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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戴玉祥：《红色诱惑》

作者| 戴玉祥 赏析| 杨丽霞

【编者寄语】

延安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人类始祖黄帝曾居住在这一带。延安更是中国革命圣地，

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著

名的延安精神。

遥想当年，一场一场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从这里发起，大生产自救、“窑洞大学”开办得
轰轰烈烈，整个延安变成了一所大学校、大熔炉、大课堂，吸引了中华民族一大批杰出的优秀
儿女前赴后继。

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见证了那一段传奇壮丽的革命历程。

【文本研读】

红色诱惑
“红色”指中国共产党建立的

红色革命根据地——延安。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豫南。
当时我在地主家打短工。正是收麦插秧季节，天上下

着火，我光着脊背，手攥镰刀，在割麦子。
故事的开端：抗日战争时期，

豫南，为地主打短工的“我”

在烈日下收麦。

一位年轻后生走过来，走到我跟前，喊我声“大叔”，我
才发现他。后生穿着天蓝色的褂子和裤子，都褪了色，但
很干净；后生长得也干净，皮肤白白的，像是学堂里的学
生或先生。（肖像描写暗示后生的身份是知识分子。）见
我在喘气，汗水由脸上往下流，在肚皮处形成几条黑沟沟，
后生嘴巴张了张，像是还想说什么，没说。后生接过我手
中的镰刀，弯下腰，沙沙割起来。

真是大让我意外，我真真没有想到，后生干活竟然会
这么利索。我喘息会儿而后接回后生的镰刀。后生看着我，
同时指指河那边两条泛白的小土路，有些顾虑地问我说：
“大叔，去西北方向走哪一条啊？”我说：“啥子地方嘛？”
后生想了想，还是说：“就是去西北方向的那一条啊？”
我知道后生对我不放心，这年月，汉奸特务到处都是，后
生的顾虑可以理解，（“后生的顾虑”暗示了当时的社会

背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我手指着河那边的小土路，
说：“那一条通往延安，那一条通往汉中。”后生深深鞠
了一躬，疾步走开。河边，后生和衣扑进水里，像一条撒
欢的鱼，很快上了对岸，跳上那条通往延安的小土路，雀
跃着跑开去。（至此我们豁然开朗，题目“红色诱惑”原

来是指红色革命根据地——延安。“一条撒欢的鱼”“雀

跃”生动地表现了后生找到心中圣地的欢快、兴奋。）

我再割麦子时，脑子里就晃着后生的影子。
小河就在麦田边，清清的河水，上面荡漾着阵阵涟漪。

我真想扑进去，赶走肚皮上的黑沟沟，可我不敢，我怕那
个脸上搁着刀疤的“狗腿子”。（“真想”“不敢”刻画

出劳动者久处压迫之下的懦弱、畏惧。）偷眼四望，热浪
扑脸，大地像烤熟了一般，“狗腿子”的影儿也没有。（剥

削者养尊处优，他们的幸福是建立在劳动者的苦难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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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丢下镰刀，向河边走去。
这会儿，我看见一位姑娘喊着“大叔”向我跑过来。

我心里乐颠颠的，钉住了。姑娘上穿红色短褂，下着荷花
裙，发黑如墨，肤嫩似脂，齿白唇红，脸绽桃花，分明大
户人家“千金”。（关于姑娘的肖像描写。）姑娘站到我
面前，口吐兰香，玉手指指河那边两条泛白的小土路，说：
“大叔，去西北方向走哪一条啊？”我说：“啥子地方嘛？”

姑娘想了想，还是说：“就是去西北方向的那一条啊？”
我乐了，心想今天这是怎么了，刚刚过去的那个后生也是
这么问的呀，我笑而不答。（“我乐颠颠的”“我笑而不

答”两处神态，写出这些年轻人阳光、乐观，看到他们“我”

便忘却了生活的苦难。）姑娘倒好，头一扭，转身奔河边
就走。这下，我急眼了，猛跑几步，拦住姑娘，手指着河
那边的小土路，说：“那一条通往延安，那一条通往汉中。”
姑娘冲我吐吐舌头，跑开了。在河水里，姑娘宛然一条美
人鱼。我看得目瞪口呆。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我看见姑
娘上岸后，竟然也跳上了那条通往延安的小土路。（相同

的问话，同样的选择，运用反复的手法，小说竟然也有了

诗歌重章复唱、一唱三叹的韵味。）

故事的发展：两个男女青年先

后向我询问通往延安的路，并

投奔延安。

姑娘的倩影牵着我的目光，直到望断，（“我”完全

被这些坚定的年轻人吸引了。“我”也开始向往他们所奔

赴的。）才发现自己其实在河水里泡得有些时候了，我慌
慌上了岸，回到蒸笼般的麦田里。（又回到残酷的现实中。）

沙沙沙，看着倒下的麦子，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做长工
打短工，到头来，还不是没有立锥之地？（在他们的影响

下，我也开始思考我的生活。我这样隐忍顺从地生活值得

吗？）这样寻思着，忽听有说笑声漫过来。我抬起头，见
是一群青年男女，像是走了很远的路程，风尘仆仆的，但
彼此还在说笑着，谈论着。（先是一个，然后两个，现在

又是一群。数量的变化，进一步扣题，可见“诱惑”之大。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风尘仆仆，为什么他们汇成了烟尘滚

滚的队伍，是因为前方有隐隐的鼓声在召唤。）

他们来到田边，站在那儿，齐声喊：“大叔，去西北
方向走哪一条啊？”他们的手，同时指向河那边两条泛白
的小土路。（由个体到群像，他们目标相同，步调一致。）

我说：“啥子地方嘛？”他们没有回答，但那一双双明亮
的眼睛仿佛鬼子岗楼上的探照灯在黑夜划亮了一般，在我
身上晃着，半晌，有人说话：“大叔，我们是去延安。请
问去延安走哪一条呀？”我有些感激涕零，感谢他们对我
的信任。（鼓声越来越响亮，红色的诱惑越来越大。“我”

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

其实，延安我是听说一些的，前不久，县政府抓住两
个年轻人，说是去延安的。去延安就要抓吗，后来才知道，
延安是打鬼子的。我扔下镰刀，跑到他们面前，冲他们抱
抱拳，而后手指着河那边的小土路，说：“那一条通往延
安，那一条通往汉中。”（“扔”“跑”“抱”“指”等

一系列动作描写表明我被他们感染、内心有了触动，由好

奇到敬佩。）他们围过来，祝福我，与我握手，那一刻，
我被幸福包裹着。（他们没有一点架子，敞开怀抱接纳我，

这一刻，我像找到了自己的家人，有一种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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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像一群小鸭子在河水里扑棱了一会儿，后来就跳
上了那条泛白的小土路，还唱：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
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
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啊，延安/你这庄严雄
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小鸭子”的比喻写出

他们奔向圣地的欢快自由。雄壮的歌词既照应标题，又点

明主旨。“红色诱惑”——延安，这是反抗压迫、追求进

步的革命青年心中的向往之地。）

故事的高潮：一群男女青年说

说笑笑走过来向我问路，奔向

延安。至此，故事达到高潮。

这年秋末，我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儿子要去抓药，
我清楚自己没救了，阻止儿子。儿子跪在我床边，哭说：
“爹，那儿子一定给你买一副好棺木。”我说：“给爹织
个草席裹尸就行了，省那钱，去买些木头，在小河上架座
桥吧！”儿子不解，问我：“爹，架那桥干吗？”我说：
“天冷了，有年轻人还要过河呢！”（“我”临终前和儿

子的对话。架桥的愿望表现我已经认定他们都是好人，是

为全天下穷苦人谋幸福的，是为全中国谋解放的，我要尽

最大的努力支持他们。结尾是小说的神来之笔，意蕴丰富：

还会有大批的年轻人受到诱惑，前赴后继。）

故事的结局：我临终留下遗愿：

在河上架桥，以便天冷后年轻

人渡河。故事以“我”的觉醒

收束，发人深省。

（选自《2012 年中国小小说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

年版）

【知识建构】

小说中的反复手法
反复，是根据表达需要，有意让句子或词语重复出现的修辞方法。
反复的作用：（1）强调，增强语气或语势；（2）起到反复咏叹，表达强烈情感的作用。

（3）同时，反复的修辞手法还可以使诗文的格式整齐有序，而又回环起伏，充满语言美。
戴玉祥《红色诱惑》在写年轻人问路过河时就运用了反复的手法，相同的问答多次出现，

表达了年轻人对延安强烈的向往，同时也使小说整齐有序，回环起伏，充满诗意的美感。
【试题解析】
1.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
A.尽管“后生”“长得也干净，皮肤白白的”，但“干活竟然会这么利索”，充分显现了进步
青年保有劳动者本色。
B.“我”送走“后生”，也想跳入河中洗洗，但又因怕“狗腿子”而不敢的心理，表现出劳动
者对压迫的恐惧。
C.面对三批青年的问路，“我”三次反问“啥子地方嘛”，后两次带有调笑、作弄意味，希望
他们能说出是去延安。
D.文末“有年轻人还要过河呢”这句话，显示出“我”受到进步青年革命行动的影响，做出了
支持和向往的姿态。
参考答案：C
解析：“后两次 带有调笑和作弄意味”错。
2.小说对三批人过河时的情形分别作出简约、形象而又精细的描写，请结合作品分析其用意。
（6 分）
参考答案：
（1）第一位“后生”在水里“像一条撒欢的鱼”，第二位“姑娘”“宛然一条美人鱼”，第
三批“青年男女”“像一群小鸭子在河水里扑棱”，最后都是“跳上了那条通往延安的小土路”。
（2）描写得轻快欢跃，充分展现了青年们投奔革命圣地的急迫而又坚定的追求之心。
（3）显出“我”的内心受到了他们行动的感染，点明了标题“红色诱惑”的内涵。
解析：首先找出对于三次过河的描写，找出它们的共同点，理解它们对于塑造形象、表现主题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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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一般来说，讲述者的身份与经历会影响其讲述时的遣词琢句和语
言风格。有人认为，文中的“我”虽然是一个“做长工打短工”的农民，却并非目不识丁，对
此应怎样理解？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4 分）
参考答案
①“我”用古雅的四字文言对姑娘的外貌进行描写，又形容姑娘的说话是“口吐兰香”，手是
“玉手”，影是“倩影”，感叹自己没有“立锥之地”，这都不是当时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能
说得出的词句。（其他词语合理亦可）②豫南不出产“美人鱼”，“我”用“美人鱼”形容那
个姑娘，说明“我”有相应的知识。③“我”能听懂青年们歌词中“流萤”“坦平”“围屏”
等词语，说明“我”有一定的文化素养。④正因为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才更容易被青年们
的革命热情感染，理解延安对抗战的意义，对青年们做出支持。（每点 2 分，答出两点得满分）
解析：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叙述语言难免打上叙述者身份的烙印。本文多处运用古色古
香的文言词语或书面语，可见“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并非目不识丁。可从文中举例说明。
【反馈检测】
1.下列对本文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
A.小说篇首点明抗战爆发后这一故事发生的时间点，意在强化延安作为革命圣地的巨大吸引力，
自然引出青年们的投奔之事。
B.小说细致描绘了“后生”和“姑娘”的穿着打扮，既点明了他们的身份和阶层特征，又从侧
面揭示了革命熔炉吸引力之大。
C.有人直接问去延安的路，而“我”依然同时指明两条路。小说通过“我”的答非所问暗示出
这些青年的革命警惕性还不高。
D.类似《延安颂》歌曲的唱响，强有力地渲染了进步青年的革命激情，在照应标题的同时，也
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2.小说相同的过河情节安排了三类人，分别是男青年、女青年、一群男女青年，请分析作者这
样设置的用意。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山西长子一中 杨丽霞）
【相关链接】

戴 家 湾 女 人
戴玉祥

穆 桂 英
穆桂英其实就是穆菊花，至于戴家湾人为什么都喊穆菊花喊穆桂英，我思想再三，觉得可

能与穆菊花家的居住地有关。当年穆柯寨建在山上，地形陡峭。现在穆菊花家的房子，也挂在
山腰，很有些相似之处。

可潘荷花不这样认为。
潘荷花说，传说穆桂英有神女传授神剑飞刀之术，本事了得。只是这穆菊花，虽没有听说

有什么过人之处，但那天晚上……
接着，潘荷花给我讲叙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原来，戴家湾倚山面水，景色旖旎。戴家湾人，便利用这一天然优势，开发景区，发展旅

游业。穆菊花家近水楼台，办起了小旅馆。一天晚上，月亮都爬上山顶了，旅馆里来了三个青
年，都光着头，臂上纹着蟒蛇，见只有穆菊花在，眼神便古怪起来。其中的一个说，小姐，给
我们开三间房？穆菊花看着那人，说，你们不是一块的？那人说，一块的啊！穆菊花说，那就
开一间吧？那人说，这可不行，我要是想小姐你了……那人脸色淫荡起来。穆菊花冲那人莞尔
一笑，说，那就三间吧！那人就有些飘飘然了，趁穆菊花开门的时候，从后面抱住了穆菊花。
没想到穆菊花一个鲤鱼打挺，反手扼住那人的手腕，稍稍一扭，那人便杀猪般叫了起来。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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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听到叫声，跑过来。穆菊花见了，忽地跃起，下落的刹那，双脚各踢中二人裆部，二人滚
在地上，哇哇乱叫……

潘荷花还没有讲完，林兰花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林兰花来到我面前，说你别听潘荷花胡
说八道，戴家湾人喊穆菊花喊穆桂英，其实是这样的。接着，林兰花说，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那年，戴家湾大旱，稻田里的秧苗放把火都能燃烧起来。可，经过戴家湾的水渠，却流淌着清
亮亮的水。水是供给下游的红旗村的，因为那个村，是市里树起来的典范，再旱，也是要保证
丰收的。戴家湾人咽不下这口气，可又没什么办法。看着红旗村的人，守在渠埂上晃悠，心里
憋屈。这天晚上，穆菊花召集了十几个妇女，趁着月色，摸上水渠，扒开渠埂。听见哗哗的流
水声，红旗村守渠的人跑过来。穆菊花挡住他们，三言两语，打了起来。只见那穆菊花，腾挪
跳跃，或鲤鱼穿裆，或饿虎扑食，或雄鹰展翅，或……很快，那些男人被打趴在地，穆菊花让
同来的妇女们，将那些男人，拖到一起，看管起来。那些男人，蹲在地上，只好听着哗哗的流
水声，任它流淌。

说完，林兰花看着我，虽没有说话，可那眼神，是在让我不要听潘荷花胡说八道。
潘荷花也不示弱，媚眼剜着我，说，林兰花那是屁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绰号而已，没必要这样认真。
后来，我就把这事儿忘了。
这天，我看电视，在电视上看见穆菊花了。当时，穆菊花脖子上套着花环，正在讲话：
看见那俩人，要说不害怕，也是假的。那俩人面目凶狠，手里有枪，是 A 级通缉犯。面

对这样凶残的罪犯，若让他们走脱，人民就多分危险。这样想后，我大喝一声，跳了过去，夺
过一罪犯手中的短枪，同时飞起一脚踢掉另一罪犯手上的短枪。俩罪犯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已
脚踩着那支躺在地上的短枪，同时用枪点着他们。这时候，赶过来的干警，上前将俩人按住……

关了电视，我决定去见见穆菊花。我要当着她的面说，你就是穆桂英……
潘 金 莲

潘荷花媚眼剜我会儿，见我没有什么表示，轻轻叹了声气，转身走了。林兰花见她走远了，
冲我妩媚地笑笑，问我，知道戴家湾人背地里叫她什么吗？我摇摇头。林兰花说，都叫她潘金
莲呢？啊呸——

怎么会这样呢？
见我狐疑，林兰花自言自语：看哇，这骚狐狸又去桃树园了？
没错，潘荷花是去了桃树园。
桃树园原是戴家湾西边的一片荒地，几年前，牛哄哄从人贩子手里买过来潘荷花做媳妇。

没想到潘荷花性子倔，拼死拼活的，就是不肯进洞房。牛哄哄跪到潘荷花面前，说，小祖宗，
讲个条件，俺要是做不到，就送你回去？潘荷花就说要西边的那片荒地。牛哄哄听说是这事儿，
就应下来了。没几天，牛哄哄找了几头耕牛，把那荒地翻了一遍。潘荷花见牛哄哄实诚，也就
嫁鸡随鸡了。但，潘荷花心里打着盘算，想等入冬了，就把那片荒地栽上桃树。潘荷花甚至想
象将来桃树开花的时候，还搞个桃花节什么的。没想到，还没到冬天，那个叫朱抢抢的外地人，
竟然带人在那片荒地上，栽起桃树来。潘荷花自然不肯答应。事情闹到上面。上面的人说，朱
抢抢有合法的手续，再闹，公安局就出警抓人。潘荷花只好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吞。

潘荷花走进桃树园。
正是桃花盛开时节，满园的桃花，红火火一片。扑鼻的花香，令人心旷神怡。潘荷花徜徉

花海里，脸色也灿烂如花了。
潘荷花喊，朱抢抢——
没有人应。
再喊。
还是没有人应。
潘荷花不喊了。潘荷花知道，朱抢抢夜里准是又熬夜打牌了。潘荷花这样想着，便朝朱抢

抢的房子走去。朱抢抢的房子，建在桃园的中间，说是房子，也就是借着地势，盖的两间茅草
屋。潘荷花推开里间的门，见床上有人，扑通就盖上去了，还说，抢抢，你要想死我哇？那床
上原本躺着的人，受了惊吓，“妈呀”惨叫声，弹了起来，见是个女的，心里明白了几分。原
来，那床上躺着的人，并不是朱抢抢，而是朱抢抢的老婆。朱抢抢的老婆愣怔了会，接着便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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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掴潘荷花的嘴巴。潘荷花并不示弱，俩人打在一起。
后来，朱抢抢赶过来，扯开俩人。
潘荷花气哼哼地离开了。
朱抢抢老婆忽地滚到地上，撕心裂肺般嚎。直到眼泪没有了，声音也哑了，才从地上爬起

来，推倒了那两间茅草屋，恶狠狠地撂了句“离婚”，走了。朱抢抢懵了，好几次想问个原委，
可他那老婆，就是不给机会。现在，看着愤愤离去的老婆，看着被推倒的屋子……

牛哄哄见潘荷花披头散发跑回来，就追问怎么回事。潘荷花开始不说，只是悲悲的哭，后
来被追问烦了，才说，朱抢抢他欺负我。

牛哄哄听说后，气得脸型都变了，抄起柴刀就奔桃树园去了。
朱抢抢正坐在被推倒的屋子边，看见牛哄哄举着柴刀喊叫着跑过来，知道牛哄哄这人粗野

刁蛮不好惹，撒腿跑了。
牛哄哄占了这桃树园后，很豪气地对潘荷花说，怎么样，该是你的，还是你的？
潘荷花是明理的人，让人从中说和，朱抢抢一个外地人，又摊上了这样的事，自然也是做

不下去了，便转让了合同。潘荷花接管了桃树园，精心管理，三年后，桃树挂果，桃子成熟的
时候，潘荷花邀我过去。

那天阳光很媚。
潘荷花站在桃树下，脸颊像熟了的桃子般红艳。潘荷花说，戴，你背地里也叫我潘金莲吗？
我说，没有过。
潘荷花媚眼剜着我，说，其实，那天我推开里间的门，看见床上的人，就知道是个女的……

林 黛 玉
有人喊林兰花喊林黛玉，还真是有些道理。站在面前的林兰花，与《红楼梦》里的那个林

黛玉，简直太相像了。
林兰花在我面前站了会儿，见我对她说的人们背地里喊潘荷花喊潘金莲的事，并不感兴趣，

就走了。
看着林兰花离去的背影，那个多愁善感爱情执着的林黛玉，向我走过来，正告我说，不要

与那些人同流合污，林兰花我们也就是长相酷似，她是她，我是我，仅此而已？
林兰花走了一会，转身上了水库的堤坝。堤坝很高，站在上面，几乎可以浏览戴家湾大半

个风光。正是春天，暖暖的惠风裹夹着花香。水库里，淼茫的春水，上有水鸟嬉戏。林兰花看
着春水，突然发现那里面，也有一个人。

林兰花问：你是谁？
那人说：你是谁？
林兰花说：我是林兰花。
那人说：我是林兰花。
林兰花急了，语气也生硬起来：你到底是谁？
那人也急了，语气也生硬起来：你到底是谁？
林兰花怕了，狠劲地剜眼那人，拔腿跑开了。林兰花跑了一阵，见没有人撵来，这才放慢

了脚步，朝桃树园走去。远远地，看见潘荷花从桃树园里跑出来，披头散发的。林兰花站住了。
心里，林兰花清楚，人们背地里喊她潘荷花喊潘金莲，没有冤屈她。这样想着，林兰花的脸上
就浮出了蔑视。林兰花琢磨，潘荷花因为那片荒地，与那个叫朱抢抢的外地人，闹得那么僵，
俩人怎么会搞在一起呢？现在，俩人怎么又闹僵了呢？林兰花正思想着，忽看见潘荷花的男人
牛哄哄手举着柴刀向桃树园跑去。林兰花转身就往穆菊花家跑。林兰花说，菊花姐，快去桃树
园，迟了要出人命的？穆菊花安慰她说，有我，不会出事的。说后，穆菊花飞走了。

林兰花跟在后面，后来被落远了，便不走了。
林兰花坐到路边。
一头毛驴，悠闲地摇着尾巴，啃吃青草。林兰花看着它，站起，骑上去，拍拍它的屁股。

那毛驴，颠儿颠儿走了。
有人看见林兰花，问：兰花，是去哪儿？
林兰花不作声，只是那脸蛋，花儿般好看。
后来，林兰花骑着毛驴，走上公路。有摄影爱好者，举起摄像机。路上的行人，也纷纷掏

出手机拍照。更有猎奇者，高喊，拍电影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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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人指着林兰花，问：那不是林黛玉吗？
接着就有人答：林黛玉骑毛驴，这是演那出哇？
……
林兰花不敢走公路了，拐上小道，走走歇歇。奇怪的是，三天三夜了，林兰花粒米未进，

竟没有觉得肚饿。那毛驴，也只是歇息时，啃些路边的青草，竟也精力旺盛。
这天，太阳西斜的时候，到了一处建筑工地。林兰花将毛驴拴在一棵大树下，走了过去。
贾如？林兰花竖在贾如面前时，贾如双手不停地揉着眼睛。贾如说，兰花，真的是你吗？
林兰花点点头。
小傻瓜，你怎么来了？
你说呢？林兰花扑进贾如怀里，幽咽起来。
贾如拥着林兰花，泪如泉涌。贾如说，等我挣够了钱，就回去娶你，小傻瓜，怎么找来了？
不要等你挣够了钱，现在就要你娶我？林兰花抬起泪眼，看着贾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