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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读”的起点：由“人”出发还是由“事”出发？

赵树理的小说《邪不压正》(1)1948 年 10 月 13

日起在《人民日报》上连载，马上就引起了激烈的

争论。1948 年 12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党自

强的《〈邪不压正〉读后感》和韩北生的《读〈邪不压

正〉后的感想与建议》两篇观点相互对立的文章。
1949 年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又用了一个版的篇

幅，发表了耿西的《漫谈〈邪不压正〉》、而东的《读

〈邪不压正〉》、乔雨舟的《我也来插几句———关于

〈邪不压正〉争论的我见》，王青的《关于〈邪不压

正〉》一组文章展开讨论，同时还配发了《人民日

报》编者的文章《展开论争推动文艺运动》。这篇文

章指出，围绕《邪不压正》这篇小说“论争的重点，

主要集中在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上，因而也牵涉

到对农村阶级关系、对农村党的领导、对几年来党

的农村的政策在农村中的实施……一些基本问题

的认识的分歧”。
具体来看这场讨论，可能涉及的问题并不止

于“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党自强认为《邪不压

正》“把党在农村各方面的变革所起的决定作用忽

视了，因此，纸上的软英是脱离现实的软英，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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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赵树理的小说《邪不压正》1948 年 10 月 13 日起在《人民日报》上连载，马上就引

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借助对这些争论的梳理，来对《邪不压正》进行重新解读。我们认为，
赵树理通过“问题”，把“事”“理”“情”三者勾连起来，在动态中把握三者的关系，让“事”不断
地处于“大道理”和“小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以及“人情”“爱情”“阶级情”等不断冲突、
更新与融合；“时间”成为理解《邪不压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同时间所对应的是不
同的力量、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习惯。

“乡绅”阶层的蜕变与断裂———重读王统照长篇小说《山雨》/ 袁洪涛
【摘要】《山雨》刚一出版，即应声得到其时文艺界的热烈欢迎。不过与发表其时文艺界

同行的赞誉相比，在随后文学史叙述中《山雨》却有些落寞。以至于在作家逝世以后，时而会
有研究者为这部小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叫屈。其实小说随后的命运大概在当时已有迹
可寻，当根源于它与其时兴起的“革命文学”叙事模式的差异和距离，而这集中体现在它所
塑造的陈庄长（陈宜斋）这个人物形象身上。通过对“乡绅”形象的分析，展现时代巨变下“乡
绅”阶层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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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建地主是脱离现实的封建地主，于是看了这

篇小说就好像看了一篇《今古奇观》差不多，对读

者的教育意义不够大”。批评的焦点固然集中在

“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但也隐含着将《邪不压

正》理解为与《小二黑结婚》有着某种类似的、描写

“农村青年男女爱情及其波折”的小说。正是出于

这样的理解，他认为赵树理这部作品在“人物塑

造”上存在着较大的失误：“小宝应该是优秀的共

产党员，应该是有骨气的。软英应是由希望、斗争、
动摇、犹豫以致坚定。坚定的思想应该必须是在党

的直接或间接教育培养下产生出来的。”(2)不过，另

一位评论者耿西“不同意党自强同志那种结论。那

个结论好像是从几个固定的框子里推断出来的，

并没有切合实际的分析”，而且他与党自强的分歧

还在于“赵树理这个作品不是写一个普通的恋爱

故事，而是通过这个故事在写我们党的土改政策。
特别是在写一个支部在土改中怎样把党对中农的

政策执行错了，而又把它改正过来。这篇小说便是

在这种波动中发生在一个农家的故事。这正是我

们在土改运动的某个侧面和缩影。因此，这个作品

只能拿我们党在土改中的政策去衡量。离开了这

个标准，我以为很难涉及到这篇小说的本质。”(3)

赵树理应该同意耿西对《邪不压正》的判断，

他在回应这场讨论的《关于〈邪不压正〉》一文中特

别强调：“我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

正确的干部和流氓身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

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和聚财写的比较

突出一点”，与这种构想有关，“小宝和软英这两个

人，不论客观上起的什么作用，在主观上我没有把

他两个当作主人翁的”，他俩的恋爱关系不过是条

结构上的“绳子”而已，“把我要说明的事情都挂在

它身上，可又不把它当成主要部分”。由此一来，

《邪不压正》中的人物“刘锡元父子、聚财、二姨、锡
恩、小四、安发、老拐、小昌、小旦等人，或详或略，我

都明确地给他们以社会代表性”，这样才能“使我

预期的主要读者对象（土改中的干部群众），从读

这一恋爱故事中，对那各阶段的土改工作和参加

工作的人都给以应有的爱憎”。(4)

如果着眼于“事”，《邪不压正》的重点不在“恋

爱”，而在“土改”，这点恐怕相当清楚；然而着眼于

“人”，《邪不压正》究竟塑造出了怎样的主要人物

形象，是聚财还是软英？就不太明白了。与赵树理

的《关于〈邪不压正〉》同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

还有一篇竹可羽的《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这

篇评论同样具有总结这场讨论的性质：“这篇小说

的主题，既非软英和小宝的恋爱故事（党自强说），

也非党的中农政策问题（耿西说）；这篇小说的主

人公，既非软英和小宝（党自强说），也非元孩和聚

财（耿西说），而是软英和聚财。”很显然，竹可羽试

图整合两种互相冲突的说法，同时也指出赵树理

的这篇小说“问题就在于作者把正面的主要的人

物，把矛盾的正面和主要的一面忽略了”，这一问

题的集中表现就在于赵树理没有塑造好“软英”这
个“主要正面人物”：“作者把软英写成一个等待着

问题解决的消极人物，作者没有把农村青年的婚

姻问题和农村问题结合起来，指出合理的争取或

斗争过程。因此，这个问题这个人物，没有给予我

们读者以应有的教育意义。”(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竹可羽对赵树理的批评，

并非完全着眼于“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他读了

赵树理的《关于〈邪不压正〉》后，又在《人民日报》上

发表了一篇《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进一步联

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苏俄文学

的果戈理《死魂灵》和高尔基《母亲》塑造“典型人

物”为创作典范，认为“人物创造”，在赵树理的创

作思想上“还仅仅是一种自在状态”，“因此，假使

这可以算是作者创作思想上不够的地方，那末，这

个弱点正好在《邪不压正》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

在《关于〈邪不压正〉》上作了这个弱点的一种说

明”。进而告诫赵树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
学中，“人的因素”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人，永

远是生活或斗争的核心，永远是一个故事、事件、
或问题的主题。所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

在善于描写人。但，这在当前中国文艺界，似乎还

没有普遍被重视起来……在赵树理的创作思想

上，似乎也还没有这样自觉地重视这个问题”。(6)

确实，赵树理的创作并不以“人”为中心，也很

难说他塑造出了什么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就

像赵树理自己所说的那样，“每天尽和我那几个小

册子中的人物打交道”，写作的材料“大部分是拾

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

不开”。(7)这种似乎比较被动的创作方法，正是被竹

可羽视为对“人物创造”还处于“一种自在状态”的
表现。采访并翻译过赵树理三部书的杰克·贝尔登

罗 岗·回到“事情”本身：重读《邪不压正》

39



文艺争鸣 01 期

同样对他小说中的“人物描写”表示失望：“……人

物往往只有个名字，只不过是一个赤裸裸的典型，

什么个性也没表现出来，没有一个作为有思想的

人来充分展开的人物。”(8)无论是认为赵树理笔下

的人物不够“典型”（如竹可羽），还是缺乏“个性”
（贝尔登），都意味着赵树理小说不以“人”为重点

和中心的写法，和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有较

大的分野，也使得深受“现代小说”阅读趣味影响

的批评家和翻译家难以理解赵树理的小说。
但对于试图冲破“现代小说”乃至“现代主体”

惯例的文学研究者，赵树理小说的这一“反现代”
的特质却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洲之内彻在讨

论“赵树理文学的特色”时，非常具体地指出“赵树

理小说”与以“心理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小

说”的区别：“赵树理的小说没有人物分析。既是现

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同时又是削弱现代小说

的致命伤的所谓心理主义，和赵树理文学是无缘

的。心理主义可以说是自动地把现代小说逼近了

死胡同。即使这样，无论如何它对确立现代化自我

也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

是现代化命运的归宿。受到这种宿命影响的读者，

对赵树理的文学恐怕还是不满意的吧。或许是赵

树理证明了中国还缺少现代的个人主义等。对于

这类有碍于革命的东西不能不有所打击。而所谓

新文学的文学概念之所以暧昧，其原因就在于此。
即：一方面想从封建制度下追求人的解放，同时另

一方面又企图否定个人主义。如此而已，岂有他

哉！”(9)而竹内好则更进一步地确认了“赵树理文

学”这种“反现代”的“现代”特质：“从不怀疑现代文

学的束缚的人的观点来看，赵树理的文学的确是

陈旧的、杂乱无章的和混沌不清的东西，因为它没

有固定的框子。因此，他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即这

是不是现代文学之前的作品？……粗略地翻阅一

下赵树理的作品，似乎觉得有些粗糙。然而，如果

仔细咀嚼，就会感到这的确是作家的艺术功力之

所在。稍加夸张的话，可以说其结构严谨甚至到

了增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在作者和读

者没有分化的中世纪文学中，任何杰作都未曾达

到如此完美的地步。赵树理以中世纪文学为媒

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

从西欧的现代超脱出来这一点。赵树理文学之新

颖，并非是异教的标新立异，而在于他的文学观本

身是新颖的。”(10)

赵树理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小说具有

“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重返现代”的特质，但竹

内好指出他的作品“结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

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赵树理想必会很满意。赵

树理小说的结构不以“人”为焦点，而是以“事”为
重心，看似随意，却极用心。只不过这份“用心”不
一定能被那些一直要求小说写“人”的读者充分体

会罢了。按照赵树理的说法，他的小说重点在

“事”，却也不是为“写事”而“写事”，“事”的背后是

“问题”：“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

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

要写的主题”。(11)这段话常被简单地理解为“赵树

理小说”就是“问题小说”，然而，如果把“问题”放在

之前讨论的赵树理小说的焦点从“人”到“事”的转

换中，就会发现“问题小说”也不简单。“事”一旦遇

到“问题”，就从静态的存在变成动态的过程，就意

味着原来的存在遭到质疑，过去的秩序不再稳定。
因此，人们可以借由这一时刻，追问这“事”合不合

“道理”、通不通“情理”。赵树理通过“问题”，把“事”
“理”“情”三者勾连起来，在动态中把握三者的关

系，让“事”不断地处于“大道理”和“小道理”“新道

理”和“旧道理”以及“人情”“爱情”“阶级情”等不

断冲突、更新与融合的过程中：譬如乡村男女过去

的婚姻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婚姻法”颁
布了，小青年的“爱情”就不仅“合情”，而且“合理”
“合法”了（《小二黑结婚》；阎家山一直是富人掌

权、穷人受压，但共产党来了，这样的“事”就不合

“理”了（《李有才板话》）；地主出租土地获得地租从

来不算是“剥削”，但如今是“劳动”还是“土地”创造

“价值”，这“理”一定要辩辩清楚了（《地板》）……由

于围绕“问题”来组织“事”“理”“情”之间的关系，

不只使得赵树理小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

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并且也让作品的“结构严

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这

种既将“内容”形式化，又把“形式”内容化的方式

是“赵树理文学”的真正“新颖”之处，其关注的核

心并非日本学者所感兴趣的“现代主体”之批判意

识，而是新的“道理”是否能够合符“情理”地深刻

改变、契合并升华这块古老土地上的种种“事情”。
至于“人”，根本就不存在着所谓抽象的“人性”和
“主体”，只有回到“事情”及其遭遇“问题”的过程

2015/01·文艺争鸣·重评与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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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的改变才变得合“情”合“理”。如此看来，

《邪不压正》中聚财那一句“这真是个说理地方”，
对“赵树理文学”来说，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道理”

小说的题目“邪不压正”是一个成语：“正”和
“邪”之间的关系，最终必然是邪不能压正，正压住

了邪。但小说的开始，说的却是“邪”压住了“正”。
开始时谁是“邪”？当然是地主刘锡元，他向王聚财

家强行提亲，要把他们家的十七岁的闺女强行娶

过来。让她嫁给刘锡元家的儿子，这个儿子已经四

十多岁了，娶过老婆，老婆死掉了，现在要娶第二

个老婆，叫续弦。续弦是强迫王聚财，不管你答应

不答应，就要把你的女儿娶过来。故事一开始，其

实不是“邪不压正”，而是“邪”压住了“正”。所以，第

一个小标题“太欺人呀！”你一看“太欺人呀”就知

道说的是这种正邪关系———这篇小说的每一个小

标 题 是 引 用 小 说 中 人 物 所 说 的 话 ， 都 打 上 引

号———这个“太欺人呀”一开始展现出的恰恰不是

“邪”不压“正”的局面，而是“邪”压住了“正”的状

况。
小说的第一句话就点明了这个正邪关系的来

龙去脉：

1943 年旧历中秋节，下河村王聚财的闺女软

英，跟本村刘锡元的儿子刘忠订了婚，刘家就在这

一天给聚财家送礼。

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样样俱全，一看特清

楚。不过，特清楚的事情很可能在阅读时就滑过去

了，表面上看，这几句话是介绍时间、地点、人物、
事件这样几个要素。但这里面并不简单。大家注意

“1943 年旧历中秋节”。这一个对时间的表达把

“1943 年”这个“公元纪年”和“旧历”也即“农历纪

年”的“中秋节”并置在一起。对于中国农民来说，

一般用“农历”来纪年月日，这样和干农活相匹配。
小说故意用“1943 年旧历中秋节”这样一种杂揉的

方式，来记录故事发生的时间，赵树理是为后面的

发展埋下了一个伏笔：1943 年作为“公元纪年”，代

表的是一种农民还没有意识到的，但又即将深刻

改变农民生活的这样一种时间记录方式。(12)这种

时间记录方式如果落实到后文，就知道它是和共

产党、八路军的纪年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公元纪

年”的普遍确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从此再也不用所谓“民国几年”了，在正常场合也

不再使用“农历”了。所以，这个“1943 年”作为“公

元纪年”，可以说它是一种现代的时间记录方式，

正好与旧式的、传统的时间记录方式区别开来了。
仅就“现代”而言，“公元纪年”和“农历”很容易

区分开来，但“公元纪年”与“民国纪年”是怎样一

种关系呢？所以，赵树理在小说中，还需要处理“公

元纪年”与“民国纪年”的关系。因为“民国纪年”作
为一种与“农历”相区别的时间记录方式，在某种

情况下也代表了“现代”对农村的改变。然而正如

小说所描述的，这是怎样一种改变啊。王聚财回忆

他与刘锡元家关系时说：

我从民国二年跟着我爹到下河村来开荒，那

时候我才二十，进财（就是王聚财的弟弟———引者

按，下同）才十八，刘家（就是刘锡元家）大小人见

了我弟兄们，都说‘哪来这两个讨吃的孩子？’我娶

你姐那年，使了人家（指刘家）十来块钱，年年上利

上不足，（就是借了钱要交利息，每年上利上不足，

就是利息都还不足的话，带来的一个结果怎么样

呢，也就是）本钱一年比一年滚的大，直到你姐（你

姐指的是聚财老婆，因为他的这个话是对着安发

说的，）生了金生，金生长到十二，与给人家放了几

年牛，才算把这笔账还清。他家的脸色咱还没看

够？还指望他抬举抬举？

这段话相当清晰地呈现出与“民国纪年”联系

在一起的农村图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王聚财

他爸带着两个十八岁、二十岁的壮小伙子到下河

村来开荒，那个时候刘家就是地主了，最终的结果

就是王家欠了刘家一屁股债。从“民国二年”到
“1943 年”，也就是二十年过去了，结果是好不容易

才把这个账还清楚。在赵树理看来，“1943 年”不仅

表征了一种新的、现代的时间记录方式，而且代表

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只是要改变

“农历纪年”标示的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更要解

救因为有了“民国”的介入而变得日益贫困的农村

社会。
“民国纪年”带来的是农村的贫富差距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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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大，刘锡元家越来越有钱，变成了当地的一个大

地主。赵树理的其他作品也和《邪不压正》一样，不

断地在农民和地主之间“算账”，这个账往往和土

地出租的“租”或借钱的“息”有关系。“收租”和“收

息”的结果是地主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农民

既然越来越穷，还不起地主的债，只能把土地卖给

地主，变成了少地或者无地农民，最终由“自耕农”
沦落为“佃农”。农村贫富差距的加剧以及土地愈

益集中、农民愈益贫困这种状况恰恰是在民国这

些年中发生的。费孝通 1938 年写的《江村经济》，指

出土地的问题成了当时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费

孝通那时候在英国留学，他不赞成当时的农民革

命，但他还是在书中强调，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

革命的力量，就是那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的欲求。
所以，不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国民党要想打败共产

党、打败红军，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解决“赤化”问
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下了种

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

在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

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性质，正如我所指出

的，是由于农民对土地制的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

尽管各方提出各种理由，但又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农

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13)费孝通在 1938 年说

出这样看似激烈的话，我们就会明白民国所导致

的农村的贫富差距和土地的问题已经显得多么的

尖锐。
因此，小说的开头看似平淡，却包含了深广的

历史内容。这些内容通过对“时间”不同的表述显

示出来，“时间”成为了理解这篇小说的重要的因

素。因为不同时间所对应的是不同的力量、不同的

人物和不同的习惯，譬如与农历连在一起的是农

民的传统习惯以及跟这种传统习惯联系在一起

“礼俗社会”。所谓“礼俗社会”，也即维系农村社会

的是靠礼数、讲习俗。小说写小旦那么坏，村里人

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东西，但见了面还要叫“小

旦叔”，就是不能撕破面子；虽然地主刘锡元是来

聚财家逼婚的，同样“礼数”不能缺，譬如说生客

吃什么熟客如何接待，小说中就有很多交代。问

题在于，当八路军、共产党带来一些新的因素如

“减租减息”“婚姻自主”乃至“土地改革”等，介入

并影响到传统社会，那么传统农村会发生什么变

化？具体来说，聚财的想法会变化吗？软英和小宝

的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是怎样产生

的？小昌发生了什么变化？小旦为什么也会发生

某些变化？……这些变化都与新的因素介入到传

统农村社会密切相关。小说开头的时间看上去是

简单的几种时间纪年的并置和杂糅，背后蕴涵的

意味却非常深厚复杂，耐人寻味。
说清“时间”之后，就交代“事情”：“下河村王聚

财的闺女跟本村刘锡元的儿子刘忠订了婚”。 这

个事情看上去同样很顺，村子里面两家人的闺女

和儿子订婚，岂不是一件好事？在农村，类似的事

情可能每天都在发生，而且中秋节也是一个好日

子，亲家来给王聚财送礼，可为什么“十五这天，聚

财心里有些不痛快”呢？小说没有交代，留了一个

悬念，而是宕开一笔，写这时家来了一个人，“恭喜

恭喜！我来帮忙！他（指王聚财）一听就听出是本村

的穷人老拐。”为什么在来的这个“老拐”前面要加

上“穷人”这个限定词，是为了马上显示出“阶层”
和“阶级”的问题。聚财家不是“穷人家”，来他们家

帮忙的老拐才是“穷人”，从这儿至少看出这个下

河村已经有了“阶层”之分。“这老拐虽是个穷人，

人可不差，不偷人不讹诈，谁家有了红白大事，合

得来就帮个忙吃顿饭，要些剩余馍菜；合不来就是

饿着肚子也不去”，这算是介绍老拐的来历。我们

都知道，赵树理的小说笔法以明白晓畅为胜，甚

至有人会认为他的写法太通俗，但通俗并不等于

呆板，恰恰相反，赵树理的写法相当灵动，他在小

说开头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告诉读者哪一年哪

一天哪一家的儿子和哪一家的女儿订婚，然后发

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画面，为了

打破这种静止，画面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就是

穷人老拐。在交代“穷人老拐”的来历时，透过他

的眼光立即把王聚财家和刘锡元家的关系勾勒

出来：“像聚财的亲家刘锡元，是方圆二十里内有

名的大财主，他偏不到他那里去；聚财不过是普

通庄户人家，他偏要到他这里来。”以穷人老拐的

视野把上河村的阶层和阶级的分化显示出来了。
刘锡元是地主，王聚财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庄户人

家，但普通的庄户人家也比穷人老拐的生活状况

要好。由此，上河村至少分成了三种人：第一等是

上层的地主，中间一层是像王聚财这样的普通农

民，然后还有一些穷人。老拐为什么要去给人家

帮忙？因为他家里太穷了，没吃没喝的，通过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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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要点饭要点菜。小说到此为止，还没有交代

王聚财为什么心里不痛快。

聚财在房间里睡了一小会，又听见他老婆在

院里说（你看，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赵树理小说

中人物对话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段人物的对话初

读时并不好懂———引者按，下同）：“安发！你早早

就过来了？他妗母（也就是舅母）也来了？（这是什

么意思？安发与王聚财老婆是什么关系？当然看到

后边就知道他们是姐弟关系。所谓他妗母是她站

在孩子金生的角度，安发是她弟弟，他妗母是她弟

媳妇）———金生！快接住你妗母的篮子！———安

发！姐姐又不是旁人！你也是凄凄皇皇的，贵巴巴

买那些东西做甚？———狗狗！（这个狗狗是谁呢？

狗狗就是安发的儿子，所以她是大姑）来，大姑看

看你吃胖了没有？这两天怎么不来大姑家吃枣？你

姐夫身上有点不得劲，这时候还没有起来！金生媳

妇（交代他们家儿子金生已经娶了媳妇）！且领你

妗母到东屋里坐吧！金生爹（就是王聚财）！快起来

吧！客人都来了！”紧接着，“聚财听见是自己的小

舅子两口子，平常熟惯了，也没有立刻起来，只叫

了声：‘安发！来里边坐来吧！’”

正如前面所说，农村作为“礼俗社会”的一个

重要特点，也可以说是“熟人社会”。所谓“熟人社

会”，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彼此都是亲戚，关系非常

密切，整个村庄的运作利用这种亲缘关系来展开。
果然，“这地方的风俗，姐夫小舅子见了面，总好说

句打趣的话”，安发和王聚财开玩笑说“才跟刘家

结了亲，刘锡元那股舒服劲，你倒学会了？”地主不

下地干活，在一般农民眼中就是享福，聚财这么晚

了还没起床不是要向地主学习吗？到这时，小说才

揭示出聚财为什么心里不痛快，不痛快的原因是

他根本不愿意把女儿许给刘锡元家，不愿意和刘

锡元结亲家，但是，又不敢不结。由此又引出了小

说中另一个人物小旦，他是来替刘家提亲的：

聚财说：“太欺人了呀！你是没有看见人家小

旦那股劲———把那张脸一洼：‘怎么？你还要跟家

里商量？不要三心二意了吧！东西可以多要一点，

别的没商量头！老实跟你说：人家愿意跟你这样人

家结婚，总算了、看得起你来了！为人要不识抬举，

以后要出了什么事，你可不要后悔！’”

姑且不论小旦这个人物在小说后面发展中还

会起到重要的作用。透过姐夫与小舅子的对话，把

这段事情重新理清楚了：王聚财实际上是被迫把

女儿许给刘锡元的儿子做老婆的。
在《邪不压正》中，赵树理不仅利用了时间来

交代背景，而且运用空间来推动情节。聚财家一个

院子里有几间房，安发到北房里去见王聚财的同

时，安发媳妇和金生媳妇就进了东房。王家嫁女儿

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家长王聚财同不同意女儿出

嫁；另一个则是女儿软英，她愿不愿出嫁？小说通

过安发进北房将事情的原因交代清楚了，也通过

安发媳妇进东房和聚财媳妇聊天把软英的态度揭

示出来。男人和男人一块说事，女人和女人一块聊

天。某种程度上说，有点像电影中的“平行蒙太

奇”，实际上它是同时发生的。男人和女人在不同

的地方聊天，可他们讲的是同一件事；虽然讲的是

同一件事情，不过各种人对此反应还是不同的；男

人有男人的态度，女人有女人的看法，然而他们也

有一种“态度”的共同点：那就是地主刘锡元家财

大气粗，仗势欺人，而“狗腿子”小旦作为“厉害角

色”，更是一上来就吓唬住了王聚财这个普通庄户

人家。
这时候，又来了一个亲戚二姨，二姨是王聚财

老婆的妹妹、安发的姐姐：

东房里、北房里，正说的热闹，忽听得金生说：

“二姨来了？走着来的？没有骑驴？”二姨低低地说：

“这里有鬼子，谁敢骑驴？”听说二姨来了，除了软

英还没有止住哭，其余东房里北房里的人都迎出

来。他们有的叫二姨，有的叫二姐，有的叫二妹；大

家乱叫了一阵，一同到北房里说话。

不仅二姨来了，而且她的到来还表明了形势

的差别。安发和王聚财同在下河村，而二姨来自上

河村，低低的一句“这里有鬼子”，就表明上河村和

下河村的区别，下河村还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上河

村却已经来了八路军。安发说：“二姐两年了还没

有来过啦！”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来过？聚财老婆说：

“‘可不是？自从前年金生娶媳妇来了一回，以后就

还没有来！’”二姨说：“上河下河只隔十五里，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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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真不容易！一来没有工夫，二来，”她突然把嗓音

放低，“二来这里还有鬼子。”
二姨前面是低低的声音，现在是压低了嗓音，

可以看出赵树理写人物对话，并不过多地进行文

学性的情态描写，基本上都是语言描写，如果有情

态描写，一定是点睛之笔。二姨两次压低声音，说

下河村有鬼子，带出来的是上河村来了八路军，安

发老婆说：“那也是‘山走一时空’吧！这里有鬼子，

你们上河不是有八路军？还不是一样？”
优秀的小说家书写一个人物，不仅要塑造这

个人物实质的性格，而且还要赋予人物某种推动

故事和情节发展的功能。譬如二姨，从上河村到下

河村，利用空间的移动，就把“八路军”带入了故事

中，这个因素对小说情节的发展特别是对软英的

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赵树理不是在小说中预先

介绍一下原来下河村被日本人占领，大财主刘锡

元的气焰才这么嚣张，而上河村已经来了八路军，

接下来情况会有变化，而是非常巧妙地通过功能

性人物来把这些背景带入到叙述中：

二姨说：“那可不同！八路又不胡来。在上河，

喂个牲口，该着支差才支差，哪像你们这里在路上

拉差？”

她为什么不敢骑驴来聚财家？因为二姨怕路

上碰见日本鬼子，把她的驴抢走，说是要拉差。所

以，她不敢骑驴，只能走路来下河村。二姨第二次

来下河村则是骑驴的，因为那时下河村已经被八

路军占领了。过了春节之后，她心里很坦荡，就带

着自己老公一起到下河村来了。别小看骑不骑驴

这个细节，在小说中也有其功能。二姨第二次来下

河村，到安发家里，那时“土改”已经给安发分了刘

锡元家的一间房子，但没有分给他牲口圈，所以，

她的驴只能拴在院子里，驴粪把院子搞脏了。安发

因此与同院的小昌家吵架。小昌家为什么跟他们

吵架？因为原来是长工的小昌，通过斗地主成了农

会主席，他的势力大了，小昌老婆就冲安发老婆发

火。二姨在小说中第三次出现，是工作团到下河村

整顿土改之际，大家又问她有没有骑驴，她说，哪

里敢骑驴？因为土改出现了偏差，家里有驴等好东

西，就要把它抢过来重新分掉。二姨家抢先把驴卖

了，以免在“拉平填补”时把驴拉去分了。一头驴，

一个二姨，表面上只是小说中过过场，却起到了重

要的功能性作用。二姨总共出现三次，都是在小说

转折的关节点上，通过她家的“驴”讲出了背后一

连串的故事。

安发老婆说：“这我可不清楚了！听说八路军

不是到处杀人、到处乱斗争？怎么有说他不胡来？”
金生说：“那都是刘锡元那伙人放的屁！你没听二

姨夫说过？斗争斗的是恶霸、汉奸、地主，那些人都

跟咱们村的刘锡元一样！”二姨说：“对了对了！上

河斗了五家，第一家叫马元正，就是刘锡元的表

弟，还有四户也都跟马元正差不多，从前在村里都

是吃人咬人的。七月里区上来发动斗争，叫村里人

跟他们算老账，差不多把他们的家产算光了！斗争

就都那些人。依我说也应该！谁叫他们从前那么霸

气？”金生媳妇说：“八路军就不能把咱下河的鬼子

杀了，把刘锡元拉住斗争斗争？”二姨问：“刘锡元

如今还是那么霸气？”聚财说：“不是那么霸气，就

能硬逼住咱闺女许给人家？”二姨说：“我早就想问

又不好开口。我左思右想，大姐，为甚么给软英找

下刘忠那么个男人？人家前房的孩子已经十二三

了，可该叫咱软英个什么？（因为软英那年才十七

岁。）难道光攀好家就不论人？听大姐夫这么一说，

原来是强逼成的，那还说什么？”

在农民眼中，要有一个“好家”，就是王聚财说

的，我嫁女儿也要找一个吃喝不愁的“好家”。刘锡

元家有钱，聚财把女儿嫁给他是图他们的钱财吗？

即使到了“减租减息”之后，聚财还说“看看再说”。
虽然聚财不想把女儿嫁给刘忠，但他更不愿意把

女儿嫁给小宝，因为小宝是一个穷光蛋，女儿嫁给

他肯定要受苦了。嫁一个好人家不仅仅是一个人

品格上的好坏，还包括对物质利益的算计，用今天

的话讲，就是要看经济条件。这一点是小说中非常

重要的因素，也是聚财这样的普通农民要盘算的

地方。聚财老婆说：“我看嫁给槐树院小宝也不

错！”因为小宝他娘也请人来说过媒的，王聚财没

同意。安发老婆说：“也不怨大姐夫挑眼儿，家里也

就是没甚。”这里和“好家”形成了对比。这时，聚财

老婆就说：“这话只能咱姐妹们说，咱软英从十来

岁就跟小宝在一起打打闹闹很熟惯，小心事早就

在小宝身上。去年元孩来提媒，小东西有说有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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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做了顿拉面，后来一听你姐夫说人家没甚，马

上就撅了撅嘴嘟噜着说：‘没甚就没甚！我爷爷不

是逃荒来的？’”
说话间。刘锡元家提亲送礼的人来了：“媒人

原来只是小旦一个人，刘家因为想合乎三媒六证

那句古话，又拼凑了两个人。一个叫刘锡恩，一个

叫刘小四，是刘锡元两个远门本家。刘锡元的大长

工元孩，挑着一担礼物盒子；二长工小昌和赶骡子

的小宝抬着一架大食盒。元孩走在前边，小宝、小
昌、锡恩、小四，最后是小旦，六个人排成一行，走

出刘家的大门往聚财家里来。”元孩、小昌、小宝和

小旦，这些在小说后面的情节中发挥作用的人物，

通过“提亲”出场了。虽然说前文说小旦很凶，但赵

树理并没有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写小旦是怎么样的

坏，而是抓住一个重要的细节：小旦来了就想抽鸦

片烟。这样的效果又一次通过空间的分配来表达：

“客人分了班：安发陪着媒人到北房，金生陪着元

孩、小昌、小宝到西房，女人们到东房，软英一听说

送礼的来了，早躲到后院里进财的西房里去。”聚
财、进财兄弟是住在一起的，有两进院子。一进院

子有西房、东房、北房，另一进院子也有西房。空间

的分配在下文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最终要

安排小宝和软英的见面。在这个既定的空间里，赵

树理首先写小旦的恶习，他不愿跟大家说“庄稼

话”（就是“农民的话”），想抽大烟，到处找能抽大烟

的地方。于是，聚财老婆让进财带小旦不要进西房

而是到北房里去，因为软英躲在西房里:

小旦走了，说话方便得多。你不要看锡恩和小

四两个人是刘锡元的本家，说起刘锡元的横行霸

道来他们也常好骂几句，不过这回是来给刘家当

媒人，虽然也知道这门亲事是逼成的，表面上也不

能戳破底，因此谁也不骂刘锡元，只把小旦当成刘

锡元个替死鬼来骂。小旦一出门，小四对着他的脊

背指了两下，安发和锡恩摇了摇头，随后你一言我

一语，小声小气骂起来———这个说：“坏透了”，那

个说：“一大害”……各人又都说了些小旦讹人骗

人的奇怪故事，一直谈到开饭。

几个媒人在说话，这时候才把小旦的特征全

暴露了，又抽大烟又是一个坏蛋，而且还是刘锡元

的狗腿子。小说对聚财家空间的利用很关键，院子

里有几间房间，东房里几个女人谈得很热闹，而西

房里谈的则是另一套。
金生问：“元孩叔！你这几年在刘家住的怎么

样？顾住顾不住（就是说能顾了家不能？）”元孩说：

“还不跟在那里那时候一样？那二十几块现洋的本

钱永远还不起，不论哪一年，算一算工钱，除了还

了借粮只够纳利。———嗳！你看我糊涂不糊涂？

你们两家已经结成了亲戚……”元孩这个老长工

在刘家打长工这么多年，最后的结果是每年赚了

钱只能给刘家做利息，根本不能还本钱。小昌说：

“谁给他住长工还讨得了他的便宜？反正账由人

家算啦！金生你记得吗，那年我给他赶骡，骡子吃

了三块钱药，不是还硬扣了我三块工钱？”这段对

话的关键是：“算什么账？说什么理？势力就是

理！”“算账”和“说理”都是靠“势力”，如果这个原

则不改变，农民就没有“说理”的“地方”，只能靠“老

规矩”来维持。
维持农村社会的“老规矩”就是“礼俗”。来聚

财家做媒人的这几位说了一会儿闲话，到了开饭

的时候，他们要分开来吃，就是讲“礼俗”，譬如生

客吃挂面，熟客吃河落，等等。三个媒人虽然是本

村的人，还是和生客一样吃面条。元孩、小昌、小宝

虽然跟媒人办的是一件事情，可是三个人早已跟

金生声明不要按生客待，情愿吃河落。值得注意的

是，“小旦在后院北屋里吸大烟，老拐给他送了一

碗挂面。”虽然大家都说小旦是一个坏人，在这里

讹人，但礼数不能不尽到。
赵树理小说的体贴周到，就是能让农民懂，写

到农民心坎里。他不从抽象的角度去描写农民，而

是着力描写农民生活世界中特别细腻丰富、非常

有质感的部分。这决定了他的小说拒绝从抽象的

概念出发，譬如刘锡元作为大地主是怎样欺负王

聚财这样的普通农民，赵树理通过特别具体的描

写，深刻地揭露了农村社会的“不平等”“有势力者

就有道理”情形。而这种揭露也是与刘锡元“送彩

礼”给聚财家的“礼俗”联系起来：“这地方的风俗，

送礼的食盒，不只装能吃的东西，什么礼物都可以

装”，然后说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怎么

样，“要是门当户对的地主豪绅们送礼，东西多了，

可以用两架三架最多到八架食盒。”这里特别强调

“门当户对”，意思当然是说刘锡元和王聚财家不

是门当户对。如果是门当户对“最多到八架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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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贫寒人家送礼，也有不用食盒只挑一对二尺

见方尺把高的木头盒子的，也有只用两个篮子的。
刘家虽是家地主，一来女家是个庄稼户，二来还是

个续婚，就有点轻看，可是要太平常了又觉得有点

不像刘家的气派，因此抬了一架食盒，又挑了一担

木头盒子，弄了个不上不下。”如此具体而犀利的

描写，就是要显示刘家既有点轻看王聚财家，但又

觉得不能失自己的身份。“礼俗社会”最讲究“婚丧

嫁娶”，所以男女双方都很看重“彩礼”。农村有一

句俗话说得好，男方和女方，“结婚前是冤家，结婚

后是亲家”。因为结婚前两家要讨价还价，女方开

什么条件，男家又给什么条件，条件达不达到，两

家为此吵来吵去，最后把“彩礼”给定下来了，但是

结婚以后就不能谈这些，变成亲家了：“这地方的

习俗，礼物都是女家开着单子要的。男家接到女家

的单子，差不多都嫌要得多，给送的时候，要打些

折扣。比方要两对耳环只给一对，要五两重手镯，

只给三两重的，送来时自然要争吵一会儿。两家亲

家要有点心事不对头，争吵得就更会凶一点。女家

在送礼这一天请来了些姑姑姨姨妗妗一类女人

们，就是叫她们来跟媒人吵一会儿。”吵架时，最重

要的是，作好作歹，拖一拖就过去了，并不是一定

会补齐礼物，而是要把这种“礼俗”做足。
关键在于，赵树理通过描写“礼俗”，一是要表

现出刘家仗势欺人，王家委曲求全，“势力”不仅是

个“理”，而且还是个“礼”。二是“仗势”的刘家，还挺

会“算账”。一个地主不会“算账”就成不了地主。他

表面上答应给什么东西，目的是要把人家闺女娶

回来。彩礼都是给闺女的，闺女结婚后还是要带回

婆家。刘家送的彩礼都是一些刘忠前妻用过的，而

且还打了折扣，譬如刘忠前妻戴的是纯金手镯，现

在送给软英的是镀金手镯。写得如此细致，固然突

出了刘家的精明小气，同时也显示小旦的蛮横霸

道，本来媒人的作用是居中调停，说好说歹，但小

旦的态度却非常霸道。他一上来就说：“你们都说

的是没用话！哪家送礼能不吵？哪家送礼能吵得把

东西抬回去？说什么都不抵事，闺女已经是嫁给人

家了！”此时，小旦已经不耐烦了，再不往下听，把

眼一翻说：“不行你随便！我就只管到这里！”聚财

老婆说：“老天爷呀！世上哪有这么厉害的媒人？你

拿把刀把我杀了吧！”小旦说：“我杀你做什么？行

不行你亲自去跟刘家交涉！管不了不许我不管？不

管了！”说着推开大家就往外走，急得安发跑到前

面伸开两条胳膊拦住，别的男人也都凑过来说好

话，连聚财也披起衣服一摇一晃出来探问是什么

事。大家好歹把小旦劝住。然后还要请他们吃饭，

这一大段对“礼俗”的描写，回应了这一节的标题

“太欺人呀！”，显示了看似温情脉脉的“礼俗”背后

“势力”造成的深刻“不平等”。
当这些人在闹的时候，小宝不见了。小宝在叫

小旦出来之后，转到西房去看软英。这一段描写应

该是整篇小说中赵树理用笔最重的地方。一对相

爱的年轻人面对着地主的仗势欺人，两人一点办

法也没有，只能算着“日子”穷伤心。但“日子”的出

现，意味着“时间”有可能带来新的变化：

小宝问软英要说什么，软英说：“你等等！我先

想想！”随后就用指头数起来。她数一数想一想，想

一想又数一数，小宝急着问：“你尽管数什么？”她
说：“不要乱！”她又数了一回说：“还有二十七天！”
这个比说什么话都让人心酸，可为什么她要算了

又算呢？

小宝说：“二十七天做什么？”她说：“你不知道？

九月十三！”小宝猛然想起来刘家决定在九月十三

娶她，就回答她说：“我知道！八月十五到九月十

三，还有二十九天！”软英说：“今天快完了，不能算

一天。八月是小建，再除一天……”

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都是“农历”的时间：“两

个人脸对脸看了一大会儿，谁也不说什么。突然软

英跟唱歌一样低低唱道：‘宝哥呀！还有二十七天

呀！’唱着唱着眼泪骨碌碌就流下来了！小宝一直

劝，软英只是哭。就在这时候，金生在外边喊叫：

‘小宝！小宝！’小宝这时才觉得自己脸上也有热热

的两道泪，赶紧擦，赶紧擦，可是越擦越流，擦了很

大一会儿，也不知道擦干没有，因为外边叫的紧，

也只得往外跑。”
这样一个悲惨的场景，赵树理却将它放在“行

动”的框架中来呈现。本来小宝去叫小旦，然后转

来看软英。这时，外面已经闹了一通后，要吃酒席。
金生去叫小宝，小宝必须出来和他们见面。两个人

只有这短短一段时间相聚，而且只能流眼泪，算日

子，一点办法也没有。赵树理重笔浓彩描写这个场

景，是要突出如果没有“新力量”来改变下河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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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势力”，那么软英和小宝虽然彼此相爱，可他们

自己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命运。“小宝抬着食盒低

着头，一路上只是胡猜想二十七天以后的事”，“二

十七天”之后会怎样？时间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
就在这二十七天里，本来认为不可能改变的一切，

因为新力量的到来而发生改变了。

三、“说理”的世界，到底能不能把“理”说清？

到了第二部分“看看再说！”，本来这个故事要

接着讲，在二十七天里面下河村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好的小说家笔下往往跌宕起伏，先不正面去

写，反而从侧面或反面宕开一笔，造成文笔起伏的

效果。赵树理也是如此，他没有直接写二十七天后

如何如何，而是宕开一笔写那个看似无关紧要的

人物二姨。表面写二姨，实际上还是在写下河村的

故事，在写软英和小宝的命运：

二姨回到上河，一直丢不下软英的事，准备到

九月十三软英出嫁的时候再到下河看看，不料就

在九月初头，八路军就把上河解放了，后来听说实

行减租清债（“减租清债”就是“减租减息”———引

者按，下同），把刘家也清算了，刘锡元也死了，打

发自己的丈夫去看了一次，知道安发家也分了刘

家一座房子，软英在九月十三没有出嫁，不过也没

有退了婚。过了年，旧历正月初二，正是走娘家的

时候（这时候到了 1944 年），二姨想亲自到下河看

看，就骑上驴，跟着自己的丈夫往下河来。

八路军到了下河，二姨就敢骑驴了。二姨和她

丈夫知道弟弟安发分了刘锡元家的一座房子，“他

们走到刘锡元家的后院门口，二姨下了驴，她丈夫

牵着驴领着她往安发分下的新房子里走。狗狗在

院里看见了，叫了声‘妈！二姑来了！’安发两口、金
生两口，都从南房里迎出来。”

金生两口是给舅舅拜年的。三户人家碰在一

起。然后还是从驴开始说起，二姨丈夫说驴没地方

拴，只好拴到安发家门口。二姨丈夫问安发：“你就

没分个圈驴的地方？”安发说：“咱连根驴毛都没

有，要那有什么用？不用想那么周全吧！这比我那

座透天窟窿房就强多了。”接下来进房间讲是怎么

打倒刘锡元的。

关于“打到刘锡元”这一段在小说中起了重要

作用，构成了前面“太欺人啦”向后面“看看再说”
的过渡，也意味着八路军作为一种“新力量”的到

来，正在改变“旧势力”，使得原来主宰农村社会的

“正邪”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前文中，小昌和元

孩来给王家送彩礼，小昌说了一段话，说今天这个

世道，“势力就是理”。有权有势是“硬道理”，刘锡

元家有钱有势，所以他们说的都是“理”。但八路军

的到来，要把这个“旧势力”打倒，看看能不能重新

讲出“新道理”。刘锡元怎么死？是不是大家把他打

死的？金生说：“打到没人打他，区上高工作员不叫

打，倒是气死了的。”安发说：“那老家伙真有两下

子！要不是元孩跟小昌，我看谁也说不住他。”因为

“减租减息”要重新算账，算农民和地主之间的账，

看看地主究竟有没有剥削农民。金生说：“刘锡元

那老家伙，谁也说不过他，有五六个先发言的，都

叫他说得没有话说。后来元孩急了，就说：‘说我的

吧？’刘锡元说：‘说你的就说你的，我只凭良心说

话！（注意，倒是地主刘锡元说他只凭“良心”说

话，可见“良心”是多么靠不住。———引者按）你

是我二十多年的老伙计，你使钱我让利，你借粮

我让价，年年的工钱只有长支没有短欠！翻开账

叫大家看，看看谁沾谁的光？我跟你有什么问

题？’”如果按地主刘锡元的账本来算账的话，农

民永远是没有理的。所以，说“理”关键是站在什

么角度上来说这个“理”。这里有两种关于“理”的
理解，原来认为“势力就是理”。但“势力”不是赤

裸裸地表现出来，而是转化为一种“算账”的话

语，在地主刘锡元那里，“算账”才是理。表面上地

主最讲道理，欠债还钱似乎是天经地义，甚至可

以用市场经济、契约精神等来讲这是“在理”的：

你欠了我的钱，当然要还钱，还不起本就要先还

利，如果按照这个方法算账，刘锡元自然是占了

理，谁也说不过他。但是，在这个“理”之外还有另

一个“理”，在小说中叫“老直理”：

元孩说：“我也不懂良心，我也认不得账本，我

是个雇汉，只会说个老直理：这二十年我没有下过

工，我每天做是甚？你每天做是甚？我吃是甚？你吃

是甚？我落了些甚？你落些甚？我给你打粮食叫你

吃，叫你吃上算我的账，年年把我算光！这就是我

沾你的光！凭你的良心！我给你当这二十年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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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该落一笔祖祖辈辈还不起的账？呸！把你的良心

收起！找你那样说我还得补你……’他这么一说，

才给大家点开路。”

这是两种“理”的争论，赵树理另有一篇小说

《地板》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究竟是土地创造了价

值还是土地上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按照地主的逻

辑，地是我的，租给你种，当然要收租。但问题在

于，光有这块土地，没有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土地

会不会创造价值？更关键的是，地主可不可以凭借

土地的所有权去剥削别人？这又是一个“道理”。
穷人该不该受穷，每个人是否都应该拥有平

等的权利？这个“道理”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地主

未必肯承认。实际上，农民就是要争这个“理”，这

个朴素的道理，也许可以更直观地表述为“耕者有

其田”。有自己的田，农民就可以在自己的田地上

丰衣足食。这个朴素的道理———也就是“老直理”
———构成了农民起来推翻地主那个“歪理”的动

力。地主要保住“算账就是理”，其实并非靠的是

“说理”，更要依靠“势力”。如果没有势力的话，地

主没法子维持他的理。反过来说，假如农民没有共

产党、八路军撑腰的话，同样没有办法斗倒刘锡

元。“势力就是理”，一定是一种“势力”在支持一种

“理”。这是两套道理的斗争，也是两种势力的斗

争。赵树理在这儿描写的就是中国农村的阶级斗

争，表现的就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

与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然而，赵树理在小说中从来

都不是通过喊标语口号来达到目的的，他将这些

阶级观念和斗争意识转化为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能

够体会掌握的对象。那些看似家长里短、婆婆妈妈

的事情，在他的笔下都可能蕴含着深刻的“大道

理”。赵树理可以透过“小事件”来写“大道理”，这

是他的本事。“大道理”变成了“小事件”，但只要仔

细去体会“小事件”的写法，就会发现赵树理原来

是在讲一个“大道理”。
“他这么一说，才给大家点开路，这个说‘……

反正我年年打下粮食给你送’，那个说‘……反正

我的产业后来归了你’……那老家伙后来发了急，

说‘不凭账本就是不说理！一个‘不说理’把大家顶

火了’。”在此情况下，大家要打刘锡元，高工作员

没让打。这时候，小昌指着老家伙的鼻子说“刘锡

元！这理非叫你说清不可！你逼着人家大家卖了

房、卖了地、讨了饭、饿死了人、卖了孩子……如今

跟你算算账，你还说大家不说理。到底是谁不说

理？”如果只有那个账本的理，地主就可以拿着“欠

债还钱”的理，做一切不合“道理”甚至伤天害理的

事。歌剧《白毛女》中，黄世仁逼杨白劳还钱有一个

具体的情境。按照中国传统习俗，“追债”一般只追

到过年前的腊月二十九，年三十也即过年那一天

不能去讨债。这就是为什么欠账的人腊月二十九

之前都出去躲债，年三十可以回家过年的原因。过

了年，又是新的一年，你可以再欠别人一年。但黄

世仁不管这个规矩。杨白劳回来过年，给女儿喜儿

带了两尺红头绳作为新年礼物，本来准备欢欢喜

喜过大年，没想到黄世仁却在此时上门逼债。这不

仅是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压迫，而且破坏了千百年

中国农村的伦理习惯，也就是成了“礼俗社会”的
破坏者。正如孟悦指出的那样，地主黄世仁“逼债”
的“一系列的闯入和逼迫行为不仅冒犯了杨白劳

一家，更冒犯了一切体现平安吉祥的乡土理想的

文化意义系统，冒犯了除夕这个节气，这个风俗连

带的整个年复一年传接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秩

序。作为反社会的势力，黄世仁在政治身份明确之

前早已就是民间伦理秩序的天敌”。(14)与此相比，

在《邪不压正》中，虽然王聚财等人都恨小旦，但见

到小旦还是要叫一声“小旦叔”。小旦躲在后边抽

大烟也要给他送一碗挂面过去。这就是中国人的

讲“礼数”。黄世仁却不管这些“礼俗”，在大年三十

除夕晚上家人团聚的日子，逼债逼到杨白劳喝卤

水自杀了。今天却有人站在黄世仁的立场上，根据

“算账就是理”，谴责杨白劳没有“契约精神”，这是

完全罔顾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秩序”。所

以，讲不讲“理”的背后还有这个基于传统“礼俗社

会”的“老直理”。
于是，可以进一步追问，“算账才是理”，这个

“理”是谁带来的？“算账”代表着一种经济理性、一
种现代观念。这种理性的算计与晚清、民国以来的

现代化有很大的关系。原来中国的乡村共同体，地

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对立，因为中国土

地制度大概从宋代开始，有所谓“田底权”与“田面

权”的区别，用今天的话说，土地具有复合而非单

一的产权关系，因此，以前的乡村共同体———也有

学者叫“乡里空间”———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还可能

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不一定表现得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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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而进入现代，特别是到了民国，农民与地主

因为土地的产权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复

合的产权关系变为单一的产权关系———在这个

变化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变得非常尖锐，

而这个尖锐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是地主奉为

信条的“算账才是理”。(15)赵树理的《地板》直接

回应了土地创造价值还是土地上的劳动创造价

值的问题。他的另一篇小说《福贵》讲的是地主对

农民的残酷剥削不仅使一家人变穷，而且让福贵

这个原来特别能干的孩子变成村里的二流子和

小偷。福贵为什么成了二流子？并不是他天性如

此。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并不只是经济上的剥夺，

而且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造成了最令人不能

容忍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和偷鸡摸狗的“二流

子”。《邪不压正》中的小旦是不是一直就是地主

“狗腿子”？在做“狗腿子”之前是否也像“福贵”那
样有一个从普通农民堕落成“二流子”的过程？这

些隐含在“算账才是理”背后的现象也许更值得我

们进一步思考。
当时是“减租减息”而不是“土地改革”。虽然

清算了刘锡元，但并没有把他家所有的地都收走，

刘忠家里还有“四十来亩出租地、十几亩自种地和

这前院的一院房子”。农民把地主打倒了，分了地

主的土地、房子和浮财，那么这些土地和财产分给

谁呢？这又显示出赵树理的别具匠心，他从二姨写

到安发，写安发的原因不仅仅是二姨要去找自己

的弟弟，更重要的是安发这样的老实人———从前

文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只会谈“庄稼话”的老实

人———“减租减息”也给他带来了好处，分了一处

房子给他。那么，清算地主的土地究竟分给谁了？

赵树理通过狗狗和小昌的儿子小贵之间的关系，

引出小昌老婆与安发老婆的冲突：

二姨问“北房里住的是谁？”（这又是一个空间

上的划分，可以和聚财家里的空间分布对照来

看———引者按）。安发说：“说起来瞎生气啦，这一

院，除了咱分这一座房子，其余都归了小昌。”二姨

问：“他就该得着那么多？”安发说：“光这个？还有

二十多亩地啦！人家的‘问题’又多，又是农会主

任，该不是得的多啦？你听人家那气多粗？咱住到

这个院里，一座孤房，前院都是刘忠的，后院都是

小昌的———碾是人家的，磨是人家的，打谷场是人

家的，饭厦和茅厕是跟着人家伙着的，动手动脚离

不了人家。在咱那窟窿房里，这些东西，虽然也是

沾邻家的光，不过那是老邻居，就比这个入帖多

了！”

“前院都是刘忠的，后院都是小昌的”，安发的

这个话带出了“新问题”，清算地主之后，打倒了

一种“不平等”，有没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造成了

一种新的“不平等”？打倒了刘锡元，为什么小昌又

起来了？尽管小昌原来也是受苦受穷的，但他现在

为什么一下“牛起来了”？这时，那个关键的人物

“老拐”又出现了。就像竹内好说的那样，赵树理的

小说无一处有闲笔。前面老拐来帮忙，带出了村里

的阶级分化。这次老拐又出现了，正好是来拜年，

问题当然是如老拐这样的穷人有没有从“减租减

息”中得到好处？二姨笑着说：“老拐！你就没有翻

翻身？”老拐也笑了笑说：“咱跟人家没‘问题’！”什
么叫“没问题”？其实是一个“新问题”。安发说：“你

叫我说这果实分的就不好，上边既然叫穷人翻身

啦，为什么‘没问题’的就不能翻？就按‘问题’说也

不公道———能说会道的就算的多。”
在这段对话中，赵树理忽然很触目地插入了

“问题”这个农民相对陌生的词语，前后的对话都

用的是农民的口头语，唯独“问题”不是农民的口

头语，而且农民也不一定清楚“问题”究竟是什么

意思。具体而言，“问题”指的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

剥削关系，把剥削关系揭示出来叫“有问题”，所谓

“清算”也即清算这种剥削关系；假如地主与你没

有剥削关系，清算出的地主的财物也就跟你没关

系，这就是“没问题”。关键的是赵树理为什么要用

“问题”这个词，而且特意打上引号。实际上他通过

这个打上引号的词语，表明了区上工作队的“减租

减息”只是做成了一锅“夹生饭”，表现为工作队用

农民不太理解的新名词，硬生生地嵌入到农民的

日常生活语言中。农民即使会说“翻身”“问题”等
新名词新说法，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很好地理解

这些“名词”“说法”背后的含义。虽然农民不能自

觉地把工作队所说的“问题”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联

系在一起，但也能自发地发现清算的果实分得不

公平，就像安发说的那样：“像小旦！给刘家当了半

辈子狗腿，他有什么‘问题’？胡捏造了个‘问题’，
竟能分一个骡子几石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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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旦本来是地主家的狗腿子，可是会见风使

舵，就在“清算”中成了“积极分子”。回到小说的题

目“邪不压正”，表面上看邪正分明，刘锡元是“邪”，
受压迫的农民是“正”。可是在“正”与“邪”之间，往

往还有“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就会出现像小旦

这样的人物，他根本不是地主，也成不了地主，好

吃懒做，还抽大烟，给他多少地，他吃的吃，卖的

卖，永远是穷光蛋。如果按照经济地位来划分阶

级，那么小旦只能是贫农，但他作为流氓无产者，

见风使舵，直接转化为“坏干部”。所以安发这样说

“小旦”：“不用提他了，那是个八面玲珑的脑袋，几

时也跌不倒！”(16)那么，正邪之间的“灰色地带”究
竟怎么处理？共产党、八路军和工作队该如何对待

小旦这样的人物？这是赵树理在《邪不压正》中提

出来的严峻的问题。在根据地，往往因为小旦这样

的“坏干部”，使共产党之前取得的成就化为乌有，

影响老百姓对于“新力量”的认同。(17)

在新的形势下，由“旧历”中秋节标志的传统

农村世界在经受“民国”以来的变动后，再一次因

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到来，开始发生某种新变化。
这些变化对村里哪些人产生了什么样影响？安发

分到一间房，老拐什么也没有得到，小旦和小昌好

像“发了”，而且变得“牛气了”。……那么，聚财家

发生了什么变化？“说理”的问题又再一次出现了，

软英应不应该与刘忠退婚？二姨去找大姐也就是

王聚财的老婆，王聚财老婆告诉妹妹，在应不应该

退婚这件事上，父亲与女儿完全闹翻了。王聚财和

软英为什么闹翻了？父亲有一套父亲的道理，女儿

有一套女儿的道理，两套道理通过二姨表达出来。
通过这两套不同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出王聚财代

表了老一代的农民，而软英则是成长中的新一代

农民，他们面对八路军、共产党带来的新变动，做

出了不同的反应。
首先看王聚财怎么对二姨说这件事。二姨先

去探王聚财的口气。王聚财说：“年轻人光看得见

眼睫毛上那点事！一来就不容易弄断，二来弄断了

还不知道是福是害！日本才退走四个月，还没有退

够二十里，谁能保不再来？你这会惹了刘忠，到那

时候刘忠还饶你？还有小旦，一面是积极分子，一

面又是刘忠的人，那种人咱惹得起？他们年轻人，

遇事不前后想，找出麻烦来就没戏唱了！”按王聚

财的理解，这个世道究竟有没有变，我们不知道，

要看看再说。这就呼应了小标题“看看再说！”。更

重要的是，王聚财心里面所想的并不仅仅是“看看

再说”，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打算，这个打算代表了

中国农民对世界更基本的看法，如果说“算账”，这

也是“算账”吧，但不是现代经济理性的算账，而是

传统小农经济的算账。这就是看你会不会“过日

子”。他说小宝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人，不会为

自己打算：“去年人家斗刘家，他也是积极分子，东

串连人，西串连人，喊口号一个顶几个，可是到了

算账时候，自己可提不出大‘问题’，只说短了几个

工钱，得了五斗麦子。人家小旦胡捏了个问题还弄

一个骡子几石粮食，他好歹还给刘家住过几年，难

道连小旦都不如？你看他傻瓜不傻瓜？只从这件事

上看，就知道他非受穷不可！要跟上小宝，哪如得

还嫁给人家刘忠！”王聚财是一个中农，他的“算

账”，就是如何为自己着想。所谓小农意识建立在

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上，决定了他光会为自己着

想，不会为别人想。而小宝这样的农民，只为别人

想不为自己想，在王聚财心目中，这就是不会“过

日子”的表现：“嫁刘忠合适就嫁刘忠，嫁刘忠不合

适再说，反正不能嫁小宝！”王聚财斩钉截铁地说

了这个结论。“聚财说了这番话，二姨觉得‘还是大

姨夫见识高！应该拿这些话去劝劝软英。’”二姨认

同了王聚财对小宝的判断，也认为小宝不是一个

会过日子的人，不能把女儿嫁给他。这里可以看出

中国农民对一个人有没有出息有一套自己的理

解，而且看起来很有道理。
接下来，二姨就去劝软英。软英也对二姨说了

一番道理。软英要嫁给小宝，不愿意嫁给刘忠。有

这样的想法并不是简单地反抗自己的爹，和他对

着干。她说：“要以我的本意，该不是数那痛快啦？

可是我那么办，那真把我爹气坏了。爹总是爹，我

也不愿意叫他再生气。我的主意是看看再说。刘

锡元才死了，刘忠他妈老顽固，一定要他守三年

孝。去年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二十七天还能变

了卦，三年工夫长着啦，刘家还能不再出点什么

事？他死了跑了就不说了，不死不跑我再想我的

办法，反正我死也不嫁给他，不死总要嫁给小

宝！”软英说完了，二姨觉得这话越发句句有理。
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两套道理放到一处是对

头，不过也有一点相同———都想“看看再说”，都愿

意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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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道”在变，“人”也在变

赵树理再次把“时间”作为《邪不压正》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变量”。前面是“二十七天”，三九二十

七，也是“三”的倍数；现在则变成“三年”。相对千

百年来不变的中国农村，无论是“二十七天”还是

“三年”，其实都是很短的一瞬间，但如今为什么可

以 成 为 重 要 的 时 间 变 量 ？因 为 当 时 的 中 国 社

会———特别是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决定了并改变着小宝、软英

和聚财等这些普通农民的命运。不过，农民是否自

觉地意识到社会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更不用

说他们能否将这种变化与自己命运的改变联系起

来？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王聚财和他女儿软英的

区别：王聚财总是怀疑这个世道是不是真变了。譬

如说日本人退去四个月，退出二十里，日本人会不

会再回来？他认为这个世道确实在变，但是不是真

的变了他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软英认为，先不

要去考虑世道是不是真的变了，而是认为既然世

道在变了，那么随着今天的变化，一定会发生更大

的变化。二十七天都可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为什

么三年就不能发生更大的变化呢？

表面上看，两代人的看法当然有很大的冲突，

不过，更根本的分歧是对变化的不同理解之间的

冲突。可是，时间不等人，第三个章就叫“想再‘看

看’也不能”。时间突然加快了：“这三年中间果然

有些大变化———几次查减且不讲，第一个大变化

第二年秋天日本投降了；第二个大变化是第三年

冬天又来了一次土地改革运动，要实行填平补齐。
第一个大变化，因为聚财听说蒋介石要打八路，还

想‘看看再说’，软英的事还没有动；第二个大变

化，因为有些别的原因，弄得坚持想‘看看’也不能

了。”第二个变化也就是到了 1946 年 10 月，10 月

发生了的情况和“填平补齐”有直接联系，也和“土

地改革”有很大关系。由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原

因，共产党在农村原来采取的是“减租减息”，“减

租减息”没有完全打倒地主，很多穷人也没有真正

翻身。像地主刘忠还有一处院子、四十多亩出租地

和二十多亩自种地，而老拐这样的穷人则跟讨饭

差不多。“填平补齐”就是要进一步“均贫富”，让经

过“减租减息”的地主把土地交出一部分，将贫富

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但是，这个要求到了下河

村，却带来了这样的结果：“元孩说：‘区上的会大

家都参加过了。那个会叫咱们回来挤封建，帮助没

有翻透身的人继续翻身。’”但问题在于“封建尾巴

总共五六个，又差不多都是清算过几次的，可是窟

窿就有四五十个，那怎么能填起来？”小宝说：“平

是平不了的，不过也不算很少！这五六户人家一共

也有三顷多地啦！五七三百五，一户还可以分七亩

地！没听区委说‘不能绝对平，叫大家都有地种就

是了！’”又有人说：“光补地啦？不补房子？不补浮

财？”又有人说：“光补窟窿啦？咱们就不用再分点？”
本来“填平补齐”就是为了避免两极分化，可是事

情一到这就变了味了，因为某些积极分子如小旦、
小昌之类，是为了在清算地主的过程中多分好处，

所以他们会觉得这次“填平补齐”又是一次分好处

的机会,而不是要给那些受穷的、没有翻透身的人

进一步翻身。如此一来，积极分子光顾考虑自己的

利益了，只有小宝表示异议：我们让大家有地种就

可以了，不是真正的拉平。但马上有人就接着小宝

的话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分点？我们是积极分

子，要靠我们来挤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如果挤不出

来，你们这些人又分什么！你们光拿胜利的成果，

我们有什么动力来干这些事？赵树理在这里非常

尖锐地揭示出农村变革中极其严峻的问题，那就

是广大群众与干部和积极分子之间矛盾。积极分

子往往这样认为，既然要靠我们来挤地主的土地

和浮财，当然要从其中拿好处。这时小旦之类就跳

得最高，说不拿好处怎么行呢？

当时无论是“填平补齐”还是“土地改革”，一

个重要依据就是看有没有“剥削”，第一看是不是

把土地租给别人种，第二看家里面有没有雇佣长

工？如果没有剥削就不该分地。像王聚财家虽然有

一些地，但这些地是自己开荒得来的，包括自种地

也是靠自己的劳力，没有雇用别人。按照共产党的

土改政策，这样的地不应该分。可是，为了让大家

有浮财有土地可以分，让更多的人挤出来钱和地

来，最终的结果是上河村的干部把王聚财等人也

列入“封建”，视为要清算的对象。元孩虽然发现问

题，“见他们这些人只注意东西不讲道理”，但小昌

说：“我看不用等！羊毛出在羊身上，下河的窟窿只

能下河填，高工作员也给咱带不来一亩地！”于是，

那些不该清算的人也要拿来重新清算，那些老老

实实种地的庄稼人也要把土地和财物交出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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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股“清算”风波，再一次把软英卷入到风口浪

尖上。小昌作为农会主任，他不但要清算那些不该

清算的农民，还借此机会派小旦为自己十四岁的

儿子小贵向软英提亲。
《邪不压正》和一般写“土改”的小说选的视角

不太一样，譬如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描

写土改，关注的是地主阶级与贫雇农之间的阶级

矛盾，这一矛盾集中表现在大地主韩老六和最穷

的农民“赵光腚”之间的冲突上。这是一般“土改小

说”常常采用的叙述模式，但赵树理没有选择这个

更便于描写斗争和冲突的叙述模式，《邪不压正》
中虽然有大地主刘锡元，也有贫雇农元孩和小昌，

但整个叙述是从王聚财这个“中农”的视角展开

的。(18)王聚财首先受到刘锡元的逼迫，仗势欺人来

提亲；等刘锡元倒台之后，本来是翻身做主人的穷

人小昌，做了农会主任之后，他反过来又派小旦来

提亲。小昌与刘锡元原本是对头，“减租减息”时就

是依靠小昌、元孩才最终打倒了刘锡元。但小昌和

刘锡元都利用了原来的狗腿子小旦来压迫王聚

财，要软英嫁给刘忠，或嫁给小贵。这种同构关系

揭示出改变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艰巨性、长期性

和复杂性。实际的情况并不是那么正邪分明，打倒

地主就万事大吉了。赵树理要揭示出这种现象背

后更深刻的危机，不过他也意识到小昌并不是刘

锡元，聚财不是以前的聚财，软英更不是以前的软

英了。因为世道变了，人也在变。
不过，赵树理没有把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归

结于抽象的、外来的力量，如工作队的高工作员，

或是工作团的团长———他甚至是一个无名无姓的

人物———共产党、八路军，包括区委和工作队，这

些对农民来说，都是一种抽象的、外来的力量，关

键在于这种抽象的力量是否能够具体地对“人心”
进行改造？(19)当小昌通过小旦再次向王聚财家逼

婚时，王聚财已经不是原来的王聚财了，特别是软

英更不是原来的软英了。赵树理既要写出他们的

变化，同时更要显示出是什么力量带来了这种变

化：“软英这好似后，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闺女了，遇

事已经有点拿得稳了”，她不仅仅是长大了，而且

还渐渐了解这个外面正在改变着的世界，“想来想

去，一下想到小贵才十四岁，她马上得了个主意。
她想：‘听小宝说男人十七岁以上才能定婚 （晋冀

鲁豫当时的规定），小昌是干部，一定不敢叫他那

十四岁的孩子到区上登记。’”当年刘锡元来逼亲

时，根本没有“登记”这一套说法，大家可以想一

想，“登记”这一套规定是怎么来的？“今天打发小

旦来说，也只是个私事，从下了也不过跟别家那些

父母主婚一样，写个贴。我就许下了他，等斗争过

后，到他要娶的时候，我说没有那事，他见不得官，

就是见了官，我说那是他强迫我爹许的，我自己不

愿意，他也没有办法。”之前的软英只会和小宝两

人流眼泪，算日子，但现在她却有了主意。同样可

以想一想她为什么有了主意？她的主意是从哪里

来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变化，虽然小旦、小昌

逼着软英嫁给小贵，还把王聚财也给清算了，聚财

只好把家里的十五亩好地和刘家给他们的彩礼交

出来了，才算过了这一关。这个事情发生在 1946

年，但过了一年，政府公布了《土地法大纲》，真正

的“土改”开始了。村里来了土改工作团。王聚财

“摸不着底，只说是又要斗争他，就又加了病———
除了肚疼以外，常半夜半夜睡不着觉，十来天就没

有起床。赶到划过阶级，把他划成中农，整党的时

候干部们又明明白白说是斗错了他，他的病又一

天一天好起来。赶到腊月实行抽补时候又赔补了

他十亩好地，他就又好得和平常差不多了。”1946

年开始的晋绥地区的土地改革确实走了一段“过

激化”的弯路，不仅斗了中农，而且把地主也扫地

出门。地主当然应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斗倒，但斗

倒之后还是要让他们自食其力地生活下去。所以，

要改正土改中某些“过激化”的做法。而要改正“过

激化”，必然要清算其中起坏作用的干部。(20)像小

旦这样的人物，“工作团一来，人家又跑去当积极

分子，还给干部提了好多意见，后来工作团打听清

楚他是个什么人之后，才没叫他参加贫农小组。照

他给干部们提的那些意见，把干部说得比刘锡元

还坏啦！”聚财低低地说：“像小昌那些干部吧，也

就跟刘锡元差不多，只是小旦说不起人家，他比人

家坏得多，不加上他，小昌还许没有那么坏！”安发

说：“像小昌那样，干部里边还没有几个。不过就小

昌也跟刘锡元不一样。刘锡元那天生是穷人的对

头，小昌却也给穷人们办过些好事，像打倒刘锡

元，像填平补齐，他都实实在在出过力的，只是权

大了就又蛮干起来。小旦提那意见还不只是说谁

好谁坏，他说‘……一个好的也没有，都是一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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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蛋，谁也贪污得不少，不一齐扣起来让群众一个

一个追，他们是不会吐出来的！’”小旦在“干部洗

脸”的过程中，又要转过头来斗这些干部，他全盘

否定“新力量”带来的变化，所以很容易见风使舵，

否定一切。(21)

工作团自然不能“否定一切”，只是纠正了某

些“过激”的做法。所有这些变化，都是通过王聚财

的眼光呈现出来的。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王聚财

才说出了心里话：“我活了五十四岁了，才算见行

动说过这么一回老实话！这真是一个说理的地

方！”要真成为一个可以让农民“说理的地方”，关

键在于土改不能简单地依靠某些积极分子，而是

要依靠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也就是当时赵树理

强调的：“今后执行土地法，要靠土地法上规定的

合法执行人（贫农团，农会，农代会）来执行，不能

再靠那些坏干部做。”(22)解决了下河村的“问题”，
“散会以后，二姨挤到工作团的组长跟前说：‘组

长！我是上河人！你们这工作团不能请到我们上河

工作工作？’组长说：‘明年正月就要去！’”为什么

要到上河村去，前面已经交代了，上河村的“填平

补齐”同样有“过激化”的倾向，二姨把自己家的驴

卖了，把做种的花生也吃了，因为害怕清算他们

家。《邪不压正》描写新的力量介入农村，是从“上

河”到“下河”，又从“下河”到“上河”，农村的变革刚

刚开始，还要继续下去……

五、三种时间，三重道理

《邪不压正》描写的是农村从“减租减息”到“土

地改革”之间发生的故事，赵树理将外部世界的变

化，最终落实到农民的生活世界、土地关系、婚丧

嫁娶和邻里关系的变化上，通过书写看似日常的

变化折射出巨大的社会变革。
关于《邪不压正》，其实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地

方。譬如除了有意构建的三种时间（农历纪年、民
国纪年和公元纪年）外，小说是否也利用了空间的

变化？像院落与院落之间，同一院落的东房、北房、
西房之间以及不同村庄之间 （如上河村与下河

村），这些空间的变化与小说需要处理的内容和问

题之间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很值得我们继续

深入探究下去。
但在这儿，我还想进一步讨论《邪不压正》中

“三种时间”的构建：一种是“公元纪年”的 1943 年，

一种是“农历纪年”的中秋节，还有一种是王聚财

在回忆往事时，用了“民国纪年”的民国二年。小说

开头三种不同时间的记录方式，预示着赵树理要

处理的三个层面的故事，或者说三种因素相互产

生联系，不断冲突、改造和融合。与“农历时间”联
系在一起的是中国的乡村世界，也即像王聚财这

样的普通农民的生活世界。对于“时间”的理解就

是对于“世界”的理解。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对于世

道变化的理解。与“农历时间”相对的是“民国纪

年”，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农耕社会，进入民国，遭遇

现代，它本身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可以将其视为明

清以来农村社会变化的延续以及不断危机化的过

程。假如历史只在这两种时间中循环，那么，农民

只会变得越来越穷，从自耕农变成贫农，从贫农变

成雇农，就像小昌、元孩和小宝那样，要么没有土

地只能给地主打长工，要么只有很少的地靠租地

做雇工养活自己。“租”和“息”成了悬在这些农民

头上的两把刀，而地主则会说“算账才是理”，结果

是利滚利，农民永远还不清。这个“恶性循环”必然

带来农村的破产，农村的破产意味着绝大多数的

农民无法养活自己，农村的矛盾则越来越尖锐。第

三种时间“公元纪年”代表了共产党、八路军这种

新的改变中国农村的力量，这种力量致力于打破

“农历纪年”和“民国纪年”所形成的“恶性循环”。
正如费孝通指出的那样：“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断

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

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

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

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

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

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

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

收租人的仇恨”(23)

这种致力于打破“恶性循环”的叙事，不仅出

现在赵树理小说中，而且也成为“延安文艺”最主

要的母题之一，譬如被视为“延安文艺”典范的歌

剧《白毛女》，地主黄世仁逼债逼得杨白劳喝卤水

而死，杨白劳死后，父债子还，喜儿被抓去黄家做

丫鬟抵债；黄世仁强奸了喜儿，她只能逃到深山

中，头发变白了，所以叫“白毛女”，当地人叫她“白

毛仙姑”。这也是地主压迫农民的一个“恶性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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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怎么样才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歌剧中

出现了和喜儿青梅竹马的大春，他带领八路军解

救了白毛女，白毛女又恢复了喜儿的身份。这就是

“旧社会将人变成了鬼，新社会让鬼变成了人”。关

键在于无论是之前的“喜儿”还是后来的“白毛

女”，都无法依靠自己来改变悲惨的命运，只有某

种新的力量的介入，才带来了解放的转机。《邪不

压正》同样如此，没有第三种时间的介入，就不可

能打破原来两种时间的“恶性循环”。在小说中则

表现为软英面对刘锡元家的逼婚，她和小宝都没

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哭着“算日子”。在《邪不

压正》第一部分“太欺人呀！”中，无论是感叹命运

的聚财，还是哭哭啼啼的软英，所有人都是以接受

命运为前提的，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命运。在这算来

算去的“二十七天”中，只有上河村的八路军的到

来，打倒了刘锡元，才改变了软英的命运。
不过，新力量的介入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和

“农历纪年”联系在一起的，是农村的伦理世界和

农民的生活世界，它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讲“礼数”，
有人称其为“礼俗社会”———与“礼俗社会”相对应

的是“法理社会”，这是借用大家熟悉的费孝通的

说法：“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

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

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

合的社会。用 Tonnies 的话说：前者是 Gemein-

schaft，后者是 Gesellschaft，用 Durkheim 的 话

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
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

社会。”(24)———新力量介入到农村社会，首先必须

考虑与这个“礼俗社会”的关系：既要关联，更要改

造。就像《白毛女》中带着“八路军”归来的大春，

“一方面，他是民间秩序的归复者，另一方面，他又

是新政治力量的代理人。但是，只有当他是代表民

间秩序的归复者时，他才是政治的代表……也就

是说，只有当大春的民间身份得到确认时，他的政

治身份才得到确认。而这个由红军或八路军所代

表的政治必须是民间伦理秩序的支持者，必须曾

经带给人好日子，否则根本没有叙事功能”。(25)如

果说《白毛女》侧重于“新力量”与“礼俗社会”的关

联，那么《邪不压正》则强调了“新力量”对“礼俗社

会”的改造。小说开头写道，小旦本是个坏蛋，但他

来聚财家做媒人就要把他当媒人看待，他躲在后

面抽大烟，还要给他送一碗挂面，小辈见了他还是

要叫“小旦叔”。这就是农村社会的“讲礼数”；但到

小说结尾，软英起来控诉小旦，有一句很关键的

话：“小旦叔，不，小旦！我再不叫他叔叔了！”新的

“法理”打破了“礼俗社会”的规则。法律规定不能

包办婚姻，规定男女结婚要自愿，甚至规定了结婚

登记的年龄。因为有了这些新的“法理”，元孩宣布

散会，大家都要走，软英才能说：“慢点！我这婚姻

问题究竟算能自主不能？”区长说：“我代表政权答

复你：你和小宝的关系是合法的。你们什么时候想

定婚，到区上登记一下就对了，别人都干涉不着。”
以前农民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

“合法”一说。“到区上登记一下”的“登记”也很重

要———赵树理写过一部小说就叫《登记》———这同

样标志着一种“法理”的介入，正深刻地改变着原

来的“礼俗社会”。
“赵树理”原来叫“赵树礼”，他名字中的“礼”之

所以换成“理”，是因为他知道“礼俗社会”虽然也

有其“道理”，但问题在于，“礼俗社会”的“理”碰到

了地主“算账”的“理”，就要一败涂地。在地主看来，

“算账”才是“讲道理”，否则就是不讲道理，“礼俗社

会”的“理”根本不值一提。就像小昌说的“势力就

是理”，“礼俗社会”的“理”没有“势力”撑腰，自然不

成其为“理”，农民的“理”碰到地主的“理”，肯定是

说不上“理”，只能堕入“恶性循环”。假如农民固守

由“礼俗社会”产生的“理”，在“恶性循环”中一定处

于下风，必然出现如王聚财这样唯唯诺诺，什么事

情都要看看再说的人。倘若农民都像王聚财这样，

就无法打倒刘锡元这类大地主。因此，农民的这个

“理”必须和共产党带来的“理”结合起来，才能真

正打倒由“民国政治”撑腰的地主刘锡元的“理”。
三种“时间”到来了三重“道理”。《邪不压正》最后

写道，王聚财说：“这真是个说理地方！”如果按照

农民的“理”，刘锡元和小昌都是仗势欺人，不合

“礼数”，但农民对他们没什么办法，只能默默忍

受。可现在不同了，因为有了共产党、八路军、区
委、法院和工作团，终于有了一个“说理”的地方。
只因有了新的“法理”的介入，农民的“理”才得以

申诉，受欺压的状态才得以改变。就像小说中王聚

财憋了一肚子气，气得“生病”了，可一旦可以“说

理”，他的“病”就好了。从象征层面上看，“病”“理”
相通，说通了“道理”，“病”也就好了。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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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赵树理：《邪不压正》，原载《人民日报》，1948 年 10

月 13、16、19、22 日，现收入《赵树理全集》（第三卷）页

280-318，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 年。除特别注明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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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党自强：《〈邪不压正〉读后感》，载《人民日报》1948

年 12 月 21 日。
（3）耿西：《漫谈〈邪不压正〉》，载《人民日报》1949 年 1

月 16 日。
（4）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载《人民日报》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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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载《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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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的变迁”，可以参看湛晓白：《时

间的社会文化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湛

晓白的研究涉及从观念、器物到制度等诸多层面的“近代时

间”在“中国”的确立过程，但遗憾的是她的研究几乎完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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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费孝通：《江村经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5-216 页，第 215 页。
（14）（25）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载《二十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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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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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贫雇要靠民主》中指出：“每个村子里，都有一种灵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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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卖什么，吃得了谁就吃谁；谁上了台拥护谁。这些人，有好

多是流氓底子，不止没产业，也不想靠产业过活，分果实迟早

是头一份，填窟窿时候又回回是窟窿。可是当大多数正派贫

雇农还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偏好推这些人出头说话，这些人

就成了天然的积极分子”。说的正是他后来笔下的“小旦”现
象。《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 253 页。

（17）关于北方农村的“坏干部”问题，可以参看李放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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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老区土地改革中的中农》，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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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执行人（贫农团，农会，农代会）来执行，不能再靠那些坏

干部做。至于他们要破坏的话，就用边府定出的《破坏土地改

革治罪条例》治他的罪”。赵树理：《不要误解行政命令》，《赵

树理全集》（第三卷），第 250 页。
（21）1947 年初，为解决干部的贪污浪费、强迫命令等问

题，中共曾展开“洗脸擦黑”运动，对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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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对象。参见黄道炫：《洗脸：1946～1948 年农村土改中的干

部整改》，载《历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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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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