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第五辑小说天空

读霄达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 3

升华了的历史精神和飞扬的道德激情 1 2
-一读杨志军的《藏美》

对历史理性精神的强烈呼唤 1 6

一一序汤吉夫的《大学纪事》

汤吉夫和他的教授小说 2 1
一一致汤吉夫

现代化语境下的西部生存情境 24

一一从《大漠祭》到《猎原》

以什么姿态来记忆? 31
一一读《定西孤儿院纪事》

裸露的权力现实和欲望心灵 36

一一评陈行之〈危险的移动》

一个民间写作者的叛逆姿态 43

一一读老村的《骚土H足本)

瞄准真实而健全的人 48

读白椅的《苍凉青春》



51 <古船》试论

致张炜

60 人的长吟

一一谈《秋天的愤怒》及其批坪

65 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心理的批判性审视

4平施亮长篇小说《黑色念珠}

71 谜一样的艺术精灵
王安忆小论

77 大山的沟回

阿成中篇小说试论

83 论张宇小说的农民精神文化现象

94 病态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

-一评金河的短篇小说

97 关于唐栋小说创作的通信

105 传记文学的重要收获

读《群山》致忽培元

109 怀旧与招魂
读台湾乡土小说代表作《梅村心曲}

119 农民命运的艺术思考
-一谈高晓声的四篇小说

125 →个独特的艺术天地

~杰才旦小说印象

134 评陶正的《 田园交响曲》

147 谈《游戏》的游戏意味

152 从《游戏》到《真迹》

致成一

156 赤心热肠谈《旧址》

159 杨争光其人其文

166 对精神太阳的渴盼

174 市井女性的世俗风采

读池莉《生活秀》

176 命运和它的影子

178 私人生活构成的"宏大叙事"

--，平韩天航《我的大爹》

2



刘晓刚小说二题 18 1

奔向创造力的辉煌 1 86

马安信及其叙事诗创作一谈

读小说随笔(一) 189

读小说随笔(二) 200

2007 年的十本小说216

为《中国图书商报》推荐

第六辑:自抒胸臆

我的优胜纪略 22 1

我的田野，我的小槐树 225

怀念喜儿 229

三个不成故事的故事 234

我在地球另一面的行走 236

从上海到杭州 246
我的一九六六

往事新忆(二则) 255

十二岁时的《保卫延安} 260

忆淡泊老师 262

影响了我一生的四本书 269

在困难的日子里 27 1

我的中学时代

我的第二篇退稿 275

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277
五十周岁感怀

重构一个陈忠实 280

回忆，从八月六日开始 288

关于路遥的回忆

忠诚的农民的儿子 292

邹志安十周年祭

难忘那张温暖亲切的笑脸 296

怀念赵常安先生

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99 人类命运的象征(外一则 )

303 也谈所谓"炒陕军进京"

306 话语欲望 、话语霸权和话语膨胀

308 飞禽走关兽之辩
于批评的断想

3J4 关于西部的情思

317 "假中见真"和"真，中见假"

319 一句定音

321 速朽的文字
一-一《读书没笔》后记

323 我和我的文学批评

325 行业文艺的兴起和行业题材创作的意义

329 文学化的哲学反思

331 孤独 :一个永恒的话题

333 张艺谋 : {黄金甲》之前‘和之后

335 有气"无文" 的赵发元

337 狗尾续绍
一一在一次文学会议上的现场评点

339 天涯何处无芳草
李天芳其人其作

343 "善心结出的善果"

苏闻其人其文印象

347 →枝一叶总关情

薛保勤其人其作

349 我的朋友张文远

352 文扬正气净俗尘

茹桂教授印象

356 认识一个新的丁祖治(外一则 )

360 清洁的声音

363 一个职业女性的心灵和人生

366 导游小薛

4



5

怀念世界杯的日子 368

古城渔夫(小说) 370

七婶(小说) 376

刘氏兄弟(小说) 379

我的音乐体验 382

秦腔，给了我生命的熏陶(访谈) 384

代后记:再谈我和我的文学批评 387



第E辑 :小说天空



f



第五辑小说天主

读雷达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

"如果说，新的天才向世界揭示了艺术中的新领域，把占统治地位的批评抛

在自己后面，从而给它以致命的打击，那么，在批评中所实现的思想演变，照样

也超越和摧毁旧的艺术，为新的艺术做好准各。"①别林斯基这段话，正确地阐

明了创作和评论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的文

艺创作和评论就是这样互相促进的，不仅出了一批开拓艺术新领域的作品、作

家，也出现了-些为新的艺术做准备的文艺批评家，霄达就是其中的一个。正

是在新时期小说创作新突破的感召下，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就写了 30余万言的

评论文字。这些文章大多是对当前小说创作新成果的评介、研究，并努力从其

中找出某些规律性的经验，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定的理论升腾力，记

录了评论家在新形势下探索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丰硕成果。

坚持和捍卫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提倡作家正视现实，反映人民的爱和1憎、反

映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这是霄达对作品进行历史的批评的条重要原则，也

是他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审美观的一个主要方面。

早在 1978年初，在为《班主任H窗口》等作品所写的评论中，霄达就说过这

样的话"敢于大胆地‘看取人生写出人民群众的爱与恨，喷射着人民感情的

炽热岩浆，回荡着时代精神的有力旋律。这是艺术作品的生命，这是文艺为人

民服务的感情基础。"②在 1982年他又撰文称赞那些"有一股真实的力量，不粉

饰，不回避，不矫揉造作，敢于大胆地、深入地直面生活，看取人生"③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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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近年来，在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可回避历史、不

可回避现实，首先必须做到敢于真实地、历史地再现社会生活中的矛盾

冲突。"③

如果仅从字面上看，或许很难说霄达将千|么新的概念带进现实主义小说理

论中。然而，衡量一种理论的意义，不能只看它创造了什么新的概念，而在许多

时候，却要看它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新的解释。如果在新的条件

下，强调的正是这种理论的战斗锋芒，并且不断开拓者它实践的范围，那么就不

应该认为这仅仅是因袭，而应该认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创造。文学中

的现实主义原则，早就存在于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中，但是在我国的无产阶级

文艺运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运动中，人们常常只强调它的某一面，而

否定它的另一面，实际上，是阉割了它正视现实、不回避现实矛盾的战斗锋芒，

使现实主义理论成了一种残缺的、肢足的理论。近些年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

的开展，中国的文学越来越获得了现实主义的真正品格，达到了与时代、与人

民、与实际生活日益密切的结合，中国的文艺批评，也同时实现了自己的思想演

进，有了真正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霄达就是在对新时期社会生活现状、文学

现状的研究中，不断磨硕着现实主义理论的战斗锋芒，摧毁旧的艺术、呼唤新的

艺术的。

"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其实性是基础和核心，它既是最起码的要求，同

时又是最高的要求。"⑤只要是真实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生活的作品，它的生命力

就是顽强的，任何外力也不能将它从人们的心目中打倒。但是并不到此为止，

他同时对生活真实性和艺术真实从理论上进行着小心翼翼的界说和探讨。从

列宁关于"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

深化的元限过程"⑥的论述出发，他认为真实性本身也有高低之分、表层和深层

之别，而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则要求作家不断向生活深处探索，触摸到社会生活

的本质精神和脉搏跳动。同时他又将艺术真实和其实地揭示社会矛盾联系起

来，提出"只有建筑在真实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才会有生命力"⑦，"真正的现

实主义是→定要对重大的现实矛盾作出回答的"⑧。但这并不是说要求每一篇

小说都正面展开矛盾冲突，"而是说，不管你写千l么，哪怕只是写家庭琐事，写心

理活动，写一个瞬间镜头，写一种情绪意境，都应该有一种内在的而不是表面的

矛盾隐含其中，让人们思而得之"⑨。

现实主义原则还要求作家忠实于生活，不断扩大艺术真实的领域。当有人

对《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存妮和小豹子的性冲动提出指责时，雷达辩解说:这·

段描写是严肃的，不如此就不能深刻揭示"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的荒芜的严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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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这是写出了一个偶然，但这偶然反映了多么深刻的必然"。由此，他反

过来批评有些人"总喜欢从主题制定的框框出发限制作品真实的领域"⑩。他

主张作家应该"广开题材，广开视野，不拘一格，不守一体"@，生活是广阔的，现

实主义的道路也应该是广阔的。他称赞张贤亮的小说能够"别人正写他反写，

别人顺写他逆写，别人看正而他看背面，别人只看到痛苦"，他还看到了痛苦中

的欢乐，伤痕中的美@。所说的"反写"，乍一听好像有些怕人，但实际上正是指

的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独特表现。这种对作家不从流俗，不赶浪头，敢于

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反映现实的路子的独创精神的鼓励，贯穿在雷达所有的评

论文章中，表现了他理论上的彻底性。

作为一个坚守现实主义理论阵地的年轻评论家，雷达对于当前创作中各种

反现实主义倾向，总是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总是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在

他的正面的评论文章中，都有一个或隐或现的理论对立面，这就形成了他评论

文章鲜明的战斗特色。

在中国，长期以来现实主义而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个是唯美主义，亦即形

式主义的潮流;另个是和极"左"思潮相联系的庸俗社会学所造成的公式化、

概念化。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为思想特征的图解

概念的文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现实主义得到发展;但近年来唯美主义潮流又

有乘机而起的趋势。社会主义文学是与现实、时代、人民密切结合，还是走进脱

离尘寰的象牙之塔，经常尖锐地提到文艺创作和理论界面前。

早在 1981年初霄达就尖锐指出，短篇创作中存在着"儿女情多，风云气

少"，"正视现实中新的重大的矛盾冲突，触及千万人目前最关心的问题"的作品

似乎少了←些，弱了一些，"就好像→部宏大的交响乐里，主旋律还不够晾亮、清

晰、有力→样，，@。在充分肯定我国文学创作的成就的同时，又削切地指出它业

已露头的严重缺陷，体现批评家敏锐的眼力和批评勇气。从 1 982年下半年以

来，霄达更进一步对于文学创作中以逃避现实为特征，以唯美主义为圭泉的保

儒式的"现实主义"进行了猛烈的冲刺:

大约从 1981年以来至今，人们发现，面对如麻的现实矛盾，不少人对描写

"四化"斗争的题材望而却步了;有的人写"伤痕加爱情"的故事写顺了手，当现

实生活向文学创作提出新的是高的要求的时候，就有点手足无措了。 . ..~IJ作中

回避现实斗争、回避重大社会矛盾的倾向有所抬头了。⑩

…..在某些作品中，又冒出了另-种苗头:尽量绕开真实的生活矛盾，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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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所谓"心灵美"。由于所表现的多是琐碎的"好人好事"，并不能够触及实

质性的矛盾，这类"心灵美"往往显得抽象、空洞、虚浮@。

如果你是一个关心当前小说创作现状的人，你就不能不为这些直言快语而

叫好，并且感到这不仅是坚持一种文学信念，而且是在代表读者说话。一一这

些读者可能只能表现出对某种文学潮流的冷漠，但评论家却道出了他们的

心声。

针对"我国文艺各领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艺术形式上"的论调，他尖锐表示

了自己的意见"当前创作继续突破的‘焦点，一直集中在艺术真实的广度能不

能扩大，艺术真实的程度能不能继续加深上。也就是说，是否允许更广阔、更尖

锐的社会矛盾，‘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占有自己的地位'……这是政治的思想解

放运动和文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必须面临的严峻问题，，@中国文学要发展，就

需要将近年的现实主义的启蒙运动继续进行下去，更需要这样大声疾呼的理论

界战士。

革命现实主义和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的根本区

别之一就在于作家的世界观。当今的文坛上，既有人在:!!I!论上模糊革命现实主

义和其他各种主义的区别界碑，否定他们有各不相同的哲学基础和社会条件，

又有人在创作实践中轻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作用，盲目搬用西方资产阶

级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雷达在自己的评论中，一贯重视作家的工作态度、是

非爱憎和世界观的作用。在关于蒋激小说的评论中，他批评作家将自己的同

情、惋惜给了热衷"向上爬"，进行个人"复仇"的个人主义者。他指出，要表现

今天的现实，批判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都是不行的。其所以不

行，就因为他们或者认为社会是荒谬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冷酷的，否定得彻底，

却并不肯定什么，或者肯定了不该肯定的东西，用这些思想指导创作，只能导致

创作的歧途。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却应该有美的、促人向上的力量，将

生活的方向展示给读者。这并不是要离开作品的艺术构思，硬添加一个正面形

象，而应该从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和艺术评价中流露出来，渗透在对具体人物关

系的描绘之中o只要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是积极向上的，什么样的人物题材

都可能具有→种人生的热气。他称赞邓友梅的市井小说"一扫旧日市井小说的

陈腐观念和封建思想"，"对人物既倾注了感情，又绝不与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准

线上，，@。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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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总和。"⑩坚持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正视现实，也就是正视人。

所以所谓"社会问题小说"与"人物"小说在文学的意义上是统一的、不矛盾的。

人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和意义，如何写好人，一直是霄达评论文章的议论中心。

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整个感性世界里，人是最高级的存在物，所以人

的性格是我们所能感觉到世界上最高的美。至于世界上其他各级存在物只有

按照它们昭示到人或令人想到人的程度，才或多或少地获得美的价值。"⑩可以

说，人的感情世界，人的性格就是美;写人，就是写性格，人与性格在美学上应是

一个同义语。写好各色各样的人，既是文学反映现实的手段，又是借以对读者

进行高尚思想、美好情操教育的手段。针对认为小说可以只写一种情绪的说

法、雷达认为"以塑造人物为主、塑造性格为主"，是不应该废弃的。"因为它道

出了文学的最基本的原理。除非人类社会不存在了，这一条原理才会失效"。

短篇小说有时是可以只写出一种情绪..但也必须是人的典型情绪"⑨。多年

来，在我们的理论批评界，确实存在着对人的性格的片面理解，他们不是把人的

性格当做人的全部稳定本质和心理感情体现，而仅仅看做脾气、爱好、长相等外

在行为特征。这些外在特征也可能表现本质，因之成为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性格

因素之一。但性格却主要不是表现在外在行为上，而是在人与人关系中所体现

的独特的思想、感情、道德观、人生观等等。霄达引用黑格尔所说的"每个人都

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

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对那种将性格抽象化、简单化、表面

化的创作倾向深加针眨。

"人是很复杂的..这是高尔基的话，霄达多次引用过，并发挥道..社会生活

是复杂的，丰富的，人的精神世界也应该是复杂的，丰富的。可以说，社会，有多

复杂，人就有多复杂"⑧。因此，我们的作家应该立足于探索人物精神世界的丰

富性、广阔性、复杂性，描绘更广阔的心灵世界。不光是转变人物心灵是复杂

的，反面人物也是复杂的，正面人物，以至无产阶级英雄和杰出的领袖人物的内

心世界也应该是多面与主导的统一、复杂与单纯的和谐。霄达以孙健忠《甜甜

的刺莓》中的毕兰大婶为例。毕兰大婶本来属于那种刚强、决断的女性，可是作

者并没有让她"事事有决断，处处都刚强 ..气，\，当听到爱女被品质恶劣的布谷寨党

支书占有时，"她浑身瘫软 . i没耸有一点点、力

思想感情格格不入的事o在详细引述毕兰大婶矛盾感情的描写后，评论家忍不

住称赞..这是一场感情的风暴，内心的风暴!…·她能指挥一个大队，她敢抵

制双季稻，她可以承受各种命运的打击，她却管不住，也管不了自己的爱女!仅

此一个情节，可以看出作家找到了生活的内在矛盾、人物个性中的内在矛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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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就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②

多年来"左"的思潮给创作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将人物的性格等同于人物

的阶级性，等同于政治态度。"许多人物，只分为黑、白、红几种色的。人物的脸

上打着‘黑~'，一眼就可看穿了他的‘本质'。至于‘正面'‘反面'‘中间'等人

物的分类，也远远不能概括现实中人物的复杂性。"⑧而《芙蓉镇》的一个很大特

点，就是作者没有把他的人物当做某种概念和思想的化身，而是作为活人来写

的。即使对某种政治力量的代表性人物，也注意揭示出灵魂的复杂性。他多次

指出创作理论界对恩格斯所说的"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这段话

的机械理解，由于片面强调"代表"以致把有着自己复杂感情的、有个性的人

物，处理，成为某种社会力量的传声筒，把人物关系的矛盾纳入到一个老套的政

治主题中去，削弱了人物行为的真实的个人动机。其实，人物的动机，哪怕是阶

级特征较强的动机，也是从作品中人物独特的个人行为和丰富的感情中祖露出

来的。而单学鹏的《这里通向世界》好就好在写出了几种人物掩盖在高级政治

术语背后的个人动机，揭示出这些人物心灵的波澜。因此他主张既可以从政治

角度、思想斗争角度，也可以从伦理道德、婚姻爱情，以及事业、友谊、荣脊等等

角度去表现人物的精神品质、道德情操。"不广泛开拓表现人的空间，就不可能

再现人物f阔丰富的精神世界.. o@

霄达还从人物本身的外部表现形式与内心活动之间的矛盾统一方而探讨

了人物复杂性问题，他认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肉'与‘外，是既矛盾又统

一的。人与周围环境接触，便会引起内心的微妙变化，而内心的冲突又会从肖

像表情中迅速地、曲折地表现出来。"人的内心世界，千变万化，一片小小的心

田，可以折射出相当复杂的社会矛盾，"关键在于准确地把握人物心界受到外界

刺激后的活动线索"。③他认为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评论托尔斯泰小说时所

说的"心灵的辩证法"。

霄达文学评论关于人物描写的另一个观点就是重视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小

说中的地位。首先，他呼唤我们的小说中有更多的新英雄人物。他衷心称赞英

雄儿女的赞歌《西线轶事》是我国军事文学的一朵奇施。他认为初步成功地塑

造出具有复杂内涵的新人形象是近年来文学勃兴的主要表现，是作者们生活视

野、艺术视野开阔的结果。同时，他又多次指出，描写新人形象儿乎是多年来我

们文学创作的薄弱环节。

我有个感觉，比起对文学作品中新人形象的提倡和探求，霄达似乎更关心

是否允许各种人都能在我国文学中占有一个位置，关心"人"的形象的扩大。只

要是在人与人的错综关系中，塑造的具有复杂生活内涵的真实性格，他都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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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评价。蒋浓的小说《温暖的五月夜》中的苏梅是一个畸形的病态的人物，

雷达认为这个人物仍然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因为作者'通过这个复杂的性格，

对已经消逝了的那个时期进行了社会解剖。这样的人物"介乎光明与黑暗两种

力量之间"她复杂的灵魂，是可以容纳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并折射出我们生

活的一个侧影的.， "我们的文学是可以容许像苏梅式的人物在某一特定主题里

作为主人公的"。⑧在《邓友梅的市井小说》一文中，他说，邓友梅小说中那些不

大为人注目的市井人物，"大多经历过新旧时代，他们的心灵上既有旧意识的灰

尘，也有新思想的印记，所包含的社会性很丰富;作家描写他们，往往能挖掘出

比一般人物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o@能给苏梅、那五这一类人物以这样高的美

学、社会学的评价，，}~示出评论家的现实主义勇气。

四

典型化是现实主义文学最本质的特征之一，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作

为一个更多关注于各个时期创作实际的文学评论家，霄达还未来得及从理论上

更多地概括和研究，以致在理论表述上常有这样那样的不够精确之处。但是在

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上，他是十分注意作品的生活容量和艺术概括力的大

小、人物的典型性的。他引用别林斯基的话，称赞《乡场上》等作品"在一瞬间集

中了那么多的生活"，"通过一个小人物再现了一个大时代"。他指出:"(乡场

上》没有停留在表面化地描写事件的过程1::，而是紧紧抓住冯么爸的矛盾心理

和精神状态，尽力挖掘内心矛盾后面潜藏的社会原因。揭露造成冯么爸精神状

态的生活条件和各种因素，这就把艺术的触角从邻里纠纷中伸展开去，触及了

农村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⑧他之所以几次写文章高度评价《芙蓉镇}，就是因

为古华不单是写了儿个人的命运遭遇，写出了一个"小社会"，个生活整体，而

且从"小社会"的旋转变幻，来透视大社会、大时代的旋转变幻"他写的是小镇

上的几家几户。隐现的是大时代的千家万户:他描绘的是小镇上的人生聚散，

再现的是大世道的升沉浮降;他抒写的是生离死别、儿女情长，隐括的是家国兴

衰，政治风云。在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概括的途径上，作者显示出很强的功力

和不凡的魄力 o ，， @

"要写人，最重要的途径要真实深刻地描绘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与

人物交融渗透在一起。"(Ii)这当然也不能算新见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环

境和人物结合的论述，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提法，这就是强调小说中人物性格的

逻辑与社会生活的逻辑的统一。他认为人的性格是流动的、发展的，而这个发

展不能不受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环境、二定的生产关系的制约。"人离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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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离开了具体环境，就成为抽象的躯壳，成为‘非人 t ' " o@他批评张贤亮的中

篇小说《土牢悄话》过多侧重于个人细腻感情的刻圃，而没有把个人的悲欢与广

阔的社会背景、社会力量联系起来，显得搅界狭小。他尖锐批评那些热心于探

索"自我"的小天地，远离火热的现实斗争，使人物成为没有背景、没有环境、没

有来龙去脉的超历史、超时代、超社会的抽象物的创作倾向。

霄达关于人物与环境的结合的观点还表现在他对当前小说创作典型化程

度不高、典型太少的某些原因的看法上。在关于韩石山小说的评论中，霄达提

出‘他笔下的人物虽有鲜明的特征，但这些性格特征往往停在表面，不饱满，不

丰厚，典型化的程度不高"，除了生活积累不足这个原因外"没有从更广阔的背

最上，更典型的环境中来多方面地刻画人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创作上正

度的寻萨都说明，其实、具体、典型的社会环境在提高人物典型性方面具有重要

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成为形成、产生艺术个性的直接原因，增强形象的立体感

和历史感，环境和性格的有机结合还可以使偶然、意外、特殊、怪诞的性格 .~11}

合理可信。只追求形象的鲜明、生动，而不善于在更典型的环境中体现出形象

更大的意义，不仅是韩石山，也是当前许多中青年作家创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所以霄达对于韩石山创作缺陷的这一批评中，不仅包含着理论的开拓，也具有

普遍的指导意义。

雷达关于典型化的小说评论，不仅重视人物、环境的生活概括力，还扩充到

对作品情节、细节、具体画面的生活概括力的分析、评论 l二。他称赞张贤亮的短

篇小说《灵与肉》的结尾画出了一幅"高原游子回归阁" "画面是这般的小，容

盏是这般的大。"@O同样，对于情节，他喜欢的是"有力量的情节，有心理容量的

情节，有诗情的情节"而不赞成刻意追求情节的"奇异，曲折、引人入胜" o®商

晓声的《陈矢生上城》不过写了一个普通农民的一次最普通的进城，再平淡不过

了，但却l包含着多么深厚的内容。他把这种虽然平淡无奇，但内涵却极不平常

的情节称为"平中见奇"的情节，这是很难得的功夫。另外，某些小说情节奇特，

同样可以刻画出真实可信的性格，反映出深刻的社会内容，对这种"奇中见平"

的情节也不应鄙薄。综观宵达关于小说创作的全部评论，他推崇的都是那些深

度和容量较大的作品，菲薄那些以"自我表现"始，又以"表现自我"的一点狭隘

渺小的意识为终结的小说。他说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从爱情问题发现

的是根本的社会问题，在深度和容量上对短篇创作有很强的借鉴价值，由于作

者对生活的理解是深刻的，作品在字里行间"出现了一股渗透力"即使是那些

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所}谓目"渗透力

读者，心心型上所造成的感知、理解、想象、联想效果的形象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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