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江大河》能不能跟《平凡的世界》相提并论？

书评

《大江大河》是一部很好看的文学小说。
首先好看在“懂”。若想写好一部长篇小

说，要么写自己特别懂的，要么写大家都不太懂
的。所以架空、玄幻之类的反而好写一些，因为
大家都不太懂，可以编。现实不好写，越近越难
写。大家都经历过那个年代，太假了不好看，太
真了也不好看，好看的必须是以点带面，真懂真
写。阿耐从过政，担任过国企高管，至今商业仍
是主业，写作是爱好，所以懂政策、懂财经、懂市
场、懂人情、懂世故，书中的三种类型企业形态
面临的问题，个人的成长，情感的纠纷，她都懂，
所以好看，而且懂取舍，以点带面。看完书后，
几十年恍然过去。

其次好看在“大”格局，“巧”结构。所有的典
型的人物，在三十年发展洪流里不断前行。阿耐
说，“我有幸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所
以她要写的是一个时代，每个人物是一根萝卜，拔
出来带出一大块泥，官场斗争、商界斗争、政策变
幻、人性变化……一整个时代都被勾勒出来，但
在结构上偏偏大巧若拙，以年份从1978-2008年，
一年一年写来，读来身临其境。

很多人把《大江大河》和《平凡的世界》拿来
类比，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两者的差异。雷东
宝和孙少安起步相似，都是村里的带头人，甚至
都从承包砖窑开始；宋运辉和孙少平相似，都苦
读书一心求学上进；但《平凡的世界》故事在西
部，所以更扎根土地，更扎根精神世界，而《大江
大河》故事在沿海，更外向，更投向物质世界；

《平凡的世界》里的完美女性田晓霞是理想主义
者，早夭，《大江大河》里的完美女性梁思申是理
想女性，但慢慢接受现实主义，保留理想，所以

活得令人羡慕。路遥是文人，《平凡的世界》写
于1991年，所以其实只感受到了改革的苗头，感
受到了精神世界的层层波动；阿耐是商人，《大
江大河》大量的故事发生在 1992 年“南巡”讲话
后，她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

——梅丫挺

《大江大河》是阿耐继《不得往生》后创作的
一部全景式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生
活变迁的长篇小说。名为财经小说，但在格局
上，更像是一面现代化进程的镜子。

小说以经济改革为主线，着重描述改革开
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起，在去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途中的各种尝试探索。为了全景展示这
段历史，阿耐选择了当时四种最典型的经济体，
国有经济、集体集体、个私经济和外资。

这本身就很不容易写，书斋作家大抵是很
难完成的。另一方面，像《白鹿原》《平凡的世
界》之所以享有盛名数十年，文学价值高是一个
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一段时代的全
景。应该说，在这两个方面，阿耐总体而言做得
相当不错。

因为年代背景的原因，读者难免要把它和
《激荡三十年》《平凡的世界》相比较。《激荡三十
年》走的是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的路
子，关注的是各个时代的典型人物。

《平凡的世界》气质更接近于书斋。路遥明
显更注重古都文化的秉性传承，因而想法更纯
朴，文学味道更浓厚，古典的理想主义追求体现
得非常明显，但对现实生活关注得非常少，价值
观更单一。

记得刚接触这部小说的时候，曾经唏嘘过
田晓霞的意外去世，但后来再看，发现这是路遥
的唯一选择。田晓霞一出场就是一个精神世界
不同凡俗的姑娘，一旦和现实世界结合，要把这
种不同凡俗一以贯之往下写几乎是不可能的。
路遥又无法眼睁睁看着自己心中的天使走下神
坛，只好设计了一个死亡结局，把平凡里的不平
凡永远留住。

而阿耐多理性。《大江大河》的取景比《平凡
的世界》更广角，一直在描述改革开放的潮流涌
动下各阶层或自觉或自发的选择。阿耐选的个
体都具有代表性，有体制内的官僚和国企负责
人，也有体制外的农民企业家、个体户和海归，
有理想主义者，还有投机者和赌徒。她笔下的
这整个过程，是从最初懵懂地看着眼花缭乱的
世界扑面而来，到后来主动地适应、寻找并推动
潮流的过程。

因为作者的身份和克制，《大江大河》没有
夸张离奇的情节，没有过度的感情段落，也没有
作者主观的旁白评论，甚至没有好恶彰贬，它只
是缓缓地展开，记录很多人一年又一年的生活，
求学、分配、下基层、跑单帮、承包土地、上位、得
势与失意、落难与重振、合纵与连横。所有的情
节和人物我们都不陌生，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身
边真实上演的岁月伦常。

实在喜欢《大江大河》这种“心狠手辣”的写
法。整部书靠作者自身的见识来推动，阿耐深
刻而细致地把经济症结解剖开来，血肉丰满地
塑造一系列人物，让人看得痛快淋漓又满含同
情。

——李学凤

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从未有
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
内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
迹”，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中国
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共产党领导这个泱泱大国走出了一条怎
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背后到底隐藏
着什么样的成功密码？这是世界普遍关
注和急需解答的一个时代课题，也是中
国人自己想要探寻的秘密。

《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
作者：董振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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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河》：身处改革浪潮中的小人物奋斗史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自年初起，全国范

围内便掀起了一股庆祝改革开放的热潮，带动
一批优秀的文化作品涌现。近日，万众期待的
电视剧《大江大河》播出后，其原著小说亦成为
观众和读者关注的焦点，在图书市场表现抢眼。

记者了解，《大江大河》小说自 2009 年出版
以来，在读者中口碑极佳，不仅得到诸多知名评
论家、作家、媒体人的推荐，还成为众多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的热门团购书。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热潮和影视剧上映的双重带动下，今
年全新再版的《大江大河》一上市就受到热捧，
出版不到一个月即加印。

据《大江大河》出版方、读客文化公司介绍，
该书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出大时代下一个个改革

“弄潮儿”奔腾向前的奋斗故事，全景式展现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变迁，深度
揭示了历史转型新时期平凡人物的不同命运。
国企技术员宋运辉、乡村改革引领者雷东宝与
商海创业者杨巡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无论是《大江大河》原著小说还是电视剧，
都得到了官方认可，这与其优质的内容密不可
分。小说此前还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作者阿耐本人也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亲历
者，加上她弃政从商的个人经历，笔下的故事生
动真实，且极具历史质感。

出版方向记者透露，电视剧《大江大河》制
片人侯鸿亮对原著小说格外青睐，他说：“《大江
大河》字里行间都是我们经历过的时代。我、导
演、编剧、演员，直到所有的合作方，读完小说后
都被打动了。小说里各个鲜明的人物，是各种
不同经济所有制的注脚，有国有、有集体、有私
营。”

“看完小说我们会想到，改革开放开创了一
段特别伟大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命运在改变，人
民的命运在改变。从阿耐到我们，所有创作都
是基于真实的有感而发。”

《大江大河》小说责编徐樟告诉记者：“这部

作品所展现的奋斗精神，是改革开放以来无数
个人的缩影和写照。很多年轻人觉得过往的历
史距离自己有些遥远，而专门阅读关于改革开
放的学术书籍又会觉得有些枯燥，《大江大河》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阅读选择，这一点从
豆瓣读者的反馈中也可以看到。”

在阿耐看来，小说作者笔下都有他最得心
应手的时代，那个时代属于他的年轻时代。人
的成长从一张白纸，变为异彩纷呈，大约最醒目
的记忆便在好奇而勇敢地认识这个世界，并无
预设立场地定型世界观的时期。人生的第一次
思考和逐渐成熟的思维，都会在一个人的心中
留下深刻烙印。同时初进社会，令一个年轻人
有充分的视野，从底层看足这个有趣的社会，给
记忆留下最丰富最有层次的内容。在经历世
事，逐渐沉淀、回顾、反思，若还有什么能调动一
个上老下小的人到中年者的笔写下长篇累牍，
大约只有对年轻时代回忆的冲动。

“而我有幸生活、成长在这个中国大变革大

发展的年代。我和我的同龄人被时代的洪流裹
挟着，也被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欲望驱使着，全身
心地投入大家小家的建设，我们取得骄人成
绩。但是驻足回望，却是看到很多盲目，很多不
足，很多遗憾。”

对于小说的每一章节都以年份命名，把这
种编年体的写法运用到小说中，阿耐并不担心
因此而影响作品的艺术性。她表示，从小阅读
那种时间跨度大、人物涉及众多的演义类文章，
都喜欢另取一张纸，上面随手记录下时间段和
其中发生的标志性事件及思考推测。“我记得最
夸张的是看《东周列国志》时，用的是三张 A3纸
粘联起来的表格，因此可以保证看到后面而前
事不忘，甚至不仅是不忘。也因此很遗憾地发
现几本名著人物细节设定的前后矛盾。遗憾或
许是美，或许是艺术，但艺术和美不应该建立在
错误之上。”

小说人物的设置读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宋运辉也好，雷东宝也好，杨巡也罢，几乎是改
革开放以来不同经济形式的形象代表。改革是
因各阶层人民对尊严生活的需求。这种需求可
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自觉的。可以来自农村
广阔天地，也可以来自高等学府。我国改革的
特点是在自觉尚未突破意识形态桎梏的时候，
农村自觉发起的改革已经星火燎原。

“我设定几个典型人物的先后出场，雷东宝
代表农村因温饱所迫而自发改革、而后转向乡
镇企业的那个群体。宋运辉则是代表把握住
1978 年恢复高考的机会、而后成为国企技术人
员乃至管理者的那个群体。杨巡则是很典型的
个体形象，如果再细分一点儿，更代表浙闽一带
个体户发展至私营经济的那个群体。他们曾经
有过自发的带有点革命性的浪漫主义，但是面
对现实社会的种种，他们本能地自觉地转向实
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转换中有人因为修养
的缺位，因为认识的止步不前，而终至走向他们
最初出发点的反面。”阿耐说。

名家点评

阿耐把改革写了，把开放也写了。她写了
经济，还写了政治，写了官场，还写情场。这个
场景是长镜头，真正要高瞻远瞩，胸怀远大。她
写的不同体制的代表人物，是鲜活和真实的，是
带着激情和感情的，里面有感觉和温度的，不是
凭想象。因为她有亲历性、见证性、参与性，她
才能够把这一切当成自己的故事写出来。这是
职业作家写不出来的。 ——文学评论家白烨

本书特别擅长对经济活动的描写，而且语言

精准、紧凑干净。看了很多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
总结的作品，都缺这个东西，因为作者本身对经济
不熟悉，但这本书不同，作者很懂经济生活，提供
了很多经济生活的细节。 ——文学评论家雷达

改革开放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在所接
触的课本和报道里面，都只是一个数字，只是一个
百分比增长了多少，然后翻了几番，人民生活水平
得到很大提高之类的东西。所有人去用数字衡量
得失的时候，就没有去量化个人命运沉浮，个人命

运的流离。这本书的作者在计算一个人，一类人，
一代人和几代人的无奈。去计算她们的艰辛，去
计算他们的不堪。 ——蒋方舟

我告诉那些心存幻想的女生们，你们要多
读阿耐的小说，那是商业知识普及手册，女性奋
斗历程史和高端正道版亦舒女青年防骗变鸡贼
教程……总之，包罗万象，看到后来，无论你的
理想是什么，你总会发现自己的那条路应该如
何 去 走 ，何 时 应 该 激 昂 ，何 时 要 学 会 妥
协。 ——知名媒体人、专栏作家庄雅婷

本书紧密结合“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从爱国篇、奋斗
篇、建功立业篇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新
时代党员干部、知识分子要砥砺爱国情
怀、笃行报国之志，要永葆奋斗精神、践
行使命担当，要勇立时代潮头、积极创新
创造，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建功立业。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

作者：白凤国

延伸阅读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辽沈晚报、
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 采写

（节选）

新时代呼唤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
时代。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站在实现
强起来新的历史起点的伟大判断，这意
味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新时代，即“强国时代”。

本书从“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切
入，紧紧围绕“强国时代”，从历史方位
论、民族复兴论、人民中心论、发展理念
论、两大布局论等方面全方位探讨我国
进入强国时代的依据、所担负的历史使
命，以及实现强起来的根本之道，阐述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强国理
论的形成逻辑与理论精髓。

《强国时代》
作者：韩庆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