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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湘西》：一种开放的历史现实主义创作 

罗宗宇，何韵怡

（湖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铁血湘西》选择一种开放的历史现实主义创作立场来把握现代湘西革命斗争史，既借鉴传统现实主义艺术经验
来表现和还原革命历史，具有历史真实性和现场感；同时又融入文化、魔幻与心理元素，让历史真实成为了一种深度真实，实

现了个体艺术经验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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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书写革命斗争历史是当前小说创作中值
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当代文学“十七年”小

说中已积累并形成了一种革命历史小说的革命现

实主义艺术经验；另一方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新历史小说创作思潮也为历史书写确立了一种新

的方式。站在这样一种历史叙事传统与现实的关

节点上，邓宏顺的《铁血湘西》对书写湘西革命斗争

史，无疑会有一种如何书写与反映历史的艺术要

求。作者选择了一种开放的历史现实主义创作立

场来把握现代湘西革命斗争史，既借鉴传统现实主

义艺术经验来表现和还原革命历史，具有历史真实

性和现场感，又融入文化、魔幻与心理元素，让历史

真实成为了一种深度真实，实现了个体艺术经验的

突破。

　　一　湘西现代革命历史风云的再现

湘西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不断为中国现当代

文学提供书写资源，由此出现了沈从文、黄永玉、蔡

测海、孙健忠、邓宏顺、于怀岸、李怀荪、田耳等一代

代作家，这些作家基于各自的人生经验和审美意识

书写湘西历史和现实，呈现出浪漫书写、现实主义

书写与现代主义书写三种路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但在旧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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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崩溃、新的社会关系形成的现代证明了自己

的正确，而且在与其它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比较

时也显示了自己无比的优越性。”［１］２６１在如何把握

历史、书写湘西形象时，邓宏顺承继了以往现实主

义书写的传统，客观真实地再现了湘西现代革命历

史的斗争风云。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内在要求，历

史现实主义是一种尊重客观历史并真实反映客观

历史的叙事立场。朱光潜在总结法国批判现实主

义的特征时指出：“它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基本特

征就在于它的客观性。”［２］这种客观性既是现实主

义的基本特征，也是其基本创作立场。《铁血湘西》

真实地再现了以辰溪为中心的现代湘西革命斗争

风云，表现了国共两党及湘西地方本土势力三者之

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小说从陈策受贺龙派遣潜回

湘西写起，描写了我党在辰溪成立地下党支部，中

共辰溪地下县委发动和领导湘西抗日救亡运动，围

绕“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的目标团结和争取多方面

力量，发动起义，成立和壮大湘西纵队，积极迎接湘

西解放等湘西的大事件，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

以辰溪为中心的湘西革命斗争历史。小说也描写

了国民党辰溪县党政军的历史行动：一是反革命行

为，如抓捕陈策、追杀涂先求、用“打猫”等酷刑拷打

傅景三、暗杀地下共产党员向石宇和米月娥、直接

派重兵围剿湘西纵队等；二是禁烟、剿匪、征税、盘

剥百姓、县议员和国大代表竞选等活动。同时还描

写了湘西地方武装的纷争割据。在描写三大力量

的角力之外，还穿插了其它一些历史，如湖南大学

西迁辰溪“驱李护校”风潮、桃源女中和楚屏中学的

学生活动、湘西子弟兵的抗日、湘西少数民族的抗

日革屯运动等，集中呈现了湘西的历史发展变迁中

的大事件，真实展现了现代湘西的革命历史风云，

揭示了湘西革命斗争的复杂性。

　　二　典型形象的塑造

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谈到现实主义小

说创作时曾指出：现实主义除细节真实之外，还要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铁血湘西》

遵循现实主义的叙事法则，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

的典型人物，用典型化的手法塑造了众多复杂的人

物形象。小说涉及的人物很多，除主人公张玉琳、

陈策等少数几个贯穿始终外，其它人物上以服从表

现湘西历史和情节发展需要来安排，随时进出文

本。小说塑造了一大批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

形象，如进步的国民党元老向绍轩、教育救国的马

公武、圆滑的石玉湘、一代湘西王陈渠珍等。

“现实主义作家的主人公则是以高度的生命力

为特征，因为在他们的个性化的形象上抓住、反映

和概括了当代主要的关键性的矛盾。”［１］２５１小说主

人公张玉琳和陈策是高度个性化的形象，反映和概

括了国共两党在湘西的矛盾斗争。陈策是一个信

念坚定、不怕牺牲、智勇双全的中共地下党地方领

导人形象。他受贺龙之命回湘西进行地下党活动，

通过利用并制造国民党党、政、军之间的矛盾来不

断寻找机遇和机会，发展壮大辰溪地下党组织。他

在党组织被破坏后又想方设法重建并与周边党组

织取得联系，坚定执行上级的指示，领导抗日救亡

运动，在被李司令抓进浦市监狱遭受严刑时也不屈

服。为完成“一旦湘西有乱，要做到要人有人、要枪

有枪”的任务，他先是找国民党元老向绍轩校长自

荐担任抗日自卫团团长，后又在辰溪县自卫总队成

立时，安插石玉湘、米庆舜等人，再又借张玉琳第一

军成立了受我党控制的独四团和独五团，直至以此

为基础领导起义成立湘西纵队。当张玉琳要消灭

湘西纵队时，他设计在罗子山打了一硬仗，获胜后

又积极转移并扩大力量为迎接解放军解放湘西做

了大量的工作。他知微见著，发现年轻的张玉琳不

一样时，一直紧紧盯住张玉琳，引导张玉琳站在人

民一边。他用老师身份劝说曾经的学生、后来的国

民党湘西大员张中宁，劝说不成则斩断绝师生关

系，显示出了高超的斗争水平。

不同过去革命历史小说中反动人物的简单化

和漫画化，《铁血湘西》中的张玉琳是一个性格复杂

的圆型人物形象。张玉琳具有湘西人的血性，在家

仇、党争和国恨之中，他始终把报家仇放在中心，

“他的全部心思和人生最大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拖着

大队伍开进凤凰县城，向陈渠珍讨还杀父母灭兄长

的血债。”［３］２６他有为血亲复仇的果敢和决心，他拖

队伍枪杀张牛脑壳，借医生之手杀了当年鼓动陈渠

珍杀自己父亲的陈方谁，借谢宽口卫士之手杀了当

年告密者向宽银的哥哥向忠良。他羽翼丰满时公

开向陈渠珍写信挑衅，想将陈渠珍灭于刀枪之下。

小说还写到一处细节，张玉琳在白崇禧处瞥见一闪

而过的陈渠珍，立即两眼一红，将手按在枪柄上，时

刻不忘报仇。在党争方面，他确定投靠国民党后，

列名单秘密抓捕杀害城里共产党员，制造白色恐

怖。他下决心要消灭湘西纵队，不惜调集重兵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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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子山，致使湘西纵队损失惨重，体现了政治上的

反动。在抗日爱国这一点上，他觉得家仇国恨不可

偏废，抗日责无旁贷，因此瞧不起土匪熊桂清局限

于个人和地方利益的行为，也后悔自己因要报家仇

而两次从开往抗日前线的队伍里逃回的行为。家

仇刚报，他就到湖北刘嘉树抗日部队英勇杀敌，为

曾经当抗日逃兵雪了耻。张玉琳有一种湘西汉子

的刚强和凶悍，认同“屙屎都不跟你共岩垴”“门脚

上剁狗卵———一刀两断”“脑壳剁掉碗大个疤”这

样的湘西俗语，湘西人性格跃然纸上。他历经追杀

却屡次脱险，血的教训使外表上看来有几分文静的

他办事凶狠、杀人如麻。逃跑前他狠心抛弃了大夫

人及两个小孩，走上了“宁愿我负人”的道路。他为

保存实力，对即将失守的麻阳见死不救；为壮大实

力，下令抢辰溪兵工厂，成立国防军第一军并自任

军长，终于成为新一代湘西王。

“张玉琳不是一个简单的武人，他身上有一种

复杂的东西。”［３］３７２他被逼为匪，内心并不想做土

匪，曾试图通过老同学陈格东的哥哥陈庆东向政府

投降，并差点因此丧命。但张玉琳不是一般的山大

王，他具有政治敏感性，曾在国共两党间动摇。凶

狠的他有时还很讲情义，发达后隆重接待恩人陈迪

光和刘嘉树，做到“你对他敬一尺，他就对你敬一

丈”。总之，张玉琳是一个塑造得非常成功的“圆形

人物”形象。

　　三　多元因素的融入

开放的历史现实主义叙事追求艺术形式的多

样化，“提倡现实主义艺术形式的开放与多样，还必

须认识到不同艺术形式有不同的美学意义和表现

功能。正如象征、夸张、幽默、意识流和荒诞等艺术

形式，就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功能。”［４］《铁血湘西》

在客观的革命历史书写中融入了民间文化、心理与

魔幻等多元写实元素。

《铁血湘西》注意革命叙事与文化叙事的融合。

湘楚文化历来重鬼信巫，湘西尤盛。小说中多处写

到湘西民间巫鬼文化，如描写李司令逼苗女放蛊杀

涂先求，进而详细介绍种种放蛊方法；描写蛇医涂

德友用咒语和法术叫蛇来，并能当场叫咬人的蛇留

下。又如描写以湘西赶尸的形式救米庆轩，米庆舜

的娘为牺牲的儿子喊魂，杨书记长父子利用求雨仪

式发泄竞选失败的不满，等等。这些“鬼魅叙事是

对历史真实的一种再现”。［５］另外，赶集、喝鸡血酒

盟誓、丧葬仪式等湘西民俗文化的不时穿插，使小

说的叙事走向开放，呈现出民间文化的村野味。

小说在依靠传统的方式塑造人物性格时，还特

别注意描写人物的心理，但并不是一般性描写，而

是着眼于显现人物内心的纠结和冲突。陈策带自

卫团起义时的反复思考，决定策反张玉琳时的谨

慎，张玉琳躺在坟堆里思考自己为何会走上为匪的

道路，等等，这些心理写实丰富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增加了现实主义的深度。

《铁血湘西》中的魔幻写实带有浓厚的湘西本

土巫文化色彩，这种写作手法的运用，使得《铁血湘

西》的现实主义叙事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如小说开

头写张玉琳的哥哥张玉心两次将自己变成一只大

黄蜂，朝杀人凶手张牛脑壳扑去，“张玉心再次变成

一只大黄蜂，猛朝张牛脑壳扑过去，张牛脑壳又是

一梭子弹，一道红光从少年的胸前钻进去，但张玉

心没有倒下，如飞一般到了张牛脑壳的面前，抓起

张牛脑壳的手就咬在嘴里，他全身的毒素一下子都

集中到嘴里，并注射到张牛脑壳身上。”［３］１４小说结

尾写陈策之孙的一场大梦如白昼所历，“第二天早

饭后，他赶到爷爷坟前一看，一头牛和一条蛇静静

地躺在坟前。”［３］５７１陈策之孙做梦的时刻正好与张

中宁在台湾去世时间的巧合。

总之，《铁血湘西》是一部开放的现实主义小

说，其叙事融入了地域文化、民间文化中的诸多魔

幻因素和心理描写，作品呈现出一种卓然而立的风

姿，令读者印象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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