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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数次走近一个年龄过期颐、党龄超八旬、著作几近

等身却依然活跃在文坛、依然信仰坚定而又毫无保留地奉

献的老人时，我觉得我面对的是一个少有的人间奇迹。

这个人叫马识途。

加入共产党，马千木改马识途

马识途，原名马千木，1915年1月出生于四川（现重庆

市）忠县石宝乡一书香门第之家。幼年时，他在本家祠堂办

的私塾读古书、习语文，深受传统文化浸染。1936年，他考入

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

1937年8月，日军飞机轰炸南京，22岁的马识途与女友

刘惠馨等逃离南京，来到鄂豫皖苏区的七里坪，经上级组织

介绍进入党训班，接受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党的知识培训。在

培训结束时，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马识途不止一次说起过这段历史、说起入党的经历，而

每次他都像新入党一样激动不已。他说：

那时候我叫马千木，培训班结业前，来了一位身穿蓝布

旗袍、脚蹬布底鞋、双目炯炯有神的女同志。陪同她来的同

志介绍说，她是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钱瑛同志，是来与学员

见面的。她曾赴苏联留学，并蹲过国民党的监狱。那是第一

次见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晚上，在燃烧的篝火

边，钱瑛用俄文唱起了《国际歌》。庄严的旋律，使我更加迫

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的一天傍晚，位于汉口富源里的湖北省委组

织部办公室，我再一次见到钱瑛，并递交了介绍信。钱瑛看

了介绍信，亲切地对我说：“哦，你就是马千木。以后不要叫

我钱部长，大家都叫我钱大姐，你也叫我钱大姐吧。一切明

天再说，今晚你就住在这里，不过是打地铺哟！”

第二天上午，钱瑛来到办公室，告诉我：“现在可以给你

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你要先填一张表。”

我郑重地接过一份油印的《入党申请表》，认真仔细地

填好，在签名处签上自己的名字：马识途。钱瑛看后感到不

解：“你不是叫马千木吗？怎么签的是马识途？”我回答道：

“从今天起我改名了。我已经找到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

了。”

钱瑛点点头说：“你在南京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

组织，经受过考查，候补期可以免去，这一栏就不填了。”说

着她在介绍人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在上级批准人一栏签

上“组织部部长钱瑛”。

宣誓只有钱瑛和我两人。钱瑛从自己带来的一本马克

思著作里翻出一张马克思的照片，又从另一本书里找出中

国共产党党旗图案，把两本书立在桌子上，将入党誓词交给

了我。在钱瑛的带领下，我庄严地举起右拳，一字一句地宣

誓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

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宣誓完毕，钱瑛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祝贺你成为我们的

同志！”我不禁热血沸腾，流下了眼泪。

1941 年我所在的鄂西特委被特务破坏，爱人刘惠馨连

同不满周岁的女儿被捕入狱，根据中共南方局的决定，我化

名马千禾，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后转入中文系学习。

同年底，我爱人被特务枪杀。刘惠馨牺牲后，女儿也下落不

明了。

据了解，从1938年入党后，马识途在党内担任过不同

的领导职务，但在所有职务中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协

主席任职最长，达28年。

偶然当作家，承前启后功不没

谈起文学创作，马老说虽然他一直对文学感兴趣，很早

就开始了写作，但一开始没有想过要成为作家。

1941年他的爱人刘惠馨牺牲后，下落不明的女儿在

1961年终于找到了。这事传开后，沙汀鼓励他写一个长篇，

这就是后来的《清江壮歌》。1961年，长篇小说《清江壮歌》

一边写一边在《四川文学》和《成都晚报》上连载，第二年又

在《中国青年报》连载，持续引起文坛关注。1966年春天，

《清江壮歌》正式出版，第一版就印了20万册。由此，奠定

了他在巴蜀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的确，马老是一位知名的老作家。自1935年开始发表

作品，至今正式出版的作品已有26本，在全国报刊发表的

文学作品难以计数。70岁后，他又以惊人的毅力和意志开

始学习电脑，并很快熟练掌握，成为中国作家中一位年长的

“换笔人”。由于他对文学的贡献，四川文艺出版社于2005

年编辑出版了十二卷本《马识途文集》，又于2018年再次编

辑出版十八卷本《马识途文集》。同时组织专人完成研究专

著《马识途生平与创作》，该书称：“马识途在巴蜀现当代文

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和作用”，“他是继郭沫若、巴

金、何其芳、李劼人、沙汀、艾芜之后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四川

作家”。

2017年11月6日，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

在出席“中国·南亚国家文学论坛”期间看望了马老，当她得

知马老还在写书，还有两本书即将出版时，感叹地说，在中

国文学界，九十高龄还在创作的人寥寥无几，百岁以上还在

出书的人绝无仅有。

2018年，马老又给中国文坛带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惊喜，

他申报的《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被中国作协列入重点扶

持项目。无疑他是所有申报者中年龄唯一过百的，赢得同

仁点赞。

2020年7月5日，106岁的马老在成都宣布封笔，并公

布《封笔告白》。他在《封笔告白》中写道：“我年已一百零六

岁，老且朽矣，弄笔生涯早该封笔了，因此，拟趁我的新著

《夜谭续记》出版并书赠文友之机，特录出概述我生平的近

作传统诗五首，未计工拙，随赠书附赠求正，并郑重告白：从

此封笔。”

读附赠的诗，似乎更能走近马老，看见他的文学情怀。

《自述》
生年不意百逾六，回首风云究何如。

壮岁曾磨三尺剑，老来苦恋半楼书。

文缘未了情无已，尽瘁终身心似初。

无悔无愧犹自在，我行我素幸识途。

《自况》
光阴“逝者如斯夫”，往事非烟非露珠。

初志救亡钻科技，继随革命步新途。

三灾五难诩铁汉，九死一生铸钢骨。

“报到通知”或上路，悠然自适候召书。

《自得》
韶光恰似过隙驹，霜鬓雪顶景色殊。

近瞎近聋脑却好，能饭能走体如初。

砚田种字少收获，墨海挥毫多胡涂。

忽发钩沉稽古癖，说文解字读甲骨。

《自珍》
本是庸才不自量，鼓吹革命写文章。

呕心沥血百万字，黑字白纸一大筐。

敝帚自珍多出版，未交纸厂化成浆。

全皆真话无诳语，臧否任人评短长。

《自惭》
年逾百岁兮日薄山，蜡炬将烬兮滴红残。

本非江郎兮才怎尽，早该封笔兮复何憾。

忽为推举兮成“巨匠”，浮名浪得兮未自惭。

若得二岁兮天假我，百龄党庆兮曷能圆。

同年10月11日，由中国作协指导，中国作协创研部、四

川省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四川日报社联合主办的“马识

途《夜谭续记》作品研讨会”在成都举行。铁凝出席研讨

会。她说：“革命者永远是年轻，现在，‘年轻’的马老又出新

作。《夜谭续记》这部小说，承续了《夜谭十记》的结构形式和

美学风格，上卷‘夜谭旧记’谈民间传说，品旧时人物，辛辣

幽默，让人们一览旧社会的荒唐可憎；下卷‘夜谭新记’调子

为之一变，让人蓦然想起《清江壮歌》的阔大豪迈，感动于革

命者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

铁凝说，马识途的创作是地方的、四川的故事，是精彩

的中国故事，是世道人心的精湛刻画，是中国精神的有力表

达；他的风格源于民间、来自传统，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中建构出具有现代气息和中国气派的艺术空间。马识

途的文学道路对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提供了多角度的经验和

启示，应该深入地探讨和总结。广大文学工作者要向马识

途学习，像他那样，以执著的信念、丰沛的热情和不懈的创

造，成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革命者和写作者。

这个研讨会在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

虽然封笔了，但马识途的心一刻没有离开文学艺术。

去年11月30日，根据其小说《没有硝烟的战线》改编的同名

电视剧在成都举行交流会，马老亲临现场。

今年1月，他和我说：“我有个愿望，今年中国作协第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应该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你帮我打听

一下，我想去北京参加，去和大家告个别。”说时脸上绽放出

孩童般灿烂的笑容。

接着他又愉快地告诉我，近来正在整理西南联大学习

时对甲骨文研究的笔记，也在搞点书法创作，为在故乡重

庆举办书法展做些准备。他说自己已经是一个“随时准备

离开的人”，很难跟上时代了，但活一天就会把该留的留

下来。

这些年来，我已十多次拜望马老，同时也读了他的一些

作品，尤其是当我读了他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几首诗词和

百岁以后的诗作后，愈加深了对马老的了解、认识。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国家大剧院以文艺为切入点，寓党史学习教

育于文艺实践中，特别策划推出“文艺经典中的党史”

系列活动，旨在通过艺术家讲演和艺术展览的方式，以

“作品为点、党史为纲、精神为魂”的思路串联起中国共

产党百年历程，凝聚力量、感召人心。4月29日，该系

列活动的首场主题活动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名誉副主

席王蒙、党史专家邵维正出席活动，讲述了党史与文艺

作品之间的关系，回顾了党的文艺事业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及党的精神谱系。李光羲、乌兰图雅、金郑建、张

心、王冲、赵岭等艺术家进行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并分

享了艺术创作故事。作曲家舒楠生动讲述了歌曲《不

忘初心》的创作历程。

在党的百年历程中，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

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歌颂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

在激励中华儿女践行初心使命、传承革命精神方面作

出了突出贡献。王蒙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奋斗

和文艺的关系特别密切，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从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艺是革命化的文艺。“在每一个

历史时期，你都可以列举出当时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

都可以感受到党对文学艺术、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关

心。”在邵维正看来，我们的文学艺术是广为群众喜闻

乐见的一种形式，用这种形式来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的历史、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谱系，这是

非常恰当的。

据介绍，国家大剧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文艺经典中的党史”系列活动共将举办20期。该

系列活动将从“歌、乐、舞、剧、戏”五大艺术门类中遴选

出《白毛女》《沙家浜》《江姐》《红色娘子军》《长征》《天

路》等50部百年党史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艺作

品，邀请百名老中青艺术家通过作品解读、现场表演等

方式，以文艺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现百年党史。国家

大剧院院长王宁表示，国家大剧院将以“文艺经典中的

党史”系列活动为重要节点，持续提升优秀文化产品的

供给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

为配合该系列活动，国家大剧院还与中国唱片集

团共同策划了《“文艺经典中的党史”——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力求让观众沉浸式地体验

百年党史中经典音乐作品的魅力，激发触动内心深处

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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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杯”中华辞赋
大赛在四川蓬安颁奖
本报讯 今年是司马相如诞辰2200周年，四川省南充市蓬

安县是司马相如的诞生地。4月30日，由蓬安县政府和《中华辞

赋》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抒写盛世大赋，庆祝建党百年——‘司马

相如杯’中华辞赋大赛”在蓬安举行颁奖仪式。中国作协副主席

白庚胜、南充市委书记宋朝华、《中华辞赋》杂志社社长王冰、四川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严飒爽、《中华辞赋》总编辑石厉等参加。

此次大赛自2021年3月26日举办以来，面向海内外辞赋

作家及爱好者征稿，至4月24日截稿共收到千余篇作品。经评

审，山西长治的崔书林以《金色党徽赋》获得一等奖，许金荣、齐

应凯、丁顶天、廖双河、张秀娟获得二等奖，另有10位作者获得

三等奖，20位获得优秀奖。大赛主办方还邀请许结、钟振振、彭

崇谷等10位辞赋家撰赋，共结集100位作家的100篇作品。

颁奖期间还举行了嘉陵江放牛季、相如故城开城仪式、嘉陵

江十大地理标识揭牌仪式、嘉陵江摄影展等系列活动。（川 闻）

本报讯 为纪念作家陈忠实逝世五周年，4月25

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都图书馆、中广联合会有声

阅读委员会和京津冀之声主办的“到《白鹿原》中找我

去”——纪念陈忠实先生逝世五周年活动在京举行。中

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中华

书局总编辑周绚隆，原中央广播电台编导制作人叶咏

梅，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白鹿原》原责任编辑

何启治，《当代》原副主编洪清波、原常务副主编常振家

等与会。

陈忠实是人文社的重要作家，也是人文社和《当

代》杂志编辑的老朋友。李岩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出版

集团作为出版“国家队”，肩负着推出精品、传播精品的

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以拥有像陈忠实这样的作者为

荣，以出版像《白鹿原》一样的精品文学为己任。臧永清

谈到，当年陈忠实把呕心沥血创作的巨著《白鹿原》交

予《当代》杂志发表，并在人文社出版，“是将自己的生

命交了出来”，人文社也没有辜负陈忠实的生命之托，

用心编辑、多次再版，至今各种版本已出版300多万

册，并通过各种形式持续扩大作品的影响力。活动中，

大家回顾了陈忠实与人文社和《当代》杂志的深久交

往，分享了《白鹿原》出版背后的故事，解读了《白鹿原》的文学价值与文

学史影响，探讨了《白鹿原》改编为广播剧、话剧、影视剧等艺术形式的

影响。活动现场还演播了《白鹿原》片段。此次活动从纪念和缅怀陈忠实

出发，在创作、出版、编辑和舞台演绎等方面让读者对陈忠实与《白鹿

原》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月16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和

广东人民出版社主办的赵川长篇报告文学《茅洲河——流淌的

深圳记忆》研讨会在京举行。何向阳、施战军、杨黎光、李晓东、李

炳银、黄传会、胡平、张陵、王山、汪守德、邓凯、胡野秋、陶明、傅逸

尘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主持。

茅洲河是深圳第一大河，自2016年起，茅洲河全流域治理

正式启动，成为广东省决战水体污染的典范之作，也是全流域治

理理念的一次生动实践。为创作这部作品，深圳报业集团高级记

者赵川追踪茅洲河水质变迁，以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沉浸式采访，

深入、多点、全面挖掘茅洲河两岸的历史风物、民间掌故及史迹

遗存，以自己的人文发现为经、普通治水人的故事为纬，生动记

录下这场治水大战中的诸多故事与细节，深刻解析了新时代中

国治水的“深圳速度”与“深圳创新”。该作品首发于2021年第3

期《中国作家》纪实版（名为《湾区“驯水”写传奇——深圳拯救母

亲河纪实》），单行本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

与会者认为，作品以茅洲河文化记忆为内容，多角度呈现深

圳经济特区这一治水创举。作品基于深度调查、广征博引与严谨

思考，以百姓视角、平民情怀，从文化学、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

等多个维度，点面结合地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

要论断的内在逻辑，不仅让读者对茅洲河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

识，更以治水为切入点，展现了深圳的生态环境变迁与人文精神

嬗变。赵川表示，期冀这部作品从环境哲学的视角剖析以茅洲河

为代表的河流生态价值与人文价值，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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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陕西省作协主办、安康市作协

承办的“送文学下基层——陕西作家进百县公益讲

座”在安康市旬阳县启动。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安康

市作协主席张虹，陕西省作协秘书长王小渭，旬阳县

文联主席魏连新参加仪式。活动由陕西省作协社联

部主任迟洪国主持。

启动仪式后，公益讲座在安康市旬阳县、紫阳县

开展，250余位基层作家、文学爱好者参加。在旬阳

县，张虹以《小说创作的核心要素》为主题授课，从小

说的定义、要素、核心三方面归纳了小说创作中塑造

人物的多样性手段。她认为小说创作要忠于生活，

也要突破成规。太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霁虹作了

《文学创作的误区》的讲座，她提醒基层作者要规避

概念化、表面化、追热点、模仿式写作等创作误区，要

创造反映时代风貌、生命温暖、人生尊严、爱的普遍

真理以及扬善抑恶等主题的优秀作品。

在紫阳站，黄堡书院院长和谷在《文学写作的意

义》主题授课上，阐述了新时代文学作品应有的文化

立场和价值观以及审美取向。《延河》杂志社副主编

弋舟在《文学的价值何在》的讲座上，谈到在新的时

代里，文学需要焕发出新的气派，才能更好地陶冶自

我情操、服务于人民。

“送文学下基层——陕西作家进百县公益讲座”

是陕西省作协深化改革、延伸手臂，回应广大基层作

家和文学爱好者诉求、优化提升公共文学服务工作

的具体举措之一。此次安康旬阳站、紫阳站公益讲

座活动是开局之作。今年，陕西省作协将邀请贾平

凹、肖云儒、高建群等20名作家，赴省内10个市、20

个县开展公益讲座活动，将紧紧围绕“十四五”开局、

迎接建党百年等主题设计培训内容，以培训活动为

载体，加强对作协会员和文学爱好者的党史教育，引

导大家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陕 闻）

陕西作家进百县公益讲座启动

解析新时代
中国治水的“深圳速度”

百岁人生 正道沧桑
□侯志明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 白瀛） 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策划制作的特别节目《经典里

的中国智慧——平“语”近人（国际版）》（第一季）6日起上

线。节目邀请8位了解中国国情、在相应领域有所见解的外

籍嘉宾作为“对话者”，与主持人一起，共同探讨并分享对“平

‘语’典故”的见解。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节目第一季共9集，聚焦绿色

发展、生态文明、创新、对外开放、抗疫、反腐、教育扶贫、奋斗、

立志等九大话题，特别聚焦海外年轻受众关心的“人与自然、以

人为本、信守承诺、奋斗梦想”等关键词，据此选取9个习近平

的讲话原声与用典，通过“中西对话”的形式，将“平‘语’典故”

置于主持人与外籍嘉宾对话的场景化设问、中西对话以及情

景故事三个释义层次中，并关联西方相似典故，从海外受众的

角度阐释相关议题下的中国文化、中国典故和中国智慧。

《经典里的中国智慧——
平“语”近人（国际版）》（第一季）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