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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林海雪原》（1958 年）

怀念与曲波叔叔相处的日子
□毛 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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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上小学时看的《林海雪原》原著，当时因为年

龄小，还不能完全理解书中的细节，但小说对人物的精

彩描写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少剑

波、杨子荣、孙达德、白茹等英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让我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牺牲

换来的。

直到1967年1月，我被分配到北京110中学，机缘

巧合之下与曲毳毳分在同一个班。由于我们的家庭背景

相似，很快我俩就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那时我们的父

母都在接受审查，经常不能回家，当曲毳毳的姐姐哥哥们

也不在家时，常常是我与她互相陪伴，就这样我认识了毳

毳的家人。当我知道毳毳的爸爸就是《林海雪原》的作者

时，立刻肃然起敬，心想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但

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曲波叔叔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而且从不把我当小孩子。我们经常一起聊天，他时常给

我们讲战争年代的故事和过去的往事，聊到高兴处就仰

天大笑，讲到牺牲了的战友时又低头陷入深深的沉思。

他讲故事有很强的感染性，我也从他的故事中汲取了许

多做人的道理。

在我与曲波叔叔相识的30多年里，只要我有时间，

都会去看望他和刘波阿姨。当我遇到困难或困惑时，特

别愿意向他们倾诉，每次也都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正面的

引导与帮助。

记得我从部队复员分配到新华印刷厂时，有一次工

会组织工人进行万米游泳比赛，从颐和园玉带桥游到玉

渊潭的八一湖，当我快到终点时已经感到精疲力竭。正

当我想放弃上岸时，突然看到曲波叔叔站在岸边大声为

我加油。他不顾在战争年代负伤留下的腿部残疾，独自

骑自行车赶来为我加油助威，这使我受到极大的激励，

鼓足力气坚持游到了终点。

1975年工厂推荐上大学，因为我当兵从事医务工

作，很想去学医，但这次只有一个文学系名额。我正准备

放弃报名的时候，是曲波叔叔告诉我：“你不要只知道学

医可以走遍天下，学文学不仅可以在有人的地方写文章，

在没有人的地方同样可以构思创作，有所作为。”在他的

鼓励下，我毅然报名参加工厂仅有的一个大学名额的推

荐遴选，经过几轮推荐，我被选为那年预备上大学的候选

人，恰逢此时，上级经过平衡又分配给厂里一个学医的名

额，让我圆了学医的梦，正是当初曲波叔叔的开导才让我

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又是曲波叔

叔和刘波阿姨把她们老战友的侄子介绍给我，后来我们

组成自己的家庭，这也使得我们两家亲上加亲。

1995年，《林海雪原》再版的时候，曲波叔叔又送给

我他亲自签名的书，我至今一直珍藏着。

在后来的日子，曲波叔叔和刘波阿姨身体逐渐出

现一些慢性病，渐渐地做事情开始力不从心。当曲波

叔叔病重离不开医院时，只要我在北京，都会第一时

间给他们所需的帮助。曲波叔叔面对疾病始终持有

乐观的态度，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顽强地与疾病做

斗争。

今年恰逢纪念曲波叔叔诞辰100周年，在这个时候，

我十分怀念与曲波叔叔相处的那些日子，也永远不会忘

记曲波叔叔对我的关心和教诲，更由衷地感谢《林海雪

原》这本书在人生道路上给予我的重要指引。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副院长）

我们家和曲波叔叔家可以说是三代世交。

第一代当是我的父亲颜地与曲波叔叔、刘波阿

姨之间的友情，渊源可以追述到抗战时期。1944

年，那时的山东解放区有个胶东建国学校，内设工

科、医科、师范科，刘波阿姨在医科，我父亲则在师范

科，这所大学是为部队培养人才的。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曲波叔叔被派往东北

剿匪，我父亲则在这段时间被派到旅顺在中苏友好

协会工作。虽然同是被派往东北，可曲波叔叔的工

作就残酷多了，大家都知道土匪有多么彪悍，要剿灭

这样一群出没于深山老林的悍匪，将会多么艰难。

但是，从山东派过去的部队不仅以辉煌的战绩完成了

任务，曲波叔叔作为这次任务的领导者，还创作出了

一部传奇性极强的小说，《林海雪原》因此应运而生。

所以，我觉得曲波叔叔真的特别棒。他上马能

战，下马能写，一部《林海雪原》一经面世就红遍了大

江南北。我阅读这本书时的感受是，这是一本风格

独特、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文学作品。若无亲身经历，

是写不出这样的故事的。书中出现的那些英雄影响

的远不止我们这一代人，直到现在，它仍以各种各样

的艺术形式被改编，持续影响着“00后”“10后”以及

更年轻的后辈，由此也可看出这部小说的魅力确实

非比寻常。

实际上我觉得，书中描写的正是曲波叔叔他们

那一代人的生活缩影。在他们身上，不仅有铁血豪

情，同时还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和对生活的热爱。

战争年代从山东走出来的文人才子不少，譬如解放

后时常与他们来往的马少波、虞翼、王少岩等。我觉

得，这些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人墨客，因为他们多数戎马半

生，功勋累累。战争磨砺了他们，同时也成就了他们，那是属于

他们的峥嵘岁月，他们活得不仅精彩而且肆意洒脱。

我开玩笑自称是“曲家老五”，这和我父母 50多岁就相

继去世有关。曲波叔叔和刘波阿姨对我这老友之女很是疼

惜，生活中如何关照这些琐事不用详细历数，在这里只说一

件事：2005年，我丈夫方子哥有一个肾出了问题，我记得拿到

检验结果那天是个中午，炎炎烈日下我坐在医院台

阶上，却生出一身冷汗。因为父母已经不在了，我不

知该如何去见子哥，也不知该如何应对或者找谁去

拿个主意。我不知刘波阿姨是如何听说的，她打电

话把我约到了北大医院，一把年纪还拖着动过手术

的病腿，亲自带着我去联系了北大最好的医生。手

术之后危机解除，我想即使我父母健在，他们所能做

的也不过如此。

还有一年，中国京剧院想要将《桥隆飙》改编成京

剧，托我联系曲波叔叔，问能不能见面谈谈。曲波叔叔

同意后，我带着两位老编剧来家见他。记得那一天从

上午9点多一直聊到黄昏，中间曲波叔叔还招待我们

吃了顿饭，我坐在一边听三位老爷子聊了将近8个小

时，曲波叔叔思维异常敏捷，那种谈笑风生、游刃有余

的画面，至今令我难忘。不过，他们对我能一直坐在一

旁聆听也挺赞赏，说坐不住的早跑出去玩了。其实他们

不知道这种机会对于我有多么难得，能同时聆听三位

级别如此之高的资深作家和编剧谈创作，是多么难得

的机会呀！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家都是画画的，但我不

务正业的爱好却是写剧本，那一天听君一席话让我受

益匪浅，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与曲家来往的朋友都知道曲家家风很好，他们家

的孩子性格中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待人真诚。与朋友

交往我很看重这个诚字，因为相识相交若能心无芥蒂

地说话做事十分难得。也因为投脾气，除了我和曲家

第二代交情深厚，我儿子与曲家第三代仍是朋友，这

种情分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久以来的守望相

助，这份信任和了解甚至可以将儿女互相托付。

再说句题外话，方老师的字不好，因为从小没练过，他除了

“方子哥”这三个字因为经常给人签名，写得还算是行云流水外，

其他多写一个字，都实难恭维，所以他一直在练大字。但他常写

的一句话“诚外无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以诚待人、

以诚做事是一种人生态度，老一辈的认真求实为我们作出了表

率，这才是我们这些晚辈最应该继承和发场光大的。

（作者系北京画院画家）

曲波的红色经典作品《林海雪原》可谓家喻户晓，不仅在

当时是畅销小说，而且还被改编为秧歌剧、电影、话剧等多种

艺术形式。同样是曲波呕心沥血创作的《桥隆飙》虽然不如《林

海雪原》一样被大众熟知，但是直至今日仍迸发着活力，被多

次改编成电视剧。《桥隆飙》这部小说有什么样的创作故事？为

何时至今日仍能引起读者的喜欢？

话说在1960年代，曲波曾来到山东省莱州市，与一位个

子不到一米七、整天笑哈哈的胖老头同吃同住、共同劳动，体

验生活长达半个多月。曲波不断搜集素材，琢磨思考，最终塑

造了桥隆飙这个艺术形象，而这位在莱州市默默无闻的饭店

经理，正是当年名震胶东的乔明志。

1903年3月，乔明志出生于现在的潍坊市朱里村一个贫

穷的农民家庭，他自幼喜好打抱不平，很早就不再读书，并于

1925年进入了昌邑马队。此后不久，乔明志伙同他人杀掉了

一名地主，只能从老家逃走，加入当地的一个土匪武装，落草

为寇。在这个组织之中，乔明志的年龄最小，排行老八，号称

“乔八爷”，这个称号也随着他的事迹响彻胶东大地。“乔八爷”

的组织经常劫富济贫，后来由于抢劫济南的民生银行失利，土

匪组织也随之解散，乔明志只能改头换面，“包装”起来，成为

一名理发匠。但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以及私藏的一把

短枪引起了我党工作人员的注意，中共平度地下党组织负责

人罗竹凤和乔天华积极争取乔明志，他最终加入了抗日游击

队。乔明志于1938年转战掖县（今莱州市），担任胶东抗日游

击队第三支队侦察大队长，参加了掖县玉皇顶起义；于1939

年清明节前，被任命为胶东抗日第五支队特务营营长，担负起

保卫胶东根据地设在栖霞、招远、莱阳、掖县、平度等地众多被

服厂的任务。1952年,乔明志以二等甲级伤残军人的身份，转

业回地方养伤，落户在妻子张淑堂所在的王贾村，并到邻镇平

里店开了一家小餐馆。1956年公私合营,乔明志以资方身份

担任平里店镇供销社饭店经理。

乔明志早在1956年便作为人物原型出现在冯德英的小说

《苦菜花》中，该小说塑造的不朽的人物形象柳八爷就借鉴了乔

明志的故事。1979年2月出版的《桥隆飙》使得乔八爷的故事进

一步流传。《桥隆飙》讲述了一支被称为“飙字军”的农民武装，

如何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由一群草莽好汉转变为我军革命战士

的故事。在小说中，我党的工作人员马定军通过讲道理说服这

个小农意识强烈、性格鲁莽的绿林好汉接受改造是故事的主

线，如果单纯地讲述，很容易导致小说变得枯燥，但曲波采用了

民间化的叙事模式，使得这部小说时至今日仍迸发着活力。

曲波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写作方式，也是从自己的经验中

来的。他曾说：“西方文学很动人，但是即使让自己读后再讲一

下，也只能讲个精神，或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可对于《三国演

义》《水浒》《说岳全传》，读后自己则可像说评词一样地讲出

来，这类作品在一些不识字的群众间也能口传。”所以，曲波意

识到作品想在大众中产生影响，传统文学中所具有的一波三

折的故事情节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他创作小说所遵循的方

法。《桥隆飙》中的故事情节很复杂，一方面是“飙字军”打击敌

人的明线，另一方面是我党工作人员潜伏“飙字军”的暗线，还

有“飙字军”内部出现的叛徒这条线，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才使

得故事复杂好看。

小说《桥隆飙》在故事叙事视角的选择上别出心裁。作品

开场就是马定军接受上级任务，和沙贯舟去调查“飙字军”的

情况。俩人乔装打扮成小贩，进入三古镇，一路上小心谨慎，仔

细观察，发现了些许可疑之处，却不料早早被“飙字军”盯上。

读者未见桥隆飙，却早已在马定军、沙贯舟的言谈中，上级的

指示中，老百姓的口中，大略地了解了桥隆飙，更是对这位各

路褒贬不一的传奇人物感到好奇。在小说之后的叙事中，除了

马定军说服桥隆飙加入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明线，还有一条暗

线，如同杨子龙需要得到座山雕的信任，马定军和沙贯舟同样

需要得到桥隆飙的信任，由于土匪内部的情况并不统一，桥隆

飙的性格又有些鲁莽，大喜大怒、阴晴不定，所以小说中设置

了两人几乎惨遭桥隆飙砍头的事件。读者知道马定军、沙贯舟

的任务和好人的属性，主人公桥隆飙却被奸人利用，这里的误

会和冲突是小说的一大看点。另一方面，作为一部红色小说，

桥隆飙这个人物形象的呈现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马定军

的观察和叙述中浮现：小说不单单通过马定军之眼描述桥隆

飙的所作所为，而且时刻加入了马定军对于桥隆飙的评价和

如何改造的想法，使得桥隆飙这个人物既有民间演义的性质，

又兼具成长小说的特点。

小说中涉及多个地点，包括平州城、三古镇、茅公岛、平里

集地区等，桥隆飙先是在结识马定军、沙贯舟的过程中不断改

造，最后由自己一直敬重的表哥、表嫂引导加入共产党，成了

一个真正贯彻我党思想的抗日英雄，可以说小说的结构和西

方的成长小说特别接近。成长小说是跟随主人公从动荡的童

年走向启蒙和成熟的小说，成年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主题，也是

一个重要的文学类型。成长小说的基本结构是迷失、旅程、冲突

和个人成长、成熟。在《桥隆飙》中，这个结构也非常明显，桥隆

飙出生于贫困家庭，受到地主的欺负，他认为过以前一样的生

活无法保护家庭、报仇雪恨，于是开始了流浪的旅程，在旅途

中建立了土匪部队。当抗日救亡的冲突摆在面前，他又因为大

意导致人员伤亡，桥隆飙对此流

下了英雄泪。正因为这次失败，桥

隆飙走进共产党，了解了党的政

策，才真正地走向了成长和成熟。

虽然桥隆飙由一名自由散漫

的土匪成长为一位共产党员，但

在小说的叙事中，桥隆飙仍然是

一个扁平人物。扁平人物和圆形

人物的概念来自英国作家、评论

家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一

书。扁平人物在17世纪被称为“谐

趣人物”，有时也被称为类型化人

物或漫画式人物。扁平人物是单

面的，人物性格会单一些，作者在

刻画扁平人物的时候往往是为突

出人物某一方面的性格，其他方

面的性格基本不会呈现。在小说

《桥隆飙》中，主人公的鲁莽和义

气是一以贯之的，这也正是演义

小说常用的方式。曲波的写作是

面向广大人民的，在小说的叙述

中，读者很容易记住桥隆飙的特

点，在故事情节中，桥隆飙的所作所为也更能被读者熟知。比

如桥隆飙得知自己因为误会差点杀掉马定军后，立刻由大怒

变为羞愧。“当桥隆飙听信谗言时，他不等别人解释，一拍桌

子，就要砍头杀人；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他嘭嘭朝自己胸

前打了两拳头，然后双手抱着沙贯舟……竟然哭出声来。”桥

隆飙遭到日军袭击，失去了结拜兄弟，他不顾军队实际情况，

硬要以卵击石，为兄弟报仇，这也是他鲁莽和有义气的体现。

在小说中，马定军和沙贯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个

人物的性格塑造也比较简单，他们忠诚、爱民、坚定，更重要的

是体现了我党的方针政策。正如曲波在谈到《林海雪原》时说

的，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是个十分重要、丝毫不容苟且的根本问

题。小说中也体现着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在人物命名、外貌描

写、动作描写中处处都有体现。比如描写正面人物时，桥隆飙笑

道：“马师爷！你真不错，有忠心。可你别当我老飙真叫他灌迷糊

啦，没有！我知道，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致命的恶

虎，气是惹祸的根苗，所以，我‘酒、色、财、气’一字不沾，一样不

贪。咱是干啥的？我老飙从来不向穷人筹款要粮。”在描写反面

人物时，说到仇国基的第三房老婆和小儿子的不伦感情，可见

敌人不仅对人民大众剥削打压，自己内部也是乌烟瘴气。

小说的描写还极具民间趣味，作者使用了很多俗语俚语。

“人多乱，龙多旱，母鸡多了不下蛋，媳妇多了婆婆做饭”“老婆

老婆，眼泪一窝，养孩子一拖，累得丈夫弯腰背驼”……小说中

还饶有兴致地描绘了很多江湖场面：“他放下铜锣，向观众道：

‘鄙人初踏贵地，一没有拜师，二没有访友，各位三老四少、师

父朋友，兄弟我这里有礼了！’说罢他施了一个武行江湖的罗

圈礼，又说道：‘恭求各位三老四少、师父朋友，照顾兄弟我吃

碗饭。有钱帮个钱缘，没钱帮个人缘。今天我们兄弟几个，初来

乍到，远途来得慌忙，不能就耍就练，特派兄弟我出来献几手

小彩，一来招招幌子，二来拜拜老少爷们。’”这类江湖式的描

写数不胜数，读起来别有一番趣味。

作家李凖曾评价《桥隆飙》说：“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根本宗旨就是维护人的生命权利，维护人的

生命尊严，赢得持久的和平，而赢得人的尊严，赢得持久的和

平，就呼唤着各种各样的英雄。桥隆飙作为一个从草莽英雄走

向自觉抗日的英雄，在中国文化中间非常有代表性。”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工作人员）

从草莽英雄到抗日武装，桥隆飙如何成就传奇
——简谈《桥隆飙》的人物塑造

□贺同越

电视剧《林海雪原》（1986 年）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1970 年） 电视剧《林海雪原》（2003 年）电影《林海雪原》（1960 年）

电视剧《桥隆飙》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