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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 金 融 精 神 永 存永 存
——长篇小说《英雄年代》创作后记

张卫平

山西黎城宽嶂山山西黎城宽嶂山

求真 向善 尚美
——《希望的大地》的人物塑造和价值导向

阎钰虹

提起山西长治黎城县，可能人们印象最深的是
黄崖洞。黄崖洞地势奇特、风景壮丽，特别是发生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黄崖洞保卫战，更是以其英勇悲
壮而蜚声中外。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中
的黄崖洞建立兵工厂。人们不知道的是，就在黄崖
洞的背后，同样有一条充满英雄传奇的大山沟——
它就是黎城北部的宽嶂山。宽嶂山雄伟险峻，里面
沟壑纵横、崎岖难行，这里正是当年八路军总部、
129师建立的冀南银行印钞厂所在地。

冀南银行正式成立于 1939年 10月，至 1948年
12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印钞厂从筹备到最
后撤离，前后在黎城活动了十多年时间。从一无所
有，到工种齐全，从印刷冀南票到制作中州钞，直到
后来人民币的设计、制作、印刷，可以说这里的老一
辈金融人是整个人民币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
冀南银行印钞厂创建之初，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
时期，国民党政府排挤打压，日伪汉奸严密封锁，没
有机器，没有纸墨，甚至连一个会制版的师傅也没
有——更为紧张的是日寇频繁的“扫荡”，印钞工人
们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印制出
了冀南票、中州钞、人民币，支撑了根据地建设，支
持了八路军持久抗战，支援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
别山，直至新中国成立。 1948 年上半年冀南银行
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了华北银行，冀南银行
印钞厂整编为华北银行第二印刷局。 1948 年 12

月，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
人民银行后，华北银行第二印刷局变更为中国人民
银行第二印刷局。至此，在黎城战斗了十多年的冀
南银行印钞厂在完成了它的一系列使命后迁出了
太行山。

从 2017 年开始，我多次去过黎城，也多次去当
年冀南银行印钞厂的遗址参观访问。群山耸峙，荒
草萋萋，当我站在依然保存完好的银行地堡、印钞
厂厂房、总部旧址等遗址前时，似乎仍能感受到当
年印钞厂热火朝天又艰苦卓绝的战斗氛围。当年
印钞厂的工人都是年轻的八路军战士，他们来自全
国各地，为了与敌进行针锋相对的金融斗争，辗转
来到了太行山中。冀南银行的首任行长高捷成是
福建漳州人。他参加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

行的创建，是我党早期的金融专家。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后，他随 129 师来到晋东南地区，领导并创建
了冀南银行及冀南银行印钞厂，白手起家，逐步壮
大，为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不朽功勋，1943 年
在反“扫荡”斗争中壮烈殉国，年仅 34岁。1942年，
日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为了保护印钞
厂，八路军的一个连队弹尽粮绝后分散突围，许多
战士就冻死在了太行山上。 80 多年后的今天，当
当地人找寻到他们的遗骸时，他们的遗骸似乎仍然
保持着当年的战斗姿势。还有印钞、守银、采购、运
输等与银行有关的人员，都在那场特殊而又险绝的
战争中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智慧甚至生命。

银行、印钞厂的建立和发展一样离不开人民的
支持。我在采访中无数次地被当年根据地人民那
种甘于奉献、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我在当地的
一位收藏者手中看到一张发黄的契约书。这张契
约书的内容是全村村民“绝不当亡国奴、绝不做汉
奸”的誓言状。誓言状上密密麻麻按满了村民们的
血手印，透过这张誓言状你能感受到根据地人民在
国家危难之际迸发出的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英雄
气概。

黎城北面有一个叫孔家峧的地方，地势偏僻，
十分隐蔽，村中的棋盘院是当年中共中央北方局、
八路军总部、129 师司令部的秘密驻扎地。八路军
撤退时曾将许多重要文件、账簿等交由棋盘院的主
人保存。这家主人接受任务后一直严守秘密，他们
一直等待着当年安排任务的那名八路军战士回来，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
放，祖孙三代一直等了 70 多年。或许当年给他们
安排任务的这位八路军战士早已经牺牲了，但他们
遵守自己的诺言，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严守纪律，严
守秘密，誓死完成任务的忠诚、担当、牺牲精神却始
终如一！

2021年，我在黎城采访到一位当年建立印钞厂
的见证者。老先生名叫李石保，时年 94 岁，他就是
黎城北面宽嶂山的村民，冀南银行印钞厂就建在他
家的院子里，他目睹了印钞厂的建立和发展，亲身感
受到了当年印钞厂经历的血雨腥风的岁月。他以及
他的家人、村民们的命运也在支持、帮助印钞厂的逐

步壮大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些人牺牲了，一些人在革命
胜利后迁出大山沟。李石保全
家包括父母亲、几个姐姐以及他自
己都参与了那场伟大的斗争，为冀南
银行印钞厂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最
终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
出了贡献。李石保因为要照顾年迈的母
亲没有跟随部队离开大山，就像他身后赖
以生存的大山一样，沉默寡言，平凡而日
常。他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那段或热烈或悲
壮的岁月，也在太行山的四季变换中平淡成一
种遥远的记忆。

采访完李石保老人，我很长时间不能平息
内心的波澜。我一直想写一部反映冀南银行和
冀南银行印钞厂建立、发展历史，一部反映人民
币艰难诞生历史的长篇小说。但越深入了解越
感觉到那段历史浩如烟海，也越来越感觉到那代
人特别是那代金融人所体现的英雄气概、英雄气
节、英雄精神的弥足珍贵！英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的领路人，他们是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
出、舍身忘死的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生
存、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撑！人民币诞生的历史也
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历史！那些身处一线的战士们
是英雄，那些支持银行、帮助银行、服务银行的人民
大众一样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人民币诞生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大事件。长
篇小说《英雄年代》（作家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4 年 6 月出版）讲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金融
人从创建冀南银行、冀南银行印钞厂，到中国人民
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第二印刷局成立，从印刷、发行
冀南票，到设计、印刷中州钞直至人民币诞生的故
事，从一个侧面展示那代英雄们的英雄创举、英雄
情怀、英雄精神。也由此，李石保老人成了我小说
中贯穿始终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原型。有了这样一
个人物的确立，我便打开了一扇窥探历史、叙述历
史的窗口，并由此而铺叙成这部长篇小说。

向历史致敬！
向英雄致敬！

作为具有鲜明民间色彩的词汇，绰号体现着生
动有趣而又内涵丰富的民俗文化意味，它尤其广泛
地存在于我国的农村地区，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智慧，
表达着劳动人民的爱憎。纵观赵树理的创作，绝大
多数作品中都存在人物绰号，耳熟能详的有《小二黑
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三里湾》中的“糊涂
涂”“常有理”，《孟祥英翻身》中的“牛差差”等。2019

年，《三里湾》入选“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
藏”。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表现农业合作化
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为例，分析赵树理小说中
人物绰号发挥的功效及其所蕴含的民俗意味。

凝练地刻画形象。说起马多寿老婆“常有理”、
马多寿大儿子马有余“铁算盘”、马多寿大儿媳“惹
不起”、袁天成老婆“能不够”等绰号，读者即使还没
有阅读完全文，也多少能够猜到他们的主要性格。

“常有理”是胡搅蛮缠而嘴上不饶人的主；“铁算
盘”极看重自己的利益，轻易不会让步。再如王满喜
的外号“一阵风”，读者能联想到他做事风风火火、办
事机敏、偶尔鲁莽。赵树理曾这样描述农民的阅读习
惯：“农村人们听书的习惯，一开始就想知道什么人在
做什么事。”为了让这样的一群读者接受自己的创作，
为了让这样的一群读者一接触到人物便能知道他们
是“什么人”，也为了满足他们“故事进展得快一点，主
要的内容厚一点”的阅读习惯，为笔下人物选择一个
概括性强的绰号，便成为赵树理不二的选择。这也正
是赵树理“哪一种形式为群众所欢迎并能被接受，我
们就采用哪种形式”的创作理念的显现。

幽默地表达爱憎。作家对某一人物的爱憎态
度，体现在绰号上。

王宝全绰号“万宝全”，是个充满欣赏和肯定态
度的绰号。他是赵树理口中“翻身贫农参加社的，
更有两种可爱的人”中的“生产上创造性大的人”，
对这样肯动脑、勤劳动且一心拥护政策的进步农
民，赵树理为其选择了“万宝全”这样一个积极的绰
号。对马多寿夫妇、袁天成夫妇这样“思想上都有
倾向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一面”的农民，赵树理则选
择了恰到好处的表达。譬如马多寿“糊涂涂”纵然
落后，可也只是“糊涂”而已；马多寿老婆“常有理”，
不过是她“总是要从没理中找理儿”的蛮横，但“常
有理”纵然蛮横，可也只是爱争个“有理”。如文艺
理论家陈荒煤所说：“他对落后的农民也有讽刺，但
是同情的，宽大的，希望他们改变的。”

巧妙地结构全文。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中，
赵树理总结了《三里湾》写作中四点借鉴传统写法之
处，其中有一处就是“用保留故事中的种种关节来吸引读者”。关于这一点，他
解释道：“评书的作者和艺人，常用说到紧要关头停下来的办法来挽留他们的听
众……叫作‘扣子’……在《三里湾》中我也试用过一些。”使用“扣子”来结构故
事、吸引读者的手法，不仅体现在《三里湾》“刀把上”的一块地、一张分单、范登
高问题、灵芝与有翼的关系等处，也体现在人物绰号的灵活使用上。

人物绰号中典型的“扣子”如马多寿的“糊涂涂”、范登高的“翻得高”。在文
章开篇，赵树理在介绍马有翼时已经点出其父马多寿的绰号“糊涂涂”，可马多
寿为何会有“糊涂涂”这个绰号，却一直等到第八章才借范登高老婆之口道出。
这样的布局安排，无疑起到了赵树理所说“保留故事中的种种关节来吸引读者”
的作用。但马多寿“糊涂涂”绰号在小说中发挥的作用又不止于此。在《三里
湾》中，“糊涂涂”这个绰号是较为特殊的：它经历过多次发展，内涵也有多次变
化，而随着多寿老汉思想的转变，这个绰号也不再作为他的“第二姓名”而存在。

绰号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心理的体现，在《三里湾》中，人物绰号承载着丰
富的民俗文化意蕴，是乡土社会的写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这样总结乡
土社会的特点：“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对存在于乡土
社会的绰号，“陌生人”是“无法懂的”，但对于土生土长的人们而言，它则是

“清清楚楚”的。如果读者不知道袁小旦曾经在村里演戏的时候扮演过“小女
婿”这个角色，那么对他“小女婿”这个绰号一定不明所以，还以为他在婚姻生
活中地位较低。如果不知道袁天成在减租分地时将弟弟的一份也留给自己经
管，那么读者对其“两大份”这个绰号也一定云里雾里。三里湾的年轻一代范
灵芝就对母亲发出了这样的疑惑：“老多寿伯伯，心眼儿那么多，为什么叫‘糊
涂涂’呢？”可见，哪怕是这些出生在三里湾的年轻人，在没有和三里湾建立起
足够的关联、没有“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之
前，也是无法熟悉乡土社会的。《三里湾》中的年轻人几乎都没有绰号，这应当
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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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希望的大地》剧照

电视剧《希望的大地》自 2019 年首播以来便引
起广泛关注。故事发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描绘了
一群怀揣着热血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青年，在时代政
策的感召下，从月亮湾这片贫瘠之地启程，历经磨
难挫折，开拓出无数的可能，并带领群众走向富裕
之路，收获了丰硕成果。

近年来，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将时代化为背景帷幕，关注人民在现
实生活中遇到的真实困境，细腻描绘个体的心理状
态与生存斗争，聚焦时代变迁，聚焦青春理想。《希
望的大地》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成功地将历
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融合在一起。编剧巧
妙构思，在深入挖掘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
征的基础上，勾勒出不同人物角色的拼搏与抉择，
让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波澜壮阔和个
体在其中的奋斗与拼搏。

该剧通过全景式的方法向观众还原了改革开放
的历史大背景，国家高考政策的恢复、“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实施、深圳特区的崛起、上世纪 90年代初中
国股票市场等真实事件嵌入主人公命运洪流中，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主人公的境遇和抉择，个体命运
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情节设计极具真实感，做到了

史实有根据、事实有基础，从而唤起观众共有的家国
记忆和情感共鸣。

该剧拍摄取景地之一选在山西右玉。飞沙走石，
满目苍凉，到处都是黄土荒山、破旧的土坯房，右玉的
实景影像铺展开月亮湾的场景，讲述全村脱贫致富的
故事。现实中的右玉，有着将贫瘠之地改造为塞上
绿洲的艰难奋斗历史，迸发出在拼搏中求生存谋发
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正与这部剧所弘扬的思想主题
所契合，不仅呼应着剧中人物建设家乡的情节设
定，也为该剧增添了深厚的精神内涵。

这部剧给人留下最深印象之处在于塑造出一
个个真实，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冲突
和挣扎的人物。剧中无论是以马尘、柳莹、吴欣然为
代表的满腔热血、开拓创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以董望
春为代表的敢于担当、锐意改革的农村干部形象，还
是以田庆丰为代表的埋头苦干、勤奋务实的农民形
象，都是改革路上的普通人，摒弃了“高大全”的形
象，均是小人物，每个角色被赋予丰富的性格和多维
度塑造，不仅还原了普通人的情感，还再现了人性的
挣扎。

主人公马尘一出场就饱受命运捉弄，作为第一
批考上大学的知青，录取通知书被收走，扒乘火车
被发现，拘禁于收容所。他并未向命运屈服，从“众
筹”开办第一家个体餐馆，竞聘国营饭店店长，到出
任新星电子厂厂长，再到自主研发液晶电视核心技
术，通过勇敢无畏的胆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逐步
走向成功之路。马尘的形象并非始终胜利的典型，
而是栩栩如生、立体多维的，能够使观众从其经历
和遭遇中洞悉生活的真谛，感受到生活的质感和时
代的真切。吴蔚然的角色是大多数小人物的真实
写照，他善良、顽强、勇敢，又不时流露出自卑、嫉妒
和目光短浅的特点。面对改革的巨大变革，他时有
碰壁，犯下错误，看到他人成功时，会心生嫉妒，急
于求成，因此走过一些取巧的弯路，然而，他同样拥

有重新开始的勇气和决心，在他身上映射出人
性的真实、复杂和丰富。

《希望的大地》处处可见人情之美和人性
光 辉 ，自 始 至 终 呈 现 角 色 人 性 向 善 的 内 在 心
理，触动人心，引发共鸣。吴蔚然对柳莹始终
如一的守护和深情，令人动容，他在柳莹遭遇
凌辱而失去生活的希望之时，义不容辞选择和
她结婚，即便知道她心中另有他人。田庆丰面
对父亲用自己的妹妹换婚换来的媳妇凌娥，心
里明白就算把凌娥放走，妹妹也回不来，但他还
是 冒 着 被 父 母 责 骂 的 风 险 ，让 凌 娥 离 开 了 月 亮
湾，去追求她自己的梦想。田巧妹虽然对父亲拿
她当交换品这事怀恨在心，但嫁到林家后，仍然
孝顺林母，不辞辛苦推着林母去县城看病。林母
也将哥哥未成婚之事告诉田巧妹，即使万般不舍
也 愿 意 放 她 回 家 。 剧 中 人 物 在 面 对 艰 难 和 困 境
时，始终坚持内心的善良与正义，流露着人与人之
间美好的温情，这种向善的追求和弘扬，是作品丰
富的情感层次和肌理，也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获
得心灵洗礼，获得正能量。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
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
美。总体来看，这部电视剧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致
力于探索人性的光辉面，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真善
美”的核心主题，使观众深刻感受到人性中的真诚、
善良、坚持和美好，充满了对生活的深邃思考和对
人性的精致描绘。同时，该剧以现实主义手法展现
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活力，再现了中国农村
与城市生活的巨大变革。这一历史进程宛如一条
奔腾不息的河流，汇聚了亿万人民的智慧与力量，
彰显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定意志。因此，
这部剧不仅是一部能够引起观众共鸣、启迪心灵的
作品，更是一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鉴往知来的艺
术佳作。

冀南银行旧址冀南银行旧址

《英雄年代》书影

9月 21日、22日，由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太原师范学院主办的第六届全国赵
树理学术研讨会在太原师范学院致远楼举行。来自全国 3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 60多名学者、作家、文学评论家出席，深入探讨赵树理研究的新方向、新论点。

山西“山药蛋”派文学开创者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时代标志性的
人民作家，研究其创作经验、创作实绩，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
仍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在研讨会上，约 30 位学者、研究者围绕赵树理研
究的历史性回顾、赵树理小说与根据地文化、“赵树理方向”与“赵树理现象”
之评价、国际视野下的赵树理研究、乡村振兴与赵树理研究的新趋势、对赵树
理重要作品的重新解读等议题，作主题报告，交流新的研究成果。之后，与会
者前往太原市杏花岭区南华门 15号，瞻仰赵树理旧居，缅怀人民作家，感悟赵
树理精神的时代价值。

本次研讨会拓宽了赵树理研究的路径，为赵树理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同时
也对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挖掘赵树理时代精神和思想内涵提出要求，充分体现
了赵树理研究的新高度。 肖静娴

第六届赵树理学术研讨会召开

《《三里湾三里湾》》插图插图 吴静波吴静波 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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