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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学以其鲜明的主色调“红色”对抗着历史的遗忘。在战火
中度过燃情岁月的一代人已悄然离去，而这些红色经典则为我们保存着这个明亮的颜
色。在这些作品中，如火的青春、胜利的希望、坚定的意志、奋斗的激情，都成为红
色的“客观对应物”。

如火的青春如火的青春 奋斗的激情奋斗的激情
从20世纪五十年代走来的红色经典小说

除以上这些描写革命战争
的红色经典小说之外，20 世纪
50 年代在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
上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周
立波的 《山乡巨变》（1958 年~
1960 年）、柳青的 《创业史》
（第 1 部，1959 年连载，次年出
单行本） 等农村题材的小说，
围 绕 着 “ 农 业 集 体 化 ” 等 主
题，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
的 制 度 变 化 和 农 民 的 思 想 觉
醒。而赵树理的 《锻炼锻炼》
（1958 年） 则通过农民的视角，

可贵地暴露了农村制度改革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除“农村小
说”外，20 世纪 50 年代的文坛
还出现了“工业题材小说”，如
草明 《火车头》（1950 年）、艾
芜 《百炼成钢》（1957 年） 等。
在诗歌方面，贺敬之、郭小川
等人的“政治抒情诗”对时代
巨变进行“宏伟抒情”，而李
季 、 闻 捷 、 张 志 民 则 是 “ 写
实”诗体的代表人物。杨朔、
刘白羽等人的散文创作也颇具
特色，促进了当代散文和报告

文学的发展。在戏剧方面，出
现 了 老 舍 的 《茶 馆》（1957
年）， 郭 沫 若 的 《蔡 文 姬》
（1958年）等作品。

除此之外，1956 年至 1957
年“百花齐放”时期，也出现
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文学作品，
如王蒙的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
人》（1956年《人民文学》发表
时标题为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
人》）、宗璞的 《红豆》（1957
年）等。

据《北京晚报》

文学作品“百花齐放”

作 为 当 代 文 学 70 年 的 开
端，20 世纪50 年代的中国文学
是“五四文学”的延续，也是

“左翼文学”的继承，更是延安
文艺座谈会思想的贯彻。此时
的文学创作一方面在小说、诗
歌、散文等多个文学领域都呈
现出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在风
格与思想上又具有鲜明的“一
体化”特点。除“百花齐放”

的短暂时期外，整个20 世纪50
年代的文学都洋溢着一股乐观
歌颂的情绪，文学与政治也空
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个时期文学的最主要收
获首先是“红色经典小说”，以
回顾革命战争岁月为主，包括

《保 卫 延 安》（杜 鹏 程 ， 1954
年）、《铁道游击队》（知侠，
1954 年）、《林海雪原》（曲波，

1957年）、《红日》（吴强，1957
年）、《青春之歌》（杨沫，1958
年） 等。这些作品通过生动的
情节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
普及了新政权从形成到建立的
历史知识。将个体的生命价值
溶解到最后的胜利中是这些作
品的主导倾向。但同样是描写
革命战争岁月，不同的作品又
各有特色。

20世纪50年代文学创作空间繁荣

《保卫延安》较典型地体现
了这个时期战争小说的特点。
这部小说第一次大规模、全景
式 地 描 写 了 整 个 战 役 的 全 过
程，通过青化砭伏击战、蟠龙
镇 攻 坚 战 、 长 城 线 上 的 运 动
战，以及沙家店歼灭战等展示
了各种类型的战争的特点。《红
日》 是继 《保卫延安》 以后出
现的另一部出色的战争小说，
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战场
上先后进行的涟水、莱芜、孟
良崮三场战役。作者没有一上
来就渲染人民解放军“横扫千
军”的气势，而是采用了欲扬
先抑的手法，描写了解放军的

“置之死地而后生”。除叙述策
略外，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也

较为成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人物的扁平化。

与 以 上 这 两 部 较 “ 规 范
化”的战争小说相比，《铁道游
击队》 和 《林海雪原》 则带有
较浓厚的民间色彩，吸收了中
国 传 统 小 说 中 的 “ 侠 义 ” 因
素，增加了人物的生动性和故
事的趣味性。其中前者以抗日
战争时期山东枣庄一带活跃在
铁路上的游击队为表现对象。
作为“草莽英雄”，他们身怀绝
活、神出鬼没，凭借智慧和勇
敢最终取得了胜利。后者以奇
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大战
四方台等为线索，讲述了解放
战争初期东北剿匪的战斗，带
有通俗小说中的武侠、言情、

鬼怪色彩，情节曲折有致，深
受读者喜爱。

《青春之歌》 是 20 世纪 50
年代又一部产生重要影响的小
说，带有“自叙传”色彩，其
特色是将主人公林道静的个人
成长历程与对革命历史的叙述
成功结合在一起。在展现中国
共产党承担救亡的历史重任的
同时，讲述了林道静如何通过
与江华、林红、卢嘉川等人的
接触，由一个文艺少女转变为
一个革命战士。除此之外，这
部作品还思考了中国知识分子
的 道 路 问 题 和 女 性 的 命 运 问
题，表明个体只有融入时代洪
流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红色经典小说的鲜明特色

在诸多红色经典中，《青
春之歌》 无疑是最“青春”、
最能代表“五四”精神的文
本。《青春之歌》里投射了不
少杨沫本人经历的影子，某
种程度上被视为“自叙传”
式的写作。

杨沫原名杨成业，1914
年生于北京一个富裕的地主
家庭。1931 年，因反抗母亲
安排的包办婚姻，正在读中
学的杨沫被断绝了供给。后
来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
正在北大国文系念书的张中
行。在张中行眼里，杨沫

“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
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
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
俗”。而在杨沫看来，张中行
文雅谦逊，两人不久便开始
热恋。母亲病故后，杨沫与
张中行同居。两个人在北京
过了一段清贫、琐碎的生
活，但他们之间很快便产生
分歧。1933 年除夕夜，杨沫
来到胞妹、著名演员白杨
（原名杨成芳）的公寓，见到
十几位从东北流亡来的爱国
青年和共产党员，深深被他
们的热情和带来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所吸引和震撼。这是
她后来所说的人生中的“急
转弯”。反观张中行，则愈发
显得是个一心钻研古书、不
追求政治进步的“老夫子”，
这让杨沫难以忍受，也不再
甘心在小家庭中当一个贤妻
良母。终于在1936年，两人
分道扬镳。

《青春之歌》女主角林道
静的人生，在包括逃婚、第
一次婚姻生活、除夕之夜

“急转弯”、入党等几处重大
节点上都复刻了杨沫自己的
经历。有所不同的是，与杨
沫不同，林道静的母亲是被

地主强占的佃户的女儿，这
让林道静身上天然带有更为
彻底的阶级反抗基因。张中
行也被视为是余永泽的原
型，杨沫将余永泽这个传统
知识分子刻画得褊狭、平庸
而自私，让张中行在小说出
版后遭受了不少压力和指
点。不过公允来说，余永泽
只是一个被矮化的文学形
象，在当时中国前途不明朗
的环境下，张中行不选择革
命而倾心学术也并不为错。
尤为难得的是，张中行确有
中国传统文人的正直和风
度，没有为此指责和辩解
过，还坦然解释说“人家写
的是小说，不是历史回忆
录”。即便在“文革”中，也
顶住压力，对杨沫持有积极
的评价，让杨沫很感念。

至新中国成立，杨沫已
从事多年革命工作，但因长
年劳累过度，她饱受种种病
痛折磨。1951年，受《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 鼓舞，杨沫
决心将盘旋在脑中已久的革
命故事写下来。她很快拟定
了提纲并开始动笔，小说最
初取名为《千锤百炼》，后改
为《烧不尽的野火》。利用工
作间隙，1955年，这部35万
字的书稿全部完成。

作品最后定名为 《青春
之歌》，1958 年正式出版。
甫一面世，《青春之歌》迅速
成为畅销书，至次年已加印
至 130 万册。1959 年，据其
改编的同名电影作为国庆十
周年献礼影片上映，在国内轰
动一时，再度扩大了原著的影
响。由谢芳饰演的女主角林
道静端庄而坚定，她举起右拳
宣誓入党的特写画面辨识度
极高，可以说成为中国影史的
经典镜头之一。 晚综

杨沫与《青春之歌》

杨沫杨沫

1959年，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影片《青春之歌》
引起广泛关注，林道静由谢芳饰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