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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宏顺的长篇小说《红魂灵》围绕肖山、肖跃进父子的矛盾冲突，从命运层面的爱情困境、父子之间的心灵鸿沟和

时代层面的人格困境三个方面，展开了两种时代精神的对比，深刻揭示了极左政治时期对历史责任人灵魂的毒害和对历史

当事人身心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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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著名作家邓宏顺的长篇小说《红魂灵》［１］

是一部能引起人们细细回味、深长思考的作品。作

者运用倒叙、插叙等手法，通过主人公肖跃进回乡

祭父勾勒出对往事的回忆，展现了青年男女之间、

父子两代人之间的爱恨纠葛，反思了极左思想统治

时期对人们的毒害与影响。

作品描写了湄湾镇上人们５０余年间生活的变

迁，将这湘西一隅的人生百态刻画得非常生动传

神。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生动的人物形象，肖山、肖

跃进、良妹、乔凤、米英、吴三……以肖山、肖跃进父

子为代表的这一连串的人物命运变迁，展示出不同

时代的典型特征，作品既表现出对新时代热情拥抱

的情感，也对极左政治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一　命运层面的爱情悲剧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传统的婚嫁模

式，在小说中几对青年男女之间同样也遭遇了“父

母之命”，在这看似传统的婚嫁模式背后，暗藏了那

个时代强加的痛苦与无奈。在肖跃进、良妹与乔凤

这段三角关系间，表面上父亲肖山是导致这三人情

感悲剧的主导者，实质上极左政治思想对于家庭出

身的讲究，对于真情的无视才是真正的刽子手，而

肖山不过充当了执行者而已。乔凤的父亲乔开鑫

在革命工作与爱情之间选择了爱情，加之他写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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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革，这使他遭受了残酷的批斗，虽然后来平反

了，但在“老革命”肖山眼里这样的人物还是有问题

的。肖山既看不惯乔凤的家庭出身，更看不惯她的

时尚打扮，甚至每次看到儿子与乔凤稍显亲密就会

怒不可遏。而良妹则不同，良妹的父亲陈大顺是肖

山眼里优秀的革命工作者，对他安排的工作言听计

从。虽然父母早逝，但良妹自己扛起了生计，割草

种田样样行。根正苗红的出身，加上勤劳能干的品

德，肖山自然是打心里喜欢良妹。他完全忽视儿子

的个人情感与选择，硬生生地拆散了肖跃进与乔

凤，选了良妹作自己的儿媳妇，也由此引发了这三

个年轻人之间持续一生的伤痛。尽管肖跃进与良

妹育有一子，尽管良妹将家中二老照料得细致入

微，尽管父亲无数次地逼他多与良妹相处，但肖跃

进对良妹既无共同语言，也无真心的爱意，有的只

是无尽的愧疚之情；良妹虽然喜欢跃进，但她自知

二人距离越来越远，只有守着那个牢笼般的家；乔

凤是深爱跃进的，但她自知此生难圆夫妻之梦，所

以她像飞蛾扑火般地诠释着她的爱情，费尽周折为

跃进解决困难，尽情享受二人能够相爱的宝贵时

光，即使最后是惨淡的收场。在这三人之间，没有

人真正得到了幸福，他们既没有获得想守候的爱

情，又没有力量挣脱命运的枷锁，最后只有天各一

方、物是人非。

另外几个年轻男女的爱情似乎更为悲惨，但又

多了几分幸运。同样是父命不可违，但背后依然藏

着沉重的时代因素。在肖山管理下的湄湾镇严格

地执行着极左时期的政治路线，米裁缝一家在肖山

要求下当了多年的先进典型，但家里的生活穷困潦

倒。为了米英弟弟的医疗费，为了家庭更好的生

活，米裁缝不顾热恋中的米英与吴二，强行将女儿

许配给对岸６０８厂雷副厂长。对这样的安排米英

和吴二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湄湾的人民也进行了激

烈的反抗，但是穷得连电都是６０８厂免费提供的湄

湾人，真正面临６０８厂断电相要挟的处境时，也只

能忍气吞声了，屈服于强权的淫威。面对这难以违

抗的命运，米英和吴二的爱情终究是一场悲剧，吴

二为此殉情了，米英也失了魂。在这场抗争中，没

有人获得幸福，只有年轻的生命成为那个悲哀年代

的祭奠。这样的苦难随着新时代的来临终于结束

了，受尽折磨的米英回到了湄湾，吴三对她百般呵

护的照顾填补了那颗破碎的心，幸福开始生根

发芽。

肖山之所以那样决定儿女婚姻，根源在于他把

自己的政治观念贯彻到他的婚姻观念中，用极左的

政治观念决定别人的命运，也用左的政治观念决定

别人的婚姻。米裁缝也是被极左时代左右命运的

人，面对生计，他只有牺牲女儿的幸福。“生命诚可

贵，爱情价更高”，面对特殊的政治时期，青年男女

相恋相守竟成了最奢侈的事情，面对父母之命，面

对家庭出身，面对贫苦的生活，他们的抗争剧烈却

又无力，他们的爱情炽热却又无果，他们的命运注

定由不得自己。这不只是几个年轻人的爱情悲剧，

更代表了那一时代许多人们的经历，更是极左时代

留给那一代人的沉重灾祸。

　　二　心灵层面的父子鸿沟

小说《红魂灵》中花费笔墨最多的人物关系就

在肖山与肖跃进这对父子。这父子二人之间，从一

开始就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肖跃进的亲生父亲

在大跃进时期由于不配合肖山的工作，被吊在树上

冻死了，带着愧疚和补偿之心肖山担起肖跃进母子

的生活。从仇恨、排斥到接受这段父子关系，肖跃

进和肖山之间总有着跨不完的心灵鸿沟，而两人对

时代政治截然相反的理解让这对父子之间的精神

隔阂越来越深。

作为极左时期的历史责任人，儿子跃进是肖山

弥补自己革命后果的一种方式，他也真心实意地想

照顾好跃进母子。在放排的时候他不顾颜面和危

险保护着儿子：第一个抢着拿饭，睡觉的时候腾开

足够宽的位置，在受伤之后依然守护在跃进左右

……在跃进成长的道路上他也提供着最好的生活

待遇和条件，虽然这全来自于他手中掌握的权力。

看到儿子开始从事政治工作，他满心自豪又忧心忡

忡，生怕儿子思想不够“红”，走错了道路。他疼爱

儿子的方式是他一贯的单向决定，一人拍板定案。

对于儿子的婚事他依然如此，强行将良妹娶过门，

强行让儿子完婚。在肖山看来是“这一对苦儿女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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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我手上有了这么个圆满”，却未曾想过这一决

定给跃进和良妹带来了一生的痛苦。在他和跃进

之间因为政治工作而发生争吵的那些日子里，他既

愤怒又苦闷。他愤怒于儿子带领湄湾走向了“错

路”，苦闷于儿子和街坊四邻都不理解他，似乎只有

他自己是错的。他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革命工

作和跃进母子，但他永远不能理解儿子的那套工作

方式，也永远不能理解这个全新的时代。在一次次

的父子争吵中他越来越虚弱，越来越孤独。

肖跃进对于肖山的情感就更为复杂了。作为

历史当事人，肖跃进是一名受害者，他清楚地知道

他生父是怎样离世的，他曾经无比仇恨肖山，用叛

逆的方式对待肖山对他的好。通过放排一事，他确

实被肖山感动了，接受了这个父亲，但那些通过肖

山享受到的特权却没有让他快乐地成长，甚至让他

感到羞愧。跃进对肖山是有感情的，他为父亲的食

古不化而忧心，他为理解不了新时代的父亲而心

酸，他也因为父亲那越发苍老的身影而数次屈服，

但是肖山的许多行为确实是他难以理解也难以原

谅的。譬如那段让肖跃进痛苦一生的婚姻，“我永

远抹不去我心中的愧疚，也永远都责怪我爸的武

断”。他面对良妹有着太多的愧疚之情，他也不能

与深爱的乔凤相守一生，而这样两难的境地都是因

为父亲肖山的一个有着赎罪、忏悔意义的武断决

定。再比如湄湾镇的政治工作，父子俩更是水火难

容。当肖跃进看到米英和吴二的事情，看到湄湾镇

因为贫穷落后而委屈的岁月，他更加排斥父亲的那

套工作方式，为此他和肖山之间的冲突一度严重到

水火不容的程度。

从初始就难以捋清的这段特别的父子关系，有

着太多的疼痛与障碍，甚至把二人之间的父子情感

淹没了。他们之间的问题不仅是感情问题，而是彼

此在观念、精神等方面格格不入，是难以拉近的精

神隔阂，也是不可能填补的心灵鸿沟。二人之间那

由岁月滋生的父子情将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人紧紧

相连，但两人之间巨大的心灵鸿沟却愈加难以跨

越。看起来是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也是极左

政治造成的伤害，是两个时代之间激烈的摩擦，新

旧思想之间的撞击。

　　三　时代层面的人格困境

小说《红魂灵》鲜明地塑造了一个“老革命”肖

山的形象，这位极左政治时期的历史责任人有他的

可敬之处，但更多的是其可笑可悲之处。这位共和

国第一代的基层工作者，对于政治工作有着永不衰

退的热情。他对红色的喜爱程度达到了狂热的地

步，红壳书是他此生最宝贵的记录，他甚至想死后

也要将骨灰染成红色。他心情好的时候总爱唱“我

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的歌，他为湄湾镇的革

命工作倾注了一生精力。

首先，作为共和国第一代基层工作者，肖山身

上有着可敬的信仰与热情。湄湾镇是肖山革命工

作的根据地，他在这里倾注了一生的精力。镇上家

家户户的大事小情，农田里的庄稼，河边的堤坝他

都花费了不少心血。即便是退休之后他思想上也

不曾放松，他认为“一天不到老百姓里面转转，就感

到脱离了群众，空虚得坐立不安”。肖山文化水平

不高，但他也尽力将工作记录记下在红壳书里，一

读再读。他对信仰的执著是值得尊敬的，他为工作

的无私奉献精神也十分珍贵。其次，作为深受极左

政治影响的基层干部，肖山又是可笑的。充斥他脑

里的满是极左时代的工作方式：他习惯于高度集中

的计划分配模式，习惯于一人拍板定案的决策方

式，习惯于通过“整”“斗”来管理湄湾百姓，习惯了

“大锅饭”的生产模式，习惯了生活用品统一供应的

供给方式……他喜欢红色，喜欢集体大规模的劳

作，喜欢别人给他戴高帽。而他的这些行为延伸到

了新的时代，即使那些曾经与他共事的人都开始转

换思想，肖山依旧在曾经的时代里走不出来。他也

明白自己工作上曾经犯过的错误，但他的弥补方式

充满了个人意愿，无论是与跃进母子结为一家，还

是把良妹娶为儿媳，他从不考虑别人的真实感受。

身为湄湾镇的父母官，肖山确实阻碍了当地的发

展，他对老百姓富足起来的生活没有感触，对新时

代的发展没有理解，只是一再叹息公有财产都归个

人了，只是叹息“资本主义尾巴”又长了出来，他捧

着自己的红壳书一读再读，过着与时代背道而驰的

生活。肖山甚至激烈地反对思想“不够红”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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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任湄湾书记，不顾形象地在记者面前追打跃

进，在退休之后执意要为跃进“掌舵”不要走错路，

整个时代已经向前走了一大步，他却在原地期盼一

切恢复原样。最后，深受极左时代毒害的肖山又是

十分可悲的人物形象。他在政治工作、社会建设方

面全是关于“巩固红色江山”的想法，这不仅是一种

情感和信念，更成为了其人格，深入他的灵魂，是那

一代革命工作者的典型代表。肖山对红色的信仰

坚定不移，即使是错误的决定，他也必须照做，“作

为一个下级，执行上级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的天

职”。正因如此，尽管他在湄湾镇付出一生，最后也

只得街坊四邻的怨声载道。肖山掌权的时代，是湄

湾人民不愿再想起、不愿再回顾的沉重过去。扎纸

王指着他骂：“以前我们养鸡种菜都要挨你的整，那

时候我们不怪你，怪政策；可是现在呢，别的地方都

把老百姓的手脚放开了，你还把我们湄湾人的手脚

捆着。你是怕没有权力把我们管死是吗？你是怕

不要你批肉条子糖条子了是吗？告诉你，你这叫阻

挡历史前进！”肖山是深陷极左政治时期难以自拔

的人，他既不能理解改革开放而来的全新时代，又

不能理解大家伙对他的指责。作为极左时代忠诚

的拥护者，肖山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苦痛与困惑，

他曾经不顾生命打土匪，修水库，建农田……但是

这一切都被穷怕了、“整”怕了的百姓忘记了，人们

只记得在大跃进时期受过的罪，只记得他管理期间

的贫困生活。肖山对这一切无处诉说、无处排解，

只好反复读着红壳书，直至离开这个令他困惑的

人世。

极左政治时期对肖山这代历史责任人的毒害，

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绳索将他们紧紧拴牢。作为基

层的工作者，肖山奉献了一辈子的激情与心血，到

头来收获的是他看不懂的世界和无尽的埋怨。他

以为给了跃进母亲幸福的时光，谁知老伴死后不愿

与他同眠；他以为给了跃进、良妹安稳的生活，谁知

却让两个孩子伤痛一生，蹉跎了时光；他以为给了

湄湾镇百姓长治久安，谁知湄湾镇的百姓穷困得只

剩下对他的怨愤；他以为自己灵魂中的信仰和追求

是无比正确的，谁知却在新时代成为要反思、要纠

正的错误。

小说通篇以回乡祭父的笔调记述了父亲肖山

忙碌而扭曲的人生，深刻反思了左倾政治时期遗留

给人们的心理伤痕。虽然新的时期也存在着种种

的问题，但摆脱了僵化的管理，社会终会勃勃生机

地调整向前。“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作者笔下的湄湾，记录了肖

山、肖跃进父子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记录了两

个时代之间的摩擦与改变，记录了极左政治时期留

给人们的伤害，更是将中国那几十年缩影在这湘西

一隅，深情且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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