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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50—80 年代“劳动”叙事小说的研究 
◆潘丽平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102442） 

 
摘要：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 50—80 年代以“劳动”叙事为主的小说

创作进行分析，对该时期乡村道德伦理塑造、知识分子改造和女性解放

与“劳动”叙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希望能够深入挖掘出“劳动”

叙事小说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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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本文将结合时代特征，以“劳动”叙事为切入点，探
究我国 50—80 年代的小说创作情况，希望通过对“劳动”叙事
小说的的内容和表现方式的研究，发现 50—80 年代文学作品与
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且从文学和政治两个角度出发，“劳动”
叙事视角下，考察中国 50—80 年代的小说创作情况，从学界目
前的研究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创新意义。 

一、“劳动”叙事小说的产生 
（一）“劳动”叙事小说生成的意识形态背景 
“劳动”叙事小说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承来的劳动观。“劳动”自古以来就被
视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对土地的依恋情节源远流
长，更是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劳动这一行为进行歌颂。如陶渊明
通过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来表达劳动的闲情逸致；
再如白居易，通过“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的词句表达了
珍惜劳动成果的情怀。由此可见，文学作品中对“劳动”主题的
描写自古就有。二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的劳动观。新中国成立
后，全社会都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在 50—80 年代期间，作家们
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常常会用上马列著作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
中的核心思想——劳动，自然也就被这些知识分子所继承。因此，
在该时期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劳动”叙事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创
作方向。三是来自于毛泽东思想中的劳动观。毛泽东认为劳动是
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 50—80 年代的新中国，劳动被认为
是一种光荣的行动，被人们放在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开启了
“劳动”风格的小说时代。 

（二）“劳动”叙事小说生成的特定文艺生产机制 
1、作家队伍的构成 
在我国的 50—80 年代期间，“劳动”叙事小说的作家队伍主

要是由两类人员组成：一类是像赵树理一样出生于农村的作家，
这类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以“劳动”为题材的小说是他们的
首选；另一类是知识分子，他们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和工农兵一
起投身劳动，其作品大多是对新时期的劳动面貌的歌颂。 

2、“深入生活”的组织 
在 50—80 年代期间，毛泽东倡导知识分子要到群众中去接

受再教育。作家们参与到了“深入生活”的组织当中后，推动了
该时期各行各业小说创作的发展。在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中就有
《创业史》、《香飘四季》、《山乡巨变》等著作涌出；在以工业为
题材的小说中，也有长篇小说《乘风破浪》来呈现新中国的工业
建设状况。 

3、文艺理论批评的规范与约束 
在我国 50—80 年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出现极大的促进了“劳

动”叙事小说的形成，并对其呈现的内容和形式做出了相关规定。
如在对《青春之歌》的批评过程中，就从侧面反映出了在“劳动”
叙事小说中对劳动改造叙述的定位问题。 

二、“劳动”叙事小说的发展 
（一）劳动与伦理道德重塑 
劳动是我国 50—80 年代期间社会生产活动的主题，不仅是

在现实生活中，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劳动也被看成是社会的主流
风尚，劳动者会被赋予较高的道德水平，从而使得传统的伦理道
德观念产生了变化。这种伦理道德的重塑在“劳动”叙事小说中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对农村“二流子”的重塑，通过
劳动使这些人再次被归入乡村政治秩序当中，如鲁迅《阿 Q 正
传》中的阿 Q，就是一个典型的“二流子”形象，而改造这种“二
流子”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符合乡村道德观念的劳动行为[1]。二
是体现为劳动对传统家庭中父子伦理关系的重塑。受中国传统文
化的影响，在父子关系中“父为子纲”的思想根深蒂固，这种思
想被看成是社会道德的一部分。而在这一时期，该观念产生了颠
覆，子与父开始抗争，甚至取得胜利，期间冰心在《斯人独憔悴》
中对“父”的嘲讽就是很好的例证。三是表现为劳动对于爱情和
婚姻关系的重塑。在此之前，爱情题材的小说总是在夹缝中求生
存，被看作是一种“禁忌”的话题，而在“劳动”叙事小说中，
劳动中的爱情成为了描述的主题。 

（二）劳动与知识分子改造 
在毛泽东思想中，劳动和知识分子改造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我国 50—80 年代期间，常常通过书写小说的方式来重
新塑造出知识分子的形象并通过小说叙事表现出其潜在的情感
评判。总的来说，在劳动的规约下，这一时期以“知识分子”为
主题的小说相较于之前有变得冷清的趋势。这与当时劳动之风盛
行这一时代背景有关，知识分子大都和工农兵们一起参与劳动，
改造思想。因此，在小说创作领域，对知识分子的塑造往往都是
通过劳动场景来表现，而专门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作品
就寥寥无几。 终，通过劳动改造知识分子的理想在文学创作领
域走向破灭。该时期，张贤亮的小说很好的诠释了“劳动崇拜”
这一社会时代的结束[2]。在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苏醒，使得劳动
失去了原有的改造力量， 终利用劳动来控制知识分子意识形态
的改造以失败告终。 

（三）劳动与女性解放 
我国 50—80 年代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社

会上劳动风气的盛行，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改变。这一变化可
以反映到文学创作领域当中，在小说领域，从赵树理写的《孟祥
英翻身》开始，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小说就成为了 50—80
年代期间文学创作领域经久不衰的一个题材。小说中对“妇女翻
身”的描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劳动的出现，使女性开始
逐渐摆脱传统家庭的束缚而走向社会工作；二是妇女开始陷入劳
动与家庭之间两难的境地。总之，在这一时期“劳动”叙事小说
中，那些“封建落后”的妇女都通过劳动得到了“解放”，通过
文学小说的创作使得 50—80 年代时期女性意识的表达有了路
径。实际上这只是女性“解放”的一种幻象，这一时期的女性只
是从家庭的支配中“解放”到了国家的支配下。但这即使是种“幻
象”，在该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还是为我们展示出了鲜活的女性形
象。 

三、结束语 
劳动时代的出现源于国家建设的需要，而劳动时代的终结则

是因为“个体化”思想的出现。从我国 50—80 年代的“劳动”
叙事小说中，进行深入的挖掘探究，则能够给与当今文学创作领
域甚至是社会建设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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