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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野

火春风斗古城》以其真实的历史

底色、鲜活的人物群像和惊心动

魄的地下斗争叙事，成为“红色

经典”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

不仅是作家李英儒革命生涯的凝

练，更是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隐

蔽战线斗争的艺术丰碑。在抗战

胜利 80 周年之际，回望革命文学

经典《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以

冀中古城地下斗争为背景的长篇

小说，不仅是作家李英儒对烽火

岁月的深情镌刻，更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的缩影。从

硝烟中诞生的手稿到跨越时代的

版本流变，从银幕内外的广泛流

传到革命精神的深刻诠释，这部

作品以其真实的历史底色与艺术

生命力，成为红色经典中一座永

恒的丰碑。

手稿生成
《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创作始

于 1955 年，李英儒时任解放军总

后勤部文化部副部长。手稿的诞

生与作者的特殊经历密不可分。

1942 年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

后，冀中根据地陷入“村村有岗

楼，处处有碉堡”的绝境。党组

织派遣李英儒潜入保定城建立地

下工作站。他以伪省政府职员身

份为掩护，策反伪军、传递情报，

其妻张淑文亦参与交通站工作。

这段惊心动魄的敌后斗争，成为

小说最直接的素材来源。小说中

的杨晓冬兼具李英儒的果敢与智

慧，银环的成长轨迹则映射了张

淑 文 的 经 历 ，而 汉 奸 省 长 吴 赞

同 、伪 军 司 令 高 大 成 等 反 面 角

色，均源于作者对保定伪政权人

物的细致观察。

1955 年，李英儒正式动笔创

作，将这段经历升华为文学。由

于白天需处理公务，李英儒只能

在深夜伏案疾书。据其自述，原

计划 20 万字的篇幅因“停不下

笔”扩展至 30 余万字，历时三年

半方告完成。初稿长达 34 万字，

远超原计划的 20 万字，足见其情

感 与 史 实 的 丰 沛 交 织 。 手 稿

中，“野火”喻敌人凶焰，“春风”

比党的力量，主题从最初的“另

一条战线”升华至“党的胜利与

人 民 觉 醒 ”。 李 英 儒 曾 坦 言 ：

“写杨母时，我想到了自己的母

亲 和 冀 中 无 数 牺 牲 的 房 东 大

娘 ”。 他 将 回 民 支 队 马 本 斋 之

母的形象与“五一大扫荡”中掩

护过他的群众记忆熔铸成杨母

的 壮 烈 形 象 ，使 这 一 角 色 成 为

党群血肉相连的象征。

版本流变
《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文本流

变深刻体现了文学创作与时代语

境的互动关系。1958 年小说初

刊于《收获》杂志，同年 11 月由作

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以冀中古

城地下斗争为背景，迅速引发社

会热议。1962 年修订版中，李英

儒对文本进行了重大调整。删

减初版中偶然性过强的戏剧冲

突 ，如 高 自 萍 叛 变 的 偶 然 性 情

节，强化地下斗争与群众路线的

结合，弱化银环与杨晓冬的爱情

线 索 以 突 出 革 命 叙 事 的 纯 粹

性。例如，初版中杨母跳楼就义

仅通过他人转述呈现，修订后则

通过“临行前凝视儿子”的细节

与细腻的心理描写，将母子亲情

升华为对党的忠诚，使这一场景

成为全书的情感高潮与革命信仰

的象征。李英儒曾坦言，这一修

改源于对冀中群众牺牲精神的深

切缅怀，尤其是马本斋母亲等真

实人物的启发。

1963 年的电影改编则开启了

跨媒介再创作的新篇章。导演严

寄洲在周恩来总理“解放思想”

的文艺政策鼓励下，突破当时创

作禁忌，将银环设为第一主角，

并通过“一人分饰两角”的叙事

创新展现革命精神的代际传承。

王晓棠凭借对金环的刚烈与银环

的柔韧的精准演绎，成为中国影

史首位同时塑造双角色的演员。

为区分两姐妹，她研读小说至能

背诵相关段落，甚至用提琴定音

器练习台词声调差异，最终以金

环怒斥多田时的凌厉眼神与银环

送药时的温婉举止形成鲜明对

比。影片在保留原著核心符号如

红心戒指的基础上，强化视觉语

言，杨母托付戒指时颤抖的双手

特写，既延续了小说中“革命传

承”的隐喻，又以光影对比凸显

人性温度。

严寄洲的改编策略还体现在

叙事结构的重构上。他提炼出

“争取关敬陶起义”作为主线，弱

化小说中复杂的支线情节，并通

过双线叙事，明线展现武工队与

日伪军的正面交锋，暗线刻画银

环 从 稚 嫩 到 成 熟 的 成 长 轨 迹 。

这种处理既符合电影媒介的紧

凑 性 需 求 ，也 呼 应 了 上 世 纪 60

年代“塑造英雄典型”的文艺导

向。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在革命

伦理中大胆融入人性表达，杨晓

冬与银环的朦胧爱情以红心戒

指为载体，严寄洲坚持认为“革

命者的情感是斗争动力而非瑕

疵”，最终保留的含蓄表达成为

时代突破。

作品流传
《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流传

史是一部红色经典突破时空的

破圈之旅。小说问世后迅速被

译成英、日、俄、朝鲜等十余种文

字，保加利亚译本在社会主义阵

营引发热烈反响，成为国际社会

了 解 中 国 抗 战 的 重 要 窗 口 。

1963 年电影上映时，乡村露天放

映场中“观众随剧情惊呼落泪”

的场景，印证了革命叙事的强大

感召力。

进入新时期，作品持续焕发

活力。1995 年电视剧版以杨晓

冬为核心，再现敌后斗争主线；

2005 年版则增加破坏细菌武器

等新情节，斯琴高娃饰演的杨母

跳楼戏份，以“群众演员感动落

泪”的真实表演，凸显革命母题

的永恒感染力。2019 年小说入

选“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

藏”，2021 年话剧改编启动，标志

着经典 IP 从大众传播向高雅艺

术的多元再生。不同艺术形式的

演绎，既保留对信仰与牺牲的讴

歌，又融入群像刻画与市民生活

图景，使革命记忆在代际传承中

历久弥新。

革命精神
作为首部系统描写城市地

下工作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

斗古城》突破了传统抗战文学的

叙事框架。作品以“争取伪军起

义”为主线，揭示党在隐蔽战线

的政策智慧。杨晓冬对关敬陶

的策反，历经“写信引导-战场

释放-情感感化-政治说服”四

重阶段，体现“既斗争又联合”的

统战思想；而金环牺牲前怒斥多

田、银环从稚嫩到成熟的转变，

则彰显个体命运与革命洪流的

共振。

小说尤为注重党群关系的刻

画。杨母、周大伯、韩燕来等普

通群众不仅是斗争的参与者，更

是历史的推动者。如杨母跳楼前

“将戒指交给银环”的细节，将家

庭伦理升华为革命信仰，诠释了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

史观。李英儒曾指出：“没有群

众的掩护，地下工作寸步难行。”

这一创作理念在银环送药、梁队

长劫法场等情节中得到生动体

现，使作品超越传奇叙事，成为

革命精神的文学注脚。

红色叙事
在当代文学谱系中，《野火春

风斗古城》确立了革命英雄传奇

的审美坐标。其艺术成就体现在

多个方面。其一，融合古典章回

体与现代叙事技巧，如“宴乐园

智斗”“劫法场”等场景，以悬念

迭起的情节继承《水浒传》的民

间叙事传统；其二，塑造二元对

立中的复杂人性，关敬陶从彷徨

到觉醒的转变，打破脸谱化反派

窠臼；其三，语言糅合河北方言

与政论色彩，金环遗书中“革命

者 的 血 不 是 金 钱 能 买 的 ”等 台

词，兼具地域风情与思想深度。

相较于《林海雪原》的传奇

化、《红岩》的史诗性，该作更注

重日常性与崇高性的辩证。银环

送药、杨晓冬吃馄饨等生活化描

写，让英雄形象可亲可感；而“红

心戒指”的爱情符号，在革命伦

理中注入人文温度。这种“大叙

事”与“小细节”的平衡，影响其

后《夜幕下的哈尔滨》等作品的

创作路径，奠定其在新中国文学

史中的桥梁地位。

八十五年弹指过，野火春风

韵犹存。《野火春风斗古城》以文

学的方式，将保定古城的枪声、

地下工作者的誓言、普通民众的

觉醒，熔铸成一部民族精神的启

示 录 。《野 火 春 风 斗 古 城》的 手

稿，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精神纽

带，将个体的革命记忆转化为集

体的文化记忆。从保定古城的烽

火 岁 月 ，到 当 代 中 国 的 话 语 重

构，这部作品始终以其鲜活的历

史细节、崇高的精神品格，昭示

着革命文学的生命力。在新时代

重温手稿、版本与作品，不仅是

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致敬，更

是 对“不 忘 初 心 ”的 深 刻 诠 释 。

当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凝视泛

黄的手稿，在银幕前重温金环的

绝笔，便能深刻领悟，春风永不

老，薪火自长存。这部作品不仅

是抗战历史的艺术见证，更在新

时代语境下，持续回答着“文艺

为什么人”的根本命题，唯有扎

根人民、映照时代，方能成就传

世经典。野火再烈，终不敌春风

化雨的力量，春风所至，必是赤

旗漫卷、山河重光。

姚明

本周读完《行万里路：宋代的

旅行与文化》，接着读了《陆游的

乡村世界》，借着陆游的视角，观

察浙东地区的南宋乡村生活，颇

有收获。

4 月 15 日 乙巳三月十八
马培杰老师赐赠《新京报书

评周刊》2024 年合订本，一册在

手，全年尽收。合订本用原报纸

重新装订成册，用出版社正规书

号出版。现在订报的人越来越少

了，而报纸的副刊和书评版面越

发珍贵，对于喜欢《新京报书评

周刊》的读者，这种形式确实非

常友好。我家里还存了当年自己

参与编辑的《新京报书评周刊》

好几箱。闲时读报，是互联网时

代最开心的享受。

4 月 16 日 乙巳三月十九
记录一下新近收到的新书：

收到山东画报社于莹寄来的《钱

理 群 访 谈 录》《黄 子 平 访 谈 录》

《陈 子 善 访 谈 录》《贺 桂 梅 访 谈

录》等四本；收到火与风品牌寄

来沙青青的《敌友难辨：冷战谍

海逸史》；收到国图社王燕来兄

寄赠的《书海一勺：民国书衣 300

品》；入侯仁之《燕园史话》、焦雄

《北京西郊宅园记》。读书越多，

要读的书越多，此循环也。

4 月 17 日 乙巳三月二十
读《书怎么读都有趣》，用书

中附赠书签记录：小小的日系口

袋本，带着去学校接孩子，站在

门口就读完了。怎么读都有趣，

作者青山南真是深得读书人之小

心思，所言全中。

读《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

文化》，以五位宋朝文人留下的

游记、日记为基础文献，研究宋

代的旅行与文化，尤其是长江流

域 的 水 路 旅 行 。 其 中 ，陆 游 的

《入蜀记》从江南入川，范成大的

《吴船记》由川返吴，形成了长江

一上一下的对应路线。再谈及宋

朝对官员旅行者的诸多规定和保

障等等，体现了宋朝统治的灵活

和机动，当然，也带来诸多的问

题和困境。

4 月 18 日 乙巳三月廿一
继续读《行万里路：宋代的旅

行与文化》，以东西走向的长江

流域水路旅行为研究主体，想起

段 志 强 主 讲 的《白 银 时 代 旅 行

史》，这是南北走向，以大运河为

主线的明清旅行史，异曲同工。

从宋到清，旅行文化变化不大。

4 月 19 日 乙巳三月廿二
读包伟民的《陆游的乡村世

界》，借着陆游的视角，观察浙东

地区的南宋乡村生活，尽管只是

吉光片羽，却已是弥足珍贵。陆

游的诗中记录了大量乡村生活，

文学化、诗歌化后的乡村生活还

有 多 少 真 实 成 分 ，姑 且 不 去 深

究，但我们现在也只能借由这种

描写，想象和重构那种生态了。

4 月 20 日 乙巳三月廿三
读毕《陆游的乡村世界》，有

收获，但觉得不过瘾，如果能有

更横向的比较研究，把南宋时期

其他士人笔下的乡村世界也呈现

出 来 ，应 该 能 看 出 更 立 体 的 面

貌 ，可 惜 目 前 没 有 看 到 类 似 研

究，可能这项研究确实吃力不讨

好，很难出成果吧。

4 月 21 日 乙巳三月廿四
读完《行万里路》和《陆游的

乡 村 世 界》后 ，又 把 陆 游 的《入

蜀记》拿出来重温，确实感受不

一 样 了 ，总 想 写 一 篇 小 文 记 录

这 次 小 主 题 阅 读 的 收 获 ，但 腾

不 出 时 间 ，有 几 个 更 急 的 活 在

催 着 我 。 但 这 么 一 放 ，估 计 就

一去不复返了。

凭借代表作《失控》一书，长期在技

术前沿工作的《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

文·凯利影响了包括乔布斯在内的一代

互联网人。《失控》被誉为“本世纪对西方

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最重要的著作之

一”，作者凯文·凯利本人享有“趋势预测

第 一 人 ”“ 硅 谷 教 父 ”之 名 。 其 新 作

《2049：未来 10000 天的可能》则引入中国

语境，以未来 25 年的时间尺度思考科技

会带来哪些变革。

为何要引入中国视角？凯文·凯利

的原话是：“我相信中国将是未来世界中

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这一信念基于我在

中国数十年的游历——我曾去到过中国

最偏远的地区，也游览过其最具未来感

的城市，同时也基于我在世界其他地方

的旅行经历。毫无疑问，中国的未来将

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事实上，过去

25 年，中国比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跑

得快、走得远、变得多。全球化、数字

化、智能化，推动中国完成了一个又一

个飞跃。过去 25 年，任何身在其中的国

人，都习惯了加速发展，习惯了巨大的

变化：以 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

首的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公司就创建于

25 年前的 1999 年前后，在之后短短的

10 年里，互联网普及，移动互联网飞速

发展，为随后互联网应用的大爆炸奠定

了基础。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代表的

移动支付、以微信为代表的一站式超级

应用、以美团为代表的外卖生态、以字节

跳动为代表的 AI 媒体平台……在数字

化服务领域，中国实现了发展、创新和赶

超。当 AI 浪潮袭来的时候，在创新方

面 ，全 世 界 也 只 有 中 国 可 以 与 硅 谷 比

肩。但地缘政治变局所带来的全球化转

向，让中国的高科技创新面临前所未有

的外部限制。如何突围？这让畅想未来

25 年变得十分重要。

为什么要选择 25 年这一时间尺度？

凯文·凯利基于的是过去 25 年的发展变

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正飞速奔向

未来。我们不应该完全盲目地向前冲。

任何关于我们将走向何方以及将会发生

什么的暗示，对于我们未来的进步，甚至

对 于 我 们 的 生 存 ，都 将 产 生 极 大 的 帮

助。尽管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但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大规模和长期的趋势

来揭示总体路径、大致方向。”未来 25

年，变革不会停下脚步，这一时间跨度提

供了足够长的时间窗口，可以让作者充

分调动想象力，畅想未来。

在本书中，凯文·凯利试图想象一个

由技术与创造力驱动的高科技社会，它

包含 AI、基因工程、数据搜集……在未来

25 年世界的理想场景中，他还想象了中

国在这个技术世界中运作的方式，以及

它在这个世界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作者认为，在科技层面，AI 会是最主

要的推动力 ，书中以 2049 年为时间节

点，展望了人工智能、镜像世界、脑机接

口、生命科学等前沿技术如何塑造未来

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书中通过五大核

心概念（镜像世界、AI 助理、互见性、内

容井喷、异人智能）和十大发展领域（AI、

数字治理、组织变革、教育、医疗、机器

人、自动驾驶、航天、生命科学、脑机接

口）构建了一个全面的未来图景。书中

还深入分析了教育、医疗、组织变革等领

域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互见性”“定

制化”“丰沛”等理解未来 25 年的关键

词，描绘了一个由 AI 驱动的、信息高度

透明的未来世界。

总之，作者通过构建乐观的未来情

景，探讨了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角

色，提出了“酷中国”的愿景，认为未来的

中国将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输出，成为

全球科技和文化的引领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短短两天，‘女大学生鼓州岛离奇

失踪’成了网上最热的新闻，连护士们都

在讨论这个，这是因为，有人在网上公布

了一段十四秒的监控录像——深夜，鼓

州岛，防波堤上，失踪女大学生拖着一只

红 色 拉 杆 箱 一 路 狂 奔 ，还 两 次 往 身 后

看。”作家老晃的最新长篇小说《饿兔子

跳》如是开篇。一段来自暗夜的监控视

频，一起扑朔迷离的少女失踪案，一个孤

悬海上的小岛——这是影视中常用的

“悬疑”手法，故事由此展开。

老晃曾是电影杂志主笔、知名影评

人，近年策划、编剧电影多部。2015 年

起，他涉足小说创作，推出了《蚀骨塔》

《涉过愤怒的海》等备受好评之作。其中

《涉过愤怒的海》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于

2023 年岁末上映，电影凭借精彩的情节、

深刻的主题以及黄渤、周迅等主演的出

色演绎，成为年度话题之作。如果说《涉

过愤怒的海》通过老金和女儿的故事，深

刻探讨了原生家庭中爱的错位和缺失，

以及这种影响对人物命运的塑造，那么

《饿兔子跳》则展现了亲情、友情和爱情

在社交媒体时代面对的危机和考验，在

悬疑氛围下、在生死考验中，重新诠释了

人性、情感和生命的价值。

据老晃自述，这部小说最早名叫《失

踪》，既是讲女大学生阮冬冬的失踪，也

是讲像女主人公阮金这样的平凡女性被

忽略、被遗忘的命运。她独自生活，苦苦

挣扎，偶尔做出一个错误选择，结果却是

万劫不复。“正是这些被消失、被隐形的女

性，传授给我那些我原来不知道的东西，

她们难以启齿的故事是我不得不讲的，也

是我一度唯一想讲的故事。”老晃说。

女主人公阮金是一位编剧，在网络

上她则隐藏于“虚拟身份”背后，“写剧

本、讲故事的天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发挥”，创造了一个不存在的魅力女性

“饿兔子跳”，但她没有预料到由此打开

了潘多拉魔盒，让男性内心的恶念被释

放出来，化身为现实中的鬼影，“就像一

团毒雾，混迹在人群之中，不动声色地捕

猎”，给阮金与冬冬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在叙事手法上，《饿兔子跳》采用回忆与

现实双线交织的叙事方式，让读者为冬

冬的安危揪心的同时，也深入了解阮金

这个人物，感受她的内心世界。这种巧

妙的叙事方式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层次感

和丰富度，还让读者更能沉浸其中，与角

色一同经历喜怒哀乐。

《饿兔子跳》讲述虚拟世界的人际风

险向现实世界溢出的过程，淋漓尽致地

展现了悬疑类小说扣人心弦的情节魅

力。在精彩的故事之余，小说更多还是

在思索陌生人社会，以及网络世界所蕴

含的巨大风险。小说揭示了种种对于女

性显性与隐性的伤害，为那些处于黑暗

角落中的女性发出了呐喊，给予她们希

望的微光。“对一位女性的剥削，就是针

对所有女性的剥削”，小说家怀揣这样的

赤诚信念，以凛冽叙事打捞女性“被剥

削”“被隐藏”的命运，涉渡人性的无底深

渊，要让她们在被黑暗吞噬前，抵达爱和

宽宥的彼岸。

在评论家李耀鹏眼中，老晃犹如一

个孤独的猎手，在平静如水的日常生活

中开掘和勘探着波澜不惊的故事之弧，

他的叙事层峦叠嶂而峰回路转，充盈着

东野圭吾式冷峻的悬疑魅力，既有寒冰

般的凛冽荒寒，又不乏春风拂面的温暖

动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饿兔子跳》：

展现当代女性的
现实困境与自我救赎

《2049：未来10000天的可能》：

科技发展的前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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