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園 小公園 體育 責任編輯：邵靜怡 美術編輯：馮自培

3月28日，著名作
家馬識途與世長

辭。王蒙曾說馬識
途 「是中國文化的
吉兆，是人瑞，是
中國的國寶，是四
川的川寶，是作家
協會的會寶。」 誠
哉斯言。先生享年
110 歲 ， 橫 跨 晚
清、民國、新中國
三個歷史時期，以
一生志業為後人留
下了一部讀不完的
大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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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署內
外─

警察指揮官手記

》

《商
務學生詞典》

本書旨在
以休閒輕鬆的態

度閱讀香港警察的
人和事。以種種貼近

大眾日常生活的地道文
化議題及本地歷史，分
享有趣的警隊文化，這
次何Sir的《警察指揮官
手記》來到第三冊，
繼續為大眾 「講古．
講故」 。

《
超級
有趣的哲學問題》

本書用清晰易
懂的語言解釋如何

在日常中使用哲學，以
不同的哲學家的觀點和實

驗，回答40個有趣的提
問，啟發孩子的思維，發掘
更多可能性。不論你是在為
動物權利爭辯，還是對時
間旅行感到困惑，本書都
可能會永遠改變你的思
維方式。

收詞量達12000條，涵
蓋現代漢語的常用詞語、通用

詞語、中小學教科書中出現的詞
語，以及學生課外閱讀中可能遇到

的一些詞語。字形標準，採用香港教
育局2007年《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
中所附《常用字字形表》。筆順示
範，教導學生正確書寫漢字。同時標
註普通話和粵語讀音釋義簡明，以
現代漢語中的常用義為主。成語釋
義循序漸進。按部首筆畫順序排

列，檢索容易，查閱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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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識途親歷的百餘年風雲變幻
中，有兩個關鍵詞至關重要，一曰革
命，二曰文學。革命離不開文學之鼓
動，文學少不了革命的主題、題材、思
想和情感。馬識途出生於1915年，正是
「文學革命」 風起云湧的前夜，作為文

學家和革命家，他的一生始終伴隨着革
命與文學的交響。

革命與文學的人生交響
馬識途曾長期從事地下革命工作，

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入黨申請書
上，他簽下了 「馬識途」 而非本名馬千
木，取意老馬識途。1941年，馬識途遭
到國民黨特務四處追捕，走避昆明，化
名考入西南聯大。新中國成立後，他長
期在四川工作，政務之餘，進行文學創
作。傳奇的革命經歷為他積累了豐厚的
素材。

1959年，馬識途從自身經歷取材，
發表《找紅軍》《接關係》《小交通
員》《回來了》等刻畫革命者的小說，
後結集為《找紅軍》短篇集。1960年，
馬識途開始創作長篇小說《清江壯
歌》，先在報刊上連載，1966年由人民
文學出版社出版，一開印就是二十萬
冊，引起廣泛的社會反響。2019年，新
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馬識途寫了
《我與新中國》，追憶五六十年前的創
作情景時： 「寫作打開了我革命鬥爭記
憶的閘門。那段驚心動魄的革命生活雖
然已經過去，但它銘刻着苦難艱辛的歷
史，積澱着革命者的智慧與意志，閃耀
着無數人的理想與信念，這些都不會隨
時間而逝去，也不該被我們忘記。它是
我們的來路。更何況，那些熟悉的、犧
牲了的同伴朋友，常常來到我的夢中，
和我談笑風生，叮囑我、呼喚我、鼓勵
我……一種感情在催促我，讓我欲罷不
能。我知道，讓他們在我的筆下 『重
生』 ，讓後來人知道他們的信念與精
神，是我的責任所在。」 馬識途以革命
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還有不少，比如，
1987年出版的《京華夜譚》寫的是中共
地下黨員打入敵人內部的鬥爭事跡；
1992年出版的《雷神傳奇》則展現了大
巴山地區的農民英雄、中共地下黨員同
地主惡霸的生死搏鬥。在這兩部小說的
創作中，馬識途着力強調雅俗共賞的趣
味，借用評書式的語言、章回體的形
式，講述故事，闡明大義。

每一個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風
格。對於馬識途而言，寫作不僅是生活
方式，而且是存在方式。深入寫作之境
的馬識途，作為革命參與者和作為革命
書寫者的兩種身份合二為一，真實性和
文學性在他的作品中水乳交融。歲月沉

澱的激情更加醇厚，歷經滄桑的信仰愈
發堅貞。從革命中走來、在文學中永恆
的馬識途用他的筆為後人留下了一部飽
浸激情和信仰的革命信史。這是一片彌
足珍貴的精神家園，步入其中，我們讀
到了革命者的錚錚鐵骨、大丈夫的赤血
丹心，還有知識分子的凜然操守和文學
家的浪漫情懷。

左右開弓的大作家
馬識途一生筆耕不輟，擅長多種文

體創作且成就卓著，如一位雙膀皆能開

硬弓的好漢。2018年四川文藝出版社的
新版《馬識途文集》多達18卷，其中包
括獨具特色的諷刺文學。談及這部分創
作時，馬識途曾說， 「我就是喜歡冷靜
地、用事實本身進行諷刺和幽默，而且
一直在追尋這種東西。」 就在《清江壯
歌》《找紅軍》等廣受好評之時，馬識
途的諷刺小說《最有辦法的人》等同樣
膾炙人口。這些小說匯集為1996年出版
的《馬識途諷刺小說集》，官僚主義、
形式主義、華而不實、不學無術、投機
鑽營、小市民習氣，皆在馬識途針砭之
列。用他的話說， 「那些已經喪失了價
值卻又不肯退出歷史舞台的舊思想、舊
人物，總要釀出許多荒唐的笑料來」 ，
「中國有許多惰性的文化和思想沉積，
成為我們民族沉重的包袱，如不加以無
情地清除，我們就不能前進。」

對於大多數讀者而言，最熟悉的馬
識途作品或許是《夜譚十記》。這很大
程度上歸因於姜文將其中的《盜官記》
改編為電影《讓子彈飛》。不過，拋開
電影 「引流」 不論，讀一讀《夜譚十
記》依然會被它吸引。這部小說以舊中
國衙門裏的10位窮科員為主人公，他們
結成了 「冷板櫈會」 ，喝冷茶，扯亂
譚，擺龍門陣，吹野狐禪。 「破城記」
「報銷記」 「盜官記」 「娶妾記」 「禁
煙記」 「沉河記」 「親仇記」 「觀花
記」 「買牛記」 「軍訓記」 10個故事，
上至浮華官場的勾心鬥角，下到市井小
民的悲歡離合，儼然上世紀三四十年代
三教九流的眾生相。馬識途的筆力是在
革命鬥爭中鍛造的，又融入了川文化的
辛辣味，寫人狀事如利斧砍木、衝刀鑿
石，利落明快，語言詼諧幽默，議論諷
刺，更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用中國話寫中國的故事
同為革命者而兼文學家的韋君宜從

六十年代負責這部作品的組稿催稿。她
在評論中說，書中的素材是馬識途在血
與火的鬥爭中搜集來的，其細緻刻畫處
又顯出當代人的特點。這 「嬉笑怒罵皆
成文章」 的小說看似輕鬆，實則寄託了
作者的大心血。她高度肯定小說的 「民
族形式」 時，並提出這既不是指 「且聽
下回分解」 的章回體手法，也不是指塞
進大量方言土語， 「而是那富有故事情
節的，段段都有懸念的，叫人拿起來放
不下的形式，描寫敘述都極簡潔，水分
很少的形式，是為我國的多數讀者所歡
迎的一種形式。」 著名作家阿來也認
為，馬識途在《夜譚十記》中 「找到了
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這部作品具有中
國古典小說的韻味。」 馬識途確為深諳
民族審美心理的作家，而究其根本，則

在於他對文學使命的自覺和擔當。唯其
如此，他才對讀者念茲在茲，時刻考慮
作品的接受及社會效果，努力鋪設文學
通往讀者，並引導讀者經由文學抵達真
善美的路徑。

馬識途先生的作品除了小說，還有
劇本、雜文等，說來慚愧，我所讀不
多。不過，在我做編輯的那幾年，有幸
策劃過對先生的一次專訪，這便是由四
川社科院孫婧採寫的《當代中國文學的
來路與走向》，刊發在我當時供職的
《中國文藝評論》的2018年第1期上，
彼時先生已過了百歲華誕，掛在心頭的
依然是中國文學的前途，特別是以傳統
主流文學為代表的雅文學和以網絡文學
為代表的通俗文學如何實現雅俗合流的
問題。他提出， 「一種雅俗共賞、老少
皆宜、體現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
系、具有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的文
學」 ，才是中國當代文學努力的方向。
他諄諄告誡， 「為政治服務，為金錢服
務，這都是文學之害。」 對於體現於文
學技巧的西化傾向，以及一些作家好用
讓人看不懂的 「倒裝的句子」 ，馬識途
憂心忡忡，提醒要注意文化霸權主義潛
移默化的影響，大聲疾呼當代作家用中
國話寫中國的故事。先生這些關於中國
文學方向的執著追問，必將和他的優秀
作品一樣，為後來者提供前行的路標與
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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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識途（1915~2024）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詩

人、書法家。自20世紀60年
代正式開始文學創作，出版
了小說、詩歌、散文20多部
500餘萬字，代表作包括
《清江壯歌》《夜譚十記》
《巴蜀女傑》《魔窟十年》
《滄桑十年》等。《夜譚十
記》中的《盜官記》被改編
為獲得多項大獎的電影《讓
子彈飛》。

作家簡介

▲馬識途自20世紀60年代正式開始文學創作，出版了小說、詩歌、散文20多
部共500餘萬字。

▲《夜譚十記》，馬識途著，人
民文學出版社。

▲《夜譚續記》，馬識途著，人
民文學出版社。

▲1987年，（左起）沙汀、張秀熟、巴
金、馬識途在成都李劼人故居菱窠合
影。 資料圖片

▲《夜譚十記》中《盜官記》一章被改
編成電影《讓子彈飛》。

▲《清江壯歌》1966年由人民
文學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