秋》 )。解放

战争之初 ,由青年指挥员少剑波率领的解放军精锐小分队深入东北莽莽林海雪原 ,通过奇袭奶头山、智

取威虎山、林海雪原大周旋等传奇式战斗 ,既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权在广大东北地区的反动统治 ,又肃

清了该地区长期以来为害人民的社会痼疾—— 匪患 (《林海雪原》 )。新中国即将来临的黎明前夜 ,中共重

庆地下党人许云峰、江姐等为迎接共和国的到来 ,广泛发动工人、农民、学生运动 ,与大势已去仍作垂死

挣扎的国民党政权进行最后的生死较量并最终取得胜利 (《红岩》 )……这些描写 ,在反映中国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前仆后继的国内解放战争的历史情景的同时 ,展示了新中国在国内民主战争推动

下孕育成长的历史轨迹。

三

“国也者 ,积民而成。国之有民 ,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 [ 7]
(第 1页 )民众是国家的主体。对中

国来说 ,是千千万万的中华民族儿女使她成为了一个政治实体。历史地看 ,近代以来的中国之所以在世

界竞争中屡屡被动挨打、不能形成现代民族国家 ,除了政治制度落后、国力贫弱等原因外 ,一个至关重要

的因素便是民族儿女的不觉醒 ,特别是他们民族、国家观念十分匮乏 ,政治觉悟程度极其有限 ,以致“虽

经国耻国难 ,而漠然不以动其心” [8 ]
(第 23页 )。 然而 ,随着时代的变化 ,中华民族儿女终于逐渐觉醒与成

长起来 ,并彻底改变了民族与国家的命运。对新英雄传奇来说 ,它不仅着力于对新英雄人物形象的创造 ,

而且以动态描写的方式展开新英雄人物从蒙昧到觉悟、从落后到先进、从幼稚到成熟的成长历程 ,乃至

构成了一种普遍的“成长模式”。 因此 ,从较为内在的层面看 ,新英雄传奇又通过对中华民族儿女觉醒与

成长的描写隐喻了新中国的发育成长。

新英雄传奇以具体的新英雄人物为描写对象 ,普遍展示了中华民族儿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思想

觉醒的崭新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广泛宣传发动下 ,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召唤中 ,千千万万的中华

民族儿女不断从落后的思想状态中解放出来 ,民族意识与革命觉悟逐步高涨 ,纷纷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

的伟大历史洪流 ,从而带来了民族与国家历史命运的根本好转。如在《新儿女英雄传》中 ,尚未觉醒的牛

大水虽老实厚道 ,勤劳肯干 ,但却胆小怕事 ,耽于守着“五亩苇子地”过小日子 ,生命的意义仅在于充当生

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 “七七事变”爆发后 ,他除了惊慌与恐惧 ,以及担心自家的收成与活命外 ,根本

不理解整个民族的命运 ,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族责任 ,真所谓“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 [7 ]
(第 2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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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经过共产党员黑老蔡的启发教育 ,牛大水的民族意识很快觉醒 ,由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再如

在《苦菜花》中 ,生活在胶东王官庄的母亲 (仁义嫂 )、老起等民族儿女们 ,曾经“传统的象牛马一样的劳动

着” ,或“象绵羊一样驯服 ,象豆腐一样任人摆布” ,并“相信该穷该富是命运注定的 ,自己是没有力量也没

有权力改变的”
[ 9]

(第 3页 ) ,但在共产党员姜永泉与上级党组织的启发带动下 ,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同时

觉醒起来 ,并踏上救国救民的道路。在《铁道游击队》中 ,面对同胞无辜被日寇残杀 ,鲁南铁路沿线的铁

路、煤矿工人刘洪、王强们也不再是毫无意义的“看客” [ 10]
(第 216页 ) ,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铁道游

击队对日寇予以坚决还击……这些民族儿女思想的觉醒 ,不仅标志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 ,而且带来了

整个民族与国家的命运的根本转折 ,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始朝着新中国的发展方向迈进。

新英雄传奇还通过新英雄人物具体行为的描写展示了民族儿女不断成长的历程。仍拿牛大水、杨小

梅来说 ,经过“县上受训” ,同属文盲的牛、杨二人都识了字 ,学习了文化 ,并接受了更多的革命理论——

特别是牛大水 ,在“受训”中丢掉了故土难离的心理包袱、克服了纪律观念淡薄的落后习气。尔后 ,在农民

游击队里 ,不会带兵打仗的牛大水又在老排长的指导下掌握了作战本领。他相继担任过村农会主任、村

长、区委书记、民兵连指导员等职务 ,率领游击队在白洋淀一带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而在解放县城一

役中 ,牛大水亲手击毙了日军司令龟板、以及大汉奸何世雄及其走狗张金龙。 杨小梅也在民族战争的洗

礼中由一个柔弱女子成长为坚强的抗日妇女干部……总之 ,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他们积极地投身于抗战

的历史洪流 ,而革命熔炉与战火的锤炼又使他们不断成长起来 ,终于成为有胆有识、舍生忘死的新儿女

英雄与创建“新社会的柱石” [11 ]
(第 1页 )。

无论是民族儿女的觉醒还是他们的成长 ,都从国家主体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巨变。对新中国来说 ,

这种巨变不仅是其发育成长的重要条件 ,而且构成了新中国发育成长的一个具体缩影或重要侧面。从这

个意义上 ,新英雄传奇对民族儿女觉醒与成长的描写 ,隐喻了新中国的发育成长。

四

战争为新中国诞生创造了基本途径 ,民族儿女的觉醒与成长也构成了新中国主体力量的内在转变 ,

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最主要的标志是`主权’概念的形成 ,即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社会 ,占有一定的

领土 ,不受外来的统治 ,一个有组织的政府。”
[12 ]

(第 34页 )对于成长发育中的新中国来说 ,逐步建立起一

个具有广泛人民性、拥有完整主权的新型国家政权 (即中央政府 ) ,不唯是其成长发育的需要 ,而且是其

屹立于世的最终表征。除了描写战争与民族儿女的觉醒与成长外 ,新英雄传奇还大力书写了新型人民政

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孕育成形和发展壮大。虽然 ,它没有直接描写新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如土

地革命时期的中央苏维埃或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诞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但却广泛展开了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各种新型地方性民主政权建设的描写。

新英雄传奇普遍描写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暴中各种新型地方性民主政权的蓬勃兴起的生动景

象。如在《洋铁桶的故事》中 ,作者专门描述了“老百姓自动组织新政权”的动人场面:一心投靠“皇军”、出

卖八路的维持会伪村长被洋铁桶一枪打死 ,抗日游击队与“老百姓”一起在何家寨子召开“群众大会” ,成

立新的区政府 ,并由“三十几个庄子的代表”约 400人通过“民主选举” ,选举新的区政府干部。 在《苦菜

花》中 ,根据上级党组织“把政权夺过来 ,攥在咱们手里 ,领导人民坚决抗日”的指示 ,共产党员、区代表姜

永泉深入王官庄 ,与当地农民共产党员一起组织武装暴动 ,一举推翻了由卖国贼、大地主、大恶霸王唯一

把持的水胜乡旧政权 ,并通过召开群众大会 ,“产生村政府 ,选举村干部”—— “会写写算算 ,办事有些办

法” ,为人老实的原村长老德顺被选为村长 ,德松、七子、娟子、兰子等农民共产党员分别被选为农救会

长、副村长、妇救会长和青妇队长 ,玉秋、大海等革命积极分子分别被选为民兵队长和青救会长……在这

些生动的景象中 ,我们还不难发现新型地方性民主政权所凸显出来的诸多“新型”品质。如阶级关系上 ,

以劳动人民为其主体 ,在组织形式上 ,实行了民主选举制度 ,在政权性质上 ,人民群众真正做到了当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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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等等。这些 ,无疑开始具有了未来新中国政权的同质同构性。

新英雄传奇还极力展示了新型地方性政权在实现民族解放、维护国家独立上的核心功能。这里以

《山呼海啸》为例作些分析。日寇犬养武政郎联队近三千人并纠合数千汉奸队伍 ,向担任箝制敌任务的八

路军昆仑部队主力连与春华山根据地人民发动疯狂攻击 ,企图占领我大好河山 ,奴役我人民。然而 ,由于

在以春华山为中心的广大滨海山区——包括春华、东霞、南栖、禄川等各县 ,普遍建立了强大的抗日民主

新政权 ,以及这些抗日民主新政权奉行的坚决抵抗来犯之敌的对外政策 ,侵略者的美梦不过是黄粱一

现。这种核心功能的发挥凸显了新政权的独立自主性 ,即新政权所享有的真正意义上的主权。 《洋铁桶

的故事》、《吕梁英雄传》、《苦菜花》等作品都有类似的描写与展示。

各种新型政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暴中的大量涌现 ,以及它们在阶级关系、组织形式与政权性质

等方面凸现的与未来的新中国政权同质同构性 ,特别是它们对国家主权的真正享有 ,无疑从国体与政体

方面标志了新中国“雏形”的诞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新英雄传奇对新型地方性民主政权建设的

描写 ,象征了新中国的发育成长及其诞生。

五

在整个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 ,对现代民族国家进行的叙事并非由新英雄传奇发端 ,而早在 20世纪

初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政治小说就已开始。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在对于“新中国未来”图

景的勾画中最早体现了维新派对独立民族国家的超前想象。而蔡元培的《新年梦》 ,则直接表达了现代资

产阶级革命家对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要求:清政府作为“冒牌的管帐人”伪造印章 ,把货物盗卖给

外人 ,终被众人驱逐 ,体现其统治制度的“老法子”被全部废止 ,人们按照新的国法办事 ;列强的海陆军皆

被击败 ,租界被赎回 ,失地被收复 ,“从前叫做势力范围”的地方 ,被“统统消灭”。 稍后 ,陈天华的《狮子

吼》 ,还以更为慷慨的语言警醒东亚睡狮 (指中国 )起来反对“野蛮人”、“蚕食国”、“鲸吞国”、“狐媚国” (均

喻西方列强 ) ,且通过对“民权村”的描写展示了建设新中国的种种气象。

然而 ,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 ,早期资产阶级政治小说中对现代民族国家

的想象也化作了一时的过眼烟云。 “五四”时期 ,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导入思想革命 ,鲁迅

等民族知识精英们坚持以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来改造与振兴中国 ,并特别强调“其首在立人 ,人立而后凡

事举”或“国人之自觉至 ,个性张 ,沙聚之邦 ,由是转为人国” [13 ]
(第 27页 ) ,即把改造“国民性”、建立国人的

健全人格放在首位。这种启蒙主义话语背面所潜隐的深层次民族情怀或救亡意识 ,由于其重心落在反封

建或“剖析”“国民性”弱点上 ,它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毕竟是难以等同的—— 因为后者是

对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型民族国家或走向新生的民族所进行的历史叙事。

在 20世纪文学中 ,真正而且大规模、大面积展开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 ,是 4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兴

起、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形成创作浪潮的各种叙事文学类型——如当代现实主义战争小说、新英雄传奇、

叙事诗、戏剧、电影作品等等。这是因为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进行及其取得的辉煌胜利 ,特

别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使文学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不仅成为一种客观

需要 ,而且获得了活生生的现实参照。而在“民族化、大众化”、“普及第一”等口号下大量涌现、并深受广

大工农兵读者喜爱的新英雄传奇 ,堪称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最大方面军。它与其他当代叙事文学类型所

展开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 ,不仅表明了时代主题变化对文学话语所发生的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而且标志

了中国文学主流话语由启蒙主义话语转向民族自由解放神话的重大转换。就新英雄传奇来说 ,尽管它的

不少作品存在着阶级话语过分挤压民族话语、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情形 ,未来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有可

能对它所描写的革命历史进行“解码”与重新“编码” ,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 ,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持

了文学与历史的同构关系 ,并再现了现代中华民族走出内忧外患、建立独立自主民族国家的划时代历

史 ,成为使后世之人得以了解这一划时代历史的重要“文本”类型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称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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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诗” ,以此确认它作为当代叙事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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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of Modern Nation-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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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 ty , majo 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Abstract: The new hero leg enda ry is concentrating on singing the praises o f the new heroes who

a re wo 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while i t depicts w ith leg endary methods the histories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 lutionary w ar w hich is under the leadership o 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no t

only opens up the magnificent prospects o f w ar life in each revo lutionary periods w ith a concrete

picture of arts, but also proves by focusing histo ry the centra l theme o f the modern Chinese

revo lution. In this sense, i t means narra tiv e of modern nation-sta te. This na rra tive of modern nation-

sta te ref lects the g reat conversion of new mainst ream discourses o f Chinese new li tera ture f rom

enlightenment discourses to nation discourses. On the one hand, i t displays the existing values o f new

hero leg enda ry as contempora ry narrativ e li tera ture.

Key words: new hero leg enda ry; moder n nation-sta te; nar ra tiv e

·732·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第 5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