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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马识途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吴 野

马识途的小说创作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虽然他不愿意谈论他的作品已经

形成了什么样的风格。他只是谦逊地表示，他正在努力追求为广大群众喜闻乐

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他甚至还曾质朴地把他的 《夜谭十记》 《三战华

园》等作品称之为 “新评书”、 “新传奇”，说它们不过是 “我摆的一个龙门

阵”，“一个革命斗争故事”。

广大读者和文学界对他的作品的赞赏，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他的作品进行

深入的研究，剖析一下他“继承了我国的小说传统”，“用摆龙门阵的方法”写

出来的小说，为什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又是怎样使小说的艺术形式同作

品所反映的新的生活内容融洽无间地凝铸在一起?

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上，继承与革新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在这组矛

盾中，占据着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革新。马克思在谈到历史

发展的继承性时，曾经指出: “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

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 3卷第 51 页) 马识途对传统的文学形式的认识和继承，曾经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他由天真烂漫的少年变成饱经人世沧桑、熟

谙世态人情的中年的过程，是他由怀着对光明的朦胧憧憬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

义者的过程，是他由涉猎民族传统文化而扩展到钻研世界文学名著，思想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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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开阔，艺术素养日益深厚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中国民族挣脱旧时代的镣

铐，奔向新世纪，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的过程，是文学艺术

从内容到形式也随之发生着巨变的过程。这些过程的交相重叠，互相生发，铸

成了马识途这个人，也铸成了他的作品的艺术特色。于是，在他自谦之为 “龙

门阵”的文学创作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鲜明的特征:

第一，白描淡写的手法，委婉有致的情节，同多层次的人物配置，多线情

节的相互渗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马识途小说创作的独特韵味。它们

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又是对中外近代优秀小说的借鉴，是对二者的改

造，重新冶炼出了既具有时代特色，又具有作家个性特色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从 20世纪 3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产生这种斗争

并在它的冲击下发生着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是马识途小说创作的对象。斗争

的深刻性、复杂性、剧烈性，使它同中国历史上前此的一切斗争都有了不同性

质。新的人物、新的生活要求着艺术形式上的创造与发展。传统小说单一线索

一贯到底的纵向发展，把一切都扭结在这单一线索的演变上，已经不再能充分

适应表现现实生活斗争的需要了。于是，在马识途的小说创作中，我们看到了

它们被继承但同时也在被改造，在向前发展的轨迹。从短篇小说 《找红军》

《接关系》和《夜谭十记》的许多篇章中，都可以看出这种趋势。

《找红军》采用了视角交错的写法，从两个人的不同视角展现了那一段可

歌可泣的斗争生活。通过作品中的“我”———以“军粮督办处少尉督导员”的

身份为掩护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的眼光，我们看到了王天林当时的处境，隐约体

察到透过他奇特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不甚明确的期待与追求。在这一层生活场景

的下边，又隐隐透露出王天林警惕地观察着这个 “少尉军粮督导员”的目光，

展现了生活的另一个层次。这使得两个人物之间有了一种戏剧性的带着某种紧

张意味的关系。情节的发展最后引出了王天林的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往事，故

事的重心由“我”身上移到了王天林身上，叙述的角度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

人物的多层配置，视角交错，双重第一人称的运用，同富于传奇性的委婉有致

的情节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大地增加了这个短篇小说的容量。它使遭到

了挫折的农民自发斗争，同党的有组织的革命活动结合在一起了，使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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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斗争经历重新活在现实的斗争中了，使作品既拥有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传统风格，又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超出了单独叙述王天林自立红军的传奇

故事所可能获得的艺术效果。

作为《夜谭十记》第一篇的 《破城记》，似乎更能使我们看出马识途的

“龙门阵”的艺术特色。刚读到头几页的时候，人们大概会以为这是一个类似

果戈理的《巡按》那样的故事，但读完全篇之后，读者却不能不为作家善于把

浓郁的传统风味同强烈的时代特色融合在一起而感到激动。在这篇作品中，两

条情节线索在人们不知不觉之间就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互相影响，互为因

果，演出了一幕引人入胜的戏剧。没有第一条线索———县太爷迎接真假视察委

员的排场和风波，难以如此神情毕肖地再现出那一大批贪婪、反动、腐朽、昏

聩的“当道人物”的面目，难以入木三分地揭示产生这些人物的那个社会的腐

朽本质。如果没有第二条线索———游击队和地下党的革命斗争，就难以使作品

获得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教育意义，而降低为对旧社会常见的腐败现象的

泛泛谴责。整个故事的发展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跌宕起

伏，委婉有致，而会走上另外一条单纯得多的道路，变成另外一种面目。摆在

“明场”处理的是第一条线索，它使旧时代官场的腐败习气得到了戏剧性的泣

染和揭露。第二条线索则完全被放到了舞台的后面，真到整个故事快结束时，

人们才恍然大悟地发现，原来在前台演出的一切，都是在它的左右和控制之下

的。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从一个穷科员的时而诚惶诚恐，时而愤愤不平，时而

惊骇万分，时而痛快淋漓的口吻中叙述出来的，使交错在一起的两层情节又获

得了一个新的能动的因素。所有这些新的因素同中国小说传统的巧妙融合，使

作品对现实生活的描绘获得了立体感与纵深感，有力地再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

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斗争，有助于揭示特定社会关系的本质。

第二，富于传奇性，是马识途的“龙门阵”———他的小说创作的一个明显

的特征。情节的大起大落，变化的急剧与意外，巧合的运用，这些形式特征在

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是不难发现的。但事情的另一面却往往容易遭到人们的忽

略，即在表现这些变生意外的事端时，作者却又在努力把传奇性淡化，或者说

使传奇性现实化，使传奇性的情节发展获得现实性的品格，使人物始终活动在

真实的、足以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阶级关系本质的典型环境中，从而使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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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性的情节获得了高度的艺术真实。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但作家竟然把两

个明显对立着的侧面拉到一起，使它们融洽无间地结合起来，并且在许多情况

下还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似乎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从对 《找红军》《接

关系》 《西昌行》 《三战华园》和 《夜谭十记》等作品的研究中，我们看到，

那些大起大落、突兀陡峭的情节，虽然在它们出现的时候，是猝然而发，一来

便使整个局面为之改观，人物的命运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突然发生戏剧性的转

折。但是，究其实，它们却不是无因无由的。它们来得突然，但却是在现实的

生活运动中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是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

果。从理性上认清这一道理并不困难，但要在作品所创造的形象系列中，艺术

地再现这一点，却是相当不容易的。有时，由于体裁的关系，由于篇幅和叙述

角度的限制，就显得更加困难了。作家凭借深厚的生活功底和熟练的艺术表现

能力，出色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接关系》中，被党组织派到大巴

山来接关系的共产党员任道，却被他踏破铁鞋觅不得的地下党的同志抓了起

来，准备活埋。这个变故来得那么突然，进展那么奇特，一下子把任道置于死

亡的边缘，但转眼又使他绝处逢生，并使他同王家盛、王二木等人的关系突然

发生了反方向的转折，使事情的面貌发生了全局性的变化。这确实具有强烈的

戏剧性，但它在整个情节发展中，却又显得那么稳妥、自然，似乎不能不如

此。这里边诚然有“一阵风”这个人的冒失，“心血来潮就乱整一气”的性格

的因素，但作品对生活的揭示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通过这个传奇性的情节

对特定的生活环境做了更深入的揭示。任道奉命来接关系的地方，是红军的老

根据地。红军北上后，这里遭到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一年多前，党的

地下组织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个主要的农民领袖都牺牲了。山霸王巴山虎

又是“老奸巨猾，和我们斗了十几年，警觉性高，有相当多的经验”这样一个

穷凶极恶的敌人。任道年轻、热诚、急于事功，而又缺乏地下工作的经验，一

来就上了叛徒的当，和叛徒过从甚密。这一切，落在地下党的眼里，自然不能

不引起极大的怀疑乃至于痛恨。正如陈孟光所说，地下党的阶级警觉性和对敌

人的深仇大恨，不是抽象的认识，而是用 “多少同志的血换来的”。在这种特

定的环境里，任道险些被自己的同志活埋的传奇性情节，就获得了充分的生活

依据，获得了令人信服的现实性的品格。类似的情形，在作家其他的作品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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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第三，厚积薄发，耐人咀嚼，大巧成拙，形易实难，是马识途小说艺术的

又一特色。这使得他的“新传奇”、“新评书”既有高度的思想性，浓郁的生活

气息，而又具有质朴平易的形式，为人所乐见，拥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苏轼在《稼说》中，谈到治学的经验时，指出“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

君子所以不及”的原因，在于古之人“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

者”。他们“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 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

末”。所以，他对于治学提出的忠告便是: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把这

番道理移到生活积累与创作的关系上，并以此来考察马识途的创作，也是非常

恰当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马识途对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所进行的

有意识的观察与了解，对于党领导的国统区的地下革命斗争的亲身体验，始于

20世纪的 30年代，而他比较能有计划地进行小说创作，则已到了 60 年代。其

间竟然有着长达三十年的酝酿、积累时期。在这三十年中，他一直企图以小说

艺术的形式再现活跃于心中的人物，甚至已经写出或发表过一些篇章，但又不

断被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和紧张、尖锐的斗争所打断，不得不放下笔来。可

见，这三十年间，他并没有真正放弃过对生活和人物的形象的思考，一直是在

有意或无意地为日后可能进行的创作做着体验、积累、消化、酝酿的工作。这

真是持满待发，既盈必溢。但在投入具体作品的写作时，他又总是在竭力压制

着想把长期积累的东西统统倾泻出来的冲动，严格地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把

作品浓缩了又浓缩，对材料精选了又精选，并竭力挖掘各种人物、事件相互之

间的内在联系，恰当地组织将置于前景和背景的东西。这些努力使他的作品不

但获得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充实的情节和细节，而且获得了使人物形象自己从纸

上凸现出来，活生生地站在读者面前的艺术效果。这使他的作品在当代小说艺

术之园中获得了自己的位置。

马识途的小说有着丰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这是久已为人所知的。如

果再进一步剖析这些小说，我们就会看见，它们是用许多被浓缩、精练过的材

料紧密地组织在一起的，其中许多情节本身就是可以独立成篇的，稍加生发，

便可以写成一部短篇或中篇小说。例如，《破城记》中仅被作为背景的游击队

的活动; 《盗官记》中会计师爷的调包计和张牧之做官的经历; 《老三姐》中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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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两代的斗争和牺牲，等等。但作家不吝惜材料，而是把它们放在艺术构思的

熔炉里，加足火力，反复熬炼，去水分，去杂质，严格以塑造人物形象为目

的，重新给以组织。在这样的作品里，人物的形象、特定生活情景，既获得了

鲜明的具体可感的形式，又包含着经得起思索和咀嚼的深沉的内蕴。惨淡经

营，而终于采取古拙质朴的形式; 思虑深沉，却赋予明白晓畅的叙述，平易近

人，可又总有许多不尽之言、言外之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耐人寻味。

此外，幽默与讽刺是马识途小说创作中鲜明而突出的又一特色。这不仅是

指他那些享有盛誉的讽刺小说，而且是指渗透在他的全部创作中的一个活跃的

因素，一种突出的特有的色调。但是，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再详加讨论，只好

候诸异日了。

(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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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创作论

邓经武

1935年，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地方印象”专栏，马识途以对故乡

风物的回忆散文《万县》参加征文活动并获奖。1938年，首次使用 “马识途”

的名字在《新华日报》发表报告文学 《武汉第一次空战》，并于同年入党，这

三件事似乎已喻示着马识途今后人生的基本运行轨迹: 加入共产党，可谓找到

了正确的人生道路，是以更名为 “识途”;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时时不忘以文

艺之笔表现社会斗争和时代风云; 一旦正式地进入创作，就始终注意营造一种

巴蜀风。这三大基点就是马识途作为一个作家的个性所在。

一

无产阶级政党因其根本目标而树立的“工农兵文学”的权威话语，共和国

建立和革命胜利的骄傲，执政党要求进行的 “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的教育任

务，这都使共和国文学呈现出全新的特征。20世纪上半叶成名的作家往往因创

作思维的定势和个性手法的定型而难以完全适应这种新的要求。而作为一个职

业革命家，马识途无须勉强地去“体验生活”和费力地 “转变立场”，他那长

时期地下斗争“九死一生”的经历，恰好使其个人的情感表达需要及文学价值

观与时代主流话题模式达成了完全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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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马识途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 《老三姐》，这是根据自己革命斗

争生涯中一个真实人物而塑造的农村普通党员形象，“老三姐”那坚定的斗争

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对敌斗争中的英勇机智，对同志的热情关怀

以及那朴实无华的为人，都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段时期，马识途又连续

推出《接关系》《小交通员》几个革命历史题材短篇，而 《找红军》则是其代

表作。

《找红军》通过革命者 “我”被派往一个新地方从事革命工作的一段经

历，在广泛揭示阶级压迫下民不聊生现状的同时，通过作品主人公、青年农民

王天林的性格表现，反映了中国农民不堪剥削压迫，希望自发的反抗斗争改变

自己命运，但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和斗争经验不够而陷入失败时，小说通过对

王天林隐匿多年而一直执着地寻找红军的顽强意志的描写，揭示了中国农民渴

望革命和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热切愿望，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最

终获得胜利的社会基础。

小说将人物性格置于发展变化中去展示，正是作者创作初始就体现出的可

贵之处。作品主人公王天林因不堪压迫而萌发反抗意识，“川北红军”传说使

他看到了希望，在“找红军”的过程中因为幼稚而历经艰险，而自立红军的方

式也只是“在腰上缠条红带子，枪上吊着红坠子，还把头上缠的白帕子染红

了，硬是一身都红起来了”。但主人公稍获胜利就忘乎所以，让敌人奸细混进

来，导致了“全军覆没”。失败的教训使他变得聪明起来，他学会了隐蔽自己、

暗中观察，以巧妙的方式进行斗争，最后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在党组织的教育

帮助上，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注意的是，这篇小说选取巴蜀大盆地

社会作为背景，以当时的“川北红军”和地下党的活动为情节框架，注意营造

一种巴蜀语风，大量使用蜀地方言语汇如 “玩格” ( 享受、摆架子) 、 “帮长

年” ( 干长工) 、“呻唤” ( 呼痛) 、“摆龙门阵”等，使小说具有较浓的巴蜀地

域色彩。

在马识途的初期创作中，注重写普通人，即使是革命者也非完美无缺，从

而使他的小说有极浓的生活真实性。如《找红军》中的王天林，在日常生活中

就有着“脾气不对头，一天难免要顶几杠子”的性格缺点，但这正是他历经失

败又找不到红军的内心焦急所致，刚听到关于红军传说时对 “一片红色，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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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红眉毛、红衣服”的误解，这正是一个普通农民的一种必然思维方式。而

在《小交通员》中，青年交通员小丁“才那么丁点年轻，却在手里拿着一支纸

烟，看那指甲，是一个老烟枪了。乍一看去，小丁是个吊儿郎当、玩世不恭，

却又聪明伶俐的 ‘小大人’”，他甚至在接受上级任务时也是一副爱听不听、

满不在乎的样子，平时也喜欢逛马路、坐茶馆，但这并不妨碍他忠诚于革命事

业，并且能够随机应变地完成任务。应该说，这个形象上，既体现着革命职业

特殊性质 ( 广泛的社会交往) ，又是旧社会大染缸给每个人烙下的特有印痕。

正因为作者抓住了独特的“这一个”的性格特征，而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而独

特。

并非立志成为作家的马识途，却因为难以忘怀那段革命斗争历史和相濡以

沫的革命同志而拿起笔来。但由于生活体验的厚重和所倾注的强烈情感，他的

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如其开篇 《老三姐》刚问世就迅疾被 《人民文学》转

载，中国作协领导明确表示要对其生活积累 “进行开采”。但他更大的成功，

却在描写寻找烈士遗孤———父女团圆事件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上。

二

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源自于马识途的真实人生。怀着对战友的深情，马

识途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寻找战友何功伟的遗孤，却意外地找到了刚满月时随

母入狱、失散达二十年之久的亲生女儿。父女重逢，大悲大喜，又激发起对妻

子和战友刘惠馨的思念，以及对共同战斗过的被害的战友们的怀念。革命历史

的缅怀，和个人情感的汹涌荡激，都使马识途难以平静，“一种负疚的感觉猛

袭心头”，他要向世人展现那段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以纪念革命先烈。

小说以 20世纪 40年代初革命斗争最艰难时期为背景，以一个父亲向女儿

讲述妻子、战友的英勇斗争故事的序章和表现父女团圆、战友重逢的尾章为总

体框架，集中于革命者柳一清、贺国威等的战斗历程，塑造了一批忠贞的革命

者形象。作品情节从“特委会议”开始，初步展示主要人物的性格; 干练泼辣

的柳一清、老成持重的贺国威、热情温和的任远、敦实鲁莽的王东明，以及注

重仪表打扮的陈醒民，又通过会议进行中突然闯进的不速之客，对在场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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