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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时间：2004年5月8日
访谈主题：英雄情结与创作心理
访谈人：
陈利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

级作家)
陈文潭（株洲文艺评论家）
陈文潭：陈老，您好！我先后拜读了你

的多本传记文学著作，比如：《陈明仁将军

传》《程潜传》《谭震林传奇》《名人风采》和

《名人心迹》，最近又读了《王首道传》的清

样稿。你能不能谈谈多年来致力于传记文

学创作的原因与过程？

陈利明：好的。我于 1963 年毕业于湖

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在报社工作 20

年，主要从事文艺副刊编辑工作：1983 年

调市委党史办工作，1992 年调市文联工

作。在新闻、党史、文艺三条战线30余年的

工作经历，为我走上文史结合的传记文学

创作道路打下了良好基础。特别是在党史

办工作的10个年头，我深切体会到湖南的

确是人杰地灵，“惟楚有材”。在历史上尤

其是中国近现代，这里诞生了一大批历史

名人和伟人：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毛泽

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胡耀邦、朱镕

基、程潜、陈明仁……涌现出一批文化巨

匠，如齐白石、贺绿汀、丁玲、周立波、李铎、

李立……数不胜数。文有“惟楚有材，于斯

为盛”之赞誉，武有“无湘不成军”的美称，

我为此感到无比自豪。在党史办就为自己

定下了人生的奋斗目标：写 10 个伟人、名

人的长篇传记文学。连今年下半年脱稿的

《胡耀邦大传》，已完成了5部。

陈文潭：您创作了洋洋洒洒300多万字

的传记文学作品，您能否谈谈经验和体会？

陈利明：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写

传记文学必须敢字当头，敢于排除各种阻

力和干扰。二是写传记文学要达到真实性

和艺术性的统一。传记文学有其双重性

质，既是历史又是文学，它不同于小说，写

传记文学不能随意编造，必须以史料作基

础。必须处理好历史的真实性、科学性、文

学性、审美艺术性、虚构性的关系。因此，

它要求作者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搜集、采

访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口头材料，在充

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文学的手法进

行构思、选材、描写、叙述，注重人物性格

的呈现，以及细节的刻画。它要求作者既

有学者的治学方法，又有哲学家的智慧，

还要有文学家的艺术技巧和丰富想象力，

更要有社会活动家的交际能力。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传记文学是写作难度大、受限

制较多的一种文学形式。

陈文潭：我认为，您在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的驱使下，作品充满了浓厚的英雄主

义色彩或英雄情结，由此给广大读者带来

了审美意义上的“崇高感”。车尔尼雪夫斯

基认为，崇高不仅包括自然现象，而且包

括社会现象和艺术现象，特别是人及其内

心生活。崇高的特征就是“更大得多，更强

得多”。崇高不是人的主观反映，而是现实

中的客观存在。结合自己传记文学的创

作，您能谈具体一点儿吗？

陈利明：崇高是美学的一个重要范

畴，崇高的形态是严峻、冲突、气势和力

量。中国传统美学曾把这两种不同形态做

了明确区分：词分豪放与婉约，美分阳刚

与阴柔。那么，崇高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与

社会的伟大斗争中，主、客双方由矛盾对

立、激荡冲突趋向统一的动态美。它既体

现在那些直接显现斗争过程的动态对象

上，也体现在那些与这一斗争相关联，显

现着人类严峻斗争印记的静态对象上。如

我国流传至今的许多神话故事，如夸父追

日、精卫填海、黄帝战蚩尤等都体现了我

们的先民同自然、社会的可怕势力斗争的

豪迈情怀，都显示出一种崇高的格调。在

阶级社会中，崇高是先进阶级及其代表人

物在为人类利益斗争的过程中所显示的

伟大实践力量。社会的崇高只有在艰苦的

斗争中才能展现出来。“沧海横流，方显英

雄本色。”优秀的文艺创作家向来重视创

造具有崇高道德情操的英雄人物，表现他

们的崇高的思想行为。应该说，艺术领域

中的崇高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也表现

在艺术形式与艺术风格上，如庄严的文

体、豪迈的语言、奔放激荡的格调等。

内容摘自《株洲文艺六十年·评论卷》

《萧红作品：她和她的黄金
时代（函套纪念版）》

作者：萧红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套纪念版是萧红小说、散文的最全收录。囊

括萧红小说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

与散文代表作《商市街》。萧红离世时年仅 31岁，却

留下了至今为人传颂的天才之作。她是中国现代

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 世纪 30 年

代文学洛神”。23 岁踏入文坛，凭借《生死场》一举

成名，鲁迅称赞她是“中国当代最有前途的女作

家”。萧红说：“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

决定怎么爱，怎么活。”

最近读了株洲作家晏建怀老师的新

作《细读秦亡汉兴》。该书 16万字，由 92个

小篇章构成。这 92 个小篇章既可独立成

篇，又前后连贯，以时间为轴线为我们勾

勒了一幅完整的秦亡汉兴的历史画卷。纵

观本书，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语言诙谐幽默。

描述早期大公带着刘邦兄弟在家务

农时，他如是写：“大公世家务农，他带着

刘伯、刘仲二子自是‘锄禾日当午，天天好

辛苦’！”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然而，即便是在刘邦以从未有过的

虔诚与恭敬，破天荒地拜韩信为大将的时

刻，刘邦其实连这个治栗都尉到底有啥本

事都一无所知。”这里用幽默的语言交代

了刘邦拜韩信时的时代背景。

讲到项羽的心胸狭隘，作者也用调侃

的语气刻画了细节，“他生性多猜忌，气量

褊狭，当人家立了战功应该加官晋爵时，

他甚至反复磨刓着印信，直到印信失去棱

角还舍不得赏赐给功臣，这不过是妇人之

仁罢了。”读来真是有趣。

二是语言生动形象。

“至此，那个曾经‘并海内，兼诸侯，南

面称帝，以养四海’的大秦帝国，如同推倒

的多米诺骨牌，终于轰然倒塌，正式宣告

灭亡”。用多米诺骨牌来形容秦国的灭亡

很有画面感。“河已开决、屋已沉基、众叛

亲离、病入膏肓，指望那些在动辄高压态

势下战战兢兢的大臣助秦起死回生，无异

于痴人说梦！一个王朝的气数已尽，莫说

‘周旦之材’，他们纵有三头六臂亦无如之

何矣！”作者用几个排比句分析了秦朝必

然灭亡的原因，字字句句中皆有画面感，

而且客观地交代了当时情景，令人看了如

临其境，不免背脊发凉。

三是人物刻画简洁传神。

在谈到刘邦的外貌性情时，书中说：

“生得牛高马大，想是个好劳力，但他最恨

务农，天天东游西荡，交朋结友。”寥寥数

笔，将其外在内在传神地勾勒了一番，仿

佛其人正在眼前。形容项羽则为：“刚刚二

十出头，身高八尺，力能扛鼎，吴中少年，

个个怕他，又服他。”寥寥几句刻画出了项

羽的小霸王形象。

以上几个特点的案例在书中比比皆

是。除此之外，作者引经据典、旁征博引，

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和文学素养也可

见一斑。

另外，我想顺便谈谈我理解的刘邦和

项羽之间的争霸赛。因为读罢此书，我心

中便总出现他俩的面目。

一开始，刘邦和项羽都效忠项梁，算

是师出同门。两个人在历史的舞台上一路

高歌前进，际遇各有不同。相同的是各自

声名鹊起，慢慢地混成了一代枭雄。刘邦

率兵收复咸阳后，起初也和手下将士一样

对着满城的金银珠宝和后宫佳丽神魂颠

倒、意乱情迷。但经过爱将张良、樊哙的进

谏后，终于变得清醒，召集诸县父老和豪

杰集会，慷慨陈词道：“我与诸侯相约，谁

先入关中者为秦王，如今我已入关，当为

关中王。在此于众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

死，伤人者及抢劫者抵罪。除此以外的秦

朝严刑峻法，一律革除。我是来救大家于

水火的，所以不必惊慌。我将还军坝上，等

待诸侯到来，共定约束。”

而项羽呢，内心并不真的想遵守这个

谁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并不想让刘邦

当关中王，无奈有约在先，又不好悔改，只

能明里暗里给刘邦使绊子、穿小鞋，变着

法子分给他一些无关紧要的封地。到最

后，两个人实力相当、棋逢对手，一路打打

杀杀地走到了最后的争霸赛决赛。

项羽一生只有两个至爱：一为虞姬，

一为骓马。虞姬为了不拖累项羽，在四面

楚歌之际挥剑自杀，项羽在虞姬的尸首旁

边埋头痛哭，悲痛万分。虽然损兵折将过

大半，毕竟也暂时杀出重围摆脱汉军，项

羽到达乌江边，乌江亭长正泊船岸边，专

候项羽。项羽只要东渡乌江，就能脱险，甚

至东山再起也不是没有可能。但项羽居然

说：“天要亡我，我还渡江做什么啊！”他觉

得自己输了江山，输了美人，生无可恋，无

颜再见江东父老，只好自刎而死，年仅三

十一岁。李清照想必也是他的铁粉，专门

赋诗《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

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天下兴，有兴之缘由；天下亡，有

亡之道理。刘邦 PK项羽完胜，实现了帝

王梦，这大概也就是所谓的性格决定命

运吧！

对家乡纯善
美好的留念

——读沈从文《边城》有感
李庆林

沈从文小说《边城》故事的所在地茶峒，实际

上是离凤凰县不远的一个汉族人居多的小镇。如

你所知，沈从文出生成长于湘西的凤凰县，从小

耳濡目染了这里纯善却又好勇斗狠的苗族文化，

辛亥革命后的湘西家乡，并未随大流，而是更趋

向于一种边疆原始主义。因此，沈从文关于《边

城》故事的构想，应是很小时就萌生的。

他母亲的娘家黄氏一族，实则是土家族，而

非苗族。但苗族当时在凤凰一带的影响力实在太

大，土家族势微，被同化或混淆实属正常，以至于

沈从文 15 岁去当兵时，还笃定认为母亲是苗族。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小说《边城》里的少女翠翠

虽为汉人，但长相、举止、谈吐都饱含苗族人的烙

印。譬如小说开头对翠翠的这番描摹：“翠翠在风

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

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

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我们从《湘行散记》中获知，1934 年元旦一

过，沈从文就启程通过水路前往家乡探望病榻上

的母亲。当他抵达凤凰县后，便知晓国民政府怀

疑他与共产党有染，时时跟踪和监视他。致使他

只在凤凰住了短短几天，就返程回北京了。沈从

文此行的感受很是不爽，这激发了他从小流淌在

血液里的家乡情怀，他一回到北京，便开始创作

小说《边城》，于四月下旬完稿。

茶峒虽有乡团、驻军、小商小贩、乡亲、船总

等等，但的确是一处充满乌托邦色彩的闭塞之

地。边远偏僻之地的人们，质朴厚道，对牧歌式的

生活方式既不排斥也不热衷，对由此而来的人间

误解与悲剧纠纷并不生疏。他们不关心外面的世

界，自得苦乐，性情淳朴，聚居于山乡美丽的一

隅，形同象棋棋盘上的棋子，淡定自如。

这里有白河，流向下游与沅水汇合。白河两

岸山村一角，是个原始的码头，有个在此摆渡的

老爷爷和他孙女翠翠以及一条黄狗。祖孙居住处

的山上有座白塔，保佑当地人平安。爷爷已 70 岁

了，按自然规律，距离黄泉路已不远。翠翠整 15

岁，她较为复杂的感情已开始萌发。她对船总顺

顺的次子“傩送二佬”虽有好感，但不会表达也不

懂表达，她像那座白塔一样沉默着。她几乎具有

卢梭式的美德，但兴许正是她人生悲剧的一个隐

喻。“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

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

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陌生人并无机心之

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顺顺家长子“天保大佬”喜欢翠翠，他想娶翠

翠，接替爷爷的渡船营生，并在今后买下白塔附

近的两山，建下寨子。爷爷心知傩送二佬也喜欢

翠翠，就对大佬进行一番考验测试，造成误解。大

佬下险滩遇难后，顺顺一家对于傩送与翠翠的亲

事讳莫如深，在原始的禁忌中，他们潜意识里认

为是翠翠间接害死了天保大佬。

傩送二佬也离开了茶峒，四处去做生意。大

佬的突然遇难，打破了乡镇固有的人文平衡。船

总顺顺在此地有钱有地位，他虽然非常善良，但

与摆渡人老爷爷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客观的，无形

的阶级分层也随之客观存在着。那座白塔默默目

睹着茶峒人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也目睹着老爷爷

与顺顺间潜移默化的阶级对立。《边城》里透过原

始自然风光，含蓄地描述着人类灵魂的相互孤

立，这也是沈从文对于家乡的潜在隐忧。茶峒的

那些乡下人不会说谎，不懂作伪，但并不意味着

他们能世代永远幸福。一场猛烈洪水的突袭之

夜，爷爷平静地死在睡梦里，那座白塔被冲毁，倒

塌了。少女翠翠不论如何规避现实，她都摆脱不

了爷爷已不在人世的事实，她不得不孑然面对一

切变故……

有年去茶峒旅游时，我想过，去白塔下找“翠

翠”！但很快，我就被自己这个所谓浪漫的愚蠢念

头弄得哭笑不得。当时我想：茶峒人后来集资重

修了白塔，兴许翠翠已死去，白骨葬在白塔下；兴

许翠翠还活着，一位白发老妪，坐在白塔下……

《边城》无疑是沈从文对于家乡无限美好的

留念，他对时局动荡不安满怀忧患的同时，用翠

翠与爷爷的故事定格了家乡纯善的风土人情。他

曾说：“《边城》中创造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

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悦读

好书推荐

《人间草木：汪曾祺散文精选》
作者：汪曾祺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汪曾祺近五十篇散文，呈现了汪曾

祺数十年散文创作的精华。作者以看似平淡随意

的笔触，将如烟往事、寻常吃食、花鸟鱼虫、四方游

记、读书趣事等世间百态娓娓道来，融奇绝于平

淡，读来韵味深长。让人透过字里行间，感受到人

性的良善与生活的美好。

《石头的故事》
作者：王瑾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红楼梦》《西游记》与《水浒传》，这三部最为

中国人所熟悉的经典小说，都与石头有着深刻的

联系。本书汇集了中国神话、古代传说、民间传统、

艺术和文学，是第一本收集中国文化中石神话和

石传说来源的书籍。本书对《西游记》中猴子的矛

盾性格、《红楼梦》叙事逻辑的循环性、《水浒传》中

石碑的结构必要性等长期存在的批判性问题贡献

了让人能获得启发的解读。这三部经典小说有着

超越时间的生命力，该书将三部经典与中国更古

老的神话传说联系了起来，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株洲作家·陈利明

陈利明（1938～2021），1959 年开始发

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先后

任职于株洲日报社、株洲市委党史办、株洲

市文联等，长期进行传记文学写作。出版了

《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上、下

集）《陈明仁将军传》《程潜传》《谭震林传奇》

《王首道传》《陈独秀传》等长篇传记文学，

《名人心迹》《苦难铸辉煌》等专集，一生写

作、出版了400余万字作品。其中《从红小鬼

到总书记——胡耀邦》被评为株洲市第五

届“炎帝文艺”一等奖；《陈独秀传》被评为

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图书奖。

陈利明热情豪爽，对创作充满热情，喜

欢与读者和写作同仁交流写作心得。读者

评价其传记作品“参考资料翔实丰富，立论

客观公允，语言流畅，文字朴实”。很多传记

作品得到了书中主人公的亲人或后人的大

力赞扬，可见在写作这些著作时，作家投入

了巨大的心血与精力。他认为，与更浪漫、

更自由、更注重想象和个人情感的纯文学

写作来说，传记作者首先需要的是更严谨、

更准确、更客观，他也用这种认真、严谨的

态度和精神，去完成每一部作品，这些作品

都具有不错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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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传记书写英雄人物的崇高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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