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 年 !& 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012*3045(.426/+(-(753(60,-3602+6228040(+

19:;!" +9;$

(<=>%&!%

?9@!!&>ABCBDE>@FFG>!C"H I!!"J>%&!%>&$>&&$

农民典型形象塑造与百年农村变迁描写 !

,,,评陶少鸿长篇小说&大地芬芳'

余三定

!湖南理工学院 中文系#湖南 岳阳 H!H&&C"

"摘#要#陶少鸿的长篇小说&大地芬芳'!成功塑造了主人公陶秉坤这一典型中国农民形象!同时生动地描写出了近百年来

中国农民与世事$与政治$与时势$与社会变迁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这是一部极具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关键词#陶少鸿%&大地芬芳'%陶秉坤%百年农村变迁%艺术感染力

"中图分类号#0%&">H%$###"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C"H I!!"J$%&!%%&$ I&&%! I&$

E/*"#!3<8(&;D&'.#'%C.&>#7'#&*8-/&/07#/*+'3 $+'&;7"&/>#9#%('8<*8-/

***1$#:8#6-/!&- )"&-"-/>m%/-:#;-4-*"#D'&>'&/(#-4*"#F&'*".

5)3NG?@GO

!8R\NT=[RG=9U6S@GRFR# /QGNG 0GF=@=Q=R9U4R<SG9:9OX# 5QRXNGO# /QGNG H!H&&C# 6S@GN"

12%*'&(*% 4SRG9YR:9U-4SR.TNOTNG<R9U=SR2NT=S. VX4N9FSN9/9GO@F<9GF@?RTR? NF9GRW9TaF9UOTRN=?R\=S 9U

=S9QOS=NG? NT=@F=@<N\\RN:# WS@<S @FFQ<<RR?@GO@G FSN\@GO=SR=X\@<N:@[NOR9U6S@GRFRUNT[RTF9U4N9]@GOaQG# NF

WR::NFY@Y@?:X?R\@<=@GO@G=RGFRTR:N=@9G VR=WRRG 6S@GRFRUNT[RTFNG? F9<@R=X# \9:@=@<FNG? =@[RF# F9<@N:<SNGOR>

=#3 6-'0%%4N93SN9S9GO$ 4SR.TNOTNG<R9U=SR2NT=S$ 4N9]@GOaQG$ <RG=QTXTQTN:<SNGORF$ NT=@F=@<N\\RN:

##陶少鸿的长篇小说+大地芬芳, !人民文学出

版社 %&!& 年 !% 月第 ! 版"是一部对中国农民&对

农民与土地不可分离的关系进行深层文化解读的

成功之作&厚重之作' 这部作品非常成功地塑造出

了陶秉坤这样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生动地描

绘出了近百年来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社会阶

层"发展&变化的形象史$作品同时生动地描写出了

近百年来中国农村上演的种种活剧#逼真地叙写出

了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的变迁史' 因此#这部长篇小

说不仅可读#而且耐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农

民&土地&农村#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从深层认识农民

与土地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可以帮助我们观察

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史&风情史'

一

+大地芬芳,主人公陶秉坤是一位塑造得非常

成功的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这是一位既血肉生

动&个性鲜明#又具历史深度&文化意蕴的立体的农

民形象' 陶秉坤同时是是勇敢的土地开垦者&勤劳

的土地耕耘者&执着的土地守卫者'

陶秉坤是勇敢的土地开垦者' 陶秉坤开垦土

地的勇敢#既表现在他不怕艰难#也表现在他始终

不渝#矢志不移' 陶秉坤刚成家时#遭算计被伯父

陶立德夺占了父亲留下的好田丁字丘&晒簟丘' 陶

秉坤在心里说%-对作田人来讲#没有比田地更要紧

的#这是挖了他的命根呵1.对农民来说#没有土地

就没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和前提' 于是#陶秉坤和

新婚妻子黄幺姑走上牛角冲的荒山开垦土地' 作

品中这样描写道%面对土地#陶秉坤-站成个骑马的

姿势#将锄头冲太阳高高地举起#双臂暗暗一使劲#

狠狠地挖将下去' 嚓1 锄尖深深地锲进土里#那一

刹那#真是说不出的痛快淋漓1 握锄的手随即一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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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再往后一拉#一大块泥土便翻卷过来' 浓烈而

芳香的泥土气息顿时扑满胸怀#令他兴奋#令他陶

醉'.陶秉坤-热血沸腾#雄性十足地将锄头高举#恍

惚之间#他觉得锄头并不是身外之物#而是长在他

身上的有生命力的器官#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把

坚挺的意志和生命的热望深深地锲入泥土'.当芒

种过去夏至就要到来之时#-牛角冲.面目一新#陶

秉坤垦覆的荒地上栽上了红薯秧#薯秧很快长出了

新芽#在阳光和雨露的催促下#嫩绿的薯藤满地乱

爬' 开垦旱地成功后#陶秉坤又开始了艰难地建造

水田' 整整一个冬天#陶秉坤把堂兄堂弟浪费在牌

桌上的那些日子都拿来开田' 田当中那块顽冥不

化的岩石耗费了他不少功夫' 腊月二十四#一丘大

约三分大小的新田基本造成#陶秉坤根据新田的形

状将它命名为扮桶丘' 作品后文还写到#一到冬闲

时节#陶秉坤就在-牛角冲.开挖新田#年年不懈'

他人单力小#连干了几年#也只开出不到一分田'

陶秉坤九十多岁时#还顶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

潮#躲到山上开荒#作品中写道%-这里叫羊耳朵#是

个与邻大队接界#谁也不管的地方' 一座耸立的山

嘴和一片葳蕤的丛林隐蔽着一小块荒土' 他挖了

一锄#捏一把土在手心' 土黑油油的很松软#喷发

着沁人心脾的泥香.' -只要好天气#陶秉坤都到羊

耳朵里去开荒#每天挖一点#积少成多#到腊月里#

就开垦出了一块两分面积大小的好土' 对于一个

九十高龄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奇迹'.

陶秉坤是勤劳的土地耕耘者' 由于陶秉坤与

土地有着难以言说的深厚感情#他总是以劳动为快

乐#以耕耘土地为最大的享受#他的田种得最好#他

的地也种得最好' 陶秉坤是最勤劳的土地耕耘者#

是最优秀的土地耕耘者#也是最快乐的土地耕耘

者' 作品中写道%-鸡叫三遍#陶秉坤爬起床#给土

地亩燃三根香#叩一个头.#-就挑两担刚从山上挖

回的红薯去溪里洗' 朦胧之中#溪水冰凉#霜风砭

骨#手脚被水冻得通红' 他没有觉得难受.' -往往

是他家铲薯米的声音响过一阵#石蛙奚上游和下游

的人家才有寥落的呼应'.陶秉坤-一点也不觉得

累#一天到晚劲鼓鼓的#夜饭时喝一盅自酿的红薯

酒#觉得日子有滋有味'.作品在多处地方写陶秉坤

犁田#写得特别富有诗意和情趣#其中一处写道%

-插秧季节临近#陶秉坤戴上斗笠#穿好蓑衣#扛好

犁具#牵牛来到丁字丘' 细蒙蒙的雨无声无息地飘

洒#棕蓑衣的翅上挑起了许多亮晶晶的水珠' 架好

犁轭#陶秉坤右手扶犁#左手执鞭#浑厚的嗓门叫一

声%2嗨13牛便四平八稳地往前走#柔软黑亮的泥坯

从犁铧上错落有致地倒下来#在泥水里排成顺溜溜

的一行#散发着扑鼻的泥香'.-世上万事万物#只有

土地是好东西#皇帝佬儿也离不开它的养育#它是

一切根基之所在呵1 他贪婪地嗅着泥巴的气息#不

时地扬一下鞭.' 作品的另一处写陶秉坤犁田%-牛

走得好轻快#犁如龙般游动#犁坯则似破竹撕篾般

往一旁分出来#韵味儿十足' 他跟着犁沟不紧不慢

地走#恍惚之间#牛&犁&人已是三位一体#浑然不能

分' 他是那样得心应手#没有丝毫的劳累' 犁到田

头时#他像壮后生一样轻而易举地将沉重的犁搬

起#调转方向' 滑腻的泥巴从他的趾缝里迸出#好

似一条条泥鳅溜走了#非常有趣'.从上面的描写可

以看出#陶秉坤在辛勤地耕耘土地的时候#从来没

有感到过劳累&痛苦和悲伤#他感受到的是轻松&快

乐和享受' 陶秉坤是勤劳的土地耕耘者#也是幸福

的的土地耕耘者' 陶秉坤活了一百多岁#最后他是

坐在田里逝世的#作品中写道%-陶秉坤端坐在田里

纹丝不动#宛如一尊石像.#-他的一双瞎眼仍大睁

着#手里还死攥着两把泥土'.可以说#土地是陶秉

坤的生活#也是他的生命#他和土地完全融为了

一体'

陶秉坤是执着的土地守卫者' 如同陶秉坤一

辈子都在勤劳地耕耘土地一样#他一辈子同时都在

为守卫土地而战' 在守卫土地这方面#陶秉坤似乎

是屡屡以失败而告终' 他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

战#从来没有屈服过' 成家立业之初#丁字丘&晒簟

丘遭算计被伯父陶立德夺占#是陶秉坤守卫土地的

第一次失败' 若干年后#在连续 $ 天大雨后#遭遇

大滑坡#陶立德的旱地从山坡上滑下来压住了陶秉

坤松树坳的两亩田#陶秉坤的两亩田就此被陶立德

借机占去#陶秉坤曾去县衙告状#结果当然是毫无

作用#只得被迫放弃这两亩水田#这是陶秉坤守卫

土地的又一次失败' 陶秉坤想起在置田!守卫土

地"上的种种不顺#忽然悟到#莫非是因为自己对土

地菩萨有不恭之处0 为显示自己对土地菩萨的诚

心#他在屋东头山坡上建起了一座土地庙#他在土

地庙门上恭敬地写了一幅对联%土能生万物#地可

发千祥' 土地菩萨当然不可能为陶秉坤守卫土地#

陶秉坤把自己守卫土地的祈望寄托在土地菩萨身

上不过是梦想而已' 如果说#上面所述陶秉坤为守

卫土地而战所面临的对手主要是个体的某些奸诈

之人和自然灾害的话$那么#陶秉坤在他漫漫人生

途程中守卫土地所面临的更多挑战则主要是社会

变革所带来的变故和影响' 这后一方面笔者将在

后面专门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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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和综合起来看#可以说作为中国农民典型

形象的陶秉坤具有深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一个

具有立体感的血肉生动的人物形象' 我们从作品

中看到#作为土地开垦者&耕耘者的陶秉坤#总是表

现出激情&奋进#朝气&旺盛#在他面前没有不能克

服的困难#在他的生活里总是表现出诗情和画意$

而作为土地守卫者的陶秉坤#则总是表现出无助&

无奈&落寞&悲伤#在他面前总有无法解决的矛盾#

在他的生活里总是表现出冷峻和萧瑟' 陶秉坤身

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是中国农

民身上所共同具有的#陶秉坤是真正的中国农民的

典型形象'

二

陶少鸿的+大地芬芳,在成功地塑造出中国农

民典型形象的同时#还生动地描写出了近百年来中

国农民与世事&与政治&与时势&与社会变迁不可分

离的紧密联系' 因而可以说#这部长篇小说在一定

意义上折射和反映了近百年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

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途程和历史#或者说是写出了

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的变迁史'

作品起笔不凡#把 !K 岁时的陶秉坤在犹豫片

刻后#挺身而出毅然救下即将被沉潭的黄幺姑!黄

幺姑此后便成为了陶秉坤的妻子"的情节写得惊心

动魄#扣人心弦' 这个精彩的开头不仅隆重地推出

了作品的主人公#使全书的故事情节有了一个很好

的开头$同时也让读者了解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是

正处在上世纪初期!清朝末年"的宗法制农业社会

里' 上世纪整个百年的中国农村变迁&农民命运&

农业发展就是从这一起点开始的' 此后#作品或祥

或略&或显或隐地写到闹农会&国共合作&马日事

变&挨户团反攻倒算&国民党清剿共产党的游击队&

共产党游击队内部的所谓路线斗争等等#其中的重

要人物陈秀英&水上飙&陶玉林等在农村长大后#投

身造反和革命#一个个出生入死#命途多舛#时时让

读者对这些人物牵挂和担忧' 作品写到抗日战争

时期的常德会战$写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一小股

日本兵窜入青龙镇#在国民党驻军一个排落荒而逃

的时候#是乡村知识分子陈梦园和日本兵斗智斗

勇#与这一小股日本兵同归而尽#使同胞们免受遭

殃' 作品写到解放战争#写陶秉坤正在县城上中学

的孙子!陶秉坤大儿子陶玉田的儿子"陶禄生参加

游行#抗议国民党政府制造惨案$写金圆券贬值带

来的灾难和由此引起的不断蔓延的民众愤怒情绪$

写安华国民党县长蔡如廉在地下党的策动下举行

起义#安华宣布解放#不久是湖南和平解放' 上述

种种生动的描写#在真实地表现和折射出 %& 世纪

前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中国农村的风情

变迁的同时#也写出了中国农民与社会变革无法脱

离&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 关于后一方面#我从陶

秉坤的遭际&命运中看得很清楚#陶秉坤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农民#他热爱的是土地#他只想获得土地&

耕耘土地&从土地中取得收获#也就是说他只想面

对土地&面对大自然#他只想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

系$可在事实上#他怎么也无法摆脱世事的纠葛#怎

么也无法摆脱社会变革给他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乃

至裹挟#所以他也不情愿地参加了农会#后来又遭

受挨户团的反攻倒算#他的后代更是完全超出了他

的期望和掌控#或参加学潮&或参加革命&或参加国

民党军队的等等都不乏其人#这就是说#他必须面

对世事&面对社会#他必须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尽

管他想回避却怎么也无法回避'

如果说#在 %& 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很难有

-安静.的农村和-纯粹.的农民#那么可以说#到了

%& 世纪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村更加-活跃.#中国

的农民也更加-复杂.了' !B$& 年#农村开展了清

匪反霸和减租减息工作' 陶秉坤在他所经历的第

三个朝代开始之后#他由衷地感到天翻过来了#世

道变好了' 陶秉坤认为#这个世道将不再有恃强凌

弱#而是凭本事吃饭' 他希望世道就像脚下的土地

一样朴实可信%只要你肯下力气出汗#就会得到相

应的回报' 你勤劳地耕耘它#它忠实地养活你$你

活着#与他相依为命#死了又回到它的怀抱#与他融

合为一体' 陶秉坤的憧憬和期待是美好的#但社会

现实则是严峻的' 此时陶秉坤开始了买田置地#并

终于买回了原本属于他的丁字丘&晒簟丘#-陶秉坤

揣着田契字据走向泥香扑鼻的田畴' 他兴奋得两

眼发热#头重脚轻#好似踩在棉花包上.#他甚至在

-长满野草的丁字丘里打了一个滚.' 可陶秉坤高

兴的劲头还未过足瘾#担任区长的孙子陶禄生就赶

回家逼着他把田卖掉#因为陶禄生知道土地改革马

上就要开始了' 陶秉坤虽然对孙子陶禄生怨恨不

已#不久土地改革来临后他就懂得了孙子那样做的

缘由' 土改期间#买下陶秉坤田地的陶玉贤被划为

地主成分#并在斗争大会上挨批斗' 作品写道%斗

争大会结束后#-陶秉坤埋头往家里走#感到陶玉贤

两只眼睛还从背后怨愤地盯着他' 显然#若不是从

他手里买进了那些田#陶玉贤就不会划成地主#也

不会遭受今天这份罪$换句话说#若不是陶禄生背

着他将田卖掉#那今天跪在台上挨打的#就是他陶

A%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年第 $ 期!总第 KK 期"

秉坤了' 陶秉坤心里既后怕又负疚#同时也有一份

庆幸' 在这个崭新的世界面前#陶秉坤真正感到自

己老了'.陶秉坤真正感到自己-老了.#实际意味

着他开始感到与世事隔膜了#开始失去自信了' 可

以说#此后的陶秉坤就一直生活在与现实的隔膜&

矛盾冲突中' 互助组&合作化!陶秉坤甚至因带头

闹退社而在斗争大会上挨斗争"时期是这样#人民

公社-吃食堂.!陶秉坤对食堂是一百个不顺眼#他

说-我怎么不急0 人是公社的#可肚皮是自己的

呢."时期也是这样' 而到-文革.时期#陶秉坤对

现实的隔膜&反感&抵触愈益厉害#陶秉坤开始时是

对孙子陶禄生说的意义-并不感兴趣.$造-大寨

田.时#看到磨洋工的人很多#-看得很恼火.#要他

参加农业学大寨现场会#他回答说-你们开会#关我

屁事.$后来还顶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潮#躲

到山上开荒#以致被民兵押回并挨打'

如何看待作为典型的农民形象的陶秉坤与世

事&与现实的隔膜&反感&抵触乃至一定程度上的抗

争#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是陶秉坤们太过

固执&死板#还是我们社会对待农民&农业&农村的

政策太过脱离实际0 在农村-吃食堂.饿死人以后#

陶秉坤对当干部的孙子陶禄生说$-我们作田人#一

不稀罕穿金戴银#二不眼红山珍海味#有碗饭活命

就行' 本来各种各的田种得好好的#你们硬要收了

田去搞什么鬼公社#百十号男女老幼到一口锅里吃

饭#结果呢#搞成这个样子#大家都当饿死鬼1 还说

人民公社是金桥#泥巴桥&短命桥1.陶秉坤还说%

-管他这主义那主义#有饱饭吃就是好主义1.陶秉

坤的话是朴实的&简单的&常识性的#但这朴实的&

简单的&常识性的话却是真话#是真理$-有饱饭吃

就是好主义.可以看作是陶秉坤的-哲学.# 陶秉坤

的-哲学.可以说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 笔者

认为#过去的极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违背常识#就

是不讲真话'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陶少鸿的独

立思考和陶少鸿作品的深刻之处'

陶秉坤活了一百多岁#他生命的晚期已是到处

都在搞开发的时期' 陶秉坤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听

到了轰鸣的机器声#当他得知原来这是在平整土地

搞开发&包括他的丁字丘也被征收了被平整以后#

他的额头青筋暴起#责问道%-哪天征的0 把我的田

征了也不问我一声0 那田毁了就没得了啊1 你们

这些败家子1.陶秉坤于是拄着竹拐棍来到田边#气

恨难消#一个踉跄#跌坐在田里#再也没有起来' 由

这里的描写可以看出#陶秉坤是为守卫自己的土地

而逝' 如何看待陶秉坤的这种行为#作家对-开发

者.和-守卫者.似乎保持了中立的态度' 不过笔

者认为#陶秉坤的行为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改革

开放&搞开发当然是好事$但只顾开发&过度开发带

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也不可忽视啊'

三

+大地芬芳,是一部颇为耐人寻味&引人思索的

厚重之作#也是一部非常具有可读性&非常具有艺

术感染力的作品' 这部作品的艺术探索&艺术特点

和艺术成就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总结'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数十个有着鲜明性格特点&

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 陈秀英!于亚

男"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形象#她在领导游击队

开展游击战期间#英勇顽强#足智多谋$遭受左倾路

线的残酷迫害#仍不改初衷' 解放以后不久#她因

历史问题再次遭受误解#被撤销县委副书记#长期

遭受歧视&直至被投入劳改农场#但她始终没有怨

言&没有失望#她一直寄希望于党组织#总是相信自

己的问题一定能真相大白' 陈秀英性格的坚忍不

拔#她对信念和信仰的执着#真可谓感天动地' 陈

秀英最后的结局是因神经失常而死' 作品这样描

写陈秀英的悲惨结局#丝毫也无损于她作为真正共

产党人的崇高形象#相反这样的描写正显示出共产

党人也是-人.而不是-神.#这样的描写使我们感

受到#陈秀英形象是真实的&鲜活的&血肉生动的'

其他#如游击队负责人水上飙的勇武&机智和不怕

牺牲的性格#先为游击队副队长&后成为国民党军

官的陶玉林两次作出带有被迫性的反水所显示出

来的某种无奈和直爽的性格#中共湘中特委给游击

队派来的党代表周布尔的极左&狭隘&自负而残暴

的性格#正直知识分子陈梦园的渊博&儒雅和大义

凛然&从容舍生赴死的性格#软弱知识分子蔡如廉

的投机&胆小&怕事而又讲义气的性格#农会积极分

子铜锁既有流氓无赖相又具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

某种性格#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品的心理描写也颇为精彩' 土改中陶秉坤

没有分到半分田土#作品这样描写陶秉坤的心理活

动%-但他还是很高兴#只要自己原有的田地不少一

分半厘#他就心满意足了'.工作队收走了他所有的

旧文契#给他颁发了土地证#上面盖了人民政府的

红色印章#作品写道%-这等于说#政府也承认了他

对现有田地的拥有权#他心里踏实了.' -他跟那些

无偿获得土地的农民一样#内心充满喜悦'.-他认

为土地改革美中不足的是不该把土地分给像陶秉

贵那样的懒汉和败家子'.这里对陶秉坤的心理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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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真切&细腻而又简洁' 作品另一处地方描写解放

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担任国民党军营长的陶玉林

正驻守云南#这天傍晚陶玉林接到了翌日越过边界

向缅甸撤退的命令' 作品接下去写道%-向来办事

果断利索的陶玉林被这道命令弄得踌躇起来' 他

在飘泊着晚霞的河边踱着步#异国吹来风把他的头

发撩得跟他的心绪一样凌乱不堪' 他久久地眺望

着北边的天空和大地#一种早已忘却的情怀油然而

生' 长庚星跳出天幕时#他毅然回到营部#将他的

几位连长叫到帐篷里来'.作品在这里几乎没有一

句直接写陶玉林的心理活动#只是着力于写陶玉林

所处的独特环境和他独特的动作&表情#但陶玉林

心灵里的掀起的巨大波澜我们完全感受到了#这样

他毅然作出-投奔解放军.的决断也是令人信服的'

为给黄幺姑报仇而杀了族长的年轻时的水上飙躲

到深山里后#作品这样写水上飙的心理%-每日看着

相同的景象#无声流动的云#亘古屹立的山#默不作

声的树#水上飙觉得日子真是悠长又悠长#与原来

风急浪高的驾排生涯有着天壤之别' 他时常感到

岁月已经凝固#就像一张搁浅了的木排一样'.这是

用抒情的笔调写水上飙心灵的寂寞#真切感人#很

能让读者感同身受'

作品的细节描写也是很成功的' 国民党商会

会长蔡如廉和共产党游击队的水上飙偶然相遇的

紧张情节全由细节表现出来%

那日!小淹镇逢场!水上飙扮成山民模样!提了

一张狐狸皮!蹲在摊贩最密集的地方# 中共湖南省

委派一名姓王的同志从水路来青龙山!向湘中特委

传达有关精神!水上飙专门来此迎接# 凑巧蔡如廉

萌发了逛场的兴趣!挤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路看

过来# 水上飙瞟见他!把斗笠压低!遮住自己的脸#

本来蔡如廉已从他面前过去了!偏偏那张狐狸皮又

吸引了他的目光# 他蹲下身子将狐狸皮摸捏一阵!

问")这皮子多少钱+*水上飙见躲不过去了!便先发

制人!猛一抬头!盯着蔡如廉")这要看你识不识货

/*蔡如廉见斗笠下亮出的竟是水上飙的脸!顿时

张口结舌# 水上飙右手插进怀里!攥紧了暗藏的手

枪!一语双关地")老板!认出这张皮子来了吧+*蔡

如廉镇定一下!连连点头")认出来了# 不过我只是

随便问问!我对皮毛生意没兴趣!你莫误会/*水上

飙说")那你莫多嘴多舌!耽误了我的生意莫怪我不

客气/*蔡如廉忙说")好$好!我就走!我们井水不犯

河水/*

0!1

在上述看似平静的细节描写和对话描写中#我

们阅读时仿佛有某种惊心动魄之感#这就是作品出

色细节描写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 作品另一处写

解放初陶禄生回家给祖父陶秉坤做工作#要祖父将

买进的田赶快卖掉' 工作未能做通#陶禄生只好偷

出田契安排哥哥福生暗中去卖田#此时的陶秉坤还

不知情' 作品写道%陶秉坤从火灰里扒出一个煨红

薯#轻轻捏捏#见已熟软#便拍拍灰#往陶禄生面前

一递#似乎祖孙间并无半点芥蒂' 陶禄生双手接过

红薯#立即烫得一哆嗦#红薯掉回火塘里' 陶秉坤

歉意地道%-哦#我忘了#你手上没有茧的'.说着拿

一根筷子往那个红薯里一戳#然后举起重新递给陶

禄生' 这段描写中#在十分温馨的家庭场景里#实

际上蕴蓄着不小的尖锐矛盾冲突#这样的细节描写

能紧紧地抓住读者的阅读心理'

此外#作品关于游击战争的描写&关于地下工

作的描写&关于放排的描写&关于劳改农场的描写&

关于造-大寨田.的描写#等等#都十分的真实生动#

富有艺术感染力' 这些成功的描写#除显示出作家

具有杰出的艺术功力外#还说明作家在创作这部作

品时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和生活积累准备工作'

作家这种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在今天这个普遍

浮躁的社会里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充分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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