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米的回∷忆》中的,

“小米”有象征意义吗 ?

李 世 禄

曹靖华同志 《小米的回忆》一文,去年编入了凼川省中学语文教材第八册。课文后

面有一道练习: “‘
小米

’
有什么象征意义?” 对于这个习题,学生颇觉茫然,教师亦

难以讲清楚。 《小米的回忆》一文是否用了象征手法, “小米
”

有象征意义吗?对此,

有必要研究一番。

象征是一种常用的表现手法。许多著名作家都用象征手法写过不朽之作,如高尔基

的 《海燕》、茅盾的 《白杨礼赞》即是。运用象征手法的作品,所塑造的形象和描写的

典型环境一般都是有明显寓意的。而 《小米的回忆》却并没有这种特点。巛小米的回忆》

这个题目就是从小米引起的回忆的意思。此文原名叫 《小米加步枪》,收在曹靖华同志

新近出版的散文 《飞花集》中,编在 巛往事漫忆》的总题目下。集中冠以 《往事漫忆》这

个题目的,共十篇,每篇都宥一个副题,如 “——怀周
·
恩 来 同 志”、 “

一一 怀董老”

“̄ ˉ梅园断想”、“̄—丬、米加步枪
”、“--关于鲁迅书信及其它

”
等等。这十篇文

章,全是回忆往事,纯属纪实。 《小米的回忆》是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用的题目,而且

文字上较 《小米加步枪》有较多删节。原文开头引了毛主席四段语录,前两段全谈枪杆

子,现 已删。引语录后,作者分别对枪杆子的重要性和小米的重要性略加论芯,指 出 “人

民在取得政权和捍卫政权中,小米之功,是不能抹煞的”
,“现在且来谈小米吧”。接下

去,文章分四部分:回忆童年时曾给小米间过苗,三十年代初曾送过小米给鲁迅,抗日

战争时期到重庆 “老乡亲”饭馆吃过小米稀饭,得到过周恩来等同志从延安带给的小米

(《小米的回忆》把后两部分合在一起了)。 由此可见,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完全是借小

米展开回忆9小米只是引起作者回忆之物,是贯串全文的线索。

文章第=部分,回忆童年时代在家乡 “石笼”给小米间过苗,介绍了小米生长特性、

种植历史以及防潮、防热、防虫、不易霉烂等优点,似乎在赞扬小米具有抗御强暴、要

求低、贡献大的品格。这是不是作者有所寓意呢?不是,这是写实。对照原文就更清楚

了。课文这部分的第一、二自然段,恰好与原文这部分的一、二自然段换了顺序。原文

先介绍小米产地、种植历史,后回忆童年间苗,现文则先回忆间苗,次介绍小米。这样

改动,既承接上文更紧,也证明对小米的介绍是写实而非象征。有人曾问作者:“石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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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角声可与东方相配。又 巛汉书 ·律历志》: “
太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

物,于时为夏。” 《礼 ·月令》: “孟夏之月,其音征。”
可见征声可与南方相配。又

《礼 ·月令》: “
中央土,其音宫。”可见宫声可与中央相配。又欧阳修 《秋声赋》 :

“
商声主西方之音。”可见商声可与西方相配。又 《礼 ·月令》: f孟 冬 之 月,其 音

羽。” 《史记 ·天官书》: “
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日壬癸。”可见羽声可与北方相

酉己。

不难看出,南声,即征声,即现代音乐简谱上的5(sol);北音,即羽声,即现 代

音乐简谱上的 6(la)。

5(sd)是大调的主音之一,6(la)是小调的主音之一。凡属大调的曲子,比较雄

伟庄重,凡属小调的曲子 ,比较活泼轻快,或者哀怨凄婉。如此 说 来, “南 声 函胡,北

音清越”,说成是
“
一块石头发出象 5(so1)的 声音,厚重而模糊;一块石 头 发 出 象

(6)la的声音,清亮而激越
”,也是符合情理的。当然,5(sol)和 6(la)是相 对的

音高,不是绝对的音高。而李渤亦不过是凭着主观的想象,予以联系和假定,正如苏轼

认为
“
噌肱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簸坎镗褡者,魏献子之歌钟也”

一样,因为无射与歌

钟的声音,谁也没有听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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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特殊含义?作者说:没有9那只是一个普通地名。其实,文章这部分的结尾已说

清 “石笼”
确属地名: “故乡小河边上的

‘
石笼

’
啊,在今天学大寨的火红年代里,它

早该变成一马平川的丰产田了吧:”

诚然,文中也有这样的旬子: “每粒小米,都包含着党对我们体贴入微的深情厚意

啊!”
 “当年,我仗着小米,战胜了病魔。延安革命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

不是仗着小米加步枪,击败了美械装各的蒋介石反萆命武装吗!”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小米象征着党的温暖,象征着延安精神呢?也不能。这里的小米是专指周恩来等同志从

延安带到重庆的小米。由于这小米来自毛主席身边,带小米是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党的领

导同志对国统区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l的关怀的表现,因此,它 “包含着党对我们体贴

入微的深情厚意”;因此、 “我”才能从延安小米身上吸取力量, “仗着小米,战胜了

病魔”。这是寄情于物9触物动情9不是小米象征什么。至于 “小米加步枪”,是毛主

席对我们革命力量的一种通俗的形象化的比譬,是同 “飞机加坦克”对比着说的。虽然

我们装各不及国民党,但我们是正义的,革命的,有人民支持,终将取胜。也不能由此

得出小米象征什么的结论。如果说 “小米”象征艰苦奋斗、劳动人民本色,或象征延安

精神9文章第二、四部分似乎尚可以勉强这样说说,那第三部分,作者送给鲁迅的小米

又象征什么呢?没有那一袋小米,鲁迅的战斗精神就减弱了吗?何况曹靖华同志当时送

的还有果脯呢!那时长征都还没开始,何来的延安精神?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中的小米确实不象征什么。如果硬要求说出它的 “象征意

义”,只能是穿凿附会,不能自园其说,还会引导学生去钻牛角尖。这样做,我们认为

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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