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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黄宗英散文的艺术特色

刘 景 清

六十年代以 《小 丫扛大旗》
、

_

《特别的姑娘》
、

《新伴伯》 等作品誉满文坛的黄宗英
,

近儿年来
,

创作激情有如山泉奔涌
,

接连发表了十多篇散文 ( 包括报告文学 )
。

这些作品
,

以它的艳丽色彩和独特风姿
,

争艳斗妍于散文园地
,

赢得了读者的注 目与喜爱
。

散文
,

是文艺中的轻骑兵
。

它题材广阔
,

形式自由
,

笔墨多样
,

不拘一格
。

从一物之微

到掀夭 巨浪
,

从感情的一星火花到知识的丰富海洋
,

从山川景物到人情世故
,

都可形诸笔端
,

创作 出 隽永 动人的散文作品来
。

它跟现实生活保持着最广阔
、

最直接的联系
。

因此
,

散文

的园地
,

也应该是更其多姿多采
、

绚丽夺 目
。

浏览当代一些有成就的散文作家 的作品
,

有的

以思想精粹见长
,

有的以气势雄浑著称
,

有的以诗意浓郁取胜
,

有的以玲珑剔透怡人
,

有的

以知识丰富独树一帜
, … … 那么

,

黄宗英的散文创作的最突出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

我认为
,

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

是她散文的突出特点
,

也是她在散文领域独标一格之处
。

从题材内容来看
,

黄宗英的散文大致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 以深挚的感情
,

讴歌
、

怀念领袖
、

英雄
、

友人
,

如 《 《天上人间》
、

《美丽的眼睛》
、

《星》
、

《槟榔妹妹 》 ;
一类是以浓重

的笔触
,

反映祖国面貌 的巨大变化
,

报告先进人物的英雄业绩
,

如 《大雁情》
、

《抖抖眉毛

立大志 》 等
。

但是
,

不管哪一类
,

又几乎都是真人真事
。

因此
,

作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
,

努

力反映出生活的真实面貌
,

刻划出对象的真实性格来
。

(( 星》 是一篇追忆
、

悼念上官云珠的散文
。

作者和上官云珠从四十年 代 登上 舞 台
、

银

幕
,

相处三十余年
,

虽
“

说不上是莫逆之交
,

却也算得是知根知底的
” 。

唯其如此
,

才不会

过分护短
,

也才能真实地写出上官的本质特征来
。

这类作品
,

一般以感情真 挚 深 切 见长
。

“
四人帮

”
的

“
全面专政

”
和法西斯专制

,

使多少人惨遭迫害
,

多少骨肉至亲
、

友好同窗形

同陌路
、

生死悬隔 ! 这种长期压抑 的真实感情
,

一旦冲破堤防
,

就如江河横溢
,

奔腾漫流
。

《星》 不仅选材精当
,

以微知著
,

而且感情饱满
,

一擎一笑
,

自然真切
,

都能牵动读者感情

的丝缕
。

尤其值得称道的
,

它不仅叙事
、

抒情
,

而且勾勒了上官云珠的鲜明形象
。

作者说上

官
“
巧于酬醉

,

又率直得惊人
,

谁要惹着她
,

她可是厉害极了 , 她若同情起人来
,

却是拔替

倾囊
,

肝胆相照
” 。

这种艺术家性格的概括
,

被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的一件件
“

琐事
” ,

如

拒绝
“
慰劳空军将士

”

演出
,

帮助 国民党空军人员起义
,

怎样
“
吃定这碗戏饭了

” ,

深入生

活特制的
“

上官袜
”

等
,

表现得形神毕肖
、

跃然纸上
。

这使我们对这位饱经沧桑 的优秀电影

表演艺术家有更真切的了解
。

《大雁情 》 是一美报告文学
,

写西女植物园的助理研究员秦官属同志
,

怎丰l卜受尽林彪
、

卿月人 书
”

的迫公
,

被迫放弃自己的专业
,

转而种植野药
,

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

但是至今还



处境困难
,

受人非议
。

作者在文章里称
: “

报告文学一般以表现先进为主
,

写出主要人物先

进的一面
。 ,,

她的这篇报告文学也是这样做的
:

写了秦官属许多先进事迹
。

但是
,

作者不以

此为满足
。

秦官属之所以先进
,

全在子她思想性格的美
。

因此作者努力
“

从普通中找一找这

“ 代科学工作者的缩影
” ,

去挖掘先进人物的性格美
。

在作品里
,

、

秦官属的
“

直率泼辣的性

格
” ,

描绘得相当鲜明生动
。 “

文化大革命
”

中
,

她越批越不服
;
有人要砍 树

,

她 往
’

前一

站
,

大喊大叫
: “

谁敢锯这杨树种就先锯了我! ”

一言不合
,

她一语不发
,

`

把晾干的衣服叠

了又叠
,

拉了又拉
,

.

压了义压
;

,

一言触到伤心处
,

她竟
“

头也不 回
,

’

`

登登 登
’

地 奔下山

去
” … …这样

,

就赋予先进事迹以性格的光彩
,

使它跟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起留在读者的

记忆里
。

`

谁说散文创作不能或者不必刻划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呢 ? 请读一读黄宗英同志的作品
,

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大有裨益
。

诚然
,

散文的品种和样式很多
,

一律要求它象小说戏剧那样塑

造人物形象
,

是不切实际的
,

也不利于散文的百花齐放
。

但是
,

刻划人物形象
,

也应该是散

文创作的重要任务
。

有的作品
,

写景状物
,

如身历其境
;
抒情议论

,

则娓娓动听
,

然而勾勒

性格
,

不免相形见细
。

这必然会减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

在散文创作中努力刻画形象
,

不仅

可以多一副笔墨
,

提高艺术表现力
,

而且可以提高作品的艺术境界
。 “

黄宗英的散文不仅刻划了描写对象的鲜明性格
,

还表露了作者自己的生动形象
。

它不象

一般的散文作品
, “

我
”

仅仅作为结构作品的线索或描写对象的陪衬
。 “

我
”
是一个有性格

的爱僧分明的人物
。

.

在 《星》 中
, “

我
”

起先瞧不起上官
,

尔后又怎样改变了成见 ; 在拍片

时
, “

我
”
怎样

“

高高兴兴
”

地跟她交换角色
;
而解放后看她第一个演了兵

,

又 怎
_

样 跟她
“

紧紧握手拥抱
” , “

狠狼捶了她几拳头
” 。

在 《大雁情 》 中乡
“

我
”

这个特约记者会跟一群

女同胞交换着吃
“

各自背囊里的杂食
” ,

会跟一群山村姑娘讲
“

文化界的 生 活 ” ,

会 由于
“

一肚子火
” ,

对一个负责干部
“

粗声粗气
”

地说话
。

这些作品中的
“

我
”

_

是一个统一的性

格
,

跟作品主人公一起
,

成了作品所要揭示的生活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
。

这样表现
,

自然贴

切
,

毫不矫揉作态
,

读者读来也亲切熨贴
,

有身临其境之感
。

’

然而
,

散文刻划形象
,

既不能象戏剧那样凭借贯串始终的冲突
,

又不能象小说那样依靠人

脚内心世界的揭示
。

特别是报告文学
,

作家没有凭想象去作心理描写的自由
。

黄宗英的散文

作品刻划形象
,

更多地是通过动作和细节的描绘来实现的
。 ·

《大雁情》 写到人们对秦官属看法的分歧
,

焦点之一是从领导到群众都有人认为她群众
关系不好

, “

脱离群众
,

脾气极坏 ; 骄傲自大
,

特爱吵架撒泼
” 。

作者是怎样揭示秦官属群

众关系的底蕴的呢 ? 前后用了四个动作和细节
。

刚到洛南县
,

秦官属来接
“
我

” ,

代我
”

就

提醒她
: “

你现在参加了全国科学大合
,

地位和从前不同了
,

你应该注意群众关系… … ”

秦

官属却
一

“默默地折叠晾干的衣物
,

叠 了又叠
,

拉 了又拉
,

压了又压
” ; 她

“

一语未发
,

取出

一盒烟
,

拿了一支递给我
,

漠然地看了我一眼
” 。

通过这些动作
,

准确地表达了她内心的语

言 :
不同意

“

我
”
的忠告

,

但因
“

我
”

是新结识的朋友
,

不愿冲口而出而 已
。

又仿佛在说
:

何必多费 口舌
,

让事实来说话最有力 ! 这是从反面所作的铺垫
。

接着通过动作和细节正面来

揭示
。

一是在县城的当晚
, “

耳边
,

听着东厢房老秦和青年们融洽无间的谈话声
· 1

一我的思想

飞得很远很远
。 分
这是从

“

我
”

的感受来写
,

是巧妙的暗示
。

接着到了谢底大队
,

作者用富于

诗意的笔触
,

写从山顶上飞下来一个小女孩
, 一头扎在老秦怀里

, 又飞下来一个小男孩
,

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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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老秦的腿 , 写老秦怎样被他们拽进了家
,

孩子的妈妈怎样把
“
三亲六邻家里屋外的事一

嘟噜一嘟噜地往外端
” ; 怎样留不住老秦吃饭而

“

气咧咧
”

地 把 柿 饼 往老秦书包里塞
,

粉

蝴蝶般的小姑娘又怎样把一小篮蒸糕放在老秦的床头柜上
。

后来
, “

我
”
又偶然问孩子们

:

“

你们长大了
,

干什么啊 ?
”

孩子们回答
: “

象秦姨那样嘛 !

—
”

作者感慨道
: “

秦官属同

志在山区培植成功的岂仅是药材… … ”

就这样
,

作者从反面
、

从正面
、

从自己的感受到亲眼

目睹的几个动作和细节
,

成功地 点染了秦官属的如鱼似水的群众关系
,

解开了自 己 心 中 的疑

窦
,

驳斥了对秦官属的曲解和偏见
,

从而也轰然矗立了秦官属鲜明生动的形象
。

动作和细节富于表现力
,

黄宗英同志不仅擅长于通过动作和细节刻划性格
,

而且还常常

使动作和细节带有戏剧性
,

使之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
。

如 《赛得好》 中程庆云声言要去腰庄

探舅子的细节
。

这是十多年来的稀罕事
,

他爱人为他准备新鞋
,

还把消息带到 田头
,

人们千活

时还
“

捎看路头子
” ,

故意渲染戏剧环境
,

结果大出意料
,

庆云却在家里编参箕
。

戏剧性使

得细节活了
,

性格更突出了
。

如 《大雁情》 , “

我
”
与秦官属相见

,

以为她是个年轻姑娘
,

她一回头
,

才发现两鬓已霜
、

, “

我
”
正要个别采访

,

想跟她细谈
,

她却留下一张纸条
, “

请

求你们千万别找我
。

我的处境很为难
,

望你们谅解
。 ”

通过细节设下一个个悬念
,

使文势跌

宕
,

引人入胜
。

让读者欲罢不能
,

非要探个究竟不可
。

散文创作 的特点之一
,

是笔墨放纵
,

形散而神不散
。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
,

其刻划性格

比小说
、

戏剧难度要高
。

如果笔墨过于放纵
,

如脱缓的野马
; 事无 巨细

,

如流水账目
,

形象

性格就不可能鲜明突出
。

因此
,

散文作品更要注意结构和剪裁
。

构思精巧
,

剪裁得宜
,

是黄

宗英散文创作的又一特色
。

《美丽的眼睛》 是写烧伤面积百分之百的病人杨光明的
。

这对于病员和医护人员来说
,

都是一个奇迹
。

因此
,

可 以从各种角度去写
,

而且都有意义
。

但是
,

作者只取杨光明的
“

美

丽的眼睛
”
的

“

特写镜头
” 。

作者说
: “

从有生命力的事物中去发现美
,

是作家的职责
” ,

“
眼为心之苗

” 。

她认为杨光明的眼睛是最美丽的
, “

从杨光明的眼睛
,

我看到了她美丽的

心灵 , 从救活杨光明这一件事
,

我看到了祖国的心灵
” 。

这样的构思
,

角度新
,

不落旧套
,

既能恰到好处地表现主题
,

又符合杨光明的实际情况
。

的确
,

杨光明身上
,

没有一块完好的

地方
,

只有那双眼睛是最美丽的
。

按照这一构思
,

围绕着眼睛来组织细节
:

她从昏迷中醒过

来
,

说的第一句话
,

就是
“
眼… … 睛… … ,

保住… … 我… … 眼睛 … … ” ;
她睁开眼睛

,

看到

镜子里自己烧伤的面容
,

伤心不已
,

但愿
“

从此不再睁开眼睛
” ;

而当她看到她爱人的
“

永

远忠实于你
”
的情柬

,

含泪的眸子又
“
渐渐明亮了

”
L

; 在医护她的日日夜夜里
,

她眼睛里洋溢

着深情
: “

只记得医生
、

护士
、

阿姨
,

清瘦下去
,

清瘦下去
。 ”

通过这一双眼睛
,

我们 的确

看到了杨光明心灵的美
,

社会主义的美
。

《星》 写了电影表演艺术家上官云珠的一生
。

如果面面俱到
,

那真要不知从何说起
。

其

构思的精巧
,

在于从 星 开 始
,

人们称有声望的演员为
“
明星

” ,

而上官云珠就是一颗
“

曾

经闪烁过光芒
,

却又消逝了的星
” ; 至星结束

,

云中之明珠
,

就是星
,

而这颗星是永恒的
,

“
即使撞成碎块

,

也还是会沿着天体运行的轨道在前进 的尹
。

其剪裁之得宜
,

在 于 围 绕 着
“
明星

”

做文章
。

一个演员的艺术生涯
,

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
:
在旧社会

,

怎样受尽污辱
、

损害
、

压抑
, 在新中国

,

怎样得到领袖和人民的尊重
、

关怀
,

在艺术实践中发挥才能
,

改造

思想
,

被
“

革命的洪流推拥着
”
向前走

。

但想不到
,

这颗明星竞在
“
四人帮

”

摧 残下 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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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抚今思昔
,

历历在目
,

感倩油然而生
,

形象也就血肉丰满了
。

构思精巧
,

剪裁得宜
,

使黄宗英的散文不蹈旧辙
,

既不与别的作家的作品面 目雷同
,

自

己的作品也是一篇一个样
,

总有新鲜感
。

《天上人间》 连用三句
“

你没有注意么 ?
”

作三段

的开头
,

然后写了淮安的那块断石残碑
,

淮安上空的飞鸟
,

淮安上空的云彩
,

用这些富有典

型意义的场景
,

来抒发淮安人民对总理的深挚感情
。

《大雁情 》 的几个小标题
,

更是别开生
`

面
。

全文五节
,

用了五个
“

她
”

作标题
,

凡作者写她亲眼 目睹的秦官属
,

则用
“

她
” ,

完全

是肯定的语气 ; 凡听到别人的议论
、

指责
、

诬蔑
,

则用
“
她 ?

”

或
“

她全 ?
” ,

是疑问
,

也

是否定
。

五个内容不 同的
“

她
” ,

反映了文章内容的层层递进
,

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立场和强

烈的爱憎
。

于细微处见精神
。

这些地方
,

都可看出作者构思的匠心
、

艺术的工力
。

、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语言的艺术
。 “

言以文远
” 。

语言的精湛
,

文采的斑斓
,

对于散文创

作十分重要
。

黄宗英的散文刻划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

也得力于她驾驭语言的娴熟技巧
。

黄宗英散文创作的语言特色
,

一是激情充溢
,

一是富于个性特点
。

黄宗英叙述事件
、

描写人物
,

总是带着丰富的感情
、

热烈的爱憎
。

如 仗星》 所表现的作

者对土官云珠的感情是真挚的
、

热烈的
,

其间有同情
、

友情
、

真情
。

写 到她 们合 演 《丽人

行》 时
,

上官哭得不可开交
,

触到了她的伤心事
。 “

旧社会
,

哪个演员没留下过这样那样的

心灵的创伤
·

一
”
饱含着作者深沉的同情

。

写她们上山下乡
,

上官特制
“ .

上官袜
”
相送以御

风寒
。 “

从那年起
,

我下乡都要捎上这种袜子
” ,

流露着姐妹间真挚的友情
。

写她们演出的

《乌鸦与麻雀》 得奖
,

上官发言说
: 任我没想到周总理这样尊重我们的工作

。 ” “ `

尊重
’

两

字一出口
,

她就红了眼圈
。 ”

体现着多少蕴藏心底的真情 ! 这样饱蘸感情的笔墨
,

最富有感

染力
,

是读者最好的向导
。

它引导读者走进作者布置好的艺术境界
,

在感情上产生共鸣
。

从而

爱作者之所爱
、

恨作者之所恨
,

在潜移默化中加强了对人物的印象
。

如果说激情是散文创作的生命
,

它并非黄宗英作品所独有
,

那么
,

语言富于人物的个性

特点
,

则在散文创作中所少见
。

在一些散文中
,

偶尔写人物对话
,

往往考虑正确表达一种思

想
、

阐述一个哲理
、

创造一种意境多
,

而是否切合人物的身份
、

性格
,

常常被作者所忽略
,

·

或者说
,

不如小说
、

戏剧那 么严格
。

无疑
,

这会影响形象性格的鲜明性
。

而在 黄 宗 英 的笔

下
,

语言有个性特征
,

因而也有生活气息
,

使人觉得真实可信
。

她笔下的知识分子的语言与

农民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

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
、

农民与农民之间也因性格不同而语言相

异
。

如同是知识分子的形象
,

上官云珠的语言就与秦官属的语言不 同
, 同是农民的形象

,

程

庆云的语言也跟于永生的语言不一样
。

语言因人而异
,

正是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的一个基本原

因
。

这不仅是技巧问题
,

更主要是生活基础问题
。

作者的创作态度是认真严 肃 的
,

写 人叙

事
,

都不靠浮光掠影
、

道听途说
,

事事必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

环境再艰苦也不踌躇却步
。

作

者自称要
“

争当一名战地记者
” , “

战地记者
”

是要深入前线
,

浑身带着硝烟火药味的
。

也

只有这样深入下去
,

才能触摸到人物脉搏的跳动
,

了解到人物性格的底蕴
,

才能把人物形象

写活
。

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

有了这样坚实的基础和严肃的态度
,

创作就能一步一层楼
。

我

们期待着黄宗英 同志的散文创作出现更新的面貌
,

用
“

如椽采笔
,

描绘百花齐放的春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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