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悦读·大家10 2019年9月23日 星期一 责编：谭艺君

延伸阅读

红色文学经典红色文学经典：：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句话叫“三红一创，山青保林”，指的是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社会产生重大

影响的八部长篇小说，即《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红日》（吴强）、《红旗谱》（梁斌）、《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
（周立波）、《青春之歌》（杨沫）、《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这些长篇小说与诞生于同一时期的其他
经典作品，如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白刃）、《铜墙铁壁》（柳青）、《风云初记》（孙犁）、《铁道游击队》（知侠）、《小城
春秋》（高云览）、《战斗的青春》（雪克）、《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烈火金刚》（刘流）、《敌后武工队》（冯志）、
《苦菜花》（冯德英）、《三家巷》（欧阳山）等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红色文学经典”。

壹

叁
红色经典描写了一大批朴厚、

正直的劳动人民形象，一大批不畏
艰险、勇于奋争、舍生取义和无私
奉献的革命者形象，其中革命理想
主义的精神是其普遍的特征。经历
了战火硝烟的洗礼，在中华民族终
于站起来的特定时代里，革命理想
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提
供了精神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完成
了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任
务。无数可敬可爱的先烈们展现的
纯洁高尚、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

永远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也
正是在这一点上，“三红一创、青
山保林”等一批红色经典在世界范
围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中国当代文
学，要开阔胸襟，着力于抒写超越
个体情感体验的普遍性的精神力
量；要放眼天下，站在世界化的高
度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富强时代，彰
显时代的世界性价值，才不辜负这才不辜负这
个伟大的时代个伟大的时代。。书写富强时代的精书写富强时代的精
神神，，是红色经典给予今天中国文学是红色经典给予今天中国文学
最有价值的启发。

塑造中国文学的精神品格

史诗性和英雄品格是这些红色
文学经典最为显著的特征。它们以
强烈的史诗意识和高度的艺术概括
力，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反映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
革命与建设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真实地展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走过的
光辉而艰巨的历程，有着深刻的教
育意义和强烈的鼓舞作用。故而，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些作品又
被称为“革命历史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大
都是其所讲述的革命历史的亲历
者。正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对《平
原烈火》和《小兵张嘎》的作者徐
光耀革命生涯和文学生涯的概括，
他们“并不是为了写作而走向战
场，而是在那个弥漫着血与火的时
代，和中国人民一起站到了生与死
的十字路口”。而那些艰难曲折的
革命经历，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生命能量。“只要拿起笔，让思
绪回到那个年代，就能重新获得力
量，以百倍的勇气和意志，顽强地
生活和写作。写作，也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呈现了它高于生活的价
值。”

红色经典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
多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和熠熠生辉
的共产党员形象，《青春之歌》中
绽放着青春风采、勇敢追求民主与
自由的知识女性林道静；《红岩》
中忍受酷刑、坚贞不屈，怀着崇高
理想、不畏牺牲的革命烈士江姐；

《创业史》 中勤劳朴实、坚忍不
拔，虽然遭遇磨难却仍坚持创业的
普通劳动者梁生宝……这些栩栩如
生的英雄人物，向我们展现了中华
民族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革命精
神。伴随着红色经典作品深入人
心，这些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激励
着几代人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
而拼搏、奋斗。

红色文学经典的史诗性

除了气势磅礴的长篇小说，作
家们也留下了诸多其他体裁的脍炙
人口的文学名篇。孙犁、茹志鹃、
刘真、峻青、王愿坚等作家在短篇
小说中融入了较多的个人视角和个
人经验，如《山地回忆》（孙犁）、

《百合花》（茹志鹃）、《黎明的河
边》（峻青）、《党费》（王愿坚）、

《英雄的乐章》（刘真）、《万妞》
（菡子）等。

艾青、李季、李瑛、臧克家、
严辰、张志民、阮章竞、郭小川、
闻捷、贺敬之等诗人纷纷加入到对
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
歌颂合唱中，《向太阳》（艾青）、

《向昆仑》（李季）、《李大钊》（臧
克家）、《漳河水》（阮章竞）、《甘
蔗林—青纱帐》（郭小川）、《吐鲁
番情歌》（闻捷） 等都成为传诵一
时的名篇。值得一提的是，贺敬之
的《雷锋之歌》在对雷锋这一新中
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宣传赞颂方面，
发挥了诗歌的特殊作用。

在散文、报告文学、通讯特
写方面，除了产生巨大影响的

《记一辆纺车》（吴伯箫）、《谁是
最可爱的人》（魏巍）、《县委书记
的榜样——焦裕禄》（穆青、冯
健、周原）等作品之外，大型丛书

《星火燎原》与大型丛刊《红旗飘
飘》也成为一代人难忘的记忆。前
者清晰完整地反映解放军的出生、
斗争、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后者专
门向青少年读者宣传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光荣斗争的历史，歌颂近
百年来我国历次革命斗争中的先烈
和英雄人物，鼓舞青年一代向无限
美好的社会主义英勇进军。

进入新时期以来，红色题材的
文学创作仍一再掀起热潮，并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有了新的发掘与拓
展，产生了《东方》和《地球上的
红飘带》（魏巍）、《高山下的花
环》（李存葆）、《亮剑》（都梁）、

《历史的天空》（徐贵祥）、《解放战
争》（王树增）等经典名作。

红色题材文学创作热潮不断贰

“三红一创，山青保林”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的“ 三 红 一 创 ，山 青 保
林”，指的是以下八部长
篇小说。

《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

这部小说 1961 年一经面世，
立即引起轰动。江姐、许云
峰等英烈坚贞不屈的事迹代
代流传。

《红日》

1947 年的孟良崮战役消
灭了蒋介石的 74 师及其师长
张 灵 甫 ， 吴 强 的 小 说 《红
日》 写的就是这段“战史”，
是一部纪实与虚构兼备的不
可多得的战争小说。

《红旗谱》

梁斌以大革命失败的前
后十年为历史背景，以雄健
豪放的笔触勾画了这部北方
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绘制
了中国共产党旗帜下的农民
英雄谱。贫农朱老忠和他的
死对头地主冯老兰令人印象
深刻。

《创业史》

小说以梁生宝互助组的
发展为线索，表现了我国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
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
变。这部巨著蕴藏着作者柳
青14年农村生活的丰厚积累。

《山乡巨变》

周立波描绘了湖南清溪
乡农民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
中的巨变，时代特色鲜明，
南国的民俗风情赋予了小说
特殊的韵味。

《青春之歌》

林道静的成长代表着一
个“小资”的知识分子在向
共产党靠近的过程中从软弱
到坚定的必然经历，杨沫用
革命、爱情、理想谱写了这
首飞扬的青春赞歌，曾是一
个时代年轻人的必读书。

《保卫延安》

杜鹏程多写重大题材，
这部小说写的就是解放战争
中的延安保卫战。以周大勇
连长的英雄事迹为核心，描
绘了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

《林海雪原》

谁会忘记深入匪巢的孤
胆英雄杨子荣？1955年2月至
1956年8月，曲波以自己亲身
经历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东
北剿匪斗争，塑造了一个时
代的传奇。

晚综

红色经典永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