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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雪原》的文本流变

i产琨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摘要]1957年作家曲渡根据自身战斗经历改编而成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出版，当即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林海雪原》的文本几经再创作，由此诞生了许多优秀

的文艺作品。1958年首演后被改编成样板戏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2003年上映的电视连续

剧《林海雪原》可称为其中的佼佼者。作为各个时期被国家给予了支持的作品，它们在主旨上一脉

相承，但在艺术上又各具特色。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谱系，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朵奇葩。同

时《林海雪原》的文本流变过程及其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影响也是新中国社会演进的一个缩影，《林

海雪原》的文本流变终究反映了主流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不同的表现形式和阐释方式正是这

种互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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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雪原》跨越半个多世纪，几经演变，被小说、戏

剧、电影、电视剧甚至Pc游戏等多种文艺形式表现出来，

而且能在流变过程中历久不衰，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

少有的。下面我们对此做一探讨。

一、应时而生的红色经典——小说《林海雪

原》

新中国建立之初，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文艺政策被

较完整地继承。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基本

从战争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

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进成果引入国家建设中来，

党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初期党确

实还面临着诸多实实在在的挑战．例如国民党残余势力

及匪特势力的存在、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经济

困难、朝鲜战争的爆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热情赞扬中

国共产党光辉革命历程，同时痛斥新老军阀、日本帝国主

义、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应时而生。曲波

的小说《林海雪原》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小说《林海雪原》讲的是国共内战初期，东北一部分

被解放军击溃了的国民党军队，逃进深山密林，与当地的

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等勾结起来，烧杀抢掠，

配合国民党反动派正面战场的进攻。为巩固东北的根据

地，顺利开展土地改革，并适应东北独特的作战环境，解

放军派出了一支支小分队，深入千里林海，进行剿匪。故

事的着眼点锁定在了牡丹江地区某团参谋长少剑波率领

的一支小分队上。以许大马棒血洗杉岚站，促使小分队

组建为始，以小分队大战李鲤宫，基本肃清牡丹江地区的

匪患为终，全景展示了小分队勇敢、机智的剿匪过程。

小说整体是建立在爱憎分明的主基调上的。首先，

从情节上说，小分队自深入林海以后，碰到的困难不少，

但最终总能克服困难，取得胜利。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

山、大战四方台等，无不是险中取胜。反之，匪徒们即使

坐拥天险，穷凶极恶，却总逃不掉覆灭的命运。而人物塑

造上，这种爱憎分明的主基调表现得更为明显。小分队

中少剑波沉着儒雅、杨子荣勇敢机智、白茹活泼聪明⋯⋯

他们都足不同类型的优秀品质和人格的化身。他们并不

存在人格、道德和信仰方面的缺失。即使栾超家粗俗鲁

莽、有时喜欢说一些与性有关的口头禅，但在坚定的信仰

和高尚人格的辉映下，这些“缺点”就变成了农民质朴、淳

厚的体现，丝毫不影响人物的英雄形象。而许大马棒、座

山雕、蝴蝶迷等匪徒则集中了贪婪、残暴、狡猾、阴险等恶

劣品行，甚至面貌也是丑陋的。譬如，书中描述女匪徒蝴

蝶迷的面貌：“真令人发呕，脸长得有些过分，宽大与长度

可大不相称，活像一穗包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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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满脸雀斑，配在她那干黄的脸皮上，真是黄黑分明。

为了这个她就大量地抹粉，有时竟抹得眼皮一眨巴，就向

下掉渣渣。牙被大烟熏得焦黄，她索性让它大黄一黄，于

是全包上金，张嘴一笑，晶明瓦亮。”⋯2。这样的相貌配上

“蝴蝶迷”这个妖艳的名字，讽刺的意味是再明显不过了。

。总之，《林海雪原》与同期的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自觉或不

自觉地充当了新时代的讴歌者，也因此为新时代所接受。

当然，《林海雪原》对旧文学尤其是古典章回体小说

的某些继承值得注意。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旧瓶装新

酒”现象的一个体现，即虽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诞生的文

学意识形态形式继续深化和发展，但借助旧形式改造革

命内容却成为了普遍的现象。这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主流

意识形态宣传的客观需要，在文学和艺术的许多领域都

有表现。在文学方面，重要的表现就是对旧文学的继承。

这是因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旧文学的审美特点和思考

方式早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章回体白话小说与革命文

学通俗性、大众性的要求又存在暗合。还有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他

们还无法接受现代文艺形式，而是迷恋古典文艺形式

⋯⋯为了更好地教育、团结他们，就需要古典文艺形

式。’’‘21206

其实，《林海雪原》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上的爱憎

分明本来就是古典章回体小说的一大特点。《三国演义》

中的扬刘抑曹、《说岳全传》中的扬宋抑金、《封神演义》中

的扬周抑殷等，都带有明显的爱憎色彩。不过，古典章回

体小说中被“抑”的人也会具有一些优秀品质，比如曹操

和兀术的爱才如命，比之于刘备、岳飞也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的。以小说《林海雪原》为代表的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批

文学作品，继承了旧文学中爱憎分明的基调，却有意忽略

了反面人物身上可能具有的一些必要的优良品质。这是

受阶级斗争理论制约的结果，最终导致了文学作品不能

探究战争爆发和人性悲剧的原因，而只能得出“坏人天生

就是坏人”的结论。这种或有意或无意的忽略在以后的

文本演变尤其是样板戏中被扩大。

小说《林海雪原》对旧文学的继承还体现在它对某些

要素的继承。比如古典章回体小说中会出现一些女性形

象，她们通常不是主要角色，却会起到“治愈”的作用。

具体说，这些女性形象可以弥补主要角色性格上的缺陷，

安抚主要角色心灵上的创伤。譬如《三国演义》中的孙夫

人、《说岳全传》中的李夫人、《西游记》中的观音菩萨等。

《林海雪原》中，白茹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自茹加入小

分队并非只带来了一个爱情的噱头，她对小分队的其他

成员尤其是少剑波确实起到了“治愈”作用。故事的结尾

有这样的描述：“少剑波，凝视远方，白茹轻轻地走近他的

身旁。他从呼吸中听出是白茹来了，头也不转地低声说：

‘白茹!我们的祖国多美!”“Ij引8少剑波把一直挂在嘴边

的“白茹同志”换成了“白茹”，同时增添了几分羞涩。可

见，少剑波的心也发生了变化。

．180·

不过，应该说小说《林海雪原》与《铁道游击队》、《敌

后武工队》等一样，都是因题材的独特和故事的生动使其

对当年的读者来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由于缺乏对独

特生命体验的表现而单凭故事情节取胜，这类作品不耐

咀嚼。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作品靠的是悬念，一旦知道了

“谜底”并了解了事件发展的过程，读者对它的兴趣便减

去多半。这是小说《林海雪原》不足的地方。

二、“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现代京剧

《智取威虎山》

“文革”期间及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左的思想对文艺

的干扰一直存在，但由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由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一定程度的贯彻，由

于周恩来等领导人在60年代初为调整文艺政策所做的

努力，我国的文艺创作尤其在“文革”之前总的说是向前

发展的，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种环境下，《林海雪原》

文本的演变首先造就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其根据

小说中“智取威虎山”一段改编，由陶雄、李桐森、黄正勤、

曹寿春、申阳生编剧，上海京剧院排演，1958年8月首演

于南京中华剧场。在以后的演出中由沈金波饰参谋长、

童祥苓饰杨子荣的版本影响最大。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

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智取威虎山》与《红灯记》、《奇袭白

虎团》等一炮而红，立刻成为街头议论的对象。1970年北

京电影制片厂据其摄制了戏剧电影《智取威虎山》，也由

沈、童二人主演。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最初上演时口

碑即不错，广受观众炊迎。当然，它的大红大紫是在“文

革”时期。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革命

文艺的优秀样板》，列举了8部文艺作品，称之为“样板

戏”，改编后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即在其中。

相较于小说《林海雪原》，现代京剧尤其是样板戏《智

取威虎山》基本抛弃了故事中的旧文学要素，“五虎将模

式”这种隐形结构当然也是不存在的，反之作品夸大乃至

极端化了故事的爱憎色彩，并高度政治化、概念化，形成

了所谓“三突出”、“三结合”等表现观念。譬如，小说《林

海雪原》在“打虎上山”这一段有这样的描述：“杨子荣还

是头一次看到活老虎，离得又这么近。又是来吃他的马，

这突然来的惊恐，使他气喘不安，心砰砰地乱跳，手中的

枪也随着他的心有些抖颤。”⋯Ⅲ’185可见，小说中的杨子

荣还拥有正常人应当拥有的恐惧感，他后来的打虎过程

也是一波三折，打死老虎后他“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爬也

爬不起来，腿和手抖颤得更加厉害”⋯”。而样板戏中则

完全看不出杨子荣有丝毫的恐惧感，打虎过程只是目光

炯炯，瞥定老虎，奋然一跃，信手一枪，打死老虎后竟还抖

了一抖大衣上的雪。这种超人式的夸张以及明显的政治

用意在戏中是比比皆是的。当然，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受

制于篇幅，不太可能对原小说各个方面都做到照顾，这是

问题的原因之一，但极左社会思潮逐渐占据主流，通过样

板戏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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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对小说的再创作也有

一些有益的方面。除了从纯粹技术层面看《智取威虎山》

堪称精品外，另外较突出的一点是，个人英雄主义被完美

地呈现。其实，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崇拜英雄的

传统。中国人也不例外，传统战争题材乃至其他题材的

文学作品都表现为对个体英雄行为的高扬。样板戏也强

调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

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所以我们可以

看到不光杨子荣的舞台站位始终是中央，打在脸上的灯

光始终是强光，一些小的设定也意在突出正面人物、英雄

人物、主要英雄人物，尤其是杨子荣。其中一个小的设定

就是样板戏对小说中的人名做了改动：“白茹”、“小白鸽”

这种引人注意的称呼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卫生员”，

“孙达得”被换成了“孙德华”这样一个存在感很弱的名

字，甚至“少剑波”、“203”也只被一声声的“参谋长”替

换。由此，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给人感觉在

擒野狼嚎、审栾平、定计、打虎上山、深入匪巢、送情报、会

师威虎厅等各个过程中都起到了主要作用。这些多少有

些无意的设定让样板戏也与人们较能接受的个人英雄主

义的励志故事联系了起来。个人英雄主义是当下好莱坞

电影得以走红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样板戏的感染力也由

此诞生。

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林海雪原(智取

威虎山)》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本。它对原小说各个方

面的忠实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小说的故事性被很

好地继承了下来。其弱化了个人智力、体力、勇力对战争

结局的影响，取而代之的，电影中杨子荣、少剑波、刘勋

苍、孙达得、白茹、李勇奇以及所有的小分队队员、夹皮沟

村村民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让我们真正看到了群体

的强大力量。更难能可贵的是，电影并没有太过激烈地

渲染政治气氛。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小说中提过、京剧

中着重刻画的苦大仇深的典型——常宝这个角色没有出

现。反之，杨子荣上山之前，小分队与道人、小炉匠、一撮

毛、傻大个等人斗智斗勇的过程得到了强化。可见，电影

《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并不强调意识形态是战争成败

的关键，而类似于同时期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地雷

战》、《地道战》等，意在向民众讲解人民战争的战术战法，

进行基本的国民军事教育。当然，并不是说这里不存在

意识形态的成分。

三、大众文化的主流视角——电视连续剧

《林海雪原》

2003年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文艺创作中心、万科影视

有限公司和总政话剧团制作发行的电视连续剧《林海雪

原》是对原小说的一次全面再创作，比之于之前的衍生文

本只专注“智取威虎山”这个片段，这可谓突破不小。当、

然，电视连续剧将“会师威虎厅”作为故事的结尾，准确地

说，还只是对原作部分的反映，而这倒从侧面说明了“智

取威虎山”这一段在大众心中是印象最深的。

这部以全新的形象出现的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让

小说《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中，重新演绎“红色经典”也成了时下影视作品制作的一

个风潮。就从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的制作发行方来

看，这样的作品基本上还是以革命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为主要目的，这与小说《林海雪原》及其他的衍生文

本都是一样的。 一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大众审美习惯自然填补主流意识

形态宣传领域缺失的体现。在大众文化兴起和定型之

后，借助大众文化的阐释和传播模式，传播主流意识形态

也是“红色经典”在当代重生的原因。

所以，电视连续剧依然高扬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

时赞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智力与勇力，杨子荣、少

剑波、刘勋苍、孙达得等人依然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会排

除万难，战胜一切困难，匪徒们则在一开始便被打上了必

然失败的烙印。这是《林海雪原》文本演变过程中从未改

变的。但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方面，电视连续剧《林海

雪原》就显得十分“大胆”。基本上，电视连续剧在风格上

已经颇类似于美式平民英雄的励志故事了。主角由少剑

波转移至杨子荣后，杨子荣被塑造成了一个伙夫出身，凭

借机缘巧合和自身会说黑话的本领，逐渐在剿匪侦察过

程中建立战功的人物，这与原小说中杨子荣一出场即挂

有“侦察英雄”头衔的设定殊异。而且，杨子荣的结局被

设定成了悲壮的牺牲，这与原作接近完满的结局不同。

同时，以杨子荣为代表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纷纷被拉下神

坛，反倒是匪徒们被嬗造得有血有肉，甚至他们的身上还

闪出了一些优秀品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杨子荣会因

小事报复刘勋苍，田司令隐隐地有偷老乡酸菜的过去，而

座山雕则经常口出至理名言，蝴蝶迷非但不丑，反而飒爽

英姿。另外，除原小说中就存在的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

因素依然保留外，主角杨子荣的身上也被加上了一段爱

情。当然，可喜的一点是，原小说波澜起伏的情节在电视

连续剧中也得以继承，并得到了发扬扩大。比如，大众津

津乐道的匪徒对黑话的元素在剧中反复出现。本来，土

匪的黑话原小说中只在“智取威虎山”这一段被提起，基

本上是作为杨子荣的智勇双全的一个体现，但在电视剧

中，黑话这个元素却被大大强化，不但土匪见面总要以一

段不明所以的黑话对话为开场，就连田司令也特意强调

小分队的成员人人都要掌握——虽然为了不冲击杨子荣

的主角地位，好像小分队其他成员对黑话的掌握一直不

怎么样。强化了黑话，使得电视剧整体上被笼罩上了异

样气氛，在此气氛下发生的故事因之也带上了神秘色彩。

而换一个角度，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也可以被看

作是一部纯粹的商业作品，只不过选取了一个较有神秘

性的题材。因为毕竟解放战争的历史距今已有60多年，

东北、林海、剿匪又都是一些较陌生、较淳朴的元素。今

天，外来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艺术市场。这种影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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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是严重冲击了中国本土的文学艺术创作，但一段时

间后，中国本土的文学艺术就展现出了相当程度的适应

性，于是中国自产的美式电影、韩式电视剧等蜂拥而至，

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也可以被看作是这种潮流下的产

物，因为就如前面所说，它带有明显的美式平民英雄励志

故事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就

只是买方市场下的一件普通的艺术作品——既没有崇高

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为了取得商业

上的成功，他在拥有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顺应

了大众审美习惯。

当然，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也有许多值得商榷的

地方。譬如有人指出：“一段时期来，将创作于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许多红色经典电影改编成电视剧，成了影

视界的一大热点。除了已经播出的《林海雪原》外，尚有

《红色娘子军》、《红岩》、《红日》、《沙家浜》等数十部作品

已经完成或者正在摄制中。从已经播出的电视剧内容或

者编导人员描述的作品剧情看，这些改编作品正如国家

广电总局近日下发的有关通知所指出的，存在着‘误读原

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

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

性化’，当原著内容有限时就肆意扩大容量，‘稀释’原著，

从而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1类似的

观点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林海雪原》文本流变过程中，虽然褒贬之声交错，

但其作为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红色经典”的地位从未改

变，杨子荣、座山雕、威虎山、“天王盖地虎”等元素至今仍

能成为街谈巷汉的话题。这有赖于引人人胜的情节设计

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而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上着力

也是《林海雪原》文本流变过程中一个不变的内核。这个

内核对于《林海雪原》跨越半个多世纪而能保持活力所起

到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它的“红色”特质。不同的历史条件

造就了迥异的大众审美习惯。而大众审美习惯与主流意

识形态的双向互动又导致了双方各自的发展。在这个过

程中。《林海雪原》的文本也发生着相应的改变。所以我

们有了建国之初应时而生的红色经典——小说《林海雪

原》，有了文革时期“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现代京剧

《智取威虎山》，也有了新世纪以主流视角表现大众文化

的范例——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除此之外，电影、Pc

游戏等也被应用到了对《林海雪原》文本的再创作上。

不同的阐释方式、不同的创作主旨让《林海雪原》这个文

本在更多的维度上展现出了它蓬勃的生命力，它也因大

众的喜爱而奉献出了如此之多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当

然，贯穿了新中国建立以来60年的小说《林海雪原》及其

衍生文本，因题材表现的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人民

解放军一部的战斗历程，所以天生就被打上了“红色”的

烙印。作为各个时期被国家给予了支持的《林海雪原》，

它无疑是爱国主义教育与革命历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探究它的文本流变，我们也可以试着找出宣传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方法。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也是

需要讲求策略的，这是执政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民主、

文明的风气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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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Tra眦fomation of Imme砸e Forest Snowfield

Wang Guangkun

(Sc幻oZ矿M口瞄厶m＆谢洒，删谊，l‰洫巧妙矿死如，lo魄；y，z磁施n 116024，吼iM)

Abstract：l 957 saw a great success of the publication of Immense Forest Snow6eld，the novel adapted f而m

the writer Qu Bo售combat experience． In the following half of century，the story h鹪been recreated several

times，developing many excellent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After its premiere in 1958，it was recomposed to

a model opera，modem Beijing opem死砌w 7I妙^如Ⅱm口讥砂S抛t弓gy，梳靴淞e n船￡5加啦纪Tv series

released in 2003． Both of them are the I．epresentatives supponed by goVemment in di蠡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expressing a theme f而m one origin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碍and composing one independent field in modem

Chinese literature．The text tmnsfomation of加l，珊瑚e，'or黜￡．S彻嘻呓触埘and their innuence in dif．ferent periods

also embody the PRC台epitome of social evolution．The text changes eVentually reflect an interaction of major

thoughts and mass culture，so diversi6ed expressions and explanations are indeed the pIDduct of such inteI．ac-

tion．

Key words：Immense Fore‘；t Snowfield；死后i昭巧驴r肘oM凡￡口流够＆m自嘟‘；Yang zi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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