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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野十七年冶的合作化运动而言袁自上而下地
发动民众参与到浩大的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中

去袁当然离不来小说的教化作用袁而统帅舆论宣传
和教育民众的思想基础则是占据核心地位的一大

二公的政治伦理遥因此袁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和政治
文化语境下的作家都把政治伦理放到了小说叙述

话语和叙事策略的最突出位置院 设置话语主体的
尊贵身份以加强政治伦理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袁强
化政治叙事话语的神圣性和感召力遥 政治伦理的
表现形态和审美意识是由小说中的政治叙事话语

来突显的袁 话语的规约性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
形态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遥当然袁叙事话语与政治
伦理的建构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袁 作用与反作
用的矛盾张力也丰富了野十七年冶合作化小说的审
美形态院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不仅建造了现
代政治生活方式尧文化氛围袁而且成就了一整套关
于社会认知的文学话语程式遥 冶[1]从理论上说袁政
治伦理规约所表现的国家尧 人民和个体之间的利
益具有同构性和一致性袁但在具体实践中袁先后顺
序尧 缓急程度和轻重差别之分却也导致彼此之间
存在着异质因素和不和谐的音符遥 尤其是个体农

民习以为常的自私观念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得到改

变的情况下袁 政治权威话语倡导的一大二公的伦
理价值观念就成为对症下药的制胜法宝遥
一尧 话语主体的尊贵身份强化政

治伦理的权威性

这种大公无私以社为家的政治伦理观念必

须靠富有神圣感召力的野卡里斯马型冶的伟人的
特别作用才能实现袁野卡里斯马是一切富于原创
性和感召力的个人领导的根源袁它表现在使领袖
与群体尧统治与服膺之间维持一种个人性和情感
性关系遥 冶[2]渊P6)毛泽东凭借着在战争与和平建设年
代积淀的领袖魅力尧 高尚的人格和高瞻远瞩的韬
略成为亿万人心目中最红的太阳袁 他的言语尧行
动尧指示尧著作都具有无形的力量袁使民众心甘情
愿地服膺袁因此袁毛泽东作为野卡里斯马型冶的人物
与民众形成的野号召要要要跟从冶的密切关系袁自然
是一元独尊的政治叙事话语所选择的最佳精神符

码遥在野十七年冶的合作化小说中袁合作化带头人和
积极分子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袁 总是在 野毛泽
东冶尧野毛主席冶尧野毛主席著作冶 的红光烛照下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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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精神动力遥 叶野姑娘曳渊李准冤中小公鸡嘴村
的冬妞在上级领导田牛群的百般阻挠下袁 仍然以
野明组暗社冶 的方式阳奉阴违地应付上面的检查袁
底气来自于最高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袁 所以区领导
提出的农业合作社野只准办好袁不准办坏! 冶的苛刻
条件尧必须经过野中央批准冶的大帽子都失去了威
信遥 叶李双双小传曳渊李准冤中思想落后富有大男子
主义的孙喜旺听毛主席的话才打破乡村伦理中的

面子观念袁 在熟人形成的乡村社群中不再纠结于
个人的利益袁听从媳妇的建议洗心革面袁要以大字
报的形式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遥叶严重的时刻曳渊王
汶石冤 中的县委书记陆蛟之所以在面对罗村管区
东片十二个村庄遭遇的一场强大的冰雹袁 以及严
重的天灾让不知所措的民众陷入悲痛深渊的危急

时刻袁能够镇定自若袁是因为有毛主席袁野如今毛主
席指引咱们又走上了公社化的道路冶袁遇到灾难之
后袁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互助精神真正让社
会主义的政治伦理落到实处遥 团结协作尧 昂扬奋
斗尧共渡难关尧人定胜天的政治话语所充满的正能
量确实离不开毛主席的神圣感召力遥 萧长春渊叶艳
阳天曳冤也是野按照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教导冶袁从毛
主席身上获得了克服困难的巨大勇气和战斗的精

神力量袁才把东山坞农业社即将垮台尧人们纷纷外
出逃荒的慌乱局面稳定下来袁 党和毛主席作为农
业社的强大后盾袁 增强了他战胜困难的硬骨头精
神遥

毛主席作为野缺席冶的在场者袁对野十七年冶合
作化小说政治伦理观念的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力袁
具有任何媒介所无法代替的特殊地位遥 毛主席语
录尧像章尧塑像尧画像尧选集等衍生物带来的政治理
念袁 使偏僻的乡村也充满了泛政治化的日常生活
景观遥对小说所描绘的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人来说袁
斗争经验的丰富性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一般积极

分子所无可比拟的袁 但原创力和神圣性的匮乏机
制注定只能从富有神圣品质的形象和物品身上寻

求动力源遥因此袁合作化小说中备受爱戴的领导者
除了及时从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中获得解决问题的

方法袁还可以凭借知识的优势袁直接从叶毛泽东选
集曳中取得攻克难关的途径和渠道遥所以文本中出
现大段的引述叶毛泽东选集曳的话以增强政治话语
的启示性袁也是常见的叙事策略遥叶创业史曳中的县
委副书记杨国华对区委书记王佐民的政治话语表

述不仅显得更为深刻袁 而且在分析小家小户几千
年的小农经济生活的落后性和他们受压迫尧 剥削
的处境造成的革命性的辩证关系上袁直接引述叶毛
泽东选集曳以加强政治伦理的独尊地位袁自然为改
变和教育农民摆脱自私尧落后尧消极尧散漫尧狭隘尧
愚昧等异质因素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依据袁与野教育
农民是严重的任务冶的伦理观念相得益彰遥叶风雷曳
渊陈登科冤中的祝永康遇到挫折力不胜任时袁从老
首长应维业送给自己的摘记毛主席语录的日记本

中得到了精神焕发的动力源遥 他由默念到大声朗
诵毛主席语录与他目前的困境完全吻合袁 在念的
过程中产生的热血沸腾尧浑身是劲尧兴奋跳跃尧拍
打额角尧自言自语等生理反应袁也包蕴着精神的审
美因子袁这样袁野任凭风吹浪打袁我自闲庭信步冶的
坚定跟从毛主席的指示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袁使
祝永康带领黄泥乡的民众走在合作化的道路上再

也感觉不到巨大的心理压力遥 但毕竟政治伦理的
直接宣教缺少了艺术的软化作用袁 产生了某些审
美缺陷袁在这方面做到政治话语与审美形式尧风景
描绘与政治教化尧 诗情画意与方针政策的有机契
合的还是叶创业史曳借助毛主席诗词所做的景色描
摹院合作化运动后袁男女老少都冒着严寒扫雪归田
的热烈场面袁用毛主席的叶沁园春.雪曳中的两句诗
词野江山如此多娇冶野红装素裹袁分外妖娆冶进行修
饰袁水到渠成地得出野总路线的力量真伟大冶的结
论袁避免了乏味的政治说教遥
二尧 政策条文的普泛化凸显政治

伦理的思想意蕴

政策条文在野十七年冶合作化小说中的普泛
化与政治伦理的内涵和外延密切相关遥 由于野政
治伦理是根源于一定政治生活习性尧从该种政治
生活中生成一种政治生活的规定遥 所谓基本价
值袁即人们为什么和应当如何过一种政治生活的
规定冶遥 [3](P693)因此袁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凸显政治挂
帅的时代语境中就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伦理色

彩袁 其中所表现的伦理价值观念成为民众必须遵
从的行为准则袁 其权威性来自于政策条文的制定
者尧发出者尧宣传者和阐释者的身份和地位袁其合
理性在于适应了建国后避免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

的乡村民众的伦理诉求袁所以袁合作化小说的作者
采用不同的叙事策略来阐释分析政策条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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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袁 从而形成了带有迥异政治理性色彩的艺术
风貌遥

首先是某些政策条文的重大性和权威性不允

许叙事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带有主观色彩的阐

释袁 而合作化小说的情节和细节又需要这些政策
条文对民众进行舆论宣传以便达到教化的目的袁
叙事者在意识形态和审美的两难中往往会牺牲艺

术性的本体要求袁 迎合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标
准遥有时候作家是在理性思维的烛照下袁有意识地
借助具体的方针政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

加强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袁如柳青在叶回答掖文艺学
习业编辑部的问题曳中提出野我不能想象一个人经
常不看报袁不细读社论袁不看与自己面对的生活有
关的报道尧论文和通讯袁闷头深入生活的结果能写
出作品遥 冶[4]渊P35) 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
务尧五年计划和建设目标尧统购统销和互助合作尧
自愿互利原则与脱离贫困的道路等有关国家大政

方针的政策条文袁 熟读报纸和社论的柳青是深谙
其中政治分量的袁 它没有给作者留下发挥和阐释
的叙事空间袁 因此柳青就直接把它作为政治文本
镶嵌于小说的整体结构中遥

当然袁 直接引述政策条文的目的是为解决积
极分子在合作化运动中遇到棘手的问题服务的袁
遇到现实工作中必须解决又不容易解决的难题

时袁就成为方针政策充当救兵的情节突破口遥胡正
的长篇叶汾水长流曳中袁杏园堡村的互助组长郭春
海将互助组的潜力充分挖掘之后袁 发现无论怎样
小心谨慎费气败力地发展生产力袁 也只能维持止
步不前的局面遥 怎样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调动民
众的干劲和创造力积极发展生产钥 怎样在互助组
的基础上凝聚人心进一步为办好农业社做准备钥
怎样在老牛破车的薄弱家底上克服重重困难取得

更大的成绩钥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县委李书记带领
工作组到杏园堡来之后迎刃而解遥 解决问题的灵
丹妙药是 野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袁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遥冶这样要来袁郭春海可
真是有雪中送炭的感觉袁 在农业生产合作的灯塔
照耀下信心百倍地动员贫下中农入社遥 这样事半
功倍的实践效果袁 并不是在所有合作化小说描绘
的情境中都是如此的袁对于务实的农民来说袁单凭
抽象的政策条文的劝服有时候并不能产生立竿见

影的效果遥 叶山乡巨变曳中常青农业社的社长刘雨

生对盛佳秀动员入社进行解释尧 计算和劝说的道
理袁无非是野小农经济受不起风吹雨打冶尧野个体经
济没得出路冶尧野合作化的道路是大家富裕尧共同上
升的大路冶等等袁这些枯燥干瘪的政治话语没有乡
间鲜活生动的物质话语的支撑袁 是很难说服深受
民间伦理价值观念熏染的落后群众加入农业社

的袁所以袁在野入社自愿袁退社自由冶的方针政策也
不能消除盛佳秀的顾虑之后袁 刘雨生的感情牌还
是起到了关键作用袁 最终她按照政策条文的要求
入社走集体化的道路袁 这还是显示了政治伦理的
权威遥 不管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多少坎坷曲
折和磨难考验袁 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按照政策条文
所指明的方向奔向合作化的康庄大道遥

如果让直接引述的大段的方针政策打断了小

说前后情节发展的文意和文脉袁 不仅在艺术的情
节设置上违背了小说一般遵循的规律和技巧袁更
不能充分发挥教化的功能而失去小说应有的作

用遥 因此袁在合作化小说中袁叙事者更多地采取设
置情景语境的方式袁 间接地将党的方针政策融入
具体的情景中袁 潜移默化地改变民众的伦理价值
观念遥周立波的叶禾场上曳采取喜剧的方式袁让卖弄
学问的詹七野高级社袁就是高级社冶的同义反复袁引
发大家哈哈大笑酝酿的轻松愉快的氛围袁 引出真
才实学的邓部长对高级社的解释野高级社是院取消
土地报酬袁 实行按劳取酬袁 多劳多得袁 少劳少得
噎噎冶遥 然后采用苏格拉式问答袁环环紧扣地设置
不劳动与真正失去劳动力的鳏寡孤独之间的区

别袁对于后者袁政府和农业社采取老有所养的方针
政策保障他们的生活袁 得到全屋场乡民的热烈欢
迎遥这种步步紧逼逻辑严密的问答方式袁对方针政
策的舆论宣传可以起到愈辩愈明的作用袁 对民众
理解方针政策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袁 所以李准的
叶冰化雪消曳中对红旗社副社长刘麦闹只顾自己不
顾落后的红光社的本位主义批评袁 仍然采取了郑
德明社长设问的方式袁 让一心为社却感到满腹委
屈的刘麦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遥从野什么叫大公无
私?冶野为啥要掏出良心干?冶等小儿科的问题到野可
是咱们既然是领导大伙走社会主义袁 难道就能抱
住咱们一个社袁对别的农民就不管吗钥对别的社就
笑话他们尧打击他们吗?冶 [5]渊P32)提出的问题直指麦
闹心病的要害袁对于理论修养比较肤浅尧对党的方
针政策的理解比较偏狭的积极分子来说袁 在跳出

曹金合院野十七年冶合作化小说的政治伦理叙事 95



第 40卷井冈山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一家一户狭隘的小圈子融入到社会主义的大集体

的飞跃过程中容易出现的思想问题袁 确实起到了
对症下药的作用遥

在合作化小说中袁 也有作家设置落后人物思
想观念的转变或者是设置一个问题情景来宣传方

针政策袁 正是政策中包蕴的大公无私的伦理观念
使得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民众深受教育遥 马
烽的代表作叶三年早知道曳中的乡村能人赵满囤袁
入社后由一个令人头疼的自私自利的社员转变为

任劳任怨一心为社的水利专家袁 正是为了说明地
委书记讲话的正确性院野个体生产转为集体生产袁
经济基础变了袁 人们的思想意识也要逐渐起变化
的遥 冶小说按照扁平化人物的塑造模式袁设置人物
前期在集体生产的环境中令人喷饭的不合时宜的

言行举止和后期真正全身心入社后焕发出忘我的

劳动精神的鲜明对比袁 使得经济基础的转变带来
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的抽象哲理也为目不识丁的

老农欣然接受遥如果说袁马烽在实现教化民众的伦
理目的的时候是采用和风细雨的水磨工夫袁 那么
李满天在短篇叶正副会计曳中对具体的方针政策的
阐释就采取了急功近利的方式遥 小说设置的双记
和凤英的对话袁 对主题思想和叙事意图的表现太
简单直接袁 仅仅用双记的话要要要野那菜卖给国家袁
自然是支援了社会主义建没曰同时袁卖得的钱袁又
发展了咱们的集体经济曰分给社员的袁又满足了社
员的利盆遥这三方面噎噎冶来回应凤英的菜种好了
获得大丰收野对国家尧集体尧个人三方面都有利冶的
结论袁 由于没有情节的支撑袁 自然显得比较枯燥
无味遥
三尧 教育民众入社以实现政治伦

理的目的诉求

教育和发动农民心甘情愿地加入合作社达到

共同富裕的目的袁是政治伦理所追求的最终效果遥
作为后发国家袁 资本原始积累的快速发展离不开
资源的优化配置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袁只有采取
集体经济的方式袁 才能在有限的资源之内利用价
格的剪刀差加强工业资源的配置遥 站在国家的战
略层面就必须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袁 改变土地所
有制的形式袁 扬弃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
私有制袁构建以集体为单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遥在
这方面袁合作化运动对刚刚从弱肉强食的野丛林发

则冶 里拼杀出来的现代化民族国家来说具有重要
的价值和意义袁 正如领袖毛泽东所认为的那样院
野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袁我们就不可能
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袁就
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

社会袁 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
导权遥 冶[6]渊P1432)在合作化小说中袁对政治伦理观念作
为指针袁 引导民众改变自私自利思想加入合作社
的复杂过程都有精致的描绘遥 由于不同的作家感
悟和理解方针政策方面的差异袁 主体与客体之间
相生相克的融合程度的深浅各别袁 自然导致政治
伦理在动员和教育民众的过程出现异彩纷呈的审

美景观遥
千百年来小亚细亚的耕作模式形成的农民既

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是只顾个人利益的私有者

的双重身份袁 作为代代相传的原型意识潜在地制
约着农民伦理价值观念的转变遥 农民生长的传统
闭塞的文化环境不可能产生一大二公的伦理观念

和公有化的集体耕作模式袁所以袁著名的评论家蔡
翔认为中国当代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存在一种 野动
员结构冶袁即野政党政治通过耶干部爷完成对群众的
动员和改造冶遥 [7]渊P100冤周立波的叶山乡巨变曳中通过
区委书记朱明的讲话将平静的乡村很快掀起合作

化运动的高潮的外部动员因素暴露无遗袁 在大会
总结阶段提出的宣传尧 个别串连尧 三同一片等方
法袁发动时要对症下药尧考虑做说服工作的人选资
质尧解决农民现实迫切的问题等袁都显示出主流政
治话语对民众的传统伦理观念而言的异质性袁最
后强调根据各乡汇报的形势再努力一下袁 入社农
户跟总农户的比例要达到区里要求的指标百分之

七十遥指标的制定和现实的汇报相结合袁都可以看
出动员结构在政治任务的完成中所起的关键作

用袁 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和舆论宣传对
民众的心理产生的巨大冲击袁 就不可能如此迅捷
地掀起入社的高潮遥由此可见袁不是民众自下而上
地自发产生合作化运动的热情推动社会主义向前

发展袁 而是干部作为政党政策的传达者积极动员
的结果遥 这就在文本反映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
宣传与实际的民众在务实精神的驱使下产生的疑

虑情绪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袁 也在作者的情节
铺排中留下了叙事的裂缝遥

首先袁 政治伦理采用今昔对比的方式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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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后的巨大优越性袁 借鉴民间知恩图报的伦理
观念强化入社的积极性和坚定性遥 因为民众一旦
决定加入合作社走集体化的道路之后袁野集体主义
成为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原则袁从此袁社会主义
伦理道德取代了封建宗法伦理道德袁 社会主义集
体主义代替了封建宗法整体主义遥 冶[8]渊P22)毕竟是异
质的伦理观念对民众熟悉的宗法伦理观念和人性

本能的自私意识强行改塑袁 因此大量的合作化小
说为了完成教化民众的任务袁 才不约而同地采用
了新旧社会的生活对比来强化政治伦理观念的感

召力遥 西戎的叶王仁厚和他的亲家曳中的王仁厚在
干部老高的教育下袁 认识到从前是自私剥削的不
公正之路导致少数人有钱多数人穷袁 现在是连接
国家和社员桥梁的农业社搞好了袁 就不愁没好日
子过遥过去福荫后代长宜子孙的陈腐观念袁在后辈
儿孙集体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已

成为不合时宜的遗形物袁 因此他才按照现代伦理
观念对自己的儿女亲家富农罗成贵投机倒把贩卖

粮食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袁 自己身在社内心在
外的尴尬矛盾状态终于在强大的政治伦理感召下

回归到全身心入社的同一状态遥马烽的叶三年早知
道曳 中爱占小便宜的赵满囤由硬着头皮入社成为
最难缠的社员到一心为社任劳任怨袁 其心理嬗变
的转捩点是社长甄明山以情感人的数落院 今年夏
天下雹子遭受天灾仍然分得了比往年多的粮食袁
显示出投其脾性的物质话语所具有的激励机制曰
七月得急病袁 是社员们连夜淋着雨给你请来医生
后送入医院袁没有现钱袁是社里雪中送炭优先替你
垫上吃药打针花下的一百多元钱遥 这是借用知恩
图报的传统伦理观念所打出的感情牌袁 社里不计
前嫌地关心和照顾他产生的感情的软化作用袁使
他决定洗心革面袁做一名大公无私的新社员遥 叶灾
后风波曳渊履冰冤 以旧社会留下的破棉袄为道具说
明遇到灾荒袁有多少人家要妻离子散尧家破人亡袁
而今在党的英明领导和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的合

力作用下战胜了困难和挫折袁 两相对比对产生退
坡思想的唐兴顺产生了巨大的心灵触动袁 在王书
记的谆谆教导下袁他的恐惧尧羞愧尧后悔在忆苦思
甜的语境中更加坚定了和农业社绝无二心的意

志遥 此外袁张朴的叶王国藩的故事曳中的社长王国
藩对不谙世事的小伙子的教导袁叶创业史曳 中的梁
生宝利用埋葬拴拴他爹的机会发表的讲话袁 都是

在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中宣传农业社的优越

性遥
其次袁政治伦理以强大的话语优势对野入社自

愿袁退社自由冶的许诺造成了一定的压制遥 社会主
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袁发展生产力袁多
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袁 因此现代性的科层
组织和讲究生产效率的现代理念袁 都意味着组织
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历史和时代提出的必

然要求遥但自古以来一盘散沙自由散漫的状态养
成了农民的个体自由伦理观念袁根深蒂固的土地
情结又使得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到手的土地袁千百
年来的天灾人祸注定了民众的生存意识中特别

注重物质的力量袁 所以入不入社是一个与出身尧
财富尧家庭没有必然关系的复杂问题遥 伟大领袖
毛主席看到了乡村生活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袁
要求对合作化运动不能采取简单地一刀切的方

式强迫农民入社袁认为野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加
入合作社的人袁 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罢袁
要有一段向他们进行教育的时间袁要耐心地等待
他们的觉悟袁不要违反自愿原则袁勉强地把他们
拉进来遥 冶[9]渊P428)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操之过急
简单粗暴的现象时有发生袁文本作为对现实生活
的镜像式反映袁在带有主观色彩的想象和描摹的
过程中尽管受到主流价值观念的限制和规训袁但
还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留下了政治伦理在合

作化小说中的鲜活面影遥
当一个农民出于加入合作社可能会 野烂场

合冶尧野饿肚子冶尧野干部多拿多占冶等方面的顾虑袁不
愿入社的时候袁 为了完成上级入社指标的基层干
部和积极分子会采取各种方式逼迫入社袁这在叶山
乡巨变曳 中对待中农王菊生不愿入社的问题上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遥 由于他的农具齐全尧土地肥沃尧
肥料充足尧技术一流尧扎实肯干等有利条件袁自然
不愿入社被别人沾光袁 但农业社的领导干部早就
把他当作未来的社员袁关键是采取怎样的方式袁让
铁石心肠的菊咬筋回心转意自愿加入农业社遥 小
说为此在所谓的自愿和实际的强迫的矛盾裂隙中

铺排了大量的情节袁无论是在猪栏原来贴着野血财
兴旺冶的地方袁现在覆盖了野三人一条心袁黄土变成
金袁参加农业社袁大家同上升冶的宣传标语袁还是在
他原来双幅门贴的两张花花绿绿的财神上袁 也蒙
上了野听毛主席的话 走合作化的路冶的对联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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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社长刘雨生对他讲述的在肥料尧石灰尧农药和
新式农具方面袁政府自然是先满足社里的制度袁还
是小学生扮演王菊生不愿入社的行为极尽嘲弄之

能事袁以至于野菊咬冶成了小孩子彼此吵架的诨名曰
无论是农业社和王菊生一家劳动竞赛累倒他的娘

子军和童子军以突显农业社的劳动积极性袁 还是
在他生产最困难的时候不计前嫌无私援助袁 都是
为了酝酿让他入社的条件打基础遥可是袁这样的入
社自由还有野自由冶的本原色彩吗钥途径尧方式和方
法的无所不用其极与终极目的的绝对性之间的张

力确实彰显出政治伦理的霸主地位遥
四尧结语
政治伦理独尊地位的形成也与话语的发出者

的尊贵身份有密切的关系遥 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传
达方针政策的人不是基层领导干部就是一心拥护

党的路线的积极分子袁这些野以各级劳模英雄和群
众组织领袖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

村政权袁并占据了乡村政治尧经济尧社会生活的中
心地位遥 冶[10]渊P446)话语权的更迭意味着不同于传统
的士绅阶层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变革袁 大一统的政
治伦理高扬一大二公尧无私奉献尧积极进取尧勤劳
苦干的时代精神的时候确实是理直气壮袁 在没有
任何其他力量对其进行制约的前提下袁 它自身携
带的物极必反的另类消极基因袁 也会将其反面性
的弱点暴露无遗遥 叶三里湾曳中的退坡党员范登高
在不入社就是野反对社会主义冶尧就是野不愿走社会
主义道路冶尧想坚持自愿原则就要摘除野党员的招
牌冶等政治话语的强大攻击下袁也只能乖乖地缴械
投降曰叶锻炼锻炼曳中的野小腿疼冶在杨小四之类的
干部压制下袁野大字报冶尧野大辩论冶尧野乡政府冶尧野法
院冶 等政治名词携带的权威力量将她撒泼的心态
给整治住了袁 在落入杨小四设置的摘自由花实际
上是偷社里的棉花的圈套之中袁 只因按照乡村文
化观念的本能骂了一句 野你是说话呀还是放屁

哩钥冶就被三队长张太和剥夺了坦白的权利曰叶山乡
巨变曳 中的副社长谢庆元利用职权维护下村的小
团体利益袁 体现出地缘关系对他的伦理观念的影
响袁就被盛淑君尧陈雪春等积极分子扣上野资本主
义思想冶的大帽子遥

乡村绵延不绝流传千年袁靠的是建立在血缘基
础上的家庭尧家族和宗族之间的和谐关系袁社会契约
和长老统治形成的教化力量要比成文的法律更有效

果遥 在新中国成立前袁野国权不下县袁县下唯宗族袁宗
族皆自治袁自治靠伦理袁伦理靠乡绅遥 冶[11]渊P220)可以说
这就是对乡村自治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的最好

概括遥解放后乡村政权结构的发展变化袁意味着蛛
网式的国家机构深入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袁村长尧
村支书尧会计尧队长等乡村科层权力制度和机构的
设置袁 为合作化运动蓬蓬勃勃的开展和有效运转
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遥 但由于合作化运动的目的
与民众从物质欲望出发改变现状的革命诉求发生

了矛盾冲突袁 农民实实在在的个体私利需求与优
先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政治伦理之间的裂隙是难

以调和的袁 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机构又不是
压制民众的暴力机关袁 因此民众在合作社富裕之
后才能使得小家庭富裕的抽象意义上的继续革命

的热情并不高袁不愿入组尧不愿入社的现实境况促
使政策的制定者提出野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冶的口号
便是明证遥野权威意识形态急切地希望在落后的文
化环境中找出觉悟高尧 思想先进的英雄人物作为
道德楷模袁来刺激和强化具有耶现代化特征爷的社
会主义建设遥 冶[12]渊P75)因此袁在合作化小说中塑造如
此众多的合作化带头人和积极分子作为示范的榜

样和楷模袁 对民众的入社积极性的舆论宣传上升
到国家政治的层面上来表现就没有什么可奇怪之

处袁 政治革命对民众物质欲望的许诺与经济革命
脱物质化的伦理要求之间的矛盾背反是合作化小

说难以弥合的裂隙袁 留下的美学症候确实需要从
政治伦理的角度抱着理解的态度进行分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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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thical Narration of Seventeen Years爷 Cooperative Novels
CAO Jin-he

渊School of Liberal Arts,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471934,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Under the ideological requirement, the writers of the 17 -year cooperative novels put political
ethics in the most prominent position of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trategy. The present paper
advances that the 17-year novels have set up the noble identity of the discourse subject, strengthened the
reliability and authority of political ethic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quoted policy provisions to highlight the
ideological meaning of political ethics, and ultimately educated the public to join the communit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olitical ethics.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cooperative fiction; political ethics; narrative; discours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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