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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自称其作品为“问题小说”，其实他本人

也是“问题人物”，因为自从作为作家的赵树理诞生

以来，对他的评价与定位就反反复复，颇让学界头

疼。例如，洪子诚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专列“赵

树理‘评价史’”一小节内容，但他只是简要梳理一番

“评价史”中的各路观点，却并未对赵树理其人其作

进行定评。很显然，他也在“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

价有些犹豫不定”①的行列之中。《中国当代文学史》

修订版面世十年后，他虽撰写了《文学史中的柳青和

赵树理(1949-1970)》(《文艺争鸣》2018年第 1期)，也
提供了如何评价赵树理的更多史料，但“犹豫不定”

似未得到彻底解决。

那么，又该如何走出“犹豫不定”的泥沼呢?我以

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返历史现场，知人论世，在人

与文、人品与文品、人格与文格之间对赵树理进行全

面考察，不能“见物不见人”。倘若取此视角，我们就

会发现，在赵树理走上文坛之后二十余年的所作所

为中，同时也在七十多年的“赵树理评价史”中，应该

存在一个从“赵树理方向”到“赵树理精神”的位移过

程。把这条位移的曲线搞清楚，或许有助于对赵树

理的进一步评价和定位。

但囿于篇幅，我在此文中只能对“赵树理方

向”的来龙去脉、反反复复和是是非非做一番梳理

和分析。

一

众所周知，“赵树理方向”原本是一个具有“号

召”功能的官方说法，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为赵树理量

身定做的一个标签。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1943年)一炮打响后，紧

接着又有两篇重量级的小说《李有才板话》(1943年)
和《李家庄的变迁》(1945年)先后面世，于是惊动了当

时数位具有官方身份(或色彩)的大牌作家和评论家，

他们在1946年纷纷撰文，对赵树理的创作实绩予以

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比如，郭沫若读《李有才

板话》，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

素的内容与手法”，②然后，“我又一口气把《李家庄

的变迁》读完了”。③茅盾当年也撰文两篇，认为《李

家庄的变迁》“用一句话来品评，就是已经做到了大

众化。没有浮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质朴而

醇厚是这部书技巧方面值得称道的成功。这是走

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作者们足

资借鉴”。④当然，文章写得最长、评价也最全面的

是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他一方面指出赵树理

是“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

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另一方

面，又把赵树理纳入毛泽东延安《讲话》的阐释框架

中，认为他的成功“正是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文艺方

向的结果”，其作品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创作

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

践的一个胜利”。⑤所有这些，既是对赵树理创作的

最初评价，同时也为提出“赵树理方向”做出了强有

力的铺垫。

于是 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为期十六

天(7月 25日-8月 10日)的文艺座谈会，集思广益之

后提出“赵树理方向”，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当时

的《人民日报》(晋冀鲁豫)随后报道这次会议时指出：

“赵树理方向”的历史节点与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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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首先讨论赵树理创作。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实

事求是地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

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

自述，反复热烈讨论，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

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

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⑥当然，更重要的是

《人民日报》(1947年 8月 10日)同时刊发的陈荒煤的

那篇宏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此文进一步明

确：“大家都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作为边区文艺界

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然后强调了向赵树理学

习的三点内容：“第一，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政治性是

很强的。”“第二，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是选择了活在群

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

欢迎的民族新形式。”“第三，赵树理同志从事文学创

作，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具有高度的

革命功利主义，和长期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

神。”⑦实际上，这三点也是对“赵树理方向”的最初理

解和官方解读。迟至 1983年，陈荒煤虽对这一号召

有所反省，并认为“如果用‘赵树理的创作方向’可能

更准确一些”，但他主要还是强调了这一号召的合理

性、正确性和感召力：“老赵实际是一个具体实践毛

泽东同志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标兵，提‘赵树

理方向’比较鲜明、具体、容易理解，所以最后还是以

这个篇名发表了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这个

号召，对当时晋冀鲁豫的文艺创作的确起了很大的

推动作用。”⑧

必须指出，赵树理之所以在 1947年能被树为标

兵，“赵树理方向”之所以能被提炼出来并成为号召，

除赵树理提供了故事、人物、语言均焕然一新的小说

文本并确实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外，更重要的原因还

在于它们与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高度契合。陈文特

别指出：赵树理自己总结的“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

起作用”，“这两句话是毛主席文艺方针最本质的认

识……赵树理同志的创作就是最朴素，最具体的实

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因此他获得如此光辉的成

就”!⑨回到当年的历史语境之中，这样的“对位解读”

应该说相当准确，并无夸大不实之词，因为当赵树理

初读(1943年冬天)《讲话》之后，曾如此表达过自己的

激动心情：“我那时虽然还没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

得毛主席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

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的，但是

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

倡的、合法的东西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⑩

“以为自己是先得毛主席之心的，以为毛主席讲话批

准了自己的写作之路。”这就意味着“赵树理方向”

与《讲话》精神的契合不仅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赵

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之后主动追求出来的一种结

果。同时也需要指出，从一开始起，“赵树理方向”就

是一个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公共事件，它虽然

也必须假道于文学阐释，却只是置于政治意识形态

的阐释框架中才具有合理合法性。

然而，“向赵树理方向迈进”毕竟不同于“鲁迅的

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同时，“赵树理

方向”也并非死者谥号，而是对生者的一种美誉，这

就意味着只要赵树理活着，所谓的“方向”就处在未

完成状态，他必须用其后续作品进一步夯实并引领

这个“方向”。或者也可以说，“赵树理方向”虽然水

到渠成，应运而生，也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发挥了

“号召”作用，但是对于赵树理本人来说，该“方向”却

也成了某种“负担”。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实表

明，赵树理果然为这个“方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于是有必要指出赵树理研究中我无法认同的一

种观点。李扬教授认为，“赵树理方向”只是“昙花一

现”，因为在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赵树理跻

身于大会主席团中，其创作也被做大会报告的周扬

推崇备至。但在四年之后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开幕

式上，“赵树理的明星色彩已消退殆尽，几个重要的

报告都不曾提到他的名字。赵树理的‘黄金时代’几

乎才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而他衰落的重要标

志则是 1951年落选于斯大林文学奖。何以如此?因
为不仅是赵树理，也包括“发明”赵树理与《讲话》关

系的周扬在内，他们对《讲话》的理解都过于简单，而

没能像郭沫若那样在“经与权”的辩证法框架中予以

解读，这样，赵树理就既“永不可能触摸到《讲话》真

实的灵魂”，也很难写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周立波(《暴风骤雨》)那种“伟大”的作品了。

这种观点是很值得专文辨析一番的。我在这里

只想指出的是，赵树理的衰落以及“赵树理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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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出，其实经历了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而并非昙花

一现。于是，回到以往的历史语境之中，对这个过程

的历史节点和相关“大事”做简要梳理，就有了某种

必要。

二

“赵树理方向”提出后的1948年，赵树理便有《邪

不压正》面世，随后《人民日报》分两次(1948年 12月
21日和1949年1月16日)刊发六篇讨论文章，其中多

为肯定与褒扬之语，但也有批评之声(党自强：《〈邪

不压正〉读后感》)。于是一年之后，赵树理亦在《人

民日报》(1950年 1月 15日)撰文回应，直陈其写作意

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

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而在

此文末尾，赵树理还打了个比方，以此表明他对批评

的态度，亦为自己的小说委婉辩护：“比方一件棉衣，

一个裁缝批评起来，往往是说胸前的棉花厚了些，或

下摆宽了些……这些意见没有一条不值得重视。如

果发现人家确实说得对，下次就能做得更好一点，然

而却不能因此就断定那件棉衣根本要不得或者不合

适，等到穿棉衣的穿上去，你问他怎样，他如果只说

不好挺胸脯或者腰松一点，那就还马马虎虎能穿，如

果他说穿不上或者说穿上很凉快，那就算吹到底

了。”这一事件表明，“赵树理方向”并非护身符，而

赵树理对它的首次夯实之举就引来麻烦，恰恰意味

着树大招风，成为“方向型”作家本身就很麻烦。而

赵树理的回应不卑不亢，有理有节，还不忘来一番赵

氏幽默，又意味着写什么和怎样写还没有对他构成

多大困扰。可以说，那时的他正处在一个“自信时

刻”，批评宛如毛毛雨，是不大可能给他带来多少实

质性的影响的。

现在看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前后确为赵树理

的“高光时刻”。1949年 4月赵树理进京后，先是出

席《文艺报》主办的第三次座谈会(6月 8日)，随后又

在《人民日报》(6月 26日)首次发表创作谈《也算经

验》，接着出席文代会(7月2日-19日)，并在文代会前

夕试刊的《文艺报》(6月30日出版)发表祝贺短文《会

师前后》，排在胡风 (《团结起来，更前进!——代祝

词》、叶圣陶(《划时代》)之后。而作为会议代表，赵树

理在“平津第一代表团”中名列第六(因名单每行列

五人，又是竖排版，他的名字也正好与排名第一的周

扬比肩而立)。周扬则在所做的大会报告中进一步

强调：“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

文艺的代表之作，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随后

他用近 400字的篇幅，阐述了为什么赵树理的作品

“艺术性和思想性取得了较高的结合”。会议结束

时，赵树理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

委员会”87名正式委员之一，名列第八(他前面的七

位委员分别是郭沫若、丁玲、茅盾、周扬、曹禺、沙可

夫、古元)，随即又被选为常务委员。会议期间，工

人出版社成立，赵树理出任社长。9月 25日，《文艺

报》正式创刊，赵树理成为该刊编委。10月 1日，他

在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又参与创建北

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并被选为主席；与丁玲等

一行15人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同时，

也开始担任文化部戏剧改进局曲艺处处长。很显

然，赵树理进京之后的各种“待遇”和“安排”，应该

都是“赵树理方向”辉光影响之下的产物。然而，随

着《说说唱唱》的创刊(1950年 1月)并担任主编之一

(另一主编是李伯钊)，赵树理也迎来了自己的“检讨

时刻”。

经赵树理同意，《说说唱唱》第三至四期连载了

孟淑池的中篇小说《金锁》，却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文艺报》立刻跟进，

在当年第5期刊发社论文章：《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文中点了《金锁》的名，并把它归

入“主题思想不正确，人物形象被歪曲”一类作品。

同期特意开设“批评与检讨”栏目，其中有批评文章

(邓友梅的《评〈金锁〉》)，讨论文章(陶君起整理的《读

了〈金锁〉以后》)，还有赵树理的检讨文章(《〈金锁〉发

表前后》)。有趣的是，为使批评话语更为准确，邓文

中还不时插入了编者旁白。例如，“作者在这里是歪

曲了金锁这个人的(不如说：歪曲了劳动人民的性

格。——编者)”而赵树理既有“自我检讨”，也有“一

点辩护”：“读者意见中，有一条是说这篇作品中的主

角金锁是不真实的，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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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对的。”然而，两个月后，他不得不在《文艺

报》(第 8期)上再次检讨，明确了“侮辱劳动人民”之

说“大家是对的，我是错误的”。而至1951年冬，在

开展整风学习的过程中，《北京文艺》被合并到《说说

唱唱》中，老舍出任主编，赵树理降为三位副主编之

一。接着，赵树理发表《我与〈说说唱唱〉》，同时刊发

于《光明日报》(1952年1月19日)和《说说唱唱》(1952
年1月号)，等于是对自己的“糊涂想法”(如模糊阶级

面貌)和“由要求‘形式通俗化’走到了‘形式主义’”

来了一个总检讨。但即便如此，《文艺报》依然没

放过《说说唱唱》，因为该报后来又刊发长文，对

《说说唱唱》调整后的五期审而读之，批而判之，认

为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看，“五期以来

的《说说唱唱》还没有能负起它所应当负起的任

务；它还落后于‘发表优秀通俗文学作品和指导全

国通俗文艺工作的刊物’的应有水平，而且缺乏明确

的战斗目标”。

《说说唱唱》创刊时，《文艺报》是为这份刊物做

过广告的，但为什么后来它却揪住赵树理和《说说

唱唱》不放呢?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这是当时的大环

境使然，却也不应该忘记其中的个人恩怨。而由于

彼时丁玲担任《文艺报》第一主编，她又是最早投奔

延安，再加上她的傲气以及她与周扬早已形成的矛

盾，她就不可能把“方向型”作家赵树理放在眼里。

许广平曾经揭发，丁玲“对赵树理同志很看不起”，并

曾一再对人说过：“为什么老把赵树理压我头上。”

邢小群访谈朱靖华时曾提出过如下问题：“我听说她

对巴金、赵树理、老舍也不大放在眼里。”朱靖华说：

“她是有这些现象的。说起赵树理，也说‘啊，他很好

啊’，口气有点像对她的晚辈。但是说起郭沫若，郭

老啊!口气就不一样了，特别崇敬。郭沫若来时，她

一定要陪着的……赵树理、老舍、胡风，是我们来

陪。”丁玲生于1904年，赵树理是1906年生人，他们

当然是同辈作家，但是由于赵树理与周扬的关系，也

由于“检讨事件”正好发生在“东、西总布胡同之争”

初起阶段，于是丁玲乘“批评与自我批评”之东风，借

机批评《说说唱唱》，和赵树理，让他与刊物同时陷入

困境，也应该是极有可能的。

于是，有必要谈及“东、西总布胡同之争”与赵树

理在“斯大林文学奖”中的落选。现在看来，“东、西

总布胡同之争”既可以形象化地看作“面包与窝头之

争”，也可以实名化为“丁玲与赵树理之争”。但实际

上，文学观念之争只是其表，藏在背后的个人恩怨和

力量博弈才是其里。这样，赵树理的“落选时刻”也

就不能简单用“衰落”概括得那么轻巧。种种资料表

明，周扬对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有成见的，

其证据是，该小说1948年完稿后，丁玲曾复写一份，

请时任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过目把关，但周

扬看过后既不退还，也不提意见，却把“微词”传到了

彭真等人那里。于是丁玲向周扬要回书稿，复给胡

乔木、艾思奇、陈伯达等人审读。得到他们的肯定，

尤其是得到毛泽东的默许后，此小说才迅速在东北

出版。而从此开始，丁玲也与周扬结下了梁子。囿

于这种“成见”，报“斯大林文学奖”时，周扬(时为中

宣部副部长)的必然是“抑丁扬赵”，不可能让胡乔木

推举的作品锦上添花；而西总布胡同这边报的也确

实是赵树理(据说是《李有才板话》)，但最终却是《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胜出。于是“双方对立情绪

剧烈。弄到各自组织人写文章，要在报上公开批

评。在此情况下，周扬召集了东西总布胡同会议，

双方各有5人参加……周扬在会上说：‘今天参加会

议的，都是共产党员吧?不能再这样搞门户之见了，

以后你们东总布胡同不要批判赵树理，西总布胡同

不要批判丁玲，谁要批评这两位同志，都得经我批

准。’”为什么周扬这样做?应该是迫于某种来头更

大的压力。有资料表明，参评之初周扬并未报送《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苏联方面问起此事，当时在苏联

养病的任弼时便发话了：“那书写得不错嘛，不能十

全十美，可以送去参加评选。”这个细节值得注意，

因为任弼时是中共元老之一，他在关键时说话，还是

很有分量的。再加上毛泽东对丁玲的认可，这是不

是也会成为周扬报奖时考虑的一个因素?
于是，有研究者指出：“相对于农民出身的赵树

理而言，她的来头相当大。虽然赵树理本人无意于

拉帮结派，但由于他受到了周扬的赏识，因此自然成

了周扬一派。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竞争，周扬和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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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冯雪峰之间的个人恩怨，迫使赵树理和丁玲在无

形中成为文艺上的宿敌。”我以为这是持平之论。

因此，赵树理最终无缘于“斯大林文学奖”，并不能证

明“赵树理方向”已然衰落，而只能说明此时的丁玲

风头更健。与她相比，赵树理戏称自己的所谓“通天

彻地”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当然，也必须承认，在

当时的“斗争”语境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

雨》既把“群众性的暴力”描写成“革命的狂欢节”和

“阶级斗争的极致”，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美学原则”

已经崛起。它们更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许

也更符合“斯大林文学奖”的评奖要求。

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1953年)上，做大会报告的

周扬和茅盾确实未曾提及赵树理的名字，但主要原

因或许是赵树理在此四年间只写了一个短篇小说

《登记》，而并未像被点名的柳青、徐光耀、杨朔等人

那样写出过《铜墙铁壁》《平原烈火》《三千里江山》之

类的大作品。但即便如此，周扬在回应“解放区的文

艺到了城市能吃得开吗?”“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是什

么‘农民文艺’?”时也严正指出：“这实际上就是表现

了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的动摇。”“说这些话

的人实际上是瞧不起为工农兵的文艺的。他们的意

见是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说话听声，锣鼓听音，

这番言辞更像是为“赵树理方向”所做的辩护之词。

而当赵树理写出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年)之后，其

人其作则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
大)”上受到了比较隆重的对待。周扬在大会报告的

第三部分首先谈论的就是《三里湾》，他认为此小说

是“优秀成果”，因为“作者以他特有的关于农村的丰

富知识，热情和幽默，真实地描写了农村中社会主义

先进力量和落后力量之间的斗争，农民在生产关系、

家庭关系和恋爱关系上的种种矛盾冲突，显示了农

村新生活的风光……作者所描写的那位画了三里湾

三幅画的画家老梁不正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吗?作者

热爱农民，也深知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弱点，他在批

判农民落后的时候，就往往流露出亲切的温和的微

笑。”尽管周扬也指出了此小说所存在的问题(如矛

盾解决得比较容易，许多情节没有充分展开等)，但
可以看出他的欣喜是溢于言表的。于是，在这一报

告的后面，他形成了这样一个断语：“作家茅盾、老

舍、巴金、曹禺、赵树理都是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

而康濯也在大会补充报告中盛赞赵树理，认为《三里

湾》“无疑是近年来描写当前农村生活的一部优秀的

长篇”，是二十部中长篇中“最受欢迎的一部”。

有必要对此语境稍作分析。进京后的头几年，

赵树理应该是在紧张、忙碌、充实而又比较惶恐的生

活中度过的。一方面，他在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拥有

了一大堆头衔——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文协常

务委员、中国曲艺改进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戏曲改进

会委员、《文艺报》《小说选刊》编委、工人出版社社

长、《说说唱唱》主编等，于是开会、出访、作报告、编

刊物等事务性工作便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另一

方面，以后的写作之路该怎么走、进城之后是否要面

向他不熟悉的工人生活，也成了他主要考虑的事

情。他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发言时说：“我的‘文化水’

是落后的，‘文学水’似乎高一点儿，但那只是一般老

前辈拖的捧的。‘政治水’稍好一点儿，但还需提高。

‘社会水’呢，我是家庭农业大学毕业，不过对乡村还

不能说是太熟悉，进到城市以后对工人更是生疏。”

这番自白语极谦逊，应该是赵树理真实的心理写照，

也恰与进京后不断提倡“一本书主义”且因此趾高气

扬的丁玲形成对比。然而，社会活动多，必然挤占写

作时间；城市生活不熟悉，又无从在此处下手；好不

容易“赶任务”写出篇《登记》，还不被领导同志看

好。于是便有了赵树理所谓的“入部读书”(1951年)：
“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

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

鉴性作品，并亲自为我选定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作

品五六本，要我解除一切工作尽心来读。我把他选

给我的书读完，他便要我下乡，说我自入京以后，事

也没有做好，把体验生活也误了，如不下去体会群众

新的生活脉搏，凭以前对农村的老印象，是仍不能写

出好东西来的。”原《工人日报》社长章容也曾回忆：

“刚进城一段，老赵未拿出好作品，周扬同志很为他

着急。大约在1953年，在周扬同志家里召开一次会，

请丁玲、康濯、苗培时和我等为老赵写不出好作品找

原因。周扬同志还为老赵开了个外国名著书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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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老赵又写出了《三里湾》。”

胡乔木与周扬一前一后都如此“关照”赵树理，

为其开书目，劝其下农村，这一细节其实是很耐人寻

味的。考虑到胡与周的关系，所谓的“入部读书”便

不应该理解得过于简单甚至书生气十足，以为这就

“颠覆了之前文艺界对赵树理的肯定”，以致“‘赵树

理方向’显然是一个有待重新评价的方向”。表面

上看，胡乔木确实是在“帮”赵树理，但在当时的语境

中，把它理解为这是他的“项庄舞剑”手笔，似更显得

合理——表面上是“帮”，实际上是“批”；“批”了赵树

理，也就达到了变相“批评”周扬的目的。而在周扬

这里，他的“着急”则应该是真着急，因为赵树理是他

一手树起来的写作标兵，赵树理若是黔驴技穷，写不

出像样东西，这让他情何以堪?而对于赵树理来说，

无论是胡乔木的变相敲打，还是周扬的正面帮教，应

该都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因此，《三里湾》的面

世，除去它是第一部有关农业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

说，具有捷足先登的政治意义外，显然还有其更为特

殊的附加意义：于赵树理而言，这是一次证明自己

“进城之后”依然宝刀不老的“起霸”之作；对周扬来

说，这又是为他挣回面子让他不至于尴尬的“有面”

之作。如此一来，他在作协理事会上高调表扬赵树

理也就更显得意味深长，那固然是就事论事，但又何

尝不是对“赵树理方向”的合理维护和含蓄捍卫?他
的潜台词很可能是这样的：你们瞧，赵树理的作品依

然能够“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我们树起

来的“标兵”哪里会那么弱不禁风?
于是，赵树理也迎来了自己的“‘翻身’时刻”。

三

在我对“赵树理现象”的关注中，1950年之后的

赵树理虽一路坎坷，已不可能像1949年时那样了，但

一直到 1956年，他都谈不上怎样衰落。这也意味着

“赵树理方向”至少在文坛上持续十年左右甚至更长

的时间。当时写出《平原烈火》(1951年)的青年作家

徐光耀后来说过：“过去，我佩服的作家第一是赵树

理，第二是孙犁，第三是萧也牧。”而尽管当时的沈

从文已隐身文坛之外，但他一直“暗中”关注赵树理

并对他多有“腹诽”也是事实，于是他1952年重读《李

家庄的变迁》，1956年读《三里湾》，1967年还在说“四

川学沙汀，山西学赵树理，湖南学周立波，取法乎中，

斯得其下，这哪会出人才”?这两个事例一正一反，

似都可说明赵树理当年的感召作用和影响力。而在

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建国十年来优秀创

作”书系中，精装 1.45元的《三里湾》不但赫然在目，

而且在《文艺报》的封底推荐中被排在16部长篇小说

之首。此外，还应该提及第三次全国文代会(1960
年)。这次会议依然是周扬做大会报告，他在第二部

分内容谈及“不少优秀的作品对我国人民的革命历

史和现实斗争做了广泛的描绘和艺术概括”时，首先

列举小说，赵树理的两部作品《灵泉洞》(排第四)和
《三里湾》(排第九)均被提及，虽然它们没有进入到周

扬的点评环节(点评的对象主要是塑造出来的“先进

人物”，如朱老忠、沈振新、杨子荣、梁生宝等)，但赵

树理也受到了应有的礼遇。这至少说明，尽管1959
年冬天赵树理因右倾错误挨整被批，但在周扬眼里，

赵树理这杆旗并未倒下。如果给出“倒下”的确切时

间，那应该是1964年的八九月间。彼时，“大连会议”

“中间人物论”和邵荃麟成为批判对象，赵树理自然

也难逃干系，他已不可能受到周扬的“保护”了。

1965年 2月，赵树理举家离京，回到山西，这一举动

自然不宜被过度阐释，却也不免会让人产生联想：

“赵树理方向”确实已到偃旗息鼓的时候了。

于是，把《三里湾》面世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关荣

耀看作赵树理写作的一次回光返照，进而看作“赵树

理方向”的余音袅袅并从此走向“淡出时刻”，似显得

更为合理。这是因为一方面，此后赵树理已无重量

级作品面世——《灵泉洞》(1958年)只写了上部，《“锻

炼锻炼”》(1958年)甫一面世就饱受争议；另一方面，

丁玲虽然已被打倒，但李准的《李双双小传》(1959
年)、柳青的《创业史》(1960年)等后起之秀已冲杀出

来，他们笔下的人物(如李双双、梁生宝)也更符合主

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新人(先进人物)的要求。赵

树理在“文革”被批斗时为自己辩护说：“我这个名气

是从解放区出去的，进了北京虽然写了《三里湾》，后

来名倒不如以前了。”这是实情，也是他在新的“竞

争”对手面前落败的结果。而当浩然的《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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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966年)面世后，赵树理就更应该失落了。

因为在“文革”之初，他读过《欧阳海之歌》(1965年)之
后曾如此感慨：“这些新人新书给我的启发是我已经

了解不了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很显

然，在“向左走”的历史语境中，“长江后浪推前浪”的

频率只会显得更快。

而在“赵树理方向”淡出之际，“赵树理精神”也

开始潜滋暗长。如果必须给出一个这种精神生成的

时间点，我倾向于1956年。为什么如此?这正是我下

一篇文章要面对的问题。这里我不得不对“赵树理

方向”稍做总结。

首先需要进一步强调，“赵树理方向”是延安《讲

话》的产物，是被“解放区政治”构建出来的一种文学

方案。这也注定了它与《讲话》的从属关系：《讲话》

是“源”，“赵树理方向”是“流”；前者是文艺理论建

构，后者是文学话语实践。其实，这一点周扬在第

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中已讲得非常清楚：“毛主

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

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

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

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

是错误的方向。”而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

又进一步明确：“自从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著名

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文艺为工农

兵服务，一直成为我国革命文艺工作者所拥护、所

遵循而为之奋斗的坚定不移的方向。”很显然，只

有《讲话》才是铁打的“方向”，而“赵树理方向”只不

过是这一总方向下的派生物。同时我们也要意识

到，毛泽东《讲话》只是总纲，实际上它又被 1949年

之后不断出台的新“讲话”所充实，从而使原来的内

容不断扩充，也使文艺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任

务更加明确和具体化。在原来的《讲话》语境中，赵

树理是信心满满的，他也配合得恰到好处，“赵树理

方向”遂与《讲话》高度吻合；然而在新的“讲话”语

境中，赵树理虽然也一直处在“紧跟”状态，却渐渐

力不从心、进退失据了，于是“赵树理方向”也渐与

“讲话”渐生距离。这样，“赵树理方向”的崛起、衰

落和逐渐淡出，就必须在毛泽东唯一《讲话》与其各

类“讲话”的互动中寻找答案，而不宜只拿《讲话》做

文章说事。

周扬是“赵树理方向”的实际提出者，同时也是

这一“方向”始终不渝的捍卫者。现在看来，他对此

“方向”的坚持与捍卫应该包含着更丰富也更复杂的

信息，任何一边倒的解读恐怕都失之偏颇。这是因

为第一，周扬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文艺路线的忠实

执行者，“赵树理方向”则是在这种路线背景下被总

结出来的一个重要法宝，因此，坚持与捍卫这种

“方向”是政治需要，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

种政治正确性。第二，在实际执行和运作的过程

中，“赵树理方向”又成了周扬的一个政绩。无论

赵树理给力还是不给力，他都必须以他当时的地

位和权威把这个“方向”顶着撑起来。第三，周扬

毕竟是懂行的文艺中人，而并非单单是政治中人，

于是“赵树理方向”也倾注了他个人的文学感情，

暗含着他对赵树理为人为文的欣赏。渡尽劫波之

后，周扬在 1980年曾经说过：赵树理“文如其人，他

文好人也好，文章有特色，人也有特色。他最熟悉

农村，最了解农民心理；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

样纯朴；他憨直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

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

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我喜爱他的为人，

甚至对他的某些偏见，也能谅解”。这是他处在反

省和“道歉”阶段的表白，应该是真心实意之言。如

此看来，在周扬这里，“赵树理方向”于公于私，至少

被注入了三种东西。它们之间的互助互动，构成了

周扬维护它的主要动力。

对于赵树理本人来说，“赵树理方向”让他既受

益又受累。据陈荒煤讲，1947年形成《向赵树理方向

迈进》一文后，他曾请赵树理看过，赵树理则一再提

出：“我不过是为农民说几句真话，也像我多次讲的，

只希望摆个地摊，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没有做

出多大成绩，提‘方向’实在太高了，无论如何不提为

好。”但这个政治性大于文学性的称号他实际上是

拒绝不掉的。而因为这个称号，他也确实暴得大名，

引领了一段时代潮流，及至成了文学史中的一个著

名现象。然而，也是因为这个称号，他就不得不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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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一种按图索骥的写作状态中。因此，他比别的

作家更疲累的地方在于，除了要为宽泛意义上的工

农兵服务之外，他还要为更具体的“赵树理方向”服

务。但吊诡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赵树理方

向”仿佛已成“测不准定理”，赵树理在紧追慢赶深

落实中实际上常常跑偏，到后来，恐怕连他自己也

弄不清楚以他命名的“方向”指向哪里了。而“方向

型”作家终于“方向感”失灵，关键在于“向左走”一

路高歌猛进，他却步履迟缓，走走停停，而且进入

“矛盾时刻”。

走笔至此，我想特别指出一个问题。在 20世纪

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特殊氛围中，无论是戴光中

的“逆流说”还是郑波光的“迁就说”，其实都是对“赵

树理方向”和赵树理关系的一种简单化处理。“赵树

理方向”固然对赵树理构成了某种限制，但因此就认

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

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业史》《红旗谱》《山乡巨变》

《铁木前传》等大大地前进到赵树理前头，包括马烽

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赖大嫂》，在典型形象

的塑造上，也走到了赵树理的前头，唯独赵树理本

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观念基本上处于僵化状态，

在艺术上他完全无意也无力自我超越”。这种观点

既缺少“了解之同情”，也是线性历史观的产物。批

评者大概不懂得马克斯·韦伯所讲的那个道理：文学

艺术不同于学术，是不存在进步与落后之分的。“一

件真正‘完满’的作品，永远不会被别的作品超越，它

永远不会过时。”而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已能心平气

和地说，赵树理的小说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

史》等作品相比，其认识价值与美学价值显然要更

胜一筹，这恰恰得益于他那种“僵化”的文学观，落

后的“民间文学正统论”。他在“赵树理方向”之下

的困惑、迷惘以及呈现于小说文本之中的“晚期风

格”，散见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谏言”之词，恰恰成全

了赵树理的丰富和深刻。与之相比，其他与时俱进

的作家反而显得有些“小儿科”了。所有这些，都是

我们在评价“赵树理方向”下的赵树理时必须注意的

一个方面。

2021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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