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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别样的成长小说 

———评楚荷长篇小说《工厂工会》

宋德发，任钰琳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楚荷的长篇小说《工厂工会》是一部别样的成长小说：首先它讲述了主人公从“孙猴子”成长为“孙政委”的故事，具

有一般成长小说的共性；其次它讲述的是一个底层企业工人的成长故事，在题材上有别于其它常见的成长小说，而这种特别

源自作家强烈的底层关怀意识和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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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荷被誉为湘潭市最会写小说的作家之一，我
看此言非虚。他１９８６年在《新创作》发表处女作，
即微型小说《秋叶》，１９８９年在《湖南文学》发表短
篇小说《没有必要后悔》，２０００年在三峡出版社出
版长篇小说《梦里春秋》和《棋王》，２００４年在《当
代》发表中篇小说《拜托了，风儿》，２００５年在《当
代》头条发表长篇小说《苦楝树》（该作品在当年

《当代》长篇小说评选中荣获银奖）。他的作品不

多（也不少），每一部都掷地有声，在湘潭文学界引

发一片赞叹。

２００９年，楚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当代·
长篇小说选刊》第５期头条发表《工厂工会》。这部
作品自然地成为楚荷的代表作，标志着他创作风格

的成熟，值得批评家们作多角度和多层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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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粗读一遍之后，我们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是一部

成长小说；在细读多遍之后，我们更加确信了：这不

仅是一部成长小说，还是一部别样的成长小说。

一

所谓成长小说，顾名思义，就是讲述了“成长”

故事的小说。“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

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经历的各种遭

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

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

……”［１］或者说，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

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或改变了原有的

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

变使他脱离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

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２］对照成长小说的定义，

发现《工厂工会》完全符合各项关键性的指标：它描

写了主人公孙千钧道德、心理和性格的发展历程，

讲述了他如何从一个年少无知的少年成长为一个

成熟、有责任感和有英雄气质的工会领袖。

孙千钧又是如何成长的？这从他外号的变迁

可窥一斑。不知道是无意还是有心，楚荷给成长前

的孙千钧封外号为“孙猴子”，给成长后的孙千钧起

外号为“孙政委”。外号也叫“绰号”“诨名”，其产

生有多种由头，如从形貌方面看，汉代贾逵因身高

头长，被称为“贾长头”；从举止方面看，西汉甄丰喜

欢夜间谋议，人称“夜半客”；从行为方面看，东汉崔

烈以５００万钱买官，人称“铜臭”；从爱好方面看，南
明弘光天子喜欢用蛤蟆制药，因此得名“蛤蟆天

子”；从著作方面看，骆宾王被称为“算博士”，因为

他诗中多用数字做对子；从学识方面看，明代的程

济因博学而获“两脚书橱”的雅号；从谈吐方面看，

唐代窦巩因不善言辞被时人讽为“嗫嚅翁”。

在《工厂工会》中，孙千钧的外号主要源自其行

为举止。小学四年级时，他外号“孙猴子”，为什么

呢？故事的开篇便给出了答案：上课时不听课，还

欺负女同学梦娜：“眼见着她的手肘过了三八线。

我抡起拳头，轻声但却是果断坚决地说：‘打败美帝

野心狼。’一拳砸在她手肘上。砸得好响，‘嘭’地

一声。那手肘被我打红了。老师怒目望着我，问：

‘孙千钧，干什么？’我说：‘一只苍蝇。我使劲一

捶，没打到。飞了。’梦娜‘哇’地一声哭了，双手抹

泪，站了起来。我心里骂梦娜，简直是叛徒。”［３］

很显然，少年时期的孙千钧调皮捣蛋、顽劣不

堪、人见人厌、花见花落。女同学梦娜讨厌他，骂他

是“孙猴子”；男同学王非鄙视他，讥他为“黄世

仁”；他的娘经常被他气得半死，能够做的就是把他

往“死”里打。不过，既然能够被称为成长小说，那

么，主人公孙千钧的人生自然具有成长小说主人公

共通的经历：在和周围环境相接触，以及和社会交

往的过程中，他的个性在不断形成，也在不断变化，

在饱受各种危机和恋爱的考验后，他最终会找到发

挥自己特殊才能的最佳位置，而他的许多愚蠢错误

和痛苦经历也会随之消失，一种有益的生活方式就

会出现在他面前。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故事的

发展，孙千钧在学生时代的两大外号———“孙猴子”

“黄世仁”逐渐被周围的人忘却。不仅如此，在新的

生活环境———一家国企中，工友们送给他他一个新

外号———“孙政委”。

“孙政委”说话像政委，气势如虹，正义凌然：

“同事们，兄弟姐妹们，这地方叫太阳桥。太阳桥是

什么，是通向太阳的地方。太阳是光明，是希望，是

亘古不变的神灵，是你、我、他得以生存的保障。同

事们，兄弟姐妹们，工会是什么？工会就是太阳，温

暖着你我他。只要我们像刚才歌里唱的，抱成团，

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拿出敢于赴汤蹈火的精神，我

们就一定能够走向光明，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杂种、

王八蛋。”［３］“孙政委”做事更像政委一样有勇有

谋，比如他原本厌恶读书，但现在却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法》，只为“弄清这三本小册

子，想清了工会该如何成立，弄清楚有些什么程序，

要做哪些准备，得防着哪些事儿”。“孙政委”在工

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更像军队中的政委，工友们

视他为主心骨、保护神，对他的人品和能力极为信

任甚至依赖。

从“孙猴子”到“孙政委”，其外号的变迁很容

易让人联想起一个很生动的例子：篮球明星马布里

在ＮＢＡ纽约尼克斯效力的时候，外号“独狼”，顾名
思义，就是别人批评他在球场上只顾自己投篮得

分，在球场下性格乖张，独来独往，甚至与所有人交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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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在ＣＢＡ北京队效力的时候，球迷们送他一个
新绰号“马政委”（或“马指导”“马求恩”），褒扬他

是球队的核心、指挥者，时刻帮助队友，关键时刻能

够稳定军心。在小说中，楚荷用“外号”来象征人物

性格，用外号的变迁来隐喻主人公从“无知少年”到

“成熟男人”的过渡，从“小我”到“大我”的成长，可

谓匠心独具，四两拨千斤。

二

孙千钧，为什么能够从“孙猴子”变成了“孙政

委”？是否有其内在的逻辑？如果没有，那么整个

故事就显得极为突兀和空洞。如果有，那么作家就

有责任通过叙事来揭示这种逻辑，让读者充分认识

到主人公成长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而领略人物性

格刻画的魅力。而从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孙千钧成

长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孙千钧的成长首先源自他自身的内在性格。

他是个“坏学生”，但不是一个坏孩子。他是个天生

不喜欢读书的人，因此，在强迫他读书的学校，他表

现得很叛逆，而这种叛逆在一个循规蹈矩的时代，

就被放大成了不学无术、冥顽不灵和恶性昭彰。但

换个角度看，正是这种“天不怕，地不怕”，从不受拘

束、压制和欺负的性格，才让他可以抵制和挑战各

种不公正的压迫。如果他是一个性格懦弱之人，那

么面对生活的突变和强权的压力，他可能就会随遇

而安，得过且过。

孙千钧的骨子里是“好斗”的，这种“好斗”在

无知的少年时代，很可能被视为“问题”少年的典型

表现，比如他和梦娜争座位，和王非在太阳桥上打

架、在篮球场上斗气。而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

他的“好斗”则混杂着无理性的个人情绪和正能量

的正义感，比如他既会为了个人爱情和好友王非

“单挑”，也会为了社会秩序，将一个打女人的男人

痛扁了一顿，将一群吃霸王餐的小混混狠揍了一

顿，将一个偷厂里东西的亲戚送进派出所。到了中

年时期，他的这种不服输性格随着“斗”的对象的变

化，则以英雄主义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冒着各种

艰难险阻，在私企里成立了工会。

所以说，孙千钧在中年时期与不良商人坚持不

懈的“斗”并非凭空产生，从天而降的，而是建立在

他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就表现出来的“好斗”的基

础之上。这就像没有一个与朋友、同学和情敌动不

动就决斗的普希金，就很难有一个和沙皇专制制度

决斗的普希金一样。而孙千钧“好斗”性质的变化，

主要源自他所处环境的变化。具体来说，在孙千钧

成长的过程中，“亲人”“友人”“敌人”和“情人”这

些外部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父亲之死几乎让孙千钧一夜长大。在传统的

中国家庭中，“爹”既是物质上的保障，更是精神上

的支柱。对孙千钧而言，这个“爹”却突然地没了，

意味着他从此无所依靠了。而他“爹”死亡的方

式———为了保护厂里的财产，在抓贼的过程中被贼

用匕首捅死的，毫无疑问会积淀成为他的个体无意

识，在他少年的心中埋下一颗“英雄”的种子，或者

可以说，在爹的葬礼上，孙千钧完成了他的成人

仪式。

孙千钧的成长还要感谢王非。在少年时代和

青年时代，王非其实是孙千钧的“敌人”，他们在学

校为敌，在篮球上为敌，在情场上为敌，而他们之间

的敌意，在王非撞死孙千钧的母亲后，达到了巅峰。

但是，在为了全厂职工的利益时，他们化解了诸多

的个人恩怨，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可以说，王非

的帮助和支持，是孙千钧成长的又一助力。比如，

在竞选工会主席的时候，王非主动退选，并且站出

来公开支持孙千钧，说他是最合适的人选，甚至是

唯一合适的人选。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中的太阳

桥，是一种隐喻和象征，它的一端是过去，而另一端

则是未来。过去的太阳桥是用来互相决斗的，现在

的太阳桥则是用来并肩战斗的。太阳桥作用的不

同暗示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和人物的变化。

俗话说：“要成功，需要朋友。要取得巨大的成

功，需要敌人。”孙千钧最大的敌人，同时也是让他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孙政委”的敌人，自然就是收购

他们工厂的浙江私人老板邓爱国以及谷勇军、郑总

监等部分工厂管理人员。在与他们“斗”的过程中，

孙千钧从“草莽英雄”慢慢蜕变成了一个有担当、有

智慧、有气场的工会主席。

让孙千钧成长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

就是女人。但这个女人并不是他的妻子李菊，而是

他的情人梦娜。梦娜是那种看起来轻浮随便的女

５２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总第９０期）

人，这也是她遭到孙千钧突然抛弃的一个主要理

由。但梦娜骨子里是一个爱得深沉、爱得执著、爱

得无私，最后还爱得崇高和伟大的女人———为了孙

千钧，她透露了工厂管理者准备破坏工会成立的计

划，最后惨死在郑总监之手。

可以说，热爱现实主义的楚荷，借助动人的故

事、丰富的细节，通过对典型性格的塑造和典型环

境的描绘，为读者还原了孙千钧成长的前因后果，

也印证了《当代》为这部小说所打的广告语完全实

事求是：“工人与商人的斗争，人性与资本的博弈，

生存与爱情的抉择，一个私企工会的建立，竟包含

了如此多的血与泪。”但是，从孙千钧的成长中，我

们读到的并不是荡气回肠的英雄泪和惊心动魄的

儿女情，读到的更多是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无奈和无

助。或者说，他的成长和升华，很多时候是环境逼

迫的结果，是以舒适、安全、安稳和幸福的生活的失

去作为代价的。实际上，没有一个普通人愿意主动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换取此类的成长，只能说，时

代弄人，造化弄人，每个人在历史的大潮下，都必须

作出自己的选择，而孙千钧选择的正是“成长”而不

是“堕落”。

三

孙千钧的成长与其他成长小说主人公的成长

有何不一样的地方？首先，他的成长是一个底层小

人物的成长，这显然不同于那些艺术家的成长、革

命英雄的成长。孙千钧无疑具有英雄气质，他的很

多言语和行动，都接近于英雄。但无须讳言，他不

属于任何类型的英雄———小说中唯一能够称得上

英雄的或许只有梦娜，但梦娜属于那种从没有想成

为英雄的偶然性英雄。其次，他不仅是一个底层小

人物，还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小人

物：国企改革大潮中受到冲击的下层工厂工人。概

而言之，讲述一个下层工人成长为具有英雄气质的

私企工会主席的故事，是《工厂工会》有别于其它成

长小说最明显的地方。而这种不一样，与楚荷的艺

术追求和自身经历密切相关。

楚荷是一位具有强烈底层意识的作家。当然，

这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从事文学创作，楚荷

是“为了个人兴趣而文学”。当兴趣没有的时候，他

也就丧失了写作的动力。在发表了几篇作品以后，

１９９２年的楚荷突然有了赚钱的兴趣，于是就停笔
了：“他说是写作不赚钱，他想发财，就没写了，就做

生意去了。谁知道，他做了几年生意，亏得一塌糊

涂，只得不做发财梦了。”［４］直到１９９７年，在商人梦
破灭后，他才不得不重回文学创作的老路上来。而

这段迷途的经历反倒让楚荷获得了“顿悟”，“顿

悟”之后，他也自然地成长了，不再指望靠文学来发

财，也不仅仅将写作视为个人兴趣，而是开始思考

文学的责任与担当问题，并且用实际行动“为人生

与社会而文学”了。

通常作家只会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一直生

活于底层的楚荷最熟悉、最热爱的自然是底层生

活。他坦诚到：“２００３年时，我在毛泽东文学院作
家班学习。那天，北京来了几个文坛上不小的人

物，叫我们讨论‘中国文学是不是缺少想象力’。我

说，我们应该讨论的，不是想象力的事儿，而是中国

文学缺少对底层的关怀。一个参加了这会，但不是

我们班同学的女诗人说，底层不需要文学的关怀，

需要的是脱盲。我望着那女诗人，心想，还真漂亮，

只可惜她的良心被狗吃了。和没有良心的人争，没

意思。我也就懒得和她争了。我想，既然别人不关

怀，那我就关怀吧……我生活在最底层，当然只会

用最底层的视角，去写底层人物的爱和恨，写他们

的追求，写他们的高尚和卑鄙。”［５］

当然，底层有很多种，农民是底层，环卫工人是

底层，单位里的小科员也是底层。而楚荷所生活的

底层，所熟悉的底层则是国企的下层工人。他讨生

活的地方，叫湘潭中环水务三水厂，老早前，叫湘潭

市自来水公司三水厂。三水厂地处湘潭板塘。板

塘曾是湘潭重要的工业区，有许多国营企业。每家

国营企业，都红红火火。其中，湘潭纺织印染厂，湘

潭玻璃厂，湖南轻工机械厂，是大型企业，更是牛气

得叫湘潭人啧啧称羡。在这几家企业工作的员工，

一个个也很是牛逼，走路也较在别的企业工作的人

们，有更多的精气神。但是，这一切仿佛在一夜间

成为过去，一方面，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股份企业，

如雨后春笋，成批成批冒出来，并且，迅速地发展壮

大，很快地成燎原之势。另一方面，国营企业则一

批批地倒下去。板塘那些曾经牛气了几十年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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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或倒闭，或卖给了私营业主，或如楚荷工作

的自来水公司，被投资公司鲸吞了，变成了湘潭中

环水务，而楚荷则变成了这家企业的一个门卫。

应该说，一个作家选择写什么，可能跟很多因

素有关，比如他的生活工作经历、成长环境、他所要

呈现和表达的思想，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等。强烈的

底层意识和丰富的工厂底层生活经历，让楚荷很自

然地写起了国企下层工人曾经的幸福和现在的苦

涩。于是，他无意中成为当代工人题材小说中的一

个代表性作家。“不错，工人和工业题材的文学创

作，曾经有过时代的辉煌，但是，上个世纪８０年代
以来，工人和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陷入了低谷，书

刊沉默，影视寂静。”［６］这也难怪一位老作家痛心疾

首地说：“这些年，看到文坛上到处充斥着吸毒、凶

杀、绑架、嫖娼、官场腐败、权色交易、‘第三者插

足’、‘婚外情’等等，却唯独没有工人自己的文学，

我就常常感到气愤难平。”［７］

据周景雷先生的发现和整理，近１０年来反映
工业生活的长篇小说大致有十几种，包括向本贵

《遍地黄金》（２００１）、楚荷《苦楝树》（２００５）、王立纯
《月亮上的篝火》（２００５）、焦祖尧《飞狐》（２００７）、肖
克凡《机器》（２００７）、贺晓彤《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２００８）、曹征路 《问苍茫》（２００８）、张学东 《超低空
滑翔》（２００８）、徐坤《八月狂想曲》、刘庆邦《红煤》
（２００９）、李铁《长门芳草》（２００９）、楚荷《工厂工会》
（２００９）、王十月《无碑》（２００９）等［８］。其中楚荷的

两部大作《苦楝树》和《工厂工会》均跻身其中，可

见在工业题材长篇小说领域，楚荷的创作无意中已

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而在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中，楚荷的《工厂工

会》同样比较特别，比如它散发着浓郁的怀旧情结、

独特的湘潭味（类似于莫言笔下的高密、福克纳笔

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克·吐温笔下的密西西比

河等）等。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它写的是一家企

业工会的诞生史，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诚如有

论者研究的那样：“底层的生存境况、劳资之间的矛

盾以及工会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以往的工

业叙事中，不是一个被关注的焦点。这源于在国有

企业中，工人作为主人的地位是确定的，厂方、工会

与工人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矛盾在于新旧

观念、利益冲突以及市场大小方面等。当时，当合

资、外资和私人资本出现并成为一个时期、一个区

域的主要经济方式和经济实体之后，所有的矛盾便

会尖锐地显现出来。它触及并摧毁了所有的在传

统工业精神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工业信念，抽空了

人与企业之间的精神联系，而余下的仅仅是单调的

谋生功能。这种‘摧毁’实际上也毁灭了作家的写

作动力和写作可能性。因此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

的作家都具有可敬的勇气和强烈的责任心。”［８］

底层、工人、成长，三个关键词，构成了《工厂工

会》的一个阅读视角。通过孙千钧这个下层国企职

工的成长故事，楚荷表达了自己的一个美好愿望：

“我的心底，希望着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都活得有

尊严，都活得幸福，至少得活在希望之中；我希望着

这场改革，在带来国家和民族的辉煌前途的同时，

也让每一个生命的个体，享受着改革的成果，得到

国家的安慰。”［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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