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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埔四期》重述了自北伐至“文革”后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力图以文学的方式祛除政治对历史的遮蔽，挖
掘那些被隐没的史实；用传奇的笔法展示那些被历史埋没的英雄，再现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史，还民族英雄以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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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四期》以文学的方式重返历史，力图祛除
阶级理论和党派政治对历史的遮蔽，重述伟大而悲

壮的国军抗战历史。作品回望了自北伐至“文革”

后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变迁，通过对英雄

人物悲剧命运的展示，对既成的历史叙述进行了深

入的反思。新历史主义者怀疑发掘历史真相的可

能，强调权力在历史叙述中的统治地位，然而何顿

却要用文学照亮历史模糊和隐匿的部分，还原历史

的真相，维护历史的正义，还那些迅速被历史遗忘

的英雄以应有的尊重。我们将从史诗追求和传奇

笔法两个方面，展开对《黄埔四期》的讨论。

　　一　对遮蔽和遗忘的正面挑战———国军将士
的抗日史诗

　　《黄埔四期》涵盖了自北伐至“文革”后半个多
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展示国军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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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遭逢和际遇。这段“革命的岁月”也是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长篇小说所共同选择的史诗性叙述的
时间框架，从《白鹿原》《花腔》到《圣天门口》《笨

花》，都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展开叙事和想象。选择

这一时间段线作为叙事的空间，《黄埔四期》的史诗

性追求一目了然。事实上，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一

直有着史诗性追求的倾向，这个传统从延安时代就

已经开始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将中国农村的整体性变革和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将中

国的土地革命认定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必然环节，

直观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历史功绩，

从而对其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做出了有力的确认。

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文学沿着《暴风骤雨》和《太阳

照在桑干河上》的路径，承担起了建构革命历史的

重任，“只有通过‘宏大的历史叙事’，才能把波澜

壮阔的历史场景和曲折多变的革命历程表现出

来”［１］，所以史诗化的叙述成了这个时代作家们对

于长篇小说创作几乎一致的追求。《保卫延安》

《红日》《红岩》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

为叙事背景，展现艰难而曲折的革命历史过程，描

摹和刻画革命英雄人物，在波涛汹涌的历史氛围中

凸显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之后的革命历史的史诗

性创作提供了书写的范例。这种历史叙事方式在

被不断地模仿和复制之后，成为一种刻板而顽固的

历史叙事模式和规约。这种影响在进入新世纪后

依然持续，黄亚洲的《日出东方》（２００１）、张惟的
《血色黎明》（２００９）等作品依然延续了这种风格。
毋庸置疑，这种类型的作品所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起到了

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作用，但是作为

一种历史叙事方式，阶级斗争史观和党派政治思维

的影响也使其展现出专断性和排它性的特征，文学

对于“史诗”的理解被限制在“党史”和“阶级解放

史”的范畴中，其它叙述历史的视角被遮盖和屏蔽。

这种历史叙述模式强调历史叙事对现实的功利性

作用，而对历史进行了刻意的裁剪和选择性的叙

述，对不符合合目的性的“历史意志”的历史采取了

回避的态度。其中，国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历

史长期以来是这种历史叙述模式所极力回避的对

象，这正如唐伟所说：“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的历

史，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段历史就像一个鬼魅

般的幽灵，始终徘徊在国家历史的边缘，并没有被

编织进现代中国革命的正题。”［２］在这种历史叙事

规约的影响下，文学史著述对于表现抗日战争正面

战场的文学作品普遍保持一种谨慎或回避的态度。

“如果仅凭文学史著述中的抗战文学，很难想像中

国现代史上曾发生过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

争。”［３］可以说，《黄埔四期》起底了一段被隐匿和

遮蔽的历史，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和展示了国军将士

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悲壮而辉煌的战斗历程，对既

有的坚固而僵化的历史叙事逻辑发起了正面的强

攻。其实何顿的这种努力在写《湖南骡子》时就已

经开始，后来的《来生再见》也是这种努力的继续。

在这两部小说中，何顿将眼光聚焦在他的家乡湖

南，书写了湖南境内正面战场的几次大型的会战，

写出了国军和湖南人民誓死保卫家乡的英雄气概。

但那两部小说只书写了中国抗日战场的一隅，到了

《黄埔四期》，何顿突破了地域的界限，将眼光投向

了全国，书写的战事包括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

会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兰封会战、长沙会战

在内的所有正面战场的大型会战，还描写了国军在

滇缅一带的作战，用史诗性的笔法将国军主导的正

面战场的抗战进行了全景的展示。其中的很多战

事已经因以往历史叙述经年的刻意回避而日益浅

淡和模糊，很多抗战英雄被这个国家和民族迅速地

抛弃和遗忘。何顿以浓墨重彩的历史重述来对抗

这种对抗战历史的遗忘。他以极尽繁冗的方式尽

可能地勾画每一场国军将士的浴血战斗，记录每一

次国军的冲锋。一场接一场的战斗接踵而至，丝毫

不给人以放松的空隙，战争中的中国军队根本没有

喘息的机会。小说中多次提到，日本军队的机械化

配置和高人一等的作战能力在与国军的交战中取

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给国军带来十分重大的伤亡。

而国军由于没有充分的备战机制，只能临时征兵补

充兵员，这些临时补充的兵员由于没有时间进行基

本的战斗训练就投入了战场，造成了更大规模的伤

亡。所以，何顿的笔法虽然繁复，但这种书写方式

却对当年国军连续遭遇日军重击而疲于应战的战

争样貌进行了精确的还原。这不仅不是败笔，反而

是一种创造。在小说中，不仅飘扬着嘹亮的战歌，

也流淌着国军将士淋漓的鲜血，何顿想用文字记录

每个参战的国军将士的名字。张灵甫、胡琏、李弥、

宋希濂、蔡廷锴、区寿年、黄固、翁照垣、许权中、杜

聿明……何顿好像生怕这些抗日英雄被国人遗忘，

化作历史的尘埃，就忽略裁剪，何顿让他们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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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出现在自己的小说中。但这些人物在小说中

多数只是留下了名字或是简短的事迹，何顿无法做

到让他们都面目清晰，这就形成了这部小说人物繁

多却面目模糊的弊病。正是由于以往当代文学对

这段历史的忽视，让何顿痛心疾首。他急于让自己

的小说承担更多的叙述历史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

上减损了小说的艺术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

事情。

那些当年御敌抗战的军人是何顿最关心的对

象，他不仅关注他们当年战场上的威武英姿和为国

家民族付出的生命与鲜血，也关心他们战后的遭遇

和命运。他们的命运随历史的蜿蜒和扭转而起伏，

他们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奋勇搏

杀，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拯救百姓于水火，但历史

却并未给予他们应得的尊重和荣耀，反而将他们打

入另册，让他们在被怀疑和被监视的状态中度过了

漫长的岁月。

通过小说我们看到，党派政治的纷争，是导致

他们悲剧命运的最主要因素。在参军初期，姜乃常

参加了国军主导的北伐，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精

明而强悍，取得了傲人的战绩，得到了快速的晋升。

他本该留在战场上继续施展他的军事才华，却因蒋

汪不合，被蒋介石调去南京，在黄埔同学会任干事，

监视黄埔同学的思想动向。国军内部充满了猜忌。

他虽光明磊落，却因他人的嫉妒而遭人算计，被检

举有“亲汪思想”，在浑然不觉中被打入了另册，在

之后的岁月中他都没有得到提拔，以致在抗日战争

中没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贺百丁率领的部队在抗

日作战中屡建奇功，在其它部队纷纷溃退之时，他

仍能率部高歌猛进。然而，即使他获得如此战功，

他和属下并未晋升，收到的只是长官的空头承诺。

原来贺百丁在山西抗敌之时，由于粮草不足，用缴

获的枪支与共军交换粮食，被军统的特务怀疑“通

共”，从而总部早早地限制了对他的任用，他甚至因

此被投入监狱，遭受了残酷的刑罚。国军内部的不

和与猜忌不仅导致了有能力的干将不能在抗日作

战中最大程度地发挥效用，也导致了在具体的对日

作战中各部队不能相互有力地支持和援助。小说

中，贺百丁多次带着麾下的独立师独自与日军缠

斗，然而其它国军部队竟按兵不动，在远处观望，贺

百丁不禁悲叹：“我难过的是这么多兄弟部队，没人

配合我作战，要是我手中还有两个师，这仗就好打

了。”［４］此外，小说中还多次提到蒋介石用人的狭

隘，他对于不同地域的将领亲疏有别，对于来自于

江浙一带的将领信任有加，而对于来自其他地域的

将领则多有防范。这对于国军内部派系林立的现

实无疑雪上加霜。国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和相互猜

忌的状况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军本就不充

盈的战力，这也是其在对日作战中深陷困境的重要

原因之一。何顿在赞颂国军将士奋勇抗敌的同时，

始终保持了冷静和审慎的历史眼光，对于国军内部

的倾轧秉持了客观的态度。

国共的纷争显然比国军内部的派系斗争更为

激烈，也更为残酷。抗日战争中，两党的军队各自

为战，相互警惕；抗战胜利后又刀剑相向，大动干

戈。这种对抗持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这种对抗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这些曾经

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抗日国

军将士们。何顿对抗日战争的表现并没有以抗战

的胜利而结束，小说很大的篇幅留给了这些抗日军

人及其子女在“胜利”之后的日子，讲述英雄远离战

场后的悲哀。贺百丁在内战后期由于大势所趋，加

之对国军高层的失望，选择了起义。但起义将领的

身份并未给他带来安全和荣耀，他始终被新政权视

为潜在的威胁而被排拒和警惕。在“反右”斗争中，

他侥幸逃过一劫，但在接下来的“文革”中，他被送

进了监狱。他在监狱中饱受煎熬，只有在倒尿桶的

间隙可以享受片刻“放风”带来的快意。当年与贺

百丁一起并肩作战的何绍晖，建国后转业去了工

厂，度过了一段安适的生活，但在随后的“文革”中，

他被认作是国民党的特务，屡遭批斗后无奈逃亡，

之后竟流落街头，成了一个乞丐。两党之间的对抗

还波及了这些军人的后代，贺百丁的儿子贺兴与贺

强，由于是国民党军官的儿子，在学校里遭受歧视，

无奈之下他们想参加偏远农村的建设，试图通过自

身的努力改变别人既成的印象，但地方的干部没有

把他们当作建设者，而视他们为敌对分子，对其进

行限制和监视。贺兴性情暴躁，在一次和民兵的冲

突中被打成了痴呆；而贺强被派往边地，守护山林，

在与盗伐林木的农民搏斗中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这些悲剧命运不是个案，而是贺百丁这一代军

人普遍的遭遇。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民族的悲

哀。他们为国家民族贡献了青春和热血，胜利后回

报他们的却是凄惶和疼痛。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战

争的思维方式并没有休止，中日间民族和国家的对

抗迅速被阶级的对抗取代，这些抗战的英雄迅速被

７３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总第１２１期）

阶级仇恨所吞噬，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斗争的漩涡里

被淹没和遗忘。通过对这群老兵命运的书写，何顿

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质问和反思，勇敢地揭示出了历

史的隐疾，他的真诚和大胆为新世纪严肃的抗日文

学叙述提供了范例。

　　二　战场与情场———英雄传奇展开的两个
空间

　　何顿对国军英雄人物的塑造，借鉴了中国古典
文学的英雄塑造模式。通过史诗文本的构建，何顿

还原和呈现了国军曾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

献；通过传奇笔法的运用，何顿让笔下的英雄人物

与那些民族记忆深处的古典英雄产生了精神联系，

从而回避和摒弃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设限，使其归

入民族英雄的谱系和行列。作为《黄埔四期》的主

人公，姜乃常和贺白丁等人身上散发着浓烈的历史

演义和英雄传奇中才有的古典英雄气质。他们有

的运筹帷幄，有的能征惯战。他们只要意趣相投，

志同道合，哪怕是不期而遇，萍水相逢，也可以自比

关张，歃血盟誓，结为兄弟。当然，与古典英雄相

比，他们的结义充满了现代意识。他们结为异姓兄

弟不是为了追逐个人的功业或完成家族的使命，而

是怀着共同的家国情怀，联起手来以血肉之躯抵御

外侮、共赴国难。他们以自己杰出的禀赋，在战场

上写就了一段段非凡的传奇。李扬认为：“传奇意

味着艺术在对现实的把握中，摒弃那些普遍的平凡

的生活素材，选取富于戏剧性的生活内容，并以偶

然和巧合的形态显现。英雄传奇既多虚构而且其

人物又是理想化了的英雄，所以免不了要用夸大的

笔法，为他们的行为涂上一层怪异的、超长的或神

奇的色调。”［５］４－５何顿为了塑造这种传奇化的英

雄，无疑对人物进行了一些理想化的处理。主人公

姜乃常是国军的军官，他善于布兵，更善于格斗，善

于近战，还长于用步枪远距离狙击。在具体的战斗

中，他或是以一己之勇激起全体官兵的战斗热情，

或是以精准的枪法远距离狙杀对方的指挥官，打乱

对方的战斗部署，为己方的作战制造优势。小说中

多次提到他使用张灵甫赠送给他的带有精确校准

功能的狙击步枪进行精准的狙击。此利器在他手

里好比倚天屠龙，让他在战斗中如虎添翼，在万人

阵仗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他宛如一个冷兵

器时代的武将，能以一己之强力左右战局。他不仅

在大兵团作战中身先士卒，作战英勇，还可以化身

孤胆英雄，深入敌阵。他为了解救被英军扣押的部

下，冒着被拘禁甚至被枪毙的危险，独闯英军司令

部，在得知对方已将部下押运到别处之后，更是一

气之下率部洗劫了对方的军火库。无论是正面与

敌人搏杀，还是面对敌人的暗算，他总是如有神助。

每当危险临近，他的右侧眼皮就开始剧烈抽动，向

他报警，这使他多次躲开了飞向他的子弹和炸弹，

让他化险为夷。古典文学中武松与李逵式的勇猛，

要靠打虎这样的情节来展现，而《黄埔四期》中姜乃

常却将一只孟加拉虎养作宠物，不必动手打，瞪瞪

眼老虎就蔫了，足见其威风和煞气。如果说何顿对

姜乃常的塑造偏重于其“力”与“胆”，对另一个主

人公贺百丁的塑造则是偏重其“智”与“谋”。贺百

丁也是一名国军军官，他被描画成一个类似诸葛亮

式的智多星。他不仅作战英勇，而且熟读兵书战

册，谙熟兵之诡道，常常出奇制胜，以计克敌。在中

条山一带与日军的战斗中，他吸取了由于兵员训练

不足和装备落后所导致的大兵团作战失利的教训，

采用化整为零、奇袭巧取的游击战法，在保存己方

有生力量的同时，给敌方造成了大量的伤亡。他还

利用地形频施巧计，火攻水淹，巧妙地突破日军的

铜墙铁壁，凭借个人的才智一次次书写以弱胜强的

战例。当其他指挥官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之时，他

却在战斗中将一个旅扩员成了一个师，令其他国军

将帅无不佩服。

陈平原认为，武侠小说着重表现武侠个人的风

度和气质，如果让侠客投身行伍，则有损对侠客风

采的展示，所以他说：“说到底侠客不过是崇信义而

重交谊，急难好义轻生重气的个人英雄，以其侠骨

豪情而不是丰功伟绩吸引读者。硬要将其改造成

政治家或军事家，必然吃力不讨好……非要逼其从

军出征建功立业，侠客只能蜕变为‘英雄’，‘武侠

小说’也将转为‘英雄传奇’。”［６］的确，相对于爱恨

情仇交织缠绕的江湖，战场上的是非曲直、忠奸善

恶简洁而分明。除了表现战场上英雄的英勇、果敢

和智慧，作者很难仅仅通过战场来展现人物内心的

丰富与复杂。所以战争文学中的英雄人物较之武

侠小说中的大侠，显得单薄且类型化倾向突出。李

扬在分析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革命英雄传奇”

这种类型小说时写道：“‘英雄传奇’的重心是对英

雄人物的刻画。传奇里的英雄人物大抵分为两类，

一类是张飞、武松、李逵一类粗豪的英雄，另一类则

是诸葛亮、周瑜式的儒将。《林海雪原》中的英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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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两种类型构成，杨子荣、刘勋苍等小分队战士

属于前一类，是所谓‘五虎将’似的英雄，少剑波则

是典型的儒将式的人物。”［５］１２－１３的确，在姜乃常身

上，我们可以看到武松、杨子荣的影子，而贺百丁则

与孔明、少剑波相似。为了克服人物的类型化倾

向，何顿在书写英雄们征讨杀伐的同时，又着重写

了英雄们的情场逸事，通过表露英雄们柔情似水的

一面，凸显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通过对姜乃常和贺百丁两个主人公英雄形象

的塑造，《黄埔四期》表现出了民间文化传统中武侠

文化和民间英雄传奇的隐形结构，与《抗日英雄洋

铁桶》《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

队》《烈火金刚》等抗日题材的“革命英雄传奇”采

用了相同的叙事策略。在“革命英雄传奇”里，没有

爱情和欲望的位置。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爱情”被

抛出革命叙事的范畴之外，性别的差异只有在对婚

姻的叙述中才有意义；而对婚姻的叙述，其则重点

在于突出解放和革命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人的私

人情感需求以及对于异性的欲望，革命文学多是避

而不谈的，其中缘由黄子平曾有过分析：“‘英雄

血’还在，但那是‘集体英雄’，集体英雄是中性或

无性的，不分男女。‘美人泪’‘时代女性’已经脱

胎换骨，成长为‘党的女儿’。永远是‘党的女儿’

而不是‘女儿’或‘女性’，因为政治父权的身份是

凭借女儿的身份来界定、来确认的。”［７］这样来塑造

英雄，突出了英雄的“神性”，却忽略了英雄的“人

性”，使英雄形象高大却渺远，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

人很难建立起关系。这种刻意“纯化”的描写使英

雄人物脱离了生活，从而失去了自身的真实性和丰

富性，被符号化和平面化。“革命英雄传奇”中对于

英雄个人情感的忽视与革命叙事的规约有关，也与

中国传统的英雄叙事经验有关。在古典文学的经

典文本中，英雄是无性的，［８］从关羽到武松再到孙

悟空，对于异性都有一种本能的拒斥；而亲近女色

的往往是些悲情的人物，无论是与虞姬相爱的霸王

还是恋着貂蝉的吕布，或是有小乔陪伴的周瑜，都

功败垂成，只留给后世一声叹息。何顿在塑造英雄

人物时在作品中描绘了英雄们缠绵悱恻的情史，着

重突出了大侠的“剑胆琴心”。《黄埔四期》中这些

英雄不仅善战，而且多情。

何顿笔下的主人公不似金庸笔下的杨过和黄

药师那样从一而终，对待爱情忠贞不渝，而更像古

龙笔下的陆小凤，风流而率性，对待每一份感情都

真诚而热烈，然而却不执着。在《黄埔四期》中，风

姿绰约的女人们不仅作为一种点缀，衬托英雄的雄

性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也是一个管道，作者可以

通过对她们的设置展现英雄内心深处的细腻和柔

软，使英雄的形象更为立体而丰满，也更具传奇色

彩。可以说，小说中不仅充斥着英雄血，也流淌着

美人泪；何顿不仅将他笔下的主人公设置成战场上

的神话，也让他成了情场上的传奇。在小说中，贺

百丁与秦云的恋爱给人印象深刻。秦云是总部派

给贺百丁的机要秘书，她的美貌和温良征服了贺百

丁，使其不顾已婚的状况与之坠入爱河。但事实证

明，秦云是共军派来的特务，贺百丁部与共军交战

的数次失利都与秦云有关。当军统查明秦云的身

份后，派特务来逮捕秦云。贺百丁闻听此事十分震

惊，自己麾下的两个旅总计五六千部下都因她而

亡。秦云的身份和作为给了贺百丁极大的精神冲

击和伤害，但对秦云浓烈的爱让他阻止了特务的抓

捕。他知道此行等待秦云的将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摧残和折磨，同时他也深知，事已至此，自己无法解

救秦云，他唯一可以为她做的就是交给她一把手

枪，让她自裁。阻挠特务的抓捕行动让怀疑贺百丁

通共的人掌握了更切实的证据，破坏了上峰对他的

信任，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贺百丁以自己的

政治生命为代价给这个他深爱却背叛了他的女人

以保护。在贺百丁老年的濒死之际，贺百丁于混沌

中回忆起他的爱人。在生命的尽头，他还计较于尘

世的功业和仇怨，却愿意放弃追究爱人对他的出卖

和背叛，以宽容和大度在心中与爱人达成了和解。

这些都体现了他内心中的温润与柔情。有趣的是，

贺百丁虽然风流却重情义，也是个怕老婆的人。他

在西安受训时与当地一酒楼的老板娘吴姬交好，后

者执意跟随贺百丁回老家，不惜做妾，贺百丁满口

答应；然而回到家中，面见发妻极其不悦的神情后，

贺百丁却怯懦了，不得不将吴姬介绍给还没有老婆

的二弟。战场上面对枪口和刀锋面无惧色的猛将，

面对妻子却充满了敬畏。作者通过这一情节，表现

了人物的不同侧面，使人物更加真实而可信，避免

了平面化的倾向。

与贺百丁相比，姜乃常的情感经历丰富得多。

姜乃常的妻子与情人加起来有６人之多，这６个女
人无一例外对姜乃常一往情深。发妻田贵荣不计

较姜乃常对她的冷漠和抛弃，心甘情愿为他守护家

产、教育子女，在土改中甚至替他 （下转第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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