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暴风骤雨》的创作特色

田 美 琳

周立波同志是我国文艺战线上的一个 &)J奋的战士
,

他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

作 品
。

《 暴风骤雨 》 是周立 波同志屯要 的代表作
,

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
,

所取得的一个

丰硕成果
。
《暴风骤雨》 也是作家创作的

一

大突破
。

它以东北农村的生活斗争为背景
,

生动地

描写了第三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
,

解放区农村翻天覆地的上改运动
。

真实地再现了广大翻身

农民所经历的尖锐
、

剧烈
、

父杂的斗争 ; 所走过的艰难
、

曲折的道路
;

它满腔热情地歌颂了

广大贫苦农民在党的领 洋下
,

捉高思想觉悟
,

以 砖风骤雨般的力壁
,

摧毁 关期统治我国农村

的封建势力的 {拓大斗价
。

《 暴风骤雨 》 是我国址 「.ll 一部反映
_

L改运动全
.

过程的优秀长箱小说 , 曾获得以斯大林的

名
`

挤命名的奖金
。

扎根生活实践
,

质朴
、

真实地描写人物形象

从实际生活出发
,

在坚实的生活墓础上 ,
`

创造人物形象
; 不拔高生活

,

不神化人物
,

为
求塑造质朴

、

真实
、

自然的典型性格
,

这是 《 暴风骤雨 》 一个突出的创作特色犷
一

`

林彪
、 “ 四人帮

”
推行极左

.

文艺路线 , 炮制阴谋文 艺
,

把文艺的真实性同倾向性对立起

来
,

用所 i胃的 “
革命

”
倾向性

,

实际上就是用他们反动的政治阴谋
、

愈图
,

取代文艺的真实

性
,

制造脱离生活
、

背离群众的虚假的
“
造神文学

” ,

给文艺事业带来了一场 巨大的灾难
。

打倒
“ 四人邦

” 之后
,

现在
,

有些人又用互实性来否定文艺创作应有的革命的倾向性和

美学理想
,

忘记了文艺的使命
,

丢掉了革 命作家的责任感
。

然而
,

早在三十多 年 前
,

创 作

《 暴风骤雨 》 时
,

周立波同志就非常重视在生活和创作的实践中
,

把两者有机地结 合起来
,

努力创造既扎根于肥沃的生活土坡
,

又蕴含着倾向
、

理想的丰美的人物性格
。

周立波同志积极 地 投身火热 的土改运动
,

通过 “ 同 吃同住同劳动
” , “ 交朋友 ” 的方

式
,

和 “
探贫访苦

,

扎根 串连的工作方法
” ,

宣传群众
,

`

发动群众
,

深入了解群众
,

他心里

积攒了许多
“ 人 潜” ,

有一本本各种各样贫苦农 民的血泪帐
。

他还点起豆油灯
,

’

和 屯里的男

女老少坐在热炕上
。

吧着早烟袋
, “

唠闲喷
” 。

①因此
,

在他的头脑里
,

储有大量生动的生

活故 事 和 景 物
。

正 是 在 深入生活
、

深入群 众 的 实 践中
,

周立波 同 志 获 得了对生活的

真正认识和理瘾
。

把握丫深深扎恨于生活实践的革命的思想和美学理想
。

早在 1 9 5 2 年
,

他就带着深深的感触说
: “ 工农兵中间的英雄人物

,

都是聪明精干
、

正直无私
、 `

勇于负贵
、

坚定不移
、
不怕牺牲的

,

都是体现着我们这个伟大民 族的 道 德 精华
,

蕴含着 一种内在的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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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
、

优美和坚 韧的英雄人物
。 ” ②这样的认识

,

他从来也不在自己的作品中
, 让英雄人物空

发高论
,

进行教条主义的说教
。

`

《 暴风驶雨 》 里的主要人物
,

之所 以具有质朴
、

真切
、

自然

的性格美
,

根本原因
,

也在这里
。

以赵玉林这个典型形象为例
,

据周立波同志说
,

这是一个
“
综合的典型

” 。

为了塑造这

个体现 自己美学理想的典型
,

作家从尚志选取人物原型
,

选取打胡子的故事和屯落的风貌
;

从五常搜集斗争恶霸地主
,

和赵玉林英勇牺牲 的悲壮剧的材料
。

从这些实际的生 活 素 材 出

发
,

他放眼到生活历史的深处
,

表现赵玉林一家的生活遭遇和命运
。

作品写他在暗无天 fJ 的

旧社会
, “ 一年到头

,

顾上了吃
,

顾不上穿 ” ,
` ’

在十冬腊月里
,

一家人除了抱柴
、

挑水
、

做

饭外
, “
都不下炕

” , 写他 妻子被生活 所 逼
,

经 常沿街乞讨
,

女儿也被活活饿死
, 还写他

当劳工逃回后
,

韩老六罚他跪碗碴子
,

鲜血 淌了一地
。

这样 的 真 实 描写
,

生动地说明
:

赵

玉 林是带着旧社会痛苦
、

悲惨的切身遭遇
,

走到新社会来的
。

他同地主封建势力有不共戴天

之抚
。 ’

因此
,

就极容易接受党的土改方针
、

’

政策
,

跟党走上坚决斗争的道路
。

在此基础上
,

作家述进一步写了赵玉林的现实表现
:
在工作队发动

、

组织的第一次忆苦

会上
,

当老孙头
、

老田头
、

刘青山心存疑虑
、

害怕地主报复
,

悄悄榴走时
,

是他
“
从桌上跳

下 ” ,

把
“
短烟袋别在裤腰上

”
’

,

吵开胸膛
,

露出伤痕
,

诉说了一家人的苦
,
启发

、

教育阶

级兄弟 , 点燎了乡亲们仇恨的烈火 ; 是他在工作队的支持下
,

带领群众
,

抓了韩老六
。

作家

还集中心概括地描写了赵玉林的大公无私和阶级友爱
。

例如
,

他对小猪棺的营救和收养
。

他

对郭全海的收 留和照顾
。

郭全海情知他生活困难
,

说我
“ 到你 家 吃 llk ? ”

老 赵 朴 实 地 回

答
: “

还有 一斗多精子
,

吃完再说
。

有我们吃的
,

反正饿不了你
。 ”

分胜利果实
,

他把白己列

为三等三级
,

妻子 诉说自己家生活的艰难
,

赵玉 休耐心地开异
“ 能对付穿

一

匕 不露肉就行
。

`

满州国
’

光旋
,

也能过呀
. ” “

老百姓都有了
,

叮l们就 会有的
。 ” 就是在这些生功

、

自然的

描写里
,

我们看到的赵玉林
,

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人
.

是活生
`

!: 有血有肉
、

可供大家学 习的具体人物形象
,

而不是一个不可企及 l均 “
神

” 。

但是
,

在这些表面平凡的描写里
,

又是体现着作家的思想倾向和炙学理思的
,

周立波同

志既从生活真实出发
,

又不局限于生活的真实
,

他在矢学理想的指导下
,

又认真地加工
、 `

改

造了生活真实
。

如果用生活的真实
,

特别是用生活 存 在的水 实
,

去排斥思 想 烦向
、

) : 学理

想
,

那就只能拟害艺术的真实
,

甚至掉进 自然
_

1三义的泥坑
。

象赵玉林这个典 塑
,

就明显地借用了花玉容和温风 山这两个生活的原型
。

似二

嗒
,

作家对

生活的原型
,

进行了认真的挑选
、

加工和改造
。

抛弃了花玉容得伤寒病死的事实
,

而加工
、

改造了他作为打胡子的英 雄的一面
; 对溢风山因公外出

,

被 地主枪 杀的偶 然享实
,

贝心改造

成
,

因保卫胜利果实
,

而在打胡子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

经过这样的加工
、 :女造

,

对深刻揭示

赵玉林崇高的思想精神境界
,

渲染屯里群众对他的深侍追悼和怀念起了很好的作用
。

精确地刻划个性
,

全面地展示土改生活

要想反映波 i阑壮阔
、

暴风骤雨的上改运动
,

以及它对人 民群众思想感 ,青
,

性裕心理 引起

的深刻影响
,

不描写千姿百态
、

栩栩如生的个性和人生遭遇
,

那是十分困难的
。

因此
,

周立

波同志十分看重在生活实践里
,

在和群众相处的交往中
,

发现和捕捉那些具有鲜明个性特征

的人物
、

事件和生活细节
,

然后经过改造
、

加工
,

生动也表现出来
。

他说 : “ 在土改期 l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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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留意
,

家有两匹 马的中农和只有一匹马的中农对土改工作队的态度
,

他们的心理
,

谈吐

和要求
,

都不一样
。

如果不细心
,

他们中间的差别就会溜过去
,

描写出来的中农就会没有个

性
,

流于一般化
。 ” ③人的个性的形成

,

当然有先天的因素
,

有气质方面的原因
。

但是
,

它

主要的还是由人们各不相同的出身
、

经厉
、

阶级地 位
、

生活环发
、

人生道路等等决定的
,

也

就是说
,

是由社会生活斗 争的实践决定的
。

因此
,

描 写鲜明突出的个性
,

表现各种不同的思

想性格
,

不同的人生巡遇和命运
,

才能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 仁富多彩
,

揭示土改运动的 伟

大意义
,

及其对各个阶级
、

各个阶层 的人物所产生的巨大影啊
。

在 《 暴风骤雨 》 “

卜
,

周立波同志就用他那雕刀 一样的笔
,

线条分明地刻画出了赵玉 休
、

郭全海
、

老孙头
、

白玉山
、

赵大嫂
、

白大嫂等等
,

各不相同的人物性格
。

象车把式老孙头
,

就是 一 个从旧社会长期生活过来的人物
。

他 走 南 闯北
,

经历多
,

见识 广
,

有 钾 慧
,

爱 表

现
,

说起话来诙 i涛
、

幽默
、

意趣横生
。

他走到那里
,

就把愉快的欢笑带到那里
。

他懂得许多

象
“
诸葛亮借东风

” 、 “

樊梨花移山倒海
” 那样的典故

,

会讲不少玄有生活哲理意味的故事
。

杯 农 李 振 江假装积极
,

打了韩考六一个耳光
,

他一眼就能 行穿这是
“ 周瑜打黄盖

:

一个愿

打
,

一 个愿挨
。 ” 群 众搜 人伟家大院

,

韩老六的小老婆装死
、

耍赖
,

自卫队一时慌 了手脚
,

他假戏宾演
,

论起 卜中的偷木捧子
,

喊道
: “

大伙都闪开
,

捧子抡上了 ! ”
结果吓得她慌忙

站起
,

又立即跪下
,

不注地求饶
。

然而
,

老孙头毕竟从旧时代走过来
,

身上难免沾染一些小

生产者的落后思想
。

他有时行风传舵
,

圆活 此故
、

好为 自己打豹
.

。

分马时
,

他怕老王太太换

走 自己心 爱的好马
,

忧变着法子说它这不好
、

那不好
,

好让别人不换
.

留给自己
。

老孙头是

作家笔下一个活生尘
、

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
。

恩格斯指出
,

要对型典人吻 “
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草越的个性刻划

” ,

不但写出他 竺做

什么
” ,

还要写出他 “ 怎样做
” 。 ,

人物做什么
,

他的 目的
、

动机
,

可能是一样的
、

】

相似的
。

但

是
, “

怎样傲
” ,

则必定是切合着人物特有的思想
、

性格
、

心理
、

气质
,

总之
,

是切合著人

物的个性进行的
,

因而
,

是千差万别的
。

精确地描写人物
“ 怎样做

” ,

是刻划鲜明
、

突出个

性的重要方法和 手段
。

赵大嫂一生跟丈夫在艰难困苦中过活
,

是一 个
“
吃尽千辛万苦

,

也不抱怨的好心眼的女

人 ” 。

作家用含蓄
、

蕴籍的笔触
,

描写她质朴
、

温厚的言谈
、

举止
,

着意刻画她那坚韧
、

贤慧
、

善良
、

一

温顺的个性
。 ,

在赵大嫂的身上
,

集中地体现着中国劳动妇女吃苦耐劳
,

不抱怨人生命运

的传统美德
。

她即使是在严酷的处境下
,

`

也决不失掉劳动人民的骨气
,

失掉
“ 庄 稼 人 的 本

分 ” 。

赵玉林牺牲后
,

她学 习丈夫的优秀品质
, “ 屈 已待人 ” ,

宁可叫亲生的儿子在冬天里

光着脚丫
,

也不让小猪谊冻了脚
。

·

她给他穿上棉鞋
,

送池上了小学
。

二
, ’

白大嫂则不同
。

恤秋直豪爽
、

见义勇为
、

乐于助人
。

作家用泼辣
、

粗犷的笔触
,

抒气她
敢说敢做的性格

。

童养媳刘桂兰受欺压
,

他抱不平
,

主动接到 自己家
,

业且说 :
、

“
刘桂兰是

我收留了
,

谁敢来抓
,

叫池来
,

咱跟他豁上 ! ” 她带头
“
整地主

、

挖金子
、

起枪枝
” ;

揭露

鉴了农会领导权的张富英吃喝玩乐
、

为非作夕
。

《 暴风骤 卜FJ’ 》 在塑造典型性格时
,

非常玉视把典型的共性和个性解证地维丫起米
。

一方

用鲜明
、

突出的个性
,

精确地真实地表现安性
,

生动地体现典型性格蕴含着 的
.

深广 意

同时
,

又用共性
,

用深广的桂会
、

思思意 义
,

来深化
、

凸现个性
,

使个性不致流于平庸

面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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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视描写矛盾 冲突
,

努力拍示人物精神世界

在巨大的矛后冲突中
,

展示人物崇高的思想品质
、

精神世界 , 又借山般的生
t

活事件
、

刻

划人物的感情
、

心理
、

个性和气质
,

从而创造充实
、

丰满
、

有 血有肉 的典型形象
,

这是 《 暴

风骤雨 》 的第三个显著特点
。

二
’

几
、

周立波说过
: “

在运动和斗争中可以深刻了解各种各样的人
。

在这种时候
,

可个人从他

的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出发
,

都会充分地表露各自的思想和感情
,

提茁各 自的 观 点 和 要

求
。

阶级矛盾和内部冲突也特别地尖锐
、

复杂和曲折
,

业突出地集中地 表 现 出 来
。 ” ④这

里
,

他虽然讲的是进入创作过程之前
,

作家观察
、
认识

、

理解生活和人物的情况 . 但
,

毫无

疑问
,

它也适合创作过程中
,

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
。

一
’

双暴风骤雨 》 在表现最初的发动群众
,

斗争地主中
,

就非常重视揭示刘胜的 小 资 产 阶

级知识分子的冷热病
。

他顺利时
,

头脑发胀
、

冲动
“

; 遇到挫折
,

又消极
、

悲观
、

灰心丧气
。

肖样则恰恰相反
,
他立场坚定

,

爱憎分明
,

思想敏锐
,

善于在尖锐 ; 剧烈的斗争面前
,

保持

冷静的头脑
, 注意斗争策略

,

妥当地分析
、

处理各种复杂问题 g 他 日光长远
,

对胜利满怀信

心
。

白胡子在斗争会上玩弄转移斗争 目标
、

釜底抽薪的阴 谋诡计
,

肖祥看 在 眼 里
,

记在心

上
,

鉴于群众尚未充分发动 起来
,

就立即决定结束斗争会
,

把韩老六放掉
。

这是 因 为 考 虑

到 : 韩老六
“
他正得意

,

还盼我们跑呢
”
自己决不会跑 , 工作队不能包办代替

,

要做深入细

致的思想教育工作
,

发动起千千万万群众
,

由他 们自己起来
,

把 “ 封建堡垒干净全部彻底摧

毁
。 ” 可是

,

这种思想认识和斗争策略
,

当时业不被刘胜和小王理解
。

刘胜在暂时的挫折面

前
,

要卷起铺盖
,

撤回哈尔滨
,
小王怀疑

、

气忿肖队长
“

释地主妥协
” 。

正是在这种严重
、

尖锐的敌我冲突
、

内部矛后中
,

作家深刻
、

有力地揭示了肖样的深谋远虑
、

灵活机敏和善于

耐心说服
,

教育同志
、

启发引导战友的优秀思想品质
。

《暴风骤雨 》精心描写打胡子 的斗争
,

主要 目的就是在于借它表现时代生活气息
,

揭示人

物崇高的思想
、

精神埃界
。

面对韩老七带领一百 多个匪徒
,

窜犯元茂屯
,

反攻倒艾
,

妄 L’1 夺

回胜利果实的严峻现实
,

周立波 同志用饱蘸深情的笔
,

激情满怀地写了被土改运动发动
、

组

织起来
,

提高了阶级觉悟的广大贫下 中农
。

特别是赞颂了不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胜利果实的

赵玉林的崇高思想品质
、

勇敢壮烈的牺牲精神
。

作家说
: “

我为什么要把他的牺牲写得那样详

细呢 ? 这是因为描写一个革命干部的英勇壮烈的牺牲
,

以及山此弓!起的农民的觉悟和怀念
,

可以教育新中国的年青的一代
,

让他们学习革命先烈的崇高品格
。 ”

住
一

叛徒江青说这样写
,

是 “ 人为地
”
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

,

让英维无谓死掉
。

这是不懂装懂
,

是出于险恶用心 的诬

蔑
。

周立波同志为了塑造充实
、

丰满的人物形象
,

还常常借助一般性的生活事件所掀起的思

想
、

感情
、

情绪的波澜
,

生动
、

细致地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
。

参军是对翻了身的农民的另一种考验
。

如 果说
,

尖锐
、

剧烈的斗争
,

揭示了郭全海的立

场坚定
、

不受拉拢
、

腐蚀
、

精明强干
、

大公尤私 ; 那 么
,

参军则又考验了他在翻了身
,

娶了

媳妇
,

有 了温暖的家庭
,

过 起了幸福的生活后
,

如何对待参军
、

支前
,

彻底消灭反动派
,

从

根本上保卫幸 福 的生活 的问题
。

郭全海 面对着 家 家 “
漆 黑 的 柴火堆 得 高 高的

,

户户

屋顶上 “ 飘起了淡白色的炊烟
’少
的幸福生活 ; 面对着刘桂兰真挚

、

温柔
、

体贴的爱情
,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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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斗争
,

终于把个人的利益
、

幸福放在次要的地位
,

而毫不扰豫地服从革命斗争的需要
。

通过参军所产生的细致的思想
一

牛争
、

转变过程
,

作品很好地揭示了郭全海丰富
、

复杂
、

而又

高尚的内心世界
。

鲜 明的地方色彩
,

浓重的生活气息

周立波同志善于细心体察
,

透彻理解生活和人物
,

善于准确把握事物的特点
,

进行贴切

地描写
,

他写那个地方的人
,

象那个地方的人
; 写那个地方的生活

,

象那个地方的生活
。

不

仅 “ 形似 ” ,

而
_

且 “
神似

” ,

是个表现地方特色的能手
。

《 暴风骤雨 》 的浓厚地方特色
,

使别地方的人们
,

读起来感到新颖
、

独特
、

别开生面
、

耳 目为之一新
。

鲁迅说的艺术作品的地方色彩
,

能使它增加一种特有的
“
美和力

” , “ 看起

来是觉得非常开扩眼界
,

增加知识的
。 ” ⑥恐怕就是这个进理

。

《 暴风骤雨 》 的地方色彩
,

主要从 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

第一
,

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东北地区政治
、

经济斗争的社会环境及其特点
,

精确地从现实

和厉史的生活发展中
,

刻划土生上长的人物性格
。

老孙头的性格
、

心理
、 通毛质

,
.

就是在东北地区长年累月赶三匹 马拉的四粘铲大车的特殊

生活中形成的
。

赵玉林的性格
、

心理素质
,

,

又和他在东北一生的经历分不开
。

旧社 会他被地 主 残 酷 剥

削
、

压榨
,

穷得连下地干 活
,

都 “ 光着脏
” ;

他四次被韩老六派去当劳工
“ 头趟 还 没 有 回

来
,

二趟就又派上了
。

回回劳工
,

数牡丹江那一回蝎虎
,

二十天
,

二十宿
,

没有睡觉
,

一天

吃两 项橡子面
, 、

吃了肚子胀
,

连饿带冻
,

死的人老奥子啦
。 ” ,

这种受剥削
、

受压迫的历史遭

毯 是具有东北地区的特点的
。

赵玉林后来在土改运动中的一系烈表现也是如此
。

第二 ,;. 准确
、

贴切地描写东北地区的风害人情
、

风俗 习惯
·

突出的地方风物
,

往往能够

鲜明地体现地方特色
。

例如
,

李大个子逃避劳工
,

一大早就跑了
,

结果
“ 屋里空空荡荡

,

光

剩下一 双破机搬
,

一个破碗架
。 n

这机鞭
,

使人一看
,

就知道是代表东北地区生活的
。

斗争

韩老六的那个金色的秋天
, “

家家户户窗户跟前
,

房檐底下
,

挂着一串串的红辣椒
,

一嘟噜

一嘟噜的山丁子
,

一挂二挂的红菇菠
,

一穗一穗煮熟了留到冬天吃的嫩苞米干子
。 ”

这样的

描写
,

就使作品充满东北特有的农家风情
、

生活气息
。

一

打败胡子进攻的第二天
,

屯子里欢庆胜利
,

作家逼真
、

生动地描写了甲幅东北独有的社

会生活风俗画
:

嗓
,

摇着呱打
一

板
,

“
喻着烟袋的妇女

,

光着脊梁的小嘎
,

喇叭吹着《将军令》
” ,

张景祥扯起哑

唱 “
二人转

” 《 卖线 》 ,

唱 《 摔西瓜 》 ,’. “ …蹦了一对螃蟹跳了一对虾
,

摔坏大西瓜
,

暖呀 、 ” 一个地方的社会风俗习惯
,

是在那个地方的长期生活实践中
,

结 合着

当地人们的传统
,

一代一代因袭下来的
。

它适应着人们的兴趣
、

爱好
、

习惯 而 形 成
,

来
,

又培养着当地人们的兴趣
、

爱好和 习惯
。

地表现它
,

非常有助于加强作品的地方色彩
,

发挥它的教育作用
。

第三
,

运用富有东北地区特 点的语言
,

(

因此
,

深入地了解社会风俗习惯
,

准确
、

夕
、

而使作品更好的联系生活
,

联系群众
,

反 转

生动

充分

包括方言土语 ) 描写生活
,

刻划人物
。

为了创作 《 暴风骤雨 》 ,

周 立波同志曾下苦功
,

自觉
、

积极地学 习富有东北地区特点的

语言
。

他深知 “ 语言是文学的表现手段
” 。

作品要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

写啥象啥
,

`

就必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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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汤达和他的《红与黑》

俞 濒 东

口

斯汤达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

他在 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石他 的作品对世界和欧州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巴尔扎克称他是 t’ 1见念文学

最草越的大师之二二
”
托尔斯泰在谈到对战争题裔的处迎时 ,’ 曾说

“ 我的第一个师傅是斯汤

达
。 ” 曰 、 一 ; -· , ’

二
斯汤达原名玛丽一亨利

·

贝尔
, 1 7 8 3 年 1 月 23 日

,

生在法国南部格勒 诺 布 城 的一

个资产阶级家庭
。

`

他生活的年代
,

正是法国历史上充满了革命风暴的大动荡时代
。

.

1 7 8 9

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
,

就是由无权的第三等级 ( 由资产阶级
、

城市平民
、

工人和广大农民组

成 ) 奋起反对和推翻由教士和贵族 ( 他们分属于第一和第二等级 ) 掌权的封建专制政权的一

次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

他从小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洗札
,

深受启蒙思怒的影响
,

极端僧

恶封建专制政权言他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欢欣鼓舞
,

业以雍各宾党人自居
。

1 7 9 9 年
,

斯汤达追随拿破仑大军
,

远征意大利
,

休验了军马谈生利和人 民解 放 的 欢

乐
。

1 8 1 2 年
,

他又追随拿破仑大军
,

深入俄罗斯
,

饱尝了法军撤退和淡败的痛 苦 和 辛

酸
。

1 8 1 往年
,

拿破仑垮台
,

波旁王朝复辟后
,

他 极变鄙视波旁王朝
.

怀肴
“ 根本不想不见

技波旁王朝砧污了的巴黎和法国
”
的心价

.

远离祖国
,

侨仄意大刊
,

开始从弓写作
`

1 8 1 7

年
,

他用各种笔名发表了 《 意大利绘画史 》 几 《 罗马
·

那不勒斯
·

佛罗伦萨游记 》
、

和 《 海

杯
、

莫扎特 和梅达斯泰斯的生平 》
。

斯汤达这个名子第 一
,

手
、

出现在 《 罗马
·

那不勒斯
·

佛罗

伦萨游记 》 上
。

以后
,

他就一直用斯汤达作 自己的笔名
。

1 8 2 1 年
,

斯汤达 由于同七专怠大利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功
,

被臾地利件察驱逐出境
,

回到

巴黎
。 1 8 2 3 年

,

他发表了 《 拉辛与莎士比亚 》 的亚要文艺论若 , 它被公认为是浪漫主义

( 实质是现实主义 ) 的一篇檄文
,

二是出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原日
,

为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 仁

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

1 8 2 7 年
,

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 《 阿尔芒斯 》 ,

这部作品

虽然对法国的社会现实作 了充分现实主义的描绘
,

但还不够成熟
。

后来
,

他经过对法国社会

, 、
. . . . . J . J 、 口、 ,如 户. , .户 . , 如洲如产 . 沪` 、 户 、 沪 , ` ` , 闷卜 门` 肉. 门 . 、 目 ,匆扁甲、 曰门`产. 声、 、产` 、沪 . 、 气

, 、 产、 气叼 , ` 、 臼 , 沪 、 产 、 月̀
.

、 . , . , . 兔了. , . . , 比护 . 冲 ` , ` , 肠户如护 , . 沪
. ` 目电. . 曰 , . 、 , 口叭产 . 、 州吸子、 , 如月妇产` .喇 , . 、 ` 月、 、 沪七、 . 、 “ 、 矿

苦功夫
,

学习和积累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
。

周立波同志说过
, 《 暴风骤雨 》 是想用农 {泛的语

一

言米写的
,

而且
,

是 么用大活 i 有特点

的语言 ( 包括方言土语 ) 来写的
。

这在他
“
是

一

仲尝 试
” 。

实践证明
,

他取得了 很 大 的 成

功
。

注
:

①③④周立波
: 《 深入生 ;舌

、

繁荣创 沐 》 《 红旗 》 1 9 7 8
.

5
.

②周立波
: 《 谈思想感情的变化 》 《 文艺报 》 1 9 万 2

.

1 1 月
.

2
一

号

国周立波
: 《 暴风黔丽创作经 过 》

、

《 创作经验没 淡 》 人 民文学出版社

回鲁迅
; 《 致罗清植 》 《 人民文学 》 L 9 7 分年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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