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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志》的《蜀志》里有《马良传》。这马

良可是个名人，不过和这本书里的马良一无干系。

虽然同名同姓，但纯属巧合。我想，给马良起名的

人未必读过《三国志》。《三国志》是历史书，就是

说，三国时代真有一个叫马良的人。

我们说的马良，是个山乡里的野孩子，既贫且贱；

所以什么“史”，什么“记”，都没有这个马良的份儿。

其实，在山乡里，我们说的马良，似乎大大超

过三国时代的那个马良。在山乡里，谁知道三国时

代的马良？却有许多许多人知道这个马良，许多许

多人会讲神笔马良的故事。

许多地方，许多人，一说起马良，都说马良还

在，有的人还有名有姓地说出谁谁谁见到过马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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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永在，永远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在人们的故

事里。山乡里的父老兄弟们，都非常崇敬他。

有人问：马良是哪朝哪代人？我曾经考证过，

也说不清楚了。因为人们在说起马良的故事时，总

是这样开头：“很早很早以前……”或者索性说：

“谁知道是哪一朝哪一代。”总之，你别问了，好吧！

有人问：马良是哪个地方人？我曾经考证过，

也说不清楚了。因为人们在说起马良的故事时，都

是这样肯定：“就在俺这山区里！”或者索性说：“我

们老家那块地方。”好像马良和谁都是同乡似的。

余生虽晚，可亦是山乡之人，从小就听说过马良

的故事，十分喜爱，稍稍识字，就广为搜集、记录。

抗战时期，家乡沦陷，我流落于后方，和各色

人等都有接触，我搜集、记录了许多许多故事，包

括神笔马良的故事。

我曾认识一位卖笔的手艺人。他说他原是一处

制笔作坊的工人，因为战火南烧，作坊倒闭，他失

业了。老板发给他许多笔，他一路卖，一路回家。

他头戴斗笠，背着一个蓝布大包袱，和我同行。

他告诉我，他一路过来，被“中央军”扣住

过，也被“和平军”扣住过。“中央军”说他是“和

平军”的间谍，“和平军”说他是“中央军”的探

2



中
国
儿
童
文
学
经
典

神
笔
马
良

子。他什么也不是，一点也不害怕。我问他是怎么

逃出来的。他呵呵一笑，回答说：“我有笔啊！”

笔，怎么能帮助他逃出来呢？他没有说。

他的笔的故事，和他包袱里的笔一样多。我们

一路走，他一路卖，一路说。他卖不完笔，说不完

笔的故事。有时，一支笔上掉下来一根笔毛，他也

能说出一个长长的故事来。当时，我还真想过，这

人会不会就是马良呢？

那天，我们一起宿在山下的一个小客店里，我

清晨醒来的时候，不见他了，只发现在我的行箧

里，多了一支笔，这是他送给我的。从此再也没有

见过他。那支笔，虽然不是“神笔”，可我仍把它当

成是马良送给我的神笔，一直好好保藏着。

我知道他没有念过书，故事也都是听来的。因

为七传八传，讹误也不少。有的明明不是马良的故

事，譬如江郎的故事，张良的故事，王冕的故事，

吴道子的故事，他也弄到马良的头上来。自然，许

多笔的故事，是没名没姓的。

大概马良算是个“作科犯上”的人，那时候，说他

的故事，是会惹祸的，所以变的变，改的改，用什么名

字的都有，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也很难弄清楚了。

确实，以前每朝每代，都有人不喜欢马良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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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因为很是奇怪，这些故事，元朝的人听起来好

像故事发生在元朝，明朝的人听起来好像故事发生

在明朝，清朝的人听起来好像故事发生在清朝……

据传每朝每代的小民百姓，都非常喜欢马良的

故事，常常给他们的儿子、孙子们讲。不讲，好像

比什么都难受；讲了，孩子们记住了，似乎了却一

大心愿。神笔马良的故事，得以一代一代传下来。

有人将神笔马良称之为“天下第一大文侠”。因

为他是用那支神笔来帮助世上众多不幸的人们。一

个马良，一支神笔，在这纠葛纷繁、变化无穷、险

象环生的大千世界里，的确可以做出一番又一番可

歌可泣，甚至惊天动地的新奇大事来。

许多父老兄弟，一次次给我讲述过神笔马良的

故事。我给许多少年朋友，一次次讲述过神笔马良

的故事。

现在，我已年长，也学到了一些编织文字的基

本功夫，就将这许多搜集、整理来的故事，区别真

伪，去芜存菁，加以梳理，略作点染，一以贯之，

用当年那位制笔手艺人赠我之笔，写成这部《神笔

马良》，把这位山野间少年人的前朝旧事，一一介绍

给今日少年朋友们。

诸位，且让我慢慢从头细细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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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个孩子名字叫马良。

他住在村口的破窑里。父亲、母亲早年死了，

靠自己打柴、割草过日子。天底下，穷人是一家，

村里的人们常常接济他，帮助他，照料他，那些伙

伴们，一个个待他就像亲兄弟。

马良从小喜欢画画，在地上爬着的时候，就爱

拿块石头，或者抓根木棒，在泥地上胡乱地涂一

气。直的、横的，圆的、方的，谁知道画的是

什么。

长大了，他很想学画画，可他哪有钱去买笔

呢！他们这个村子里，家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庄

稼人，也没有一家有笔的。

马良多么想自己能有一支笔，一支属于自己的

一 笔架山下
YI BIJIASHAN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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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啊！

他们村后的大山，虽然光秃秃的，都是沙土岩

石，并不长树木花草，但它的形状十分奇特，三座

山峰，并列一排，像个“山”字。来这山上游历的

人说，那个造字的古人，准到过这里，不然怎么造

出个“山”字来呢？这三座山峰，很高，要攀上这

三座山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山，没有什么经

济价值，不能种植庄稼，村里的人们砍柴割草，都

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可是，这山，远远一望，背衬

蓝天，恰似一个赭色的大笔架，煞是好看。

这大山，给了大山的儿子马良以大山的性格。

他像大山一样的倔强，不畏惧困难，想做什么，一

定要做成。他不懂得阿谀、奉承，做什么事，都是

一往直前，遇到阻挡，都不回头。他虽然和大山一

样贫穷，但他和大山一样屹立着，挺着腰杆子做

人。他以他是大山的儿子为荣。

在他们村子东方，远远的地方，有一座古寺，

古寺后面山丘上，有一座砖塔。年代很久了，由于

经历了火灾，塔身只剩下一个褐色砖块砌的壳子。

奇特的是，塔尖上长满了许多树，大概是鹰鸟衔上

去的种子，年深月久，长成了大树。大树枝丫伸

开，叶子浓密，这塔远远望去，很像一支大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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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身为笔杆，塔尖的树枝则是笔头。最凑巧的是，

塔顶的树木中，有一棵是枣树，秋高气爽，枣子成

熟，鹰鸟啄食，四散飞落，宛如笔尖饱蘸颜料，向

广袤的天穹洒溅出星星朱墨。

如果说，大山的性格就是马良的性格，那么，

这塔给了马良以志气。塔尖高耸刺天，马良志气凌

云，他多么想把这塔托在手上，挥舞它，像挥舞一

支笔，在蓝天上，用绚丽五彩的霞光作画，描绘出

一幅幅优美的理想画卷。

村子里有个传说，每隔三百年，那一天，那一

刻，天要开眼，照在塔上的阳光会突然特别强烈，

使塔的黑影投到远远的高山山峰之间，似同一支

笔，搁在笔架上。据称，如果在这顷刻间，有谁能

抱住这黑影，他就会成为一位很有才学的人。

可是，村里年岁再大的老人，也没有见过这三

百年一逢的天开眼，也不知道哪一年发生过这奇

迹。因为他们村子里，世世代代，都是泥腿子，捏

泥巴的，从没听说出过一位有才学的拿笔人。

幼年的马良，一次次，去攀登村后的高山，他

爬上峰尖，坐在只有桌面大小的峰顶上，遥望远远

的那古塔和东方冉冉上升的太阳，他多么希望遇上

天开眼，太阳光突然明亮起来，将塔的黑影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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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让他一把紧紧地抱住它。

他等过许多个从清晨到中午，他满怀希望地上

山，却每回都是怅怅地回来。

他很想有一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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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他听人说城里城隍庙里的判官有一支笔，

他就一个人赶去了。他来到那尊判官像的前面，只见判

官的左手拿着本簿子，真的，右手高高地举着一支笔。

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就鼓足勇气走过去，请

求说：“判官爷爷，你能把这支笔借给我吗？”

判官爷爷不动声色，像是没有听见他的话。只

见对面过来一位老人，捋捋白胡子，代为回答说：

“傻孩子，判官爷爷的笔，怎么能借给你？你不见他

手上拿着本生死簿吗？人一生下来，他就要记下，

该什么时候死……”

马良是个孩子，他不明白，问：“人，怎么都要死呢？”

那老人笑笑说：“要是人不死，那些坏人，恐怕

更要凶啰。好心人日子更没法过了哟！”

二 判官和魁星
ER PANGUANHE

KU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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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还是不太明白老人的意思，眼睛眨巴眨巴

地望着判官手中的那支笔。

过路的老人笑笑说：“你这孩子八成想借笔学画

画吧！”

马良叫老人说中了，欣喜地说：“是啊！我想有

一支笔，我很想学画画。老爷爷，你说，能成吗？”

老爷爷摸摸马良的头，鼓励他说：“能成！不过

你要经过一番努力啊！你要笔怎么去向判官爷爷要

呢？你应该到那边文昌庙，去求魁星菩萨。”

马良看了看判官爷爷那严厉的黑脸色，不敢多

说。谢过老人，便到前边文昌庙去找魁星了。

魁星那模样，好吓人哟！一只脚踩在一条大鱼

的头上，一只脚踢着一口斗，果然手上拿着支大

笔，笔尖几乎碰得着过往人们的额头。

马良战战兢兢地走上前去，向魁星磕了个响

头，说：“魁星菩萨，你的笔，能借我用用吗？”

魁星的脸铁青铁青，双眼眼珠都突出来了，没

有回答他。

马良连说了三遍，魁星没有什么反应，他便大

着胆，爬上那条大鱼背，伸出手去，取下魁星手上

的那支大笔。

这笔取下来了，他很高兴，可仔细一看，原来

6



中
国
儿
童
文
学
经
典

神
笔
马
良

这笔是泥做的。一碰，泥掉下一块，露出里面的竹

签。泥笔，又有什么用呢！他只好将这支笔，又照

原样塞进魁星的手中。

这时，又有一个老人走过，捋捋白胡子说：“你

这孩子，你想有支笔，魁星菩萨会给你的，你怎么

可以自己随便去拿他的笔呢！”

马良瞧瞧魁星那愠怒的神色，心里有几分不

安，赶紧鞠了一个躬。说了句：“魁星菩萨，对不

起，我太想有一支笔了。”

说完，一溜烟地跑回村子去了。

马良很想有一支笔。

一天，他突然想，没有笔，为什么不自己做呢？

他到竹林里去砍来几节细竹子，这便是笔杆

了。可笔头怎么做？他愣住了。

他一会儿剪了东家羊的毛，一会儿剪了西家牛的

毛。不几天，笔没做成，村子里的羊呀，牛呀，都给剪得

花花斑斑的了。村里的乡亲们不明白，都说是马良这

孩子怎么不学好，瞎胡闹，变得淘气不招人喜欢了。

大家不让马良再去剪羊毛牛毛了，他就剪自己

的头发。可一把把毛，一把把头发，一个孩子怎么

也做不成一支笔啊！

马良又感到惘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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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伙伴，知道马良想有一支笔，可是他没有

办法帮助他。这伙伴，不知从哪弄来一株木笔花，

送给了马良。马良将它栽在窑洞门外向阳的坡地

上，很快成活了。

又一年过去了。就在一个严寒还没有完全过去

的立春日，木笔树上，一支支笔似的紫色的花蕾，

从枝干里伸出来了。不几天，紫白相间的木笔花，

开了一树。

走过树下的人闻到这股淡雅的清香味，都说：

“木笔树开花了，马良就会有一支笔了。”

马良很高兴。春天很快来了，会给大家带来温

暖。他常常站在木笔树前面，自己跟自己说话。

“可是这木笔花，好看不中用，不能当笔使啊！

三 门槛很高很高
SAN MENKANHENGAO

HEN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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