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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是 20年代革命小说的一种叙事类型。7个行动元、 17个功能构成这类小说的

叙事结构, 形成英雄胜利或失败两种语义模式。这种叙事形式隐喻一种 义务 (允许 /禁止 ) 的意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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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世纪 20年代革命文学潮流中, 以革命者

英雄故事 为叙事对象的小说十分引人注目。其

叙事焦点是革命英雄的 传奇 行为, 塑造出一些

令人难以忘怀
[ 1]
的革命者形象。这些被称为革命

罗曼谛克 或 革命 + 恋爱 的小说, 一直被视

作 革命小说的弱点和不健康倾向
[ 2]
。

革命英雄 是这类小说叙事结构中最主要、

最重要的行动元。它表现为三类人物形象。一类以

马林英 ( 《马林英》)、沈之菲 ( 《流亡》)、赵琴绮

( 《女囚》) 为代表, 他们是普通的革命知识青年,

大革命失败后, 在流亡、生死等命运和革命意志考

验关头, 表现出英勇、崇高与伟大的风采。二类以

汪森 ( 《暗夜》)、李杰 ( 《田野的风》)、祝先生

( 《盐场》) 等为代表, 他们是现代革命知识青年,

出身有产阶级家庭, 从城市来到农村发动农民 斗

田主 ; 他们是大革命时代农村革命的象征, 也展

现了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 这里经历着

一场灵魂的拷问、灵魂的苦刑
[ 2]
。三类以张进德

( 《田野的风》)、魏阿荣 ( 《村中的早晨》) 等为代

表, 他们是劳动农民阶级的子女, 不满地主豪绅的

压迫和剥削, 接受现代革命思想后, 就在乡村发动

乡亲进行斗争。

把这些革命者称为英雄, 不仅因为他们英勇和

坚强的革命精神, 而且因为他们有伟大、高尚的情

怀, 为革命而自甘牺牲幸福甚至生命。这些英雄

革命传奇 的倾向, 再现了现代进步青年与中国

现代革命的历史关系, 即他们是现代革命的推动者,

自觉承担建设新社会的革命义务与历史责任。

和 革命英雄 处于真正结构对立的是 反英

雄 这个行动元, 它是扼杀英雄革命活动的敌手,

跟英雄形成反革命与革命的语义结构。小说里, 反

英雄行动元很少有鲜明的人物形象, 多以 省城 、

县里 、 军队 等话语遮掩它的缺席。这个模糊

的角色形象, 其实隐喻大革命时期右倾的反革命势

力。因而, 它像一个阴影躲在叙事的深层, 决定英

雄的命运和小说的结局, 成为革命英雄无法战胜的

对手。小说为什么不把它形象化、具体化? 这主要

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作者叙事策略造成的, 以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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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现历史真实而又不会触犯已掌握权力的革命右

派, 这样小说可以问世而且作者不至遭遇 文祸 ;

其二是反革命历史事件仅作为革命英雄活动的时代

氛围与背景, 难以成为鲜明、具体的人物形象。总

之, 它跟英雄构成结构对立, 决定着小说的叙事。

和革命英雄处于直接对立的是 压迫者 这个

行动元, 形成善与恶冲突的语义结构。小说形象主

要是乡村里的土豪、劣绅。 《暗夜》中的王大兴、

钱文泰、胡局长, 《田野的风》中的李敬斋、何松

斋、胡扒皮, 《盐场》中的高尔泰、袁公庭等, 都

属于这个行动元。压迫者残忍剥削佃户, 激起英雄

的革命意识: 这是不合理的现象, 所以也就有

改造 的必要
[ 3]
! 小说还常出现抽象的压迫者,

主要指土豪阶层所依附的社会势力或国家统治机构。

它逼迫佃户忍受土豪劣绅的压迫, 生产佃户的 奴

隶意识 : 田地是东家的, 佃户应当守着纳租的本

分
[ 3]
。它不是英雄最终的革命目标。

革命英雄与反英雄、压迫者这两组矛盾对立的

行动元, 处在叙事结构的中心位置, 成为小说叙事

的焦点。这两组主要行动元下面或之间, 还有受压

迫者、反抗者、送信者、恋人等行动元。

受压迫者与压迫者处于直接矛盾的结构位置,

形成被剥削与剥削的语义结构; 它又与革命者处于

矛盾关系中, 形成忍受剥削和革命的意识冲突。王

荣发 ( 《田野里的风》)、老定 ( 《盐场》)、老魏

( 《村中的早晨》) 等人物形象, 都是这个行动元的

代表。他们不堪承受地主阶级的剥削与敲诈, 但又

不愿像革命英雄那样起来反抗, 甚至阻拦子女参加

革命。这些人物具有现实性, 有着中国传统农民的

精神特征。受革命运动的影响, 他们逐渐转变并加

入 斗田主 的洪流中, 成为革命英雄的拥护者。

这个行动元介于革命者、压迫者之间, 跟它们构成

不同的矛盾关系。

和压迫者处于直接矛盾对立的还有一个 反抗

者 行动元, 形成压迫与反抗的语义结构。它有英

雄、受压迫者、英雄帮手等三个方面的义素。作为

一个受压迫者, 它和压迫者构成矛盾对立, 形成剥

削与被剥削的语义内容; 作为一个英雄, 它和压迫

者构成矛盾冲突, 形成压迫与反抗的语义内容; 作

为英雄帮手, 它和英雄构成差异, 形成发动与响应、

领导与拥护的语义内容。总之, 它和英雄、受压迫

者一起构成跟压迫者的结构的对立, 也跟英雄、受

压迫者形成结构差异, 是功能和义素最丰富、复杂

的行动元。小说中, 它主要表现为罗大 (《暗夜》)、

王贵才 (《田野的风》)、成和 (《盐场》) 等年轻一

代的农民, 是一个次主人公小说形象。

和反抗者相比, 送信者这个行动元比较单纯,

它为英雄传送有关斗争方面的重要情报。 《暗夜》

中的小学教师梁子琴、 《田野的风》中的女学生何

月素, 都是这个行动元的小说人物。他们或深入敌

方内部侦探情报, 或冒险为革命英雄送来敌方阴谋

的信息, 成为英雄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帮手。它是

英雄和压迫者两个行动元的结合体, 和压迫者有比

较密切的关系, 与革命英雄也有一致的方面, 成为

英雄的一个革命帮手。

英雄传奇叙事中, 还有一个最次要的行动元

恋人 。她是英雄的崇拜者, 也是英雄爱慕的对

象。但革命英雄跟恋人之间的 爱情 叙事, 在英

雄 革命 叙事中 只占据了一个极不重要的地

位, 而且没有结束 。但在英雄失败的小说叙事中,

爱情 叙事几乎成为叙事中心, 成为 革命 +恋

爱 的一种典型模式, 洪灵菲的 《流亡》、阳翰生

的 《寒梅》与 《女囚》等小说表现得尤其明显。毛

姑、何月素 ( 《田野的风》)、黄曼曼 ( 《流亡》)、

岳锦成 ( 《女囚》) 等小说形象, 都属于这个行动

元。

革命英雄、反英雄、压迫者、受压迫者、反抗

者、送信者、恋人 7个行动元, 在革命英雄的传奇

叙事中经常出现, 形成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结构与

语义模式, 即英雄发动的革命取得胜利或以失败告

终。

二

7个行动元在叙事中产生 17个情节功能 (以下

依次排序 )。

(一 ) 在小说叙事开始阶段, 即英雄、佃户与

土豪劣绅的矛盾冲突引进阶段, 常出现 4个功能。

1. 佃户被土豪劣绅剥削得痛不欲生。《暗夜》、

《田野的风》、《大海》、《盐场》、《村中的早晨》等

小说, 都叙述田主 凶年不减租, 天灾也不减

租
[ 1]
, 导致贫困佃户走投无路的痛苦状况。小说

以它开始叙事有两个作用: 其一是表现土豪劣绅是

恶者; 其二是呈现社会的黑暗, 为英雄的革命设置

一个逻辑前因。

2. 受剥削的年轻农民暗中进行反抗活动。面对

土豪劣绅的剥削与压迫, 罗老伯 ( 《暗夜》)、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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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 《田野的风》)、老定 ( 《盐场》) 等父辈农民,

往往悲哀而无奈忍受, 但年轻农民却 暗暗地活跃

起来
[ 3 ]
, 或如罗大 ( 《暗夜》) 暗中参加农会, 或

像成和 ( 《盐场》) 那样偷运私盐, 或像王贵才

(《田野的风》心藏怒火。它构成、预示小说的情节

矛盾, 革命英雄出现之后就会激化为情节冲突。

3. 年轻人在城市受革命思想影响而成为革命者。

因为田主强夺巧取的剥削, 无法生活的年轻农民离开

乡村到城市寻觅活路, 受城里革命运动的影响而成为

革命党。张进德 ( 《田野的风》)、阿荣 ( 《村中的早

晨》) 等是如此。马林英 (《马林英》)、赵琴绮 ( 《女

囚》) 等知识青年, 也在城市读书时接受革命思想, 成

为一个现代革命知识青年。这个功能常作为小说情节

的背景出现, 却是小说情节与叙事逻辑必不可缺少的

环节, 构成革命者及其革命的神话 起源 叙事。此

外, 它隐喻中国现代革命的特征, 即由现代知识分子

在城市发动, 然后延伸到乡村。

4. 革命英雄从城市悄然来到乡村。《田野的风》

以张进德、李杰分别从矿区、城市回到家乡为小说情

节的开端; 《盐场》在北伐军胜利的背景上, 描绘了

一个从县里来的学生样子的青年 , 在盐民的世界已

经生活了 好几天 ; 《村中的早晨》也用倒叙的方

式, 追述阿荣 从城里回来的时候 已是一个革命

党。总之, 它揭开农村革命和革命英雄叙事的序幕。

以上 4个功能构成小说情节的背景部分, 形成小说故

事和叙事的前因, 构筑、预示小说情节的矛盾冲突,

即城里来的革命英雄与乡村土豪劣绅的对立。作为背

景和前因, 它们成为革命英雄及其乡村革命的 神话

起源 叙事, 是小说情节和叙事的一个逻辑环节, 又

隐喻大革命时期农村革命的历史情况。

(二 ) 小说情节的发展阶段, 即革命英雄与土

豪劣绅的矛盾冲突逐渐展开、激化部分, 常有 8个

功能出现。

5. 革命英雄在农村建立农会, 常在功能 4之后

出现。当张进德、李杰 (《田野的风》) 不约而同回

到家乡之后, 就积极动员受压迫的农民组织农民协

会, 起来同土豪劣绅作斗争。汪森 ( 《暗夜》)、阿

荣 ( 《村中的早晨》) 和祝先生 ( 《盐场》) 来到农

村后, 都暗中发动农民建立农会。这个功能是一个

政治隐喻, 象征 20世纪 20年代共产党在农村发生

的农民运动,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6. 知识青年成为革命者。在以农村革命为题材

的小说中, 革命英雄在农村组织农会; 在表现城市

革命的小说中, 知识青年也成为革命领导者。马林

英 (《马林英》) 军校毕业后, 被派往军队做兵士政

治训练工作; 沈之菲 (《流亡》) 大学毕业后, 成为

M党部的重要职员 ; 岳锦成 ( 《女囚》) 也在革

命活动中, 成为城市工人运动的勇士。这个功能的

作用同功能 5相同。

7. 老实、本分的佃户阻止儿女参与英雄发动的

革命活动。革命英雄来到乡村宣传革命思想, 得到

农民积极响应、拥护, 但一些老实、本分的佃户却

阻止儿女跟革命英雄来往。或像王荣发 ( 《田野的

风》)、老定 ( 《盐场》) 那样遵循佃户 种田交租

的 本分 、 天理 , 或如沈尊圣 ( 《流亡》)、老

魏 (《村中的早晨》) 那样恪守忠孝的封建思想, 或

是基于 天道难变 、到头来吃亏遭罪的还是穷人

的世故经验。这个功能具有现实主义色彩, 揭示了

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中的一个真实情景, 即遭到有着

丰富人世阅历及保守思想的父辈农民的心理抵触。

8. 土豪劣绅谋划对付英雄与农会的办法, 一般

在功能 5、 6后出现, 形成革命与反英雄的情节冲

突。革命英雄领导的 农会的势力渐渐地扩张起

来
[ 3]
, 引起土豪劣绅警惕与惊慌, 他们就聚集一

块商量对付英雄与农会的办法。张举人邀集地方绅

士 ( 《田野的风》) 商议对付张进德、李杰的方法,

决定雇人在晚上偷偷将他们捉住并打死; 正当汪森

( 《暗夜》) 与农会计划攻打田主庄园的时候, 田主

也在家里同绅士、警察局长决议趁早 扫平这些乱

党 ; 阿荣 (《村中的早晨》) 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

村里有钱的人们咒骂他, 城里的 官府 要捉

他 。这个功能是英雄与土豪劣绅之间矛盾激化的

标志, 是小说情节走向高潮的前奏。

9. 土豪劣绅的阴谋被人偷听并报告给英雄。小

说中, 土豪劣绅谋害英雄的计划总会被人偷听并及

时报告给英雄, 让英雄与农会做好防备。梁子琴

(《暗夜》)、何月素 (《田野的风》) 等, 都是偷听、

报信之人。从现实主义小说的角度看, 这个功能带

有很大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性, 即敌方阴谋为何会被

人偷听并报告给英雄。而众多小说都出现它有什么

意义? 首先, 这是传奇小说的特征, 即神秘的东西

总会被英雄察觉; 其次, 它蕴涵叙事者的道德意识,

即任何阴谋、邪恶的诡计与非正义总会失败。

10. 革命英雄带领农民与土豪劣绅斗争并取得

胜利。这是最重要的核心功能之一, 一般在功能 8、

9后出现。当土豪劣绅谋害、捉拿英雄的诡计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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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后, 英雄就率领农会人员攻打田主庄园。汪森

(《暗夜》) 指挥群众先攻占镇上的警察局, 然后就直

奔陈镇攻打钱文泰、王大兴家园; 李杰、张进德

(《田野的风》) 领导农会会员, 将计就计逮捕前来捉

拿他们的家伙; 《盐场》的盐民协会, 在夜里 激了

缉私营的枪, 到城里捉住了县官 。这些小说 力图

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和宣扬土地革命的斗争
[ 1]
, 所以,

农会斗争土豪劣绅的情节与场景成为叙事的焦点和情

节的高潮。但叙述者将这斗争描写得轻而易举, 有鲜

明的 浪漫 情调与传奇特征。

11. 在斗争中, 田主逃跑了。这个功能有两个

作用: 其一是呈现土豪劣绅被农会打倒的一种 下

场 惊慌而逃; 其二是起衔接故事情节的结构

作用, 为后来土豪劣绅卷土重来报复英雄与农会,

设置一个情节铺垫与前因。

12. 女革命者爱上革命英雄, 这是个较次要的

功能。女革命者与革命英雄的爱情叙事, 表现出两

个特点: 一是突出爱情中的 革命情谊 , 女性不

再是男性 性 欲望的纯粹对象, 而成为革命英雄

的信仰者和追随者, 就像何月素 (《田野的风》) 对

李杰的爱慕那样: 如果我是一个男子, 那我不也

像他李杰一样吗 ? 其次, 爱情叙事被边缘化, 几

乎不影响小说的主题, 换言之, 它跟革命叙事没有

情节的必然关系。总之, 它是一个次要的情节功能,

随着革命文学界和社会读者对 革命 + 恋爱 的日

益反感, 小说中 爱情叙事 就逐渐减少。

以上 8个功能, 构成英雄传奇叙事的情节发展,

构成英雄与土豪劣绅间的矛盾冲突及情节高潮, 并

以英雄战胜后者而解决冲突。由于叙述的主观化倾

向, 小说矛盾的解决显得极为轻易、不真实, 小说

情节及叙事具有传奇性。

(三 ) 在小说情节转折、结束阶段, 即右倾反革命

势力到来、革命失败的阶段, 5个功能经常出现。

13. 城里发生反革命的形势变化。这是一个最

核心的情节功能之一。正当李杰、张进德 ( 《田野

的风》) 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 在县城里, 在省城

里, 在政府建都的所在, 近来似乎在酝酿着什么可

怕的, 一时尚难以想象的事变 ; 当老魏到山头村

来会他的儿子的时候 (《村中的早晨》) , 阿荣领导

的革命队伍刚得到 白党正在进行着围攻这个乡

村 的消息; 这个功能象征国民党屠杀革命势力的

历史情状, 隐喻作者再现大革命历史的叙事企图。

它起着转折小说情节的作用, 是英雄由胜利走向失

败的转折, 是推动小说情节继续发展的又一动因。

14. 逃跑到城里的土豪劣绅返回乡村复仇。英

雄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时候, 一些土豪劣绅逃到城

里躲避起来或寻找帮助; 当反革命潮流发生、到来

之际, 他们就气势汹汹重返家乡, 趁机围剿农会与

英雄, 夺回自己被剥夺的权力并重建统治秩序, 正

如 《盐场》所描写的, 朝代又换了一个, 龙头毕

竟还是做他的龙头 。总之, 它形成革命与反革命

的巨大情节转折、波澜, 产生斗争和复仇的小说高

潮, 成为英雄传奇最重要的情节功能之一。

15. 保守的老年佃户思想发生转变、参加革命,

常在功能 10之后出现。当英雄领导农会战胜土豪劣

绅的势力后, 那些恪守本分、不敢反抗的老年农民

思想开始转变, 不再坚持种田交租的 本分 , 默

许儿子参加农会的革命, 自己也站在农会的立场上。

洪灵菲的 《大海》描绘了他们精神的巨大变化:

他们现在都不喝酒了, 他们都被新生活征服着。

他们变得异常驯服, 他们都愿意在苏维埃的指导下

面去做事情 。如果说功能 10呈现传奇色彩, 那么

这个情节功能有现实主义的特征, 表现了中国传统

农民的精神、意识的历史变化。

16. 英雄失败。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与一般的

传奇小说不同, 很少出现 幸福的结局
[ 4]
, 常以

英雄的失败而告终。马林英 (《马林英》) 这位

不凡的女革命者被政府捉拿、就地正法; 不甘于革

命失败的成和 (《盐场》) 无奈地流落到都市; 张进

德、李杰 (《田野的风》) 领导的农民自卫队最后去

金刚山入伙 。总之, 这些小说结局以反传奇方

式, 呈现出模仿或再现大革命历史逻辑的叙事企图,

也起着结束故事、封闭小说情节的作用, 形成英雄

失败 的语义模式。

17. 英雄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如果说 《田野

的风》、《马林英》、《盐场》等小说, 以现实主义方

式结束叙事, 那么 《暗夜》、 《大海》、 《村中的早

晨》等小说却有传奇小说的特征, 即英雄取得胜利

并洋溢幸福、欢乐的情调。阿荣 ( 《村中的早晨》)

领导的革命队伍在晨光中凯旋, 驳壳枪在他的手

里发着钢铁的光芒 ; 汪森 ( 《暗夜》) 领导农会武

装攻下地主庄园, 高朗的鲜红的秋阳, 正散射出

金箭似的光针, 驱散了满天的灰败的乌暗的浮云 ;

《大海》描绘革命胜利后农民的激动心情, 如 大

海一般地咆哮着、叫喊着、震怒着 。这些小说用

艳阳、激昂的情绪衬托英雄胜利的神圣与欢快,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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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不自然地燃烧的激情
[ 4]
的传奇叙事特征。总

之, 它与功能 16一样, 起着结束故事、封闭情节的

作用, 形成英雄取得胜利的语义模式。

以上 5个主要功能, 构成小说情节转折阶段的

叙事结构, 产生英雄与土豪劣绅之间革命和复仇的

情节冲突, 再次掀起小说情节波澜与高潮, 导致小

说矛盾的最终解决, 形成英雄革命胜利或失败两种

语义结构。

三

革命英雄、反英雄、压迫者等 7个行动元及 17

个情节功能, 构成革命英雄传奇叙事的结构, 形成

英雄革命胜利与革命失败两种语义模式。但无论它

的语义形式如何, 传奇叙事实质隐喻一种 义务

(允许与禁止 ) 的意识逻辑, 展现现代知识分子与

现代革命之间的历史关系, 即 救亡 的历史重任

使他们发动颠覆现存秩序的现代革命, 但却以

恶 的罪名而被禁止。小说都采用鲜明的主观化

叙述态度, 对英雄的革命行为与精神进行赞颂, 因

此叙事染上 罗曼谛克 情调, 并呈现出 传奇

的某些特征。即使在英雄革命失败的叙事中, 叙事

者对英雄的 道义 行为和神圣的革命精神都抱有

敬意, 流露对英雄及其革命的同情与赞颂。

英雄叙事的 传奇 色彩一直受到批评, 被认

为是 最肤浅的最浮面的描写
[ 2]
。但小说的叙事

结构与叙事逻辑具有现实主义品格, 再现了大革命

时期的革命热潮及其失败的状况, 也隐喻现代革命

青年的一些精神面貌。它的现实性结构与传奇性的

叙述特征, 创造了一种 20年代革命的小说叙事类

型, 产生了 《流亡》、《田野的风》等一批经典性革

命作品, 丰富了 20年代革命小说的叙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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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序上把行业中某一产品分为三个阶段: 技术

先进阶段产品的市场结构呈垄断型, 技术普通阶段产

品的市场结构呈竞争型, 而技术落后阶段产品的市场

往往呈恶性竞争态势; 从时点上把行业的产品分为三

个类别, 则先进技术产品的市场结构呈垄断型, 普通

技术产品的市场结构呈竞争型, 落后技术产品的市场

结构呈恶性竞争态势。如图 3所示。

图 3 行业内多样性市场结构动态演化过程

导致当代产业内市场结构多样性的根本力量是

技术创新, 产业内不断的技术创新使新的先进技术

不断出现, 也使原有的先进技术向普通技术和落后

技术变迁。技术创新不仅 造就 了多样性的市场

结构, 也是产业市场结构演变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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