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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蒋子龙的创作轨迹

李 大 鹅

【内容提要】 本 文从 《人民文学二关于蒋子龙新作 `冬绮之奇 》的编者文章的观 点入手
,

通过叶

蒋子龙在文学观念
、

人物形 象
、

文体风格诸方 面 的追踪 研完
,

找到作家的 重大变化 因素
,

说明蒋子

龙同任何作 家一样
,

都要受 时代风潮的影响
,

随时代的变化 而 改变自己
。

也指 出了弋人民文学矛编者

文章观点的偏颇
。

文学界似乎有一种共识
:

蒋子 龙作为
“

改 革文学
”

的举旗人物
,

他的时代 已经过去
,

文坛上关于他 的话题已

经冷落下来
。

然而
,

两年前蒋 子龙创作的《冬绮之奇分却使人们不得不对他 重新估价
。

《人 民文学 》为此文所加

的编者文章认为
,

蒋 子龙仍担当着时代的” 弋笔者和代言人
” ,

文章说
, “

从那时起 ( 指《乔厂长上任记 》发表时

— 笔者注 )
.

蒋子龙跟他笔下的乔厂长一道
.

深人 J
’ `

大读者心中
,

十多年来
,

他的艺术眼光
,

总是落在人民群

众最为关切的社会问题上
;
他的文学心灵

,

时刻感应着时代大动脉的节拍
。 ’
嗯 这种观点

,

显然是在长乔厂长上

任记户和《冬绮之奇 》之间划了一条直线
,

认为 作家十多 年来
“

始终不渝
”

地 沿着这一直线前进
,

从无偏离
。

但实

事上
.

这 恐怕不是 对作家十多年来创作轨迹 的正 确
、

客观的概括
。

因而
,

笔者拟从
“

作家与时代
”

关系的 角度

上
,

重新对蒋子龙进行讨论
。

蒋子龙的创作
,

从 80 年代中期 《蛇神户的 发表为界
,

大致可 以 分为前后 两个时期
.

为叙述方便起见
.

可简称

为
“

前蒋 子龙
”

和
’ `

后蒋子龙
” 。

比较前后 两个蒋子龙
,

使可以看清时代之于作家的意义
,

以 及作家之于时代的

态度
。

关于
’ `

前蒋子 龙
” ,

评论的文章颇多
,

本文不拟重复
,

只想选 择前后 两个蒋子龙与时代相啮合的文学观念
、

人物形象
、

文体风格等方面
,

来考察作家某些变化的与恒定的囚素
,

以窥探与时代的关系
。

蒋子龙崛起于 19 下9 年
.

又乔厂长上任记 》一饱打响
,

成为新时期
“

改革文学
”

的开山之 作
.

人们至今记得当

时那种家喻户晓的轰动
。

一 篇小说
,

竟会产 生那样惊人的社会效应
,

今天看来如同神话
·

但那个 时代却是事

实
。

这种现象的成 因
,

固然有作家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和后来小说 获奖 所产生的宣传效应
,

但起决定作用的
,

却

是时代的因素
。

那个 时代的特 征是 什 么呢 ? 刊 年代末正是中国社 会发生重大变 带的时期
,

但文艺体制 的转变却相 对滞

后
,

这一体制的框架主要表现在文艺作品的教 化性
、

文艺刊物 的匿乏性和大众文艺观念的统一性上
。

这种体

制
,

同那个时期少
、

民群众改治上的新生感
.

为四化建设的紧迫感和 责任感这一社会 营
、

体意识相交 汇
,

就使乔厂

长的奋
一

牛变成了全民族的楷模
,

人 们为乔厂长而赞 ;叹
,

而欢呼
,

正是时代 精神的 反映
。

从这 个意义看
,

蒋子龙

礁实扣住了时代的脉博
。

如果说
.

历史的 契机— 改革开放的时代成就了蒋子龙创作的话
,

那 么
·

这 以前的
’ `

毛泽东时代
”

则成就 了

蒋子龙的文学观念
。

他曾说作家的成长是
“

一拔一拔地
” , ` .

仿沸蒸包子的蒸世一 样
,

一屉顶一屉
。 ’ ,

吕这说明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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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龙已经注意到不同时代造就的各
“

拔
”

作家在文学观念上是 不尽相同的
。

严格地说
,

蒋子龙属于 60 年代成长

起来的一
“

拔
” ,

因为
,

蒋子龙的文学创作起步于 60 年代
,

他是这一
“

拔
”

里最年轻的作家
。

这一代作家大都有丰富的
“

第一线
”

生活经验
,

蒋子龙就曾
“

从农村到城市
,

由城市进工厂
,

从工厂到部队
,

经过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来了
。

呛
“

第一线
”

的生活经历
,

使这一代作家养成了重现实
、

少幻想
、

创作依赖 于

自身体验的特 点
。

另一方面
,

60 年代频仍的政治运动和封闭的文化状态又使这一代作家形成了较划一的思想

形态
:

集体主义
、

爱国主义
、

以
“

解放全人类
”

为己任的苹命意识
,

等等
。

蒋子龙的文学观念清楚地反 映了这一时代特征
。

首先是他对毛泽东《讲话 》精神的格守
。

他的小说
,

多来

自对所拥有的生活矿藏的冶炼
,

他曾主张作家要为自己建设一块
一

根据地
” , “

长期生活在 自己的
`

根据地
’

里
” ,

他认为
“

文学的力量来自生活
。

作家埋头于生活之中
,

笔就是力最
。 ’ , 互显然

,

蒋子 龙笃信
“
文学源于生活

”

的原

理
.

与那类凭一颗
“

慧心
”

而表现
“

感觉
”

和
. `

情绪
”
的作家

,

在文学观念上相去甚远
。

其次
,

是作家对当时流行 的关于
“

文艺是阶级 斗争的工具
”

理论的 信奉
。

长期以来文学
. `

为无产阶级政治

服务
”

的基本任务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蒋子龙的文学观
,

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学 与革命相联系
.

这种观念使

他的作品表现出改造社会
、

教育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愈识
。

从蒋子 龙 6。 年代的处女作《新站长落到 70 年

代 《机 电局长的一天 诊
,

再到新时期的畏乔厂长上任记 `
,

都清楚地反 映这种观念
。

作家曾明确说 《 乔厂 长上任

记 》
’ `

是被生活巡出来 的
.

是被一个普通 的中国少
、
对四 化的责任感逼出来的

。 ’
嗯可见

,

蒋子龙曾把文学 当成革

命的工具
,

庄重严肃地赋予文学以改革社会的使命
,

蒋子龙的文学观念决定了他塑造人物的特点
:

他总是把 目光集 中在时代的风云人物身上
,

塑造他们的光

辉 形象
,

企图通过这些人物去影 响
、

乃至去指导现实生活
。

人们还记得 乔厂长上任后对工厂动的那个大
“

手

术
” :

通过考核
,

把大批
’ `

编 余人员
”

编组成一个
. `

服务大队
” 。

这一改革举措
,

在小说发表时尚属首创
,

因而引起

了社会的 )
’ `

泛讨论和效 法
。

这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
,

文学 以具体的
、 “

立竿见影
”

的方式
“

指 导
”
现实生

活的仅见的例子
。

蒋子龙的小说— 尤其是工业改 苹小说
,

无不在追求这种效果
,

他笔下 的改革者可 以开出

一个长长的名单
;

霍大道
、

车篷宽
、

朱石
、

冷占国
、

应丰
、

高盛五 … …这些人物同乔光朴一样
,

都是站在时代潮头

的弄潮人
。

为塑造这些人物形象
,

作家常常为他们涂上一层理想主义 的色彩
,

他们个个 在困难面前百折不回
,

无私无畏
,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保持一身正气
:

他门不仅
..

高于生活
” ,

而且 往往
“

高
”

出甚多
。

例如乔光朴
,

有胆

有识
,

有情有义
,

无可挑剔
。

作家为表现他的不凡
,

甚 至设计了他当众宣布与童贞结婚而事先却不与之商量的

情节 J 从
一

真实
”

的角度看
,

这个情节显然失真
,

但作家考虑 的是
,

若让乔光朴一 如常人那样先登 记后结婚
,

乔

光朴也就不是乔光朴了
。

可见
,

蒋子龙为了人物的理 想高度而宁肯违背一点生活真实
。

诚如作家所说
, “

文学

负有改造人的灵魂 的使命
,

不应该摧毁人们心中理想 的火苗
,

倒应该点燃人们灵 魂中的理想的火焰
。 ’
咏他认

为
,

写理想人物可以探索
“

怎样使人物的心 灵和时代
、

生活
、

现实扭结在一起
。 ’ ,

二

这种
’ `

扭结
” ,

说到底
,

是企图

使理想人物对社会产生强有力的
、

甚至是
“

立竿见影
”

的改造作用
。

蒋子龙还认为
,

这种改造社会的力量 主要来 自上层
,

因此
,

他总是写厂长
、

经理
、

局长
、

部长等有地位
、

有权

力
、

有手腕的大人物
,

而不写下层工人
,

这成为蒋子龙写人的又一特点
。

有人曾问作家何以不写工夕
、 ,

只写领

导干部
。

他说
: ’ `

我是不忍写工人
,

我写 领导干部是有意识的
。

我 们的问题在干部
,

不能怪群众
,

我觉得很多问

题来 自他们
.

揭示他们的病根子比揭示工人更重要
。 ’ ,“

这段话
,

清楚地表现出
. `

前蒋子龙
”

文学观念是建筑在

政治功利性上的
,

他茜主把写小说与
“

揭 问题
”

等同起来 { 有理 由相信
,

此时的蒋子龙
,

除了对文学的
“

工具与

武器
”

的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以外
,

对文学 的其它功能尚不甚了了
。

山于作家
’ `

写即是揭
”

的文学观念的偏颇
,

他

轻易地放弃了工业题材的大半个 领域
。

当代文学生今缺少普通工人的典型形象
,

固然是文学的遗憾
,

但对蒋

子龙这样一位以工 厂为
“

基地
”
的作家来说

,

更是憾事
。

当然
.

这里没有丝毫贬低作家之意
,

而是说明
,

时代是

影响作家文学观念的决定因素
,

蒋子龙是
`

文革
”

之前起步的作家
,

受那个时代的左右
,

他只能这样理解文学与

社会的关系
。

作家的文体风格也与其文学观念密切相关
。

评论界对
’ `

前蒋子龙
”

的风格 几乎异目 同声
,

都认为蒋子龙属

于豪放派
, “

大刀 阔斧
” , ’ `

粗犷豪放
” ,

等等
二

这种批评
,

确实 匀勒 出了
“

前若子龙
”

的小说风格
。

但若问作家的这

种风格 何来 ? 却鲜有深刻的讨论一般的 解释是
,

涛子龙小说的
. `

阳刚
”

风格来 自作家本人性格
。

因为布封说过
“

风格即人
” ,

说的就是作家人格与作品风格的统一性 作家性格豪放
,

则其作品豪放
,

反之则柔婉
。

蒋子龙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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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沧州人
,

有现成的
“

燕赵多慷慨之士
”

的古语在
,

就以为很容易说明作家风格形成的 本源
、

例如有人曾说蒋

子龙
“

有侠豪之气
” , “

在山可为大盗
,

从戎可为虎责
’ ,昌 ,

就是企图以作家性格来淦注其作品风格
。

诚然
,

作家的性格是形成其风格的因素
,

但这不是全部
,

还应该考虑到另外两个因 素
;

其一是影响作家的

生活环境
。

蒋子龙本人已经多次谈到了这一因素
: “

我创作的风格 和特点
,

深深地受了现代化大企业雄浑气势

的影响
。

"t’ 其二则是作家的文学观念
。

这是时代因素通过作家心理而形成的意识形态
,

它不是 由性格支配 的
、

下意识的流露
.

而是体现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
.

因此它是作家风格形成的决定因素
,

蒋子龙小说的豪迈
、

壮阔

气势
,

来自他严肃的社会责任感
.

而这些
,

又与他文学观念的
“

革命性
”

相顺应
。 《乔厂长 匕任记 亡发表不久

,

作家

曾说
. “

不要把这篇东西单纯地当作文艺作品来看
。
” 。 一篇小说

,

不当作文艺作品
,

当作什么呢? 显然
,

作家要

把他的作品
,

当成扶掖正气
,

讨伐不正之风 的檄文
,

甚至
’ `

当
”

成改革社会的蓝图和
“

准
”

文件
。

作家的高度责任

感和使命意识使他产生 了
“

指点江山
,

激扬文字
”

的气概
,

这种气概
,

若暇以人物
,

就形成了豪壮
,

若直接议论
,

则产生出雄劲
。

概言之
, “

前蒋子龙
”

作品的
. `

气壮
”

来自
“

理直
” , “

理直
”

又来自作家的文学观念
。

可见
,

文学观念

是
“

前蒋子龙
”

创作的一个恒定 因素
,

也是其作品风格的决定因素
。

80 年代中期 以后的蒋子龙之所以 可称为
“

后蒋子龙
” ,

着眼点仍在 于文学观念—
“

前蒋子龙
”

创作的这

一恒定 因素— 发生 了变化
,

从而使他的小说形态发生变异
。

同任何作家都具有的
“

求新
”

心理一样
,

蒋子龙早 在 1 9盯 年就为创作的
“

新路数
”

而苦苦探索
,

他曾说
: “

说

我 已经给自己闯 出了一条路子
,

这 话不算错
,

可是这条
`

路子
’

正是我痛苦的根源
.

若能 甩开这 条现成的路子
,

另辟蹊径
,

创作也许还能更上一层楼
。

叩 作家说此话时
,

正处于创作的巅峰
,

但他已经产生了创作
“

枯竭
”

的危

机感
,

因而希望改变自己既成的创作
“

路子
” , “

另辟蹊径
”

。

此后
.

他接连写了《一个工厂秘书的 日记 》
、

《拜年 》
、

《今年第七号台风 》 、

《血往心里流 》等小说
,

作家不无得

意地说
,

这些作品 (与 《乔厂长上 任记沙相比 )
. “

人物不同
,

处理材料的角度和手法也不同
。 ’
够 接着

,

他又把 目光

投向工 厂以外
,

写了《锅碗瓢盆交响曲 》
、

《燕赵悲歌沙
、

《阴错阳差 户等
,

令人 信服地显示 了驾驭工厂以外的社 会

题材的才能
。

然而
,

蒋子龙实际上并没有
“

辟
”

出新的
“

蹊径
” ,

充其量不过是开拓了一些新题材领域而已
.

他无论怎样在
“

处 理材料的 角度
”

上作文章
,

仍离不开《乔厂长上任记 》的
`

路子
” ,

作品的政治教化色彩依旧
,

即使是非工业题

材作品
,

也能清晰地看到作家带有强烈政治说教的主体意识在人物行为中生硬地凸现
。

牛宏
、

布天隽
、

武耕新

的形象都带有这种共性
,

因此说
,

蒋子龙并没有超越自己
,

犹 如一块铁
,

无论怎样打磨
、

切割
,

只能发 生物理的

量变
。

蒋子龙的努力
,

正像改变了打磨
、

切割的角度
,

却没有找到使之发生质变的
“

路子
” .

这说明
,

一个作家是

不容易改变自己 的
,

作家创作形态 的改变
·

依靠文学观念的改变
,

而文学观念的改变
,

依赖时代风潮的外力作

用
。

“

后蒋子 龙
”

阶段 的到来
,

正是时代风潮加诸蒋子龙文学观念的结果
。

这种时代风潮表现在两个方面
:

其一是现代派文学及现 代主义行学 思潮的冲击和形形色色的新形态现

实主义文学的影响
;
其二是 商品大潮 对作家心理的调整

。

这两种外力早在 80 年代初期就交混
、

升温于文坛
,

使蒋子龙的文学观念受到 深刻触动
: “

世问许多观念正在 发生变化
,

难道文学观念就可以万古不变吗 ? 大千世

界
.

越来越变得使人目不暇接 … … 与这种生活相匹配的
,

应该是真实而 深刻的文学
,

不 粉饰
,

也不有意使之减

色
。 ” “

我相信
,

当今的知识
`

爆炸
’

不会
`

炸
’

掉当代文学
。

也 许反倒为当代文学的发展
`

炸
’

开一条道路
。 ’
晒

时代风潮终于使作家认识到
’ `

文学观念
”

是非变化不可 的了
。

然而
,

这种变化
.

于蒋子龙米说
,

却既缓慢又

曲折
。

对 80 年代初 文学思 潮的涌动
,

例如现代主义文学的诸种技法
、

各种
’ `

新潮小说
”

的主张等等
,

蒋子龙曾持

审慎态度
,

他说
: “
我不理解怎 么能把作家分为

`

写 自我
’

和
`

写 客观
’

的… …
`

写自我
’

不应该是缺乏生活的遮羞

布
,

不应该成为不深人生活的挡箭牌
。 ’ ,价
此时的蒋子龙

,

未必 已认识到现实主义文学以外的文学样式
,

他认为

那个时期渐趋时髦起来的
“

向内转
”

的小说
·

只不过是 以形式的花哨掩盖其缺乏生活的实质而已
。

但
,

为蒋子龙始料不及 的是
,

这类
“

写 自我
”

的波称作
“

新潮小说
”

的作品滚滚而来
,

生 8。 年代中期已形成

气候
,

而且
,

批评界 也为之鼓吹
,

数不清的新 溉念
、

新方法
、

新
“

主义
”

i币现出来
,

令人 目不暇接
;
同时

,

商品经济

对文学的投影益 发浓重
:

通俗文学
、

J
’ 一

告文学
、

作家与企业
’ `

联姻
”

等
“

新
”
事物异常活跃

,

而传统 的严肃文学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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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门前冷落车 马稀
。

面对这些
,

作家曾感到到极度困惑
,

他称 自己此时已
’ `

六神无主
” ,

几乎怀疑 自己
“
是否会写小说

” 。

他想的

是
“

如今新潮小说出尽风头
,

象我这种角色正 好躲起来喘一 日 气
,

好好调 枯一下自己的 步伐
”

。

3 作家此时想
“

调整一下
”

自己
,

调移者
,

改变也
。

可见作家并没有
“

始终不渝
”

坚持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 土观意愿
。

经过一段沉默以后
,

作家终于进人了
“

后蒋 子龙
”

阶段
.

其标志是 1 9 8 6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蛇神 》
。

之所以

称其为
“

标志
” ,

是 因为这种作品宣告了蒋子龙在创作上
“

另辟蹊径
”

的成功
:

爱情题材取代了作家以往的社会

改 革题材
;
爱欲— 人性的主线取代了作家惯于表现的权力— 路线斗争的主线

;
作品不再有解决任何

“

社会

门题
”

的企图
,

摆脱了作家以往作品所离不开的解决
“

社会问题
”

的主题
;
小说还彻底地避开 了作家以往 作品 中

鲜明的
“

教育人民
”

的说教性
,

而代之以娱乐性
。

从邵南孙以
一
性

”
为手段 对三个女人实行报复的情节中

,

没有

人 再读出教化的意义
;
作家对社会的

“

责任感
”

也相对黔淡
,

而这以前
,

作家总是 以此为标榜的
。

再者
,

在《蛇

神 》中
,

蒋子龙借鉴了荒 诞
、

象征
、

意识流等 现代派文学手法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

这些
,

也都是蒋子龙

以往作品中所不曾见的
。

因此可 以说
,

( 蛇神 矛是蒋子龙崭新的文学观念的产物
,

它说明
·

时代风潮是引发作家

文学观念裂变的催化剂
。

对 于时代的无形力量
,

法国 1 9 世纪文艺理论家丹纳称之为
“

精神气候
” ,

说它所起的 作用是
’ `

仿沸在各种

才干 中作着
`

选择
’ ,

只允许某 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
,
” “

不是 压制艺术家
.

就是逼他改弦易辙
。 ’
心

在 8 。 年代商品经 济的
“

时 代风潮
”

的
. `

选择
”

下
,

蒋 子龙作为 专业作家
,

不 可能闭 口塞 听
,

坚持过 去的 创作
’ `

路

子
” 。

如果把昔 日的《乔厂长上任记 二看成是作家关注工业改 羊这一
’ `

社会课题
”
的产物

,

那 么
,

不难 看出
. 《蛇神 》

以后 的蒋子龙则从
一

社会题课
”

身边滑过
, “

改弦易辙
”

了
J

“

后蒋子龙
”

不再关注改苹中的风云人物
,

而是 以世俗的眼光
,

专去搜寻那些可能引起读者兴趣的热门题

材
,

许多为他过去 所不屑一顾的小事
、

小人 物
,

令人难以置 信地出现在他的小说 中
。

例如有气功热 ( 《大周天 》 )
、

球迷疯 ( 久净火 )
.

有奇闻佚事 ( 《寻父大流水访)
,

有无耻文化拍 客的赚钱伎俩 ( 斑分分钟 》 ) 和人与人关系的世态

炎凉 ( 《阴阳交接
,

..)
· · ·

一时问
·

蒋子龙 从寻常巷陌
、

芸芸众生中抓取素材
,

编织出一个个 很具有
“
可读性

”
的故

事
,

他 别 年代出版的《阴阳交接 分
,

就是这类作品的结集
。

如果说《蛇神矛是蒋子龙创作迈路的分岔点 的话
,

那

么
, 《阴阳交接沙正是他沿着这条道路龋龋而行的记录

:

蒋子龙说
: “

相信这本书会使 熟悉 我的人有一种陌生感
。 ’
娜 显然

,

这种
“

陌 生感
”

不是偶然产 生的
.

而是作

家的追求
。

或者说
,

开启
. `

后蒋子龙
”

的
,

正是作家主体意识— 文学观念改变 的结果
。

考察作家这类令人产生
..

陌生感
’ `

的小说
,

可以 看出蒋子龙的文 学观念起玛发生 了以下变化
:

山先前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
’ `

一元正统
”

的狭隘认识到对多元共存文学形态的认知
;
由先前对文学的宣传

、

教 育功 能的 片而认识到对文学审美
、

娱乐功

能的认知
;

同先前对文学
二

为政策服务
”

的显赫
一

上层建筑
”

地位的矜持认识到 对文学
“

一般商品
”

性质的认知
;

由先前的写典型人物到写类型人物
;
山先前对改革社 会的紧迫感

、

责任感
,

到对世俗趣味的迎合与俯就
.

由于这些重大变 羊
, ’ `

后蒋子龙
”

作品文本的基调也较 以前明显 不同
:

由先前以表现路线
、

是非的文本所菏

载的光明向上的 昂奋基调
.

变 为 以暴露阴暗的文本所表露的 对某些现象的不解
、

愤激和优患的基 调
。

先前作

品的理想主义 色彩也被
“

纪实
”

色彩所代替
,

于是
, ’ `

后蒋子龙
”

令人 陌生了
。

马克思曾说
: 一

难道对象本身的性质不应当对探 i寸发生一些 即仗是 最微小 的影响吗 ? … … 难道探讨的方

式不应 当随着对象改变吗 ? ,
’ `

前蒋子龙
”

的大刀 阔斧
、

气势豪放的风洛
,

显然与其选取的重大题材— 现代工

业改 苹和严峻的现实斗争密切相关
,

而
` .

后蒋子龙
”

的选 材变 万!J俗鄙琐 屑
, . `

方式
”

— 作品风格
,

必然要受到影

响
,

这就是 所谓
’ `

题材选择风格
”
屯枕寸刘断语 )

。

何况还有 作家的创作态度
、

口的 等观念因 素的变化呢?
“

后蒋子

龙
”
令人产 生

“

陌生感
”

的原 因
,

正在于此
。

一般说一个作家有几种风格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

布封就说过
, . `

一个作家 不能只有 一颗印章
.

在不同作品

上都盖着同一的印章
。 ’ ,

沙
但就蒋子龙来说

,

他的前后两颗
’ `

印章
”

的意义是不同的
, “

前蒋子龙
”

的
“

印章
”
已 为

读者大众乃生全社会所熟悉
,

所接受
,

而
“

后蒋子龙
”

的那颗令人感到
一

陌生
”
的

“

印章
”

却 因没有附 丽于作家有

影响的作品上
,

只具有与前面那呱
“

印章
”

相区别的意义
,

因而也就显得无 足轻重了
。

这或许是人们对
` .

后蒋子

龙
”

印象趋淡的原因吧 ?

现在可以口到前 面的 问题上来
。

夕
、

蒋子 龙发生的变化看来
,

说
“

我 国当代作家群中
,

始终不渝站在前列
、

`

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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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生活切近现实
,

体贴民心关注 国运
、

笔端常现龙的精神者
,

首推蒋子龙
。 ’
心 恐怕是溢美有过了

。

蒋子龙于 1 99 3 年发表的 《冬绮之奇 》之所以引起 了人们的关注
,

是 因为这篇注明
“

纪实文学
”
的作品

,

似乎

再现了
“

前蒋子龙
”

。

这种印象的得来
,

是因为这篇新作很容易令人想起当年的 《乔厂长上任记 》
。

首先
,

作品重 新选择 了
“

前蒋子龙
”

所擅长的
“

工业改革题材
” .

这是作家离开这一领域十年之后的第一次

返 回
。

女主人公李冬绮是一位技术 专家
.

是
’ `

嘉泰保温瓶公司总经理
”
(实际上是开发区一个厂的厂长 )

,

与乔

光朴的身份相似
。

其次
,

作品写的
,

是女主人公作为工业改节者和企业家的业绩和独特的性格魅力
。

李冬绮面对企业的管

理
、

职工的教育
、

产品的销路以及模具
、

投资等棘手的问题
,

感到
“

一种无名的压力和紧迫感向他袭来
。 ”

这种紧

迫感和 由此而来的责任感乃至在处理诸多
“

问题
”

上的方法
、

眼光
、

风格
、

习惯等等
,

无不象当年 的乔光朴
,

甚至

比乔更加干练
,

该扣就扣
,

该罚就罚
.

也是一个善操
’ `

大刀阔斧
”

的领导者
。

其三
,

李冬绮在 生活上也象乔光朴
。

乔是丧妻后又 娶童贞
,

李则是离婚后带着两个孩子过
,

又遇上了丧妻

的张向东
。

李与乔一样
,

命运中都有一个
’ `

等待的爱
” 。

题材
、

人物
、

情节如此相似
,

文体风格上又带出了为人们听熟悉的严肃
、

豪迈 甚至悲壮的气势
,

无怪乎令人

想起
“

乔厂长
” 。

当然
,

并不是说 《冬绮之奇沙完全等于 ( 乔厂长上任记姚 比如
,

作品淡化了路线— 政治斗争的内容
,

却浓

墨重彩 地写了李冬绮的
’ `

另一条根
”

— 家庭生活
,

刻意表现她对丈夫的情
,

对子女的爱
。

这一视角
,

为
“

前蒋

子龙
”

的小说所不见
。

作品还在细 节处透出了浓郁的时代气息
、 ,

李冬绮嘲笑小青年有
“

恋母情结
” ;
李冬绮之子

梦见继父赤条条洗澡
,

然后去问卦
、

圆梦
,

烧冥币
·

一 西方现代心理学与民族文化— 阴阳二界的
“

神秘哲学
”

相兼容 的现实 生活色彩时时 浮现其中
,

而这些内容
,

在
”

前蒋子 龙
”

看来
,

恐怕是会当作
“

唯心主义
”

而滤掉的
。

而 且
,

《冬绮之奇 》也不象
“

前蒋子龙
”

作品那样
,

寄托着 迫切改革社会的主体意识
,

摆出解决
“

社会问题
”

的姿

态
。

总之
,

作品不仅表现了人物作为
“

改 革者
”

的豪迈
,

更突出了
`

另一条根
”

的温情
,

这些
,

与
“

前蒋子龙
”

既有大

同
,

又有大异
。

然后
,

人们敏锐到的还是那熟悉的
,

热腾腾的
`’

前蒋子龙
”

的气息
。

蒋子龙从 1 9 8 3 年离开工业改革题材
,

十年之后又悄 然回到这条路上
,

个中原因
,

似仍可以从时代的因素

上着眼
。

当历史进人 90 年代之时
,

社会经济大潮的涛声已 由 80 年代的纷杂
、

无序
,

进人较整一
、

有序的状态
,

作为意识形态的析学
、

文学
,

也由浮躁
、

多元状态转人较稳定
,

主旋律分明的状态
。

于是
,

猎取社会热点的低俗

文学和孤独的先峰文学都无声地 滑人低谷
。

时代的淘洗
,

似乎渐渐向蒋子龙显 示
:

他那颗
“

令人感到陌生
”

的

新印章
,

与时代情神并不 和浩
。

蒋子龙是很重视
`

现实对思想的饺正
、

戏弄和宽容
’
嗯 的

,

理 所当然对 自己另辟

的这条
’ `

蹊径
”

有所反思
,

由此
,

是否 可以看作
’ `

后蒋子龙
” . `

蹊径
”

的搁置 和
’ `

前蒋子龙
”

方向的重启呢 ?

当然
,

即使如此
,

这种现象也并不意味着 作家简单地倒退到 《乔厂长上任记 》时代的起点
,

而是作家经过 主

体意识— 文学观念变化后的新选择
,

是一种
’ `

螺旋
”

式 的复归
:

遗憾的是夕
、

那 时至 今已两 年过去了
,

尚未发现蒋 子龙的新作以为这一揣测 的有力佐证
,

但
,

可 以肯定的

是
,

经过十年的沉浮
,

作家从文学观念 到创作方法都 会在磕磕碰碰 中不 断丰富和完善
.

如果蒋子龙 能在
“

前蒋

子龙
”

的近旁以新选择的姿态再振雄风
,

相信那将是文坛的一件幸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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