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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立足#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的精细对勘!结合语义分析和修辞考察!阐释小说正)反面人物主要代表许

凤*胡文玉,从区委书记到叛徒-的角色关系和角色位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情爱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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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近年来#中国当代小说版本研究逐渐进入学

界视野#但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有待进一步开发%

特别是版本修改作为)有意味的现象+事件和个

案*#一度成为正规文学史研究的 )三不管地

带*

!

% 话题价值)在场*与现有研究)缺席*并

置#是否一定程度上透露了该时期同一文学作品

多个版本研究的难点和痛点1 研究难点和痛点孕

育新的学术期待#也是对再阐释的召唤%

作为)十七年*小说版本重构个案#红色经典

&战斗的青春'

"自 #3)*年出版发行#其后长达 !$

年的时间里历经作者雪克的四次修改#分别于

#30$年+#30#年+#30!年+#31*年出版了新 # 版+

新 !版+新 "版以及重印本#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五

个版本#呈现了数十万字的异文语料#这是珍贵的

文献资源% 目前关于不同版本&战斗的青春'的

研究#存在两个弱关注区!其一#立足版本重构拼

图的精细对勘不多(其二#未见修辞学视角的研

究% 这两个挖掘与阐释相对匮乏的区域#正是本

文拟探讨的%

本文立足版本对勘#重返版本修改方式和主

体在场方式互为表里的文学现场% 结合语义分析

和修辞考察#重点阐释小说正+反面人物主要代表

许凤,胡文玉的角色关系和角色位移#以及与之

相伴随的情爱叙事#分析版本重构局部)微表情*

的修辞处理#审视)为整体的局部*#考量特定历

史时期文学生态中文化资本博弈#尝试为现有版

本研究打开未经充分挖掘的解释空间%

一4许凤+胡文玉%角色关系与角色

位移路径

许凤与胡文玉的角色关系在&战斗的青春'

五个版本历经四次流变#两人角色关系可以借助

语义分析显示为!

许凤,胡文玉"叛变前$ 4

g爱情伴侣 2性伴

侣 g革命伙伴5

许凤,胡文玉"叛变后$ 4

2爱情伴侣 2性伴

侣 2革命伙伴5

文本叙述中#胡文玉从区委书记到革命叛徒

的身份变化#对应于他和许凤之间4

2性g爱5

"

4

2性2爱5

"

4

2性g恨5的修辞改写% 结合胡文

玉叛变前的叛徒身份4{公开5等要素#两人的角

色定位+角色关系位移在版本变动中可梳理为

表 #%

$0#

!

"

收稿日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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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晓燕"#3*6,$#女#福建泉州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学语言+话语修辞研究%

杨义!&五十年代作家对旧作的修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第 !期%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战斗的青春'列为)红色经典典藏本*再版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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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版5#31*版#许凤+胡文玉$的

角色关系重构示意表

胡文玉角

色身份

许凤话语

角色

两人角色

关系

情爱关系

重构路径

革命者"区委书记$ 情感角色 4

g革命伙伴5 4

2性 g爱5

叛徒 4

2公开5 政治角色 4

2革命伙伴5 4

2性 2爱5

叛徒 4

g公开5 政治角色 4

2革命伙伴5 4

2性 g恨5

表 #每一个纵向栏都指涉了胡文玉和许凤各

自的角色身份位移#角色关系以及情爱关系重构

路径#胡文玉叛徒身份4{公开5和许凤角色关系

随着胡文玉4{革命5以及革命程度深浅的变化呈

现复杂的重构样态% 版本变动沿着4

2性 g爱5

"

4

2性 2爱5

"

4

2性 g恨5趋势的重构修辞#需要在

角色关系中观察与解释#下文分而述之%

!一"许凤+革命者胡文玉,

g革命-

"

,

2性g

爱-

当文本叙述进度还停留在胡文玉的)区委书

记*角色身份时#4

g革命5是其角色形象的构成义

素#版本重构沿着他和许凤关系中4

2性g爱5的方

向深化#增写强化胡文玉正面形象"见表 !$%

表 !4#30$版塑造胡文玉正面形象话语增写核心信息

序号 #3)*版 #30$版增写 话语指向

# 无

魁伟俊秀+有魄力+有办法+不

只+写得好文章+而且+讲话头头

是道+生龙活虎地干+工作特别

活跃+最突出的成绩+又大大提

高了他的威信

正面评价

! 无

还在工作+他为什么就不困+三

夜没有睡了+他就是不睡+人们

多着急

侧面烘托

" 无
怀着崇拜和热爱的心情听了胡

文玉的关于反扫荡斗争的报告
正面评价

6 无

知识又丰富+又有才干+多么好

的一个领导干部+多么好的一个

终身伴侣

正面评价

表 !所示#塑造胡文玉正面形象的话语增写

从正面评价和侧面烘托同步进行% 序号 # 的增

写#并非小说叙事话语的常规选择#更像是对一个

人所做的政治鉴定#虽有标签化倾向#但不难看出

作家对胡文玉正面形象进行话语包装的主观努

力#连缀其间的话语标记)不只!

00而且* )又*

等连词递进式助推#叙述胡文玉外表形象+个人才

华+工作能力+工作成效% 序号 !增写了胡文玉的

通讯员向许凤)告状*的内容#以此表达对胡文玉

连轴转工作状态的不满#以)不满*之语增写)心

疼*之意的)笔贬意扬*#彰显了表达主体对此时

胡文玉所扮演的正面角色所持的正面评价% 这两

处都是通过许凤的回忆视角完成的#暗含许凤对

爱情伴侣的情感认知#这一认知的情感语义用义

素分析记作4

g仰慕g心动g骄傲5%

小说的叙述语言是一种)混合语言*#各种人

物的内心独白与叙述者的叙述始终交织在一起汇

成了叙述流% 有时特定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替代

了叙述者的直接解说#故事于是通过小说中人物

的)感应*叙述出来"

% 序号 " 是叙述者的叙述话

语#序号 6 是许凤的内心独白#两者有效交织#孵

化了许凤眼中胡文玉4

g革命5的形象% 表达主体

对胡文玉的正面定性经由许凤所)感应*到的)崇

拜和热爱*得到展示#身处恋爱升腾期的许凤视

爱情对象为)终身伴侣*#这是许凤对此时这段情

感角色关系所做的正面定性和理想的爱情期待#

此时许凤的情感角色浓郁#情感语义用义素分析

标注依然是4

g仰慕 g心动 g骄傲5#这是重构文

本在两人4

g爱情伴侣 2性伴侣 g革命伙伴5角色

关系中所做的修辞处理%

!二"许凤+未公开叛徒身份的胡文玉,

2革

命-

"

,

2性 2爱-

#30$版胡文玉对革命出现犹疑+叛徒身份处

于隐性状态时#4

2革命5成为其角色行为的重要

义素#版本重构从胡文玉和许凤分别着力#一方面

通过增写#剔除胡文玉爱情的真情元素(另一方面

通过置换#变许凤的情感角色为政治角色#实现了

许凤对胡文玉的爱在版本重构中同步趋减#版本

重构沿着他和许凤关系4

2性 2爱5的方向深化%

#3)*版胡文玉对许凤不乏)我愿意为你活#

愿意为你死#你知道吗1 没有你我真活不下

去00*之类的爱情表白和真情呼喊#重构文本

则通过增写诋损胡文玉对许凤爱情萌发中可能的

纯粹初心#将其置换为出于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

的功利动机#由此剔除反面人物爱情萌发中的真

情元素"见表 "$%

表 "两段增写#是)大扫荡*后毫无作为的胡

文玉在一次抓捕行动中侥幸有所收获所展露出的

心理活动#从掌控和功利目的展示了胡文玉对许

#0#

!

"

此处实际应为)不止*#在引文系统中#尊重原文作者的表述%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 !$$#年版#第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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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的情感动因% )包管叫你00高高兴兴*意味

着高兴的情绪不是主动流露#而是被)把控*#胡

文玉对爱情对象的施爱方式#不是对爱情伴侣情

绪的关注#而是对爱情关系中顺从服帖姿态的要

求#连用两个)叫你*强化了胡文玉居高的俯视姿

态,,,这种姿态在 #30! 版的置换中进一步演绎

为)征服*"胡文玉直言)我有信心征服她6*$#失

却了 #3)*版中高频出现的)我这颗心一直是永远

爱着你的*爱情本性抒发%

表 "4#30$版胡文玉心理活动的话语增写

#3)*版 #30$版 话语目的

无
做出点成绩来叫你许凤看看#包管叫你

在我面前高高兴兴
掌控

无
许凤跟任何一个女干部#哪怕和江丽相

比#也是最美的姑娘
功利

重构文本在这个阶段实现许凤对胡文玉的爱

同步趋减#更主要表现为许凤4

g爱情伴侣5角色隐

退#4

g政治导师5角色凸显#相应文本层面的操作

是置换两人角色关系中的4

g依赖 g不舍5情感语

义#将其置换为4

g教育 g挽救5政治语义% 对话语

置换内容稍加梳理#可以发现每一组置换都呈现为

情感语义与政治语义对比并置状态#限于篇幅#我

们仅提炼置换语例中的关键信息"见表 6$%

表 64不同版本#情感+政治$语义置换话语的关键信息

版本 关键信息 语义要素 语义指向

#3)*版

心软+为对方整夜没睡+

因给自己难看感到难过+

谈心说话+怕他和小鸾纠

缠而堕落+关系破裂会难

受+担心难过

4

g依赖g不舍5 情感语义

#30$版5

#31*版

帮助进步+批评+严格的

批评+因态度恶劣而气

愤+很危险+挽救即将毁

掉的干部+不谈感情直截

了当谈问题+怒其堕落自

毁

4

g教育g挽救5 政治语义

#3)*版许凤的接受反应是基于爱情伴侣的

角色发出的#话语归属为情感场#义素分析记作

4

g依赖 g不舍5% #30$版5#31*版许凤的接受反

应是基于领导者的角色发出的#话语归属政治语

义场#义素分析记作4

g教育 g挽救5%

由此#继续用义素分析标示胡文玉革命叛徒

处于4

2公开5阶段#重构前后许凤与胡文玉角色

关系的语义成分!

#3)*版.

g仰慕 g心动 g依赖 g不

舍/

"

情感角色
"

爱情伴侣

#30$版5#31* 版.

g反感 g排斥 g

教育 g挽救/

"

政治角色
"

政治导师

深陷爱情中的人容易放任感性高蹈#而放逐

理性判断% 面对情感偏离或迷失的伴侣#选择原

谅与否#也许只是感情深浅的评判标准#是非对错

见仁见智% 然而在投敌叛变的事实面前#革命者

以何种姿态对待叛变者#则是政治立场大是大非

的原则问题% 随着重构文本不断加重胡文玉的叛

变行为#许凤的角色身份同步从4

g爱情伴侣5抽

离#对胡文玉的接受关键词也从道德话语)恶心*

"

阶级话语)仇恨*%

!三"许凤+公开叛徒身份的胡文玉,

2革命-

"

,

2性 g恨-

胡文玉的角色形象沦为)叛徒*#4

2革命5成

为其身份标志和行为准则#两人之间对立角色关

系确立#爱情关系即刻被清理#从两人4

2性 g爱5

重构为4

2性 2爱5#最终重构为4

2性 g恨5% 其间

有一标志性事件是对胡文玉实施抓捕% #3)* 版

实施抓捕是队员武小龙##30$ 版置换为许凤#场

景和话语全部重置#我们注意到抓捕情境中#许凤

连续使用的十个祈使句!

"## *站住0 举起手来0 把枪扔在

地上0+"命令#

"!#*走0+"命令#

""#*站住0 不许过来0+"命令和禁

止#

"6#*''!走0+"命令#

")#*走0 ''+"命令#

"0# *你不走!我就杀死你0+ "命

令#

"1#*立起来!走0+"命令#

"*# *你走0 不然我就开枪0+ "命

令#

"3#*走快点!你不要打算从我手里

逃走0+"命令#

"#$#*别说废话!快走0+"命令和禁

止#

从信息交流角度看#祈使句是用来实施指令

行为的重要手段#一般分为命令+禁止+请求+希

望+劝诫+商量等六类#它们的语力级差和语气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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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显示!

#命令和禁止强制程度和语气均为最高#

操控性最强#其中命令句为肯定的强制命令#禁止

句为否定的强制命令% 命令+禁止祈使句预设条

件是表达者的权威高于接受者% #3)* 版#许凤实

施劝阻话语更多选用表示请求+希望+劝诫或者商

量的祈使句#暗含其话语角色的附属感和依赖感%

在政治立场不断强化的语境下#排斥情感因素的

命令+禁止祈使句已经成为 #30$版文本重构排他

的唯一选择%

虽然上述十个语例的组合形态不尽相同#但

并不影响它们的共性#它们在同一情境中聚合成

了有共同意义指向的集合体% 在文内交流系统的

抓捕情境中#直接表达者"许凤$和直接接受者

"胡文玉$是明确的#使用的命令句和禁止句均没

有呼语#也没有醒示语和辅助语#只聚焦核心行为

语"

% 上述语例中#许凤祈使的核心行动语体现

在话语的谓词性词语上#谓词性词语多数为单个

单词"如多次使用)走6*$#也包括动补短语"如

)立起来6* )站住6*等$+偏正短语"如)不许过

来6*)快走6*$+动宾短语"如)举起手来6*$等#

正面下令的命令句和否定+反面下令的禁止句并

置#语调短促+口气强硬+言词急促#态度坚决#不

容辩驳#搭配上省略号所省略的)突然厉声+威严

的+严厉地+咬牙切齿地+冷冷地+依然严厉地+突

然大声+用枪一顶+顶了*等修饰许凤下命令+禁

止时的语态#显示了许凤在两人角色互动中的绝

对权威#从对话交际中不难觉察两人之间清晰可

见的敌我界限%

两人角色互动的对立升级#可以从多版本对

)钢铁的心*一章中劝降话语的修辞置换得到更

好的说明% )钢铁的心*一节主要叙述许凤被捕

后#胡文玉劝降的表达话语和许凤的接受反应%

虽然胡文玉的劝降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但归于失

败的修辞策略却历经了四个版本的置换#篇幅比

重大致呈现为!#3)*版 # 6*6 字符(#30$ 版 # 06)

字符(#30#版 # 00"字符(#30! 版5#31* 版 ! 3*"

字符% 其中##3)*版最短(#30$版置换内容最多(

#30#版较 #30$ 版篇幅差别不大#置换力度也较

小(#30! 版5#31* 版实施话语增扩#篇幅最长%

各版本的置换内容集中在正反角色情态话语和角

色互动#我们选取视觉信息+接受反应+角色互动+

情感导向+谈判结局等作为观察点"见表 )$%

表 )4五个版本#钢铁的心$话语置换核心信息

观察点
版本

#3)*版 #30$版 #30#版 #30!版5#31*版

视觉信息

"许凤$

红肿的眼泡+止不住的泪水
发青嘴唇翻动+恶心兽类的

声音
这个丑恶的动物

看这个叛徒到底玩弄什么

阴谋

角色互动 胡!要拉许的手+许!躲开

许!打胡耳光 "打得胡后

退+打掉眼镜$+胡!想掏手

枪而未掏出

许!打胡耳光 "打得胡倒

下+头撞墙+眼镜摔破 $+

胡!掏出手枪瞄准许

许!撕破名单#一把摔到胡

脸上+胡"叙述空白$

接受反应

"许凤$

心如刀绞+热血翻滚+咬咬

牙忍住感情+不好赶他+冷

笑一声+无情地说+坚决地

说+

盯着+射出+眉毛陡立+愤怒

的浑身抖+刺人的利刃的眼

光+该死的叛徒+咬牙切齿

地骂+斩钉截铁地一挥手+

严厉地喝道+轻蔑地哼+满

腔怒气+严厉地望

充满仇恨地盯+严厉冷峻的

目光+逼视+巍然不动地立

着+昂首挺胸地+爽朗自豪

的大笑

冷冷地看+昂起头+眉毛倒

立+射出愤怒的光芒+恨不

能一掌打死+冷笑着+爆炸

的怒气+蔑视地冷笑+一把

摔+傲然地扬起头

情感导向 同情+愤怒 仇恨 仇恨g 仇恨gg

谈判结果 劝降失败 劝降失败 劝降失败 劝降失败

44特定时空场景下#选择适宜的角色显隐状态

进行表达或者接受#关乎一个人对角色意识的认

知#体现人的成熟和理性% 而表达主体对作品中

人物显隐角色的处理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表达主

"0#

!

"

张美兰!&2祖堂集3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

布拉2库尔卡"#3*3$等将指令行为划分为醒示语+辅导语和核心行为语#其中#醒示语是引起受话人对指令行为语感知与注意的

话语部分#辅助语是指令行为语前或后的辅助性成分% 两者分别起着重要的礼貌调节和策略调节作用% 核心行为语则是发出指令要求

的话语部分#可以同醒示语和辅助语共同构成指令行为#也可以单独构成一个指令行为% 参见!王福祥#吴汉樱!&欧美+俄罗斯+中国语

用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年版#第 11

2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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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政治立场的选择和认同% 许凤和胡文玉的角

色关系在胡文玉4

g革命5时呈现为4

g爱情伴侣 g

革命伙伴5#在胡文玉4

2革命5时呈现为4

2爱情

伴侣 2革命伙伴5#这是在革命意识形态规约下#

许凤应该表现的角色身份感和表达者应该坚守的

修辞操作%

以此为标准考量 #3)*版这一章的叙述#不难

发现#用)劝降*来概括 #3)* 版中胡文玉的话语

策略并不准确#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忏悔*#)呆

呆+痛心而缓慢+悲痛+绝望+悲痛+沉默+苦笑+恋

恋不舍+徨失神* 等 3 个情态词语#以及 #$ 次

)哭*及类义表达#建构了直接表达者的角色形

象#此时胡文玉的叛徒角色处于隐性状态#他暂时

回归作为许凤爱情伴侣角色#选择许凤4

g爱情伴

侣5角色主体进行言说#在回顾坦白自己的心路

历程时#他的个体感受向曾经的爱情伴侣全方位

敞开#甚至一再表露愿意为许凤而死% 话语容易

助推现实建构#目睹胡文玉的爱情独白和恋爱至

上的姿态#尤其面对胡文玉)红肿的眼泡#止不住

的泪水*"视觉信息$#许凤虽然也做出了)冷笑+

无情+坚决*等拒绝姿态#但也展露了)心如刀绞#

热血翻滚*)不好再往外赶他*等柔性举动#而且

她的情感克制需要)咬牙*#才能让自己重返敌我

情境+回归角色理性#此时许凤对胡文玉的情感导

向仅为同情+愤怒#由此招致了不少批评% 当时就

有评论称许凤对胡文玉)缺乏更痛切+有力的斥

责*

!

#模糊了敌我界限#冲淡了革命主题的表达#

是)全书中的一些不能容忍的和整个作品绝不调

和的败笔*

"

%

接受者对 #3)* 版的质疑和批判正是后续版

本纠偏重构的重点%

#30$版对 #3)*版的置换是全方位的% 置换

之后#胡文玉的彷徨和痛苦+忏悔和赎罪以及许凤

一时犹疑袒露出的心软和怜悯话语都已删减殆

尽#呈现为革命者和叛变者角色的对立分野% 主

体间关系的变化#外化为劝降语境下的动作和非

动作语言% 此时叛徒胡文玉的角色形象展露出了

丑态")咬着牙齿#嘴歪了一下*$和凶相")恶狠

狠地*)恼怒绝望*$以及极力演绎出的)好演员+

装模作样+有声无泪地装出哭腔* 的惺惺作态%

从许凤的视觉信息反馈出#胡文玉已经从)红肿

的眼泡#止不住的泪水*的可怜形象#变身为具有

)发青嘴唇翻动*)发出恶心兽类的声音*的对象#

接受反应呈现为情态各异的)愤怒* "含类义表

达$共计 #! 次#同时搭配表示程度的形容词+副

词做修饰#以语词调动情感力量#以仇恨为书写落

脚点#许凤的接受反应越大#抗争性越强#说明其

革命的角色身份越凸显#革命立场越坚定% 角色

互动同步升华为!胡文玉想掏枪威胁最终克制#而

许凤用两个耳光表达对反面角色的愤怒#4

g爱情

伴侣5角色关系隐退#直至踪迹全无#主体间关系

界限分明#毫无模糊地带%

#30# 版相较于 #30$ 版变动虽然不算太大#

但聚焦的两个方面都具有典型性!一是置换了

#30$版胡文玉想掏出手枪而未掏出的细节#修改

为掏出手枪用实际行动彰显自己反动立场#以及

用枪口瞄准许凤的直接威胁% 二是增写许凤高昂

的战斗姿态和精神风貌% 与此同时#许凤加之于

胡文玉的巴掌也同步升级#胡文玉的言后行为从

)后退了几步*)打掉眼镜*进级为)倒下+头撞墙

和眼镜摔破*#对立和仇恨的情感导向都更进一

步#二元对立姿态更为醒目%

#30!版5#31* 版的变动除了接受反应+角色

互动+情感导向随着置换渐趋增强之外#增扩话语

主要聚焦在许凤得知自己将被处决的消息#争分夺

秒地酝酿#谋划和部署越狱行动#考虑游击队今后

工作思路% 重构的叙述修辞是许凤以4

g县委领导

者5

#的身份在场#增扩的篇幅是对该政治角色的

强力书写#而这恰恰是之前版本话语所缺失的%

个人的角色身份可以是显在的#也可以是隐

在的% 显在角色和隐在角色不仅产生不同的表

达#也产生不同的接受$

% 4

g爱情伴侣 g县委领

导者5代表了许凤不同的角色身份##3)* 版让许

凤4

g爱情伴侣5角色处于显在状态##30$ 版5

#31*版则让许凤和胡文玉旧日的情爱关系#被革

命意志的权力规约压制#于是胡文玉劝降时有意

召唤起许凤4

g爱情伴侣5角色中往日真情的话语

修辞归于失败#文本叙述重归许凤4

g县委领导

者5这一显性角色在面对革命叛徒时应该有的冷

峻和无情#这也是本节劝降话语在多版本重构中

60#

!

"

#

$

储松年!&2战斗的青春3的成就和缺点'#&文艺月报'#3)3年第 1期%

冯牧!&谈2战斗的青春3的成败得失'#&文艺报'#3)3年第 ##期%

在连续取得韩庄+郭店大捷之后#许凤被调往县委#接替县委书记周明的工作#不再担任区委书记%

谭学纯!&广义修辞学三层面!主体间关系及相关问题'#&当代修辞学'!$#0第 #期%



第 !"卷 王晓燕!&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的角色位移与修辞重构

遵循的基本操作逻辑%

二4许凤+胡文玉%角色位移与文本

建构

版本修改#不论涉及词语+句子还是段落#归

属规范类的最好要改#归属审美类的改了比不改

更好#归属政治类的不得不改#这些构成了特定时

代语境下&战斗的青春'版本重构拼图中的局部

微调#这些调整可以是调节性的修辞元素#也可以

是结构性的修辞元素% 前者是修辞技巧研究的对

象#后者作为影响小说变局的关键元素#进入修辞

诗学研究视野% 广义修辞学认为#作为修辞生动

形式的词句段#如果同时影响语篇的叙述结构乃

至最终的语篇定型#相应的修辞研究需要从修辞

技巧层面向修辞诗学层面延伸!

% 许凤,胡文玉

角色关系位移这一局部修辞重构#产生了推动版

本重构的叙述能量#规约了小说后半部分的情节

走向#影响小说重构文本的整体定型"见表 0$%

表 04胡文玉叛徒身份显'隐状态分布的文本区间

对比
版本

#3)*版 #30$版5#31*版"

胡担任区委书记对应的文本区间 第一节5第一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5第二章第四节

胡叛徒身份4

g隐性5对应的文本区间 第一二节5第三七节 第二章第五节5第六章第三节

胡叛徒身份4

g显性5对应的文本区间 第三八节5第七
)

节 第六章第四节5第十章第八节

胡叛徒身份显+隐状态占整部小说比例 )!(3j+61(#j ))(0j+66(6j

胡出场的章节数量占公开叛徒身份文本区间比例 !6(!j 0!()j

44从胡文玉叛徒身份显隐状态分布的文本结构

来看#重构前后4

g隐性+显性5文本区间占小说的

比例大致各半% 胡文玉4

g革命5的叙述增写出现

在叛徒身份处于隐性阶段#通过许凤的回忆完成#

重构比例较小#对于版本重构后文本意义和价值主

题改变不大#不作为分析的重点% 数据对比显示#

#3)*版和 #30$版胡文玉在小说后半段出场占比分

别为 !6(!j+0!()j#胡文玉在 #30$ 版后半部小说

出场比重是 #3)* 版的近 " 倍#梳理人物出场与否

及对抗性强弱在叙述结构中的情况#

#发现 #3)*版

胡文玉出场和对抗性有三种组合!4

2出场 $对抗5

4

g出场 $对抗54

g出场2对抗5#整体角色形象呈现

弱对抗性和无对抗性特征#而且胡文玉是否出场随

机分布#角色不具备文本建构功能#甚至可以说在

后半部小说似有却无% 我们重点阐释胡文玉公开

叛徒身份后两人的角色关系位移的不同处理#及其

在文本建构层面所起的影响%

#30$版#胡文玉的敌对情态转变可以从以下

增加的话语见出!

"##*我到这边来了''你们逃不

出我的手心!哈哈哈0+

"!#胡文玉一咬牙暗道)看你还逃

得出我的手心0

""#胡文玉翘着嘴角阴险地微笑着

说道''

"6#胡文玉骑在大洋马上!站到前

边冷笑一声''

")#胡文玉听完了!''向全场的

家伙们扫了一眼!又喝下一杯酒!大声嚷

道) *我要 '' 我搞到了 '' 我知

道''一定''并且''都''晚上就

行动''+

五个语例大多采用肯定句式#选用)知道*

)一定*)都*等确定语词#以及)翘着嘴角* )阴

险*)一咬牙*)冷笑*等情态语词#一改重构前胡

文玉犹疑彷徨观望的动摇主义者形象#摇身变为

自信+凶狠+极具威胁的最主要反面人物% 对比两

个版本的敌对势力排序!

#3)*版)宫本(渡边(赵青(齐光第(

张木康(王金庆(胡文玉
***

等

#30$版)胡文玉
***

&赵青(宫本(渡边(

王金庆等

其中# #3)*版敌人以个体线性出场+平均分

布#突出群体合谋#没有特别彰显某个反动个体#

)0#

!

"

#

谭学纯!&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人民出版社 !$#0年版#第 #!1页%

作为第一次修改##30$版对 #3)*版的改动从量来看)增删十万字*#变动最为典型#后续版本都在此基础上调整#变动数量也趋

减#因此本节的分析以 #30$版重构文本为主%

为了叙述简洁#依然用义素法标记#其中4

g对抗5表示强对抗性#4

2对抗5表示弱对抗性#4$对抗5表示无对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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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文玉因其弱对抗性#在敌对势力中存在感低#

几乎可以被忽略% #30$ 版包裹着)胡文玉*在场

的多处段落增写#在后续文本的系列情节链中一

一亮相!

"##*胡文玉+设计突击包围岳村!致

使李铁险些被捕
"

"!#*胡文玉+设计拂

晓包围高村!致使游击队被动连夜疏散撤

离
"

""#游击队伏击日伪军汽车队大获

全胜!尽管化装成日伪军!*胡文玉+一眼

就识破
"

"6#*胡文玉+设计大量抓捕群

众!设立集中营!诱使游击队上门
"

")#

*胡文玉+使用离间计!给区干部写招降

信
"

"0#*胡文玉+现场*观摩+被毒打的

群众
"

"1#*胡文玉+亲自带领围攻高村

"

"*#*胡文玉+最早怀疑韩庄据点有游

击队的卧底
"

"3#*胡文玉+利用许凤不

在场!设计新一轮清剿计划
"

"#$#*胡文

玉+亲自指挥!致使许凤越狱失败并再次

将其抓捕
"

"###失败后*胡文玉+化装出

逃被李铁砍于马下

在 ##个增加的情境里#胡文玉是每一场战役

或冲突的施动者和推动者#每场战役或冲突的叙

述呈模式化#该模式化结构可以简化为!

反面群体合谋商议
"

胡文玉 *精

准+施策
"

反动头目夸赞胡文玉
"

胡文

玉亲自带队
"

计谋起作用!游击队受打

击"受打击力度随版本变动逐渐降低#

"

游击队评价胡文玉的破坏性!欲除之

而后快
"

从头接续循环

情节链上的每一次增写形成叙事结点#不断

制造角色关系4

2对抗5到4

g对抗5的叙事高潮#

固化文本对立氛围%

该模式的结构复制中#胡文玉在正面战场实

体和后方战场在游击队员的话语中交替出场#滚

轮式推进文本叙述进程#并一张一弛调控着文本

的叙述节奏#在调控中持续将人物的无对抗和弱

对抗转向对抗以及强对抗%

客观地说##3)*版胡文玉虽只集中在上半部

小说出场#但人物的复杂心理不乏浓厚的)心灵

的复杂和灵魂的冒险*

!

#甚至相当程度地涉及对

人性的深刻开掘#就小说内容深度和思想的多义

等艺术标准来看#该版本优于接续的重构本% 不

过#溯源版本优劣的相关评价#会发现 #30$ 版在

当时赢得了更多认可##30$ 版出版时扉页附有

)内容提要*#明确指出该版本无论在思想或艺术

上都优于 #3)*版% #30$ 版对胡文玉形象的塑造

较之 #3)*版)更完整更深刻也更令人憎恶*

"

#刘

金这一分析评价#也展现了时人政治标准第一的

认知参照#就此而言##30$ 版及后续版本是不断

趋近主流意识形态标准的文化产品%

这一点在 #30$ 版后半部小说的重构中表现

得尤为明显#胡文玉与革命过往彻底决裂#伴侣之

爱+战友之情全然消失#重构的形象#虽在艺术层

面失却了些许动人的味道#但情节链的逻辑推进

并未出现断裂感#话语重构也并未给接受者带来

阅读障碍#这得益于表达者在弥缝人物性格断裂

所做的修辞加工!偏重政治角色轻爱情角色#设置

了胡文玉的角色转化以及他与许凤这一角色关系

从)情感关系
"

政治关系*位移#角色位移促使角

色关系中4

g恨5的语义分量随着截然对立的角色

关系重构产生了叙述动力% 推动文本建构的修辞

细节#叙述能量绝不限于容易观察到的微表情#而

属于)为整体的细节*

#

% 换言之#角色位移这一

微小的修辞处理#撬动了文本重构$

%

政治语义的清晰表达和接受#是意识形态规

约下表达和接受的理想状态% 表达者的每一次修

改都竭力)回避了初版本中思想内涵的复杂性与

多义性#而是把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界线从心理

上+行动上以及思想感情上划分得泾渭分明+水火

不容% 作品的意义系统变得透明+清澈#革命斗争

历史的教育意义也更加鲜明*

%

% 从这个意义上

说#符合战争意识形态的重构文本 "#30$ 版5

#31*版$比初版本"#3)* 版$对立更强+战争氛围

更浓#版本变动过程中角色关系的疏离和对立#也

为版本重构注入了新的叙述动能#进一步推动了

0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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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王晓燕!&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的角色位移与修辞重构

相应情节的文本重构#其间展露的是不同时期意

识形态松紧对于话语主体的精神建构%

这些观察只有回归到版本流变的文本现场#

经由细致入微的版本对勘#才能透析情感如何从

比较原初的面目经历了外在)理性*和)意志*的

磨炼#最后锻造出了主流认可的产品%

结语

版本修改作为文学修辞的一种存在形式#不是

单纯的语言学研究#也不是单纯的文学研究!

#而需

要整合语言学,文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 作为本

文理论支撑和方法论参照的广义修辞学#不因为修

辞学在国内现行学科目录中属于语言学科#而限于

)纯语言学*的学科定位#而是吸纳)纯语言学*的理

论资源(也不盲从巴赫金等学者强调的)超语言学*

修辞研究#而是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目标而向)超

语言学*场域开放#探索始于语言学的观察而不终于

语言学解释的理据和实践途径"

%

版本修改作为一种修辞行为#其本质是在特

定意识形态规约下对前版本的一种修辞重构% 从

文本重构呈现的艺术事实看#作家对自己作品的

修改不仅仅局限于词句段的封闭式锤炼#而是在

文本内外各类因素综合参与下的一种修辞处理%

可能包含不自觉的修辞认同#也可能包含自觉的

修辞设计#是一种接受后的再表达#并在)表达,

接受*双向互动中循环推进版本修改% 由此观

之#版本修改不仅涉及话语重构的修辞技巧#更有

文本重构的修辞诗学#以及主体精神重构的修辞

哲学考量% 从&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变动中)许

凤,胡文玉*情爱关系角色位移的修改#反向追

问版本变动)改了什么+如何改+为什么这样改*#

综合语义分析和修辞考察#阐释角色位移路径#管

窥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投射于文本#如何奠定修辞

重构基调% 也许#在文本人物的人性深度和阶级

性敏感度之间+在作家的艺术感觉和时代的审美

诉求之间#属于个人的话语空间有限#但在有限空

间的腾挪正是值得细读的文学现场% 重返版本修

改现场#并不意味着重拾已成历史的评价资源#也

不意味着逝去的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而是忠于特

定历史阶段的文献事实% 对于未曾经历那段岁月

的人们来说#尽可能拉近今天的文学想象和昔日

风景的距离(对于亲历那段岁月的人们来说#也许

可以重新审视经典的生成#以及文学经典化过程%

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够为延展版本研究的维度和中

国当代小说史+思想史研究的厚度#提供广义修辞

学的观察与解释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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