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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注工人群体是我国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现实、诠释时代精

神的有力触角，可谓是文学艺术对现实的积极介入。在当代文

学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工人形象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时

代以来，我国作家们更为关注现实生活中个体劳动者的处境。

小说中的工人形象更接近普通人，整体上更为多样化，随着时

代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关注时代变革中

工人的命运，探索这一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命运，是我国

文学关怀和介入现实的重要表现。作家们不仅关注工人群体的生

活状况，也在积极探求这一群体可能的出路。而且，新时代小

说中工人形象的变化与时代环境、作家的创作理念的转变密切相

关。本文分析了新时代小说中的工人形象，进而揭示出工人形

象变化的原因。

2　新时代小说中的工人形象分析

2.1乐观与坚韧的工人形象

自新时代以来，一些作家在写作时展现出一种知足长乐的人

生哲学，塑造了崭新的工人形象：在物质匮乏的生活环境中，

遵循自身的生存逻辑，持有乐观、满足、坚强的人生态度，追

求一种平凡温暖的生活。这些工人以自己的眼光和韧性面对生活

中的困难，他们对生活的服从、对生活的妥协也值得人们反思

和警惕。市场环境的变革打破了过去工人与企业之间密切而稳定

的关系。对于工人来说，赚钱谋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理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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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工人的情感不再完全放在企业和车间，而是更多地放

在日常生活的私人生活空间中，如家庭和爱情。作家在创作工

人形象时，也更多地将其置于日常生活环境中进行描写。例

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描绘了张大民满足和快

乐的形象。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出生在工人家庭的普通工人。

但与过去的工人形象不同，作者对主人公的描述几乎没有一次发

生在工厂和工作场所。对张大民来说，“老婆孩子热炕头”的

意义远远大于事业和理想的意义。张大民的物质生活无疑是稀缺

的，但与余华《活着》中的苦难叙事不同，张大民面对的苦

难是琐碎而庸俗的，这是所有家庭都可能遇到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的烦恼。尽管生活困难重重，张大民仍然保持着一种满足的态

度，他“贫穷”的背后是达观和顽强的生活态度。尽管这篇

小说充满了日常庸俗生活的新写实写作，但张大民对待苦难的态

度却并不普通，以一种富有远见和坚韧不拔的态度处理了自身遇

到的各种问题。这种生活态度是新时代底层工人摆脱平庸和艰难

生活的法宝，是解决困难的快乐方式，也是作家为工人所找到

的精神出路。

在向本贵创作的小说《生活如歌》里，主人公王道明是一

位下岗工人，他和张大民一样，遵循着自己的人生哲学，以一

种顽强的态度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困境。在工厂倒闭以后，主人

公和爱人双双下岗，离开了两代人曾经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工厂。

然而，祸不单行，爱人在去做临时工的路途中发生了车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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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下肢瘫痪，此后再也无法站立。王道明只好依靠卖茶叶蛋勉

强维持家庭开支，供女儿读书，而且每天还把瘫痪的妻子带在

身边。尽管一家人的生活艰难而贫穷，但在主人公看来，这种

清贫忙碌的生活仍然充满了希望。向本贵在小说中专门刻画了王

道明哼唱歌曲的情节，用于展现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从当

工人时起，王道明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即早上刚刚醒来就哼唱

《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曲。出摊卖茶叶蛋的时候，他也哼

唱着歌曲，阵阵歌声和茶叶蛋的香气吸引了路人光顾。在过去

的小说作品里，工人阶级喜闻乐见的歌曲通常是充满阶级自豪感

的，例如《咱们工人有力量》。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人们

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职业自豪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即使生

活再艰难，王道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哼唱自己喜爱的歌曲，这

首歌是过去读书时老师教给他的，歌曲中的乐观精神深深地打动

了他。可以说，这首歌也代表了主人公秉持的人生态度。尽管

在妻子瘫痪之后，挣钱养家的重担完全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但主人公总是乐观地哼唱着歌曲，井井有条地处理每一件事，

每天把摆摊用的三轮车打理得干干净净。当前女友打电话诉说自

己下岗后遭遇的不幸时，王道明问过妻子后，决定向前女友传

授茶叶蛋技术，帮助她度过生活的难关，并说服她和丈夫不再

争吵。在作品里，向本贵时常借用主人公王道明之口表达出底

层工人所特有的生活哲学，如“世上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对

于社会转型期的普通工人而言，乐观和坚韧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态

度，犹如冬夜里的明灯，给处于困境中的他们带来了活下去的

信心和希望。

2.2卑微和失语的工人形象

进入新时代以来，工人已成为底层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人们渴望英雄精神的再现，但面对强大的时代，个人的力

量显然是微小的，工人的自卑和“失语”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

被凸显出来。他们在无法发出声音的情况下，默默地承受着生

存的残酷和精神的痛苦，吞下了生活的苦果。新时期作家在书

写工人底层生活时，聚焦于“失语”状态下工人的精神世界，

挖掘他们的孤独、矛盾，人性深处的绝望和挣扎。工人们的

“失语”不是简单的沉默，而是无法通过有效的沟通渠道表达

内心。例如，朱山坡《中国银行》中所描写的冯雪花就是典

型的代表。冯雪花的儿子精神分裂，一家靠冯雪花微薄的养老

金生活，工厂养老金的停发无疑是对冯雪花的致命打击，每天

去中国银行检查她的存折。她对无良工厂的指控是无力的，甚

至遭到人们嘲笑。因而，当她陷入绝望境地的时候，选择了抢

劫运钞车。她无法向周围的人民表达她内心的痛苦和感情，她

的抗议是无效的，周围的人不屑于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她的内心

世界以及反常行为。其他人的嘲笑、辱骂和讽刺，使冯雪花脱

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成为一个与正常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

边缘群体。

在新时代小说中，除了由于经济和社会地位变化而失去表达

自己的机会外，工人还因为灵魂孤独或与周围人无法沟通而采取

了沉默的态度，他们的所思所想被很好地隐藏起来。例如，方

方的作品《中北路空无一人》就刻画了一对下岗夫妻的形象。

主人公郑富仁和妻子在离开工厂之后，做小生意勉强维持家庭生

计。对主人公而言，妻子性格泼辣，老父亲固执己见，都难

以沟通。他的妻子一生中最大的愿望是住在楼房中，不仅有自

来水，还有厕所，不需要再到外面去打水做饭和洗衣服。因

此，她整天都在想得到公公的房子。主人公夹在妻子和老父亲

之间，陷于一种尴尬境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再诉说自己

的所思所想，而是选择了沉默。尽管主人公的家境贫寒，他仍

然默默坚守自己的道德，主动把捡到的包裹归还给失主。然

而，面对生活的困境，主人公遵循内心的道德需要付出惨痛的

代价。正是由于郑富仁与妻子沟通不力，妻子在不了解郑富仁

内心想法的情况下卖掉了包裹中的衣服，因而本已陷入困境的家

庭就面临着赔偿。妻子依然能够通过哭泣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而主人公只好只能保持沉默，面对这个世界，他感到无助。他

没有适当的话来安慰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办法反驳失主的赔偿要

求。他所能做的就是继续默默承受这一切，独自前行。

2.3勇于反抗和担当的工人形象

在新时代中，工人群体担心自己的生计。尽管挫折和损失

在所难免，但在这一群体中，仍然有一些人铭记着工人阶级的

光荣使命，敢于怀疑和抵制不合理的现实。他们的行为可能与

当前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但在沉默的世界中展示了工人阶级的

力量。与过去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不同，这些的工人虽然有勇气

反抗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现实，却无法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把握自

己的命运。在书写他们艰难挣扎和悲剧性命运的过程中，作家

们表达了理想主义的消逝和现实的讽刺。例如，曹征路的《那

儿》不再从改革者的角度论证改革的历史合理性，也不再以分

担困难的态度塑造无私的工人形象，而是关注普通工人在改革中

的情感和思想，描述他们的抗争行为。在这部小说中，曾经充

满活力的采矿机械厂已逐渐成为时代变迁的“包袱”。工人的

命运与工厂的命运相同，成了被改革的对象。面对工人们的困

境，工会主席朱卫国感到悲伤。但与此同时，他没有放弃工人

阶级的自豪感和责任感。用他的话说，只要工人有工作要做，

就能快乐地度过自己的日子。在杜月梅受伤之后，朱卫国爆发

了，开始为工厂和工人的利益四处奔走。在这个过程中，他没

有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念头，完全是出于工人阶级的责任感。以

朱卫国为代表的工人群体仍然延续了抵抗和斗争的传统，表现出

他们对公平和正义的诉求。

如果曹征路在《那儿》中所刻画的朱卫国具有一种“神性

的光辉”，那么同一作者的另一部小说《霓虹》则更具有一种

现实主义色彩。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是一位下岗女工倪红

梅。她曾经是绢纺厂的技术标兵，在精纺车间工作时曾经打破

了生产记录。在青年时代，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谁会想

到，在进入新时代后，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倒闭，而丈夫出意外

死亡，婆婆瘫痪在床，女儿上学，她的生活处于困境之中。然

而，主人公仍然对工作过的企业有着强烈的感情，她依然珍视

曾经的职工身份和青春梦想。当她来到破败的工厂时，看到秋

风落叶，青草葱茏，新砖旧铁，意识到曾经的生活和梦想被粉

碎禁不住哭了。那种哭不是痛苦，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悲凉。

她哭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工厂和一起工作的姐妹。过去的骄

傲与现在暗淡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现实的困境并没有使主人公

丧失抗争的精神。在工人群体中，倪红梅首先站起来动员其他

人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谈论到了死亡，但她没想到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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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如此热烈。事实证明，我们所有人都不怕死，每个人都想死。

当他们被迫走到死胡同时，意识到自己必须通过斗争才能争取到公

平和尊严。他们不再害怕那些基层工作人员的讽刺、威胁和恐吓，

这些工人无法被吓倒。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次工人们成功地维护了

自己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维护权利，倪红梅和下岗工人互

助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互助会给了倪红梅强有力的支持，使

她再次意识到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

3　新时代小说中工人形象变化的原因分析

3.1时代环境的变迁

新时代小说中工人形象的变化无疑反映了作者在创作观念上

的深刻改变。作者创作观念的变化与整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

化密切相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作家们

不得不面对物质注意、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不

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在作品中对工人形象刻画。时代环境对小说

工人形象的影响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启蒙意识在小说作品

中的逐渐弱化，二是欲望书写的渐渐增多。在新时代中，小说

作者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也就是社会大众不愿意再接

受精英式的说教。与少数仍然在作品中坚持启蒙立场的作者相

比，大部分作者不得不融入市场经济大潮之中，启蒙成分在他

们的作品中迅速减少。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时代

大潮中的作家势必也会受到影响，他们的小说中自然流露出物

质主义、消费主义、市场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冲击。很多有关工

人的作品描绘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群体对欲望的追求。当

然，在这一过程中，少数作家无法控制自己的写作力度，甚至

不自觉地陷入庸俗，这无疑是市场浪潮对作家创作的负面影

响。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当前对物质的迷恋和展示中，不少作

家开始重新关注社会底层，呼唤浪漫的革命精神，关心来自不

同职业的工人群体。

3.2作家对社会底层的关怀

改革开放以来，很少有其他群体像工人那样遭受到严重的心

理落差和精神挫折。在新时代中，许多作家不再以一种质疑和

反思的态度揭露工人困境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和贫富差距等尖锐

的社会问题，而是专注于书写底层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和感

情，挖掘工人群体的内心感受。例如，叶弥、毕淑敏、刘恒等作

家的写作目的不是批评社会现状或拯救工人群体，而是希望在作

品中给予他们温暖的慰藉和精神支持。这些作家以一种俯视乃至

仰视的态度关注和书写工人所遇到的困境。例如，毕淑敏在小说

《女工》中就生动地描述了工人浦小提的自尊、自强的人生态度。

毕淑敏在作品中视自己为女工群体中的一员，以与平等交流的态

度关心工人的经历和心态，挖掘他们身上的亮点，而没有在作品

中表现出启蒙或反抗的姿态。这些作家在结合工人群体的具体生

活条件和心理状态的基础上，探索工人的自救方式。他们在作品

中捍卫的是平民精神，而不是启蒙价值。正如作家李云雷所说，在

社会分层日益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今天，笼统抽象地谈论“爱”、

“生命”、“灵魂”和“存在”这些大的概念并不能使人们真正理解

现实。对于以工人为题材的小说来说，反映社会问题是其核心，值

得挖掘和关注。尽管写作关于工人群体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作家来

说是一种挑战和冒险，但他们的责任感仍趋使他们在这条路上努

力前行，笔耕不辍。

3.3写作手法的突破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创作环境越来越宽松，加上西方文

学思潮的不断涌入，现代性的写作理念和艺术手法逐渐被文学界

广泛接受。受此影响，作家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逐渐趋于改变。

作家们不再满足于照搬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模式，不再通过塑造

一种“高大全”的工人形象进行宏大叙事。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也

不会采取直接公开评论的手法，或通过人物口吻表达自己独特的

观点、立场和情感，引导读者进行价值判断。相反，在新的创作

理念指导下，作者们尝试更加多样化、艺术化的叙事模式，以讲

故事的形式影响读者，更为细致、全面地反映工人作为独立个体

的日常生活、情感需求和生活体验。小说作者们不再满足于重复

旧有、单一的工人叙事手法，而是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创新，试图

在叙事技巧、叙事语言和形象选择上有所突破，使工人小说的形

式与内容相辅相成。作家们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和运

用各种艺术手法，使小说的艺术风格从单一的现实主义逐渐走向

丰富和多样化。他们在描写工人形象的时候，不再追求揭示形而

上的历史和生活本质，而是直接还原工人群体的生活现象和生活

状态，在作品中展示工人的心理和情感。例如，作家池莉在作品

《烦恼人生》中，就使用了一种流水账的形式，展示主人公在沉重

的生活压力下的忍耐与担当。这种对工人原初生活生态的书写方

式，更符合工人群体繁琐、艰辛而非诗意的生活状态。这部作品

以一种讽刺的手法消解了传统小说中所塑造的工人形象的塑造，

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象学理论的影响。在叙事语言方面，作

家丰富多样的语言风格也成为新时代小说中工人形象变化的重要

条件。粗俗幽默的语言描写已经取代了以前工人群体富有激情的

说话方式。例如，在小说《黑色部落》中，作家就采用了适合贴

近工人独特气质的粗俗口语，塑造出工人在恶劣工作环境中的生

动形象，使工人形象更为丰满、真实。

4　结语

在新时代小说中，我国作家开始逐渐回归日常生活中工人的

精神世界和情感态度，更贴近底层个体的痛苦和坚韧的内心世

界。在社会转型期，工人群体在生活境遇和精神状况方面都产

生了巨大的变化。就生活境遇来看，工人从拥有“无所不包”

的企业福利陷入艰难度日的窘境。而就精神状况而言，工人群体

曾经具有浓厚的主人翁意识，现在却陷入迷茫、挣扎、无奈等情

绪之中。小说中工人形象的不断多样化，反映了作家创作理念的

改变。显然，传统的写作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力

求在创作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在小说中工人形象变化的背后，

不仅有文学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作家自身的写作态度、

创作理念和审美观念也产生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

作用下，造成了新时期小说中工人形象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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