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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雪原》
（作家出版社，1957年初版本）

《山呼海啸》
（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初版本）

《戎萼碑》
（山东人民出版社，1977年初版本）

《桥隆飙》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初版本）

1923年2月22日，出生于山东省黄县枣林庄村。

1934年，开始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古文观止》和唐

诗宋词。

1936年，辍学为农。

1938年10月，入胶东公学。

1939年2月，参加八路军胶东五支队政治部国防剧团。

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 年 12 月，担任八路军胶东五支队十三团连队文化

教员。

1940年，担任八路军胶东五支队十三团连队指导员。

1941 年 11 月，担任八路军胶东五旅后勤政治部组织科

组织干事。当月，结识刘波。

1943年5月，在胶东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44年10月，担任八路军胶东五支队十四团前线记者。

1944年11月，作为前线记者，参与报道山东海阳长沙堡

百里追击战。

1944年12月，担任八路军胶东海军支队二大队政委。不

久，与杨子荣、高波等人结识。

1945年11月，胶东军区政治部批准曲波、刘波订婚。

1945年12月，随部队渡渤海，前往东北开辟解放区。

1945年12月31日，带领部队夜袭榆树县城。

1946年1月3日，攻克五常县城。

1946年，担任解放军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参加牡丹

江地区剿匪。

1946 年 4 月，在海林火车站外，与牡丹江军区剿匪小分

队合影。

1946年6月，在牡丹江军区党委召开的干部表彰大会受

到表彰。

1946年6月，与刘波在牡丹江宁安结婚。

1947年7月，任解放军东北军区一纵队三师七团政治部

主任。

1948年2月，在参加沈北大连屯战斗时，右臂受重伤。

1948年4月，参加法库战役。

1948年11月，在辽沈战役中身负重伤，右腿残疾。

1949年10月，任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二大队政委。

1950 年 12 月，任铁道部沈阳机车车辆厂党委书记兼副

厂长。

1951年初，任铁道部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党委书记兼副

厂长。

1955年2月11日，开始《林海雪原》创作。

1955年4月，调任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

1956年8月，初步创作完成《林海雪原》。

1957年2月，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奇袭虎狼窝》

（从《林海雪原》未出版书稿中选载第三、四、五、六、七、八章，

即《受命》《杨子荣智识小炉匠》《刘勋苍猛擒刁占一》《夜审》

《蘑菇老人神话奶头山》《破天险奇袭奶头山》）。

1957年9月，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7年11月9日，在《北京日报》发表散文《关于〈林海雪

原〉》。

1957年，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结识葛洛。

1958年2月，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热处理》。

1958年2月，结识作家老舍。

1958年3月24日，创作短篇小说《争吵》。

1958年4月14日，创作散文《机智和勇敢从何而来》。

1958年 4月 30日，在《大公报》发表散文《在人民英雄纪

念碑前》。

1958年5月，在《处女地》发表短篇小说《争吵》。

1958 年 9 月，创作《关于〈林海雪原〉——谨以此文献给

亲爱的读者》。

1958 年 9 月，拜访老舍时结识赵树理，三人一起探讨文

学写作、文章风格及民族化、大众化问题。当天，老舍为曲波

题词“曲高和众，波远择长”。

1958 年 10 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苏联塔什干召

开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8年 10月 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散文《东风如意花

千里》。1958年10月，在《中国青年》发表散文《机智和勇敢从

何而来》。1958年 11月 2日，在《沈阳日报》发表散文《一个荣

誉军人的心》。

1958 年 12 月，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四川第二重型机械厂

副厂长。

1959 年 10 月，随中国复员军人访苏代表团前往苏联访

问，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等地，以及苏联国

民经济成就展览会。

1959年11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谒英雄城》。

1959年 11月 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散文《东风浩荡友

谊长》。

1959年 11月 7日，在《解放军报》发表散文《叶茂枝隆万

古长青》。

1959 年 12 月，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山呼海啸》（选载

《开门棒》《屠山网下》《龙身揭鳞》《杀开一条血路》4个章节）。

1960年1月，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山呼海啸》（《张嘉尧

木舟沉军舰》一节）。

1960年 1-5月，在《北京文艺》连载《山呼海啸》（《鞠敏》

《女县长陈策》《郝家集扑灭十三凶》《罗汉山大摆“罗汉阵”》

五节）。

1961年 5月,在《人民文学》发表《山呼海啸》（刊载《不速

之客》一节）。

1962年5月，在《新港》发表散文《散观平武》。

1962年7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专职创作员。

1963年2月，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走狂飙》《飞车骑》。

1963年夏秋，完成《桥隆飙》初稿。

1965年10月，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

1966年，完成《山呼海啸》。

1971年，在北京结识画家颜地。

1972年12月-1973年7月，对小说《山呼海啸》进行修改。

1975 年 11 月，在中青社开始长篇小说《山呼海啸》的最

后修改。

1976年春，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戎萼碑》。

1977年6月9日，在烟台创作完成《戎萼碑》。

1977年，任铁道部工业总局副局长。

1977年 12月 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散文《为革命创作

有何罪！》。

1977年6月，长篇小说《戎萼碑》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7年6月，在《山东文艺》发表《戎萼碑》（《玄妙策》一节）。

1977年7月，在《山东文艺》发表《戎萼碑》（《狭道逢》一节）。

1978年1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

1977年7月，长篇小说《山呼海啸》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79年2月，长篇小说《桥隆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9年11月，随中国铁路代表团访问英国，参观了伦敦

铁路指挥中心、达比铁路科研中心，格林威治、约克等地。

1980年2月，在《人民文学》发表散文《大不列颠一瞥》。

1980年，发表散文《忆微》。

1981年9月，在北京接待日本友人和田、下崎夫妇。

1981 年 12 月，在《时代的报告》第 4 期发表诗《巴基斯

坦——亲爱的兄弟邻邦》。

1981年，前往海林瞻仰杨子荣烈士墓。

1982年3月，在《人民文学》发表散文《观画思人祭》。

1982年9月，创作散文《丝丝故乡情》。

1982年10月，在北京接待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沃克。

1983年12月28日，创作散文《十天老友》。

1983年1月，在《胶东文学》第1期发表《丝丝故乡情》。

1983年2月，离休。

1983年4月，在《世界文学》第2期发表《十天老友》。

1983年6月，在《山西文学》第6期发表散文《卑中情——

我的第一篇小说〈林海雪原〉》。

1983年，发表散文《遥寄扶桑故友》。

1984年4月5日，创作散文《义情思》。

1984年7月，在《天津日报·文艺》发表《义情思》。

1985年1月15日，创作散文《清水流香》。

1985年6月，在《鸭绿江》发表《清水流香》。

1994年1月20日，创作散文《澳洲遥祭洛兄》。

1994年5月，在《中篇小说选刊》第3期发表《澳洲遥祭洛兄》。

2000年，创作《回忆与遐想》。

2002年6月27日，在北京病逝。

（该年表由慕津锋编写，经曲波家属审定。）

曲 波

自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以来，

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对那个年

代的青少年读者来说，更是具有“人生教科书”的

意义，这是它被列入红色经典的主要原因。在肯

定该小说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不断进行文学史

定评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在此过程中一些老作家

的“评价”，以及文学史教材撰写过程中作者本人

的“反应”，这些对于更深入和全面地了解这部文

学名著也并不是多余的。

一

一份材料是作家茅盾的《读书杂记》。这篇

读书笔记写于1958年至1959年间，不单评价了

曲波的《林海雪原》，也对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

《青春之歌》、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等作品

发表了多处评论。显然，跟一般的文学批评不同，

因为作者本人是作家，他对上述作品的评价是从

创作的角度来谈的。该文曾收入1984年12月出

版的《茅盾研究》第二期，在黄山书社的2014年版

的《茅盾全集》里，被收入“中国文论八集”之中。

现将茅盾有关对《林海雪原》的观点摘录如下：

故事的环境（林海、雪原）和惊险性质（对付

特务的侦察工作等等）决定了这本书的革命浪

漫主义的色彩。革命浪漫主义需要丰富的想

象、豪迈的气魄——而此两者，又必须以跌宕、

奔放、绚烂的文笔来表现。作者在这方面有一

点，但不充分。

作者的想象力次于气魄。他不能把“林海”

“雪原”写得绚烂生动，使我们如身入其境。这里

举几个例子：

奇峰险恶犹如乱石穿天，林涛汹涌恰似巨海

狂啸。林密仰面不见天，草深俯首不见地（页四

九，三、四行）

……

全书最吸引读者的，是惊险的故事，和相当

机智的对话。本书中不协调的部分是短短几句

的文言的环境描写，这是游离的，好像只是人物

相片的镜框。

……

人物——突出地写出了少剑波、小白鸽（白

茹）、刘勋苍、杨子荣等等，英雄气概和少女的神

态，都比较好。但总的说来，这些人物都不深刻，

性格的发展写得少，几乎没有发展。

三十万言的长篇，结构上是要费点功夫的。

作者处理得还不差。例如，作者也注意到章与章

的节奏；写了紧张的战斗以后，接着写点舒缓的

抒情气味的。可是，还没有淋漓尽致。

作者从旧小说学得一些好的东西，可是还不

能用旧小说的塑造人物的方法来塑造他的人

物——即不能用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而

只是用叙述来说明人物的内心活动。

1958年5月4日下午记

……

少剑波这个人物写得不好。我们看见他发

指示（他的话都有点这个味儿），审讯，以及其他

言、动，都是一个调子，性格没有发展。

书中人物的性格都没有什么发展。

背景的不平凡：林海雪原。

故事的不平凡：斗智、斗力的惊险场面。

人物的不平凡：坚强的斗志，高度的机智，乐

观主义，豪迈。

……

大凡写景（环境），不能为写景而写景，而应

当使写景为主题服务。具体言之，一为烘托，这

是烘托人物（例如《红楼梦》写雪中宝琴捧红梅立

山坡，又如《水浒传》写……可以多举例），二是渲

染，这是加浓作品中整个或特定章段的气氛……

二

另一份材料，来自访谈《中国当代文学史编

撰的回顾与展望》，是杨文军对华中师范大学原

校长、当年已届80岁高龄的文学史家王庆生教

授的采访（文章见《新文学评论》2013 年第一

期）。王庆生是华中师院集体编写的《中国当代

文学史稿》（1958 年开始撰写，1959 年铅印成

册，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一书的重

要参与者之一。这个访谈是他对当年参与撰写

这本教材、初稿征求专家和作家本人意见，以及

作家们对教材评价自己作品的“不同反应”的回

忆。他说：“有些作家表示完全不干涉我们的评

论。如艾芜：‘我一向认为文学评论家有评论的

自由，作家要尊重他们的评论工作。’如欧阳山：

‘对文学作品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评论意见，评论

者可以按自己的意见对学生讲授，不必跟作者

本人取得一致意见。’”有些作家在回信中校订、

补充了部分材料，如康濯、梁斌、马烽、西戎、李

瑛和刘绍棠。有些作家只是在几处字句上做了

一点修改，如夏衍、孙犁、王汶石和秦牧等。与

众不同的是，浩然进行了申辩，而曲波可能是

“意见最大，最为激愤的一位”。借此机会，将曲

波先生来信的部分内容，以及王先生的解释意

见，一并照抄如下：

有个学校，未经我的同意，竟自行给我编写

了一个“小传”……当我看到时，错误多多。如，

我是一九二三年生，有的就写一九一三年，我的

籍贯是山东黄县，却写成山东蓬莱。我是一九三

八年，十五岁，参加八路军，给我写十六岁参加八

路军。我没有写过《狂飙曲》，给我编上长篇小说

中有《狂飙曲》。你们的书稿中，也有这些错处。

或许就是根据这个东西编的？我还见到其他刊

物上介绍我，也有这些错误。

不可否认，我们的初稿中确实把“一九二三”

讹成了“一九一三”，把“十五”讹成了“十六”，把

《桥隆飙》讹成了《狂飙曲》。所以曲波先生的抱

怨不是没有道理，接着，他表示不能同意评论界

对《林海雪原》某些“缺点”的指责：“我一向是欢

迎批评书的缺点的，但对于不是缺点的缺点评上

去（注：原文如此）是不合理的。”评论界认为曲波

将少剑波写得过于“神机妙算”，这是他首先不能

同意的一个批评意见。他说：“少剑波在指挥小

分队全盘战斗中，他用了多大的侦察力量啊！这

就叫唯物主义。他的决策都是在这个可靠的基

础上作出来的，其中就得有他的独立思考与判

断。如果把这种情况，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说成是唯心主义的‘神机妙算’是不合实际的。

否则他何以称得起为优秀指挥员呢？！不论当年

和而今有人不切实际的评论（注：原文如此），我

都是不同意的。正如工农兵若能评论《论语》《尚

书》，还要专家干什么？”另一条不能同意的是评

论界对少剑波与白茹爱情描写的指责。曲波申

辩说：“好像写恋爱成了禁区，写指挥员，不是勇

的‘一冲主义’，就是无止境的开党委会、支部

会。要知道，我是经过许多大大小小战场的人。”

“在林海雪原并肩战斗中，为什么就不可以写恋

爱？要知道少剑波、白茹都是人，是青年人。”曲

波所申辩的这两条，我们当时是认同的、肯定的，

没有当作“缺点”提出来。现在来看，这两条当然

更不成问题了，没有少剑波的“神机妙算”，《林海

雪原》的传奇色彩可能会减损很多，没有爱情的

穿插点缀，小说的感染力也要打折扣，有人甚至

可能会觉得爱情的戏份还不够大呢！这些地方，

很能见出文学风尚的巨大变化。

三

茅盾先生生于1896年，曲波先生生于1923

年，他比后者年长27岁。茅盾上世纪20年代

曾主编《小说月报》，在上面介绍、翻译欧洲19

世纪小说家和各种文学流派，写过大量的文学

评论。后来，又以小说《动摇》《追求》等三部曲、

《子夜》《春蚕》而名世，他毋容置疑是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写这篇《读书杂记》

时，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新中国文学举足

轻重的领导人之一。这篇杂记不光评论了曲

波，还评论了梁斌、杨沫和冯德英，都是有好说

好、有坏说坏，持论公平，并无偏颇。当然，这只

是茅盾的一家之言。此外，他还有《中国现当代

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等多卷本的小说点评著

作问世，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和短

篇小说，均有精彩的点评。例如对茹志娟《百合

花》的评介，使其迅速登上文坛，这篇作品也成

为她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所以，茅盾对《林海雪原》的评价，是文坛前

辈老作家对后起文学新秀作品的艺术点评，虽采

用的是读书杂记的形式，但融入了作家自身的创

作经验、体察和手法，是典型的作家对作家的个

人见解。这种作家式评论与一般批评家从事的职

业性批评不同，主要有几点：首先，不是对作品系

统性、理论性的阐释，将其纳入他所希望的文学

史框架之中，给其以一定的定位，而是以感性、感

悟为主，以点带面地指出作品的优劣，令读者读

后有眼睛一亮的惊喜。其次，由于是作家对作家，

他就进入了作品创作和生产的具体过程，有一种

想象式的“假如我来写”“究竟会怎样”的直接写作

经验在里面。鉴于茅盾在主持《小说月报》时，与晚

清小说弊端有过面对面的斗争，且又有丰富深厚

的“旧小说”的修养，因而他敏锐指出《林海雪原》

的叙事结构和方法，一部分是从“旧小说”中脱胎

而来，但相比之下，又可看出曲波在这方面功力的

不足和缺陷。这种直接面对作品的读书杂记，不仅

使文学史研究者，即便是一般读者，也收获颇多。

因为红色经典艺术的局限，借此一目了然。最后，

我以为这里蕴含着以“二三十年代”文学来看“五

六十年代”文学的眼光，在当时，可能只有茅盾这

种身份的人才会持有并能以著述流传于世。似乎

能够认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环境中产生

的红色经典作品，对鼓舞动员民众，强化中国革

命的历史叙事，以及以青少年人生教科书的独特

形式，深入到那个社会的角角落落，得以完成正

面的思想教育，实际功不可没。不过，也因为这种

作品负载着过多的额外任务，再加之作者既是叙

述者又是当事人的身份混淆，以及相互矛盾，势

必也会影响其艺术质量向一个更高阶段的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二三十年代文学”的眼光不仅对

当时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作品是一个及时提醒，而

且在今天，也是对反思和重温以《林海雪原》为代

表的红色经典作家和作品的一种有益补充。

华中师院集体编写的1962年版的《中国当

代文学史稿》，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出版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之一。时隔多年之后，重要

参与者之一的王庆生先生以“访谈录”或“口述

史”的方式，再现了该教材出版及修订过程中文

学史编写者与作家之间的互动历史，这些鲜活的

第一手材料对了解《林海雪原》曲折多变的文学

史评价详情有极大的参考意义。该访谈所披露

的曲波先生对这部教材的“反应”，以及编写者对

教材的适当辩护，既可以认为是教材不断修订的

过程，也可以见出作家个人的陈述、委屈和申辩，

对教材修订产生的影响或者反作用。这个历史

缝隙是多年难遇的，因为它加深了人们对《林海

雪原》创作内幕及其原委的认识。

仅以上述两个事例就可见出，一部文学名著

的诞生和再生产，是一个非常有趣和值得重品的

现象，它把我们引向了历史深处，又对自己的当

下有更多感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作家年表作家年表

关于《林海雪原》，茅盾、王庆生如何评价？
——细读有关《林海雪原》的两份材料

□程光炜

“一部文学名著的诞生和再生产，是一个非常有趣和值得重品的现象，它把我们引向了历史深处，
又对自己的当下有更多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