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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
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
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
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
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
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
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
，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
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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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九十高龄的马识途，是一位才思敏捷，笔耕不辍，创作成就卓著的著名作家。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白色恐怖、刀光剑影的险恶环境，锻炼了
他的革命意志，同时也使他与文学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70年来他在投身革命、从事繁忙的领导工作的同时，在文学创作上辛勤耕耘，创作出版了大量的小说
、纪实文学、散文、随笔、诗词等作品，取得了突出成就。
他的创作，以生动的形象、跌宕的情节、通俗的语言，表现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的生活，行文简朴老
辣而又生动鲜活，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犀利或幽默，是一个人民作家良知与个性的真实显现。
《清江壮歌》的壮怀激烈，展现出中国人民美好、善良的心灵，升华着读者情感与审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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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识途，1915年生，重庆市忠县人。
1945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
历任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省建委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
记、副院长，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
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
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雷神传奇》《沧桑十年》，长篇纪实文学《在地下》，短
篇小说集《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
　　《清江壮歌》，196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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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序章　　1　　一九六○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一天，从汉口开往北京的快车，正在华北大平原
上奔驰。
现在正是黄昏时候，太阳庄严地落到远远的西山背后去了，天边燃烧着的彩霞也慢慢地熄灭了。
蜿蜒的西山，在明净的淡青色的天幕上，画上一条柔和的曲线，在曲线上浮动着几片灰色的云和几只
归鸦，在曲线下闪动着几点星火和村子里升起来的炊烟。
天色慢慢地黑下来了，大地一片寂静。
　　在软席卧车的走道上，任远默默地站在大玻璃窗前已经很久了。
他不是在欣赏北方大平原上特有的落日胜景，而是触景生情，陷入了深沉的回忆⋯⋯　　那是在二十
三年前的夏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任远和他在北平工学院要好的一位叫柳一清的女同学，参加了
民族解放先锋队所组织的农村工作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他们被分配在西山脚下一个山村里工作。
现在还能从火车上依稀辨认那个山村的方位，那是一段充满着革命激情的生活，到现在任远似乎还能
听到那些激昂慷慨的演说，那些农民家里油灯下诉说不完的辛酸历史，那些关于人生哲学、关于人类
理想的热烈的争论，特别使他不能忘怀的是柳一清那动人的歌声，正是在这黄昏时候，从那田野上，
从那枣树林边升了起来，和那夕阳的金光一样明亮，似乎现在还听得见饱含着感情的《五月的鲜花》
：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后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任远和柳一清奉了党的指示，绕道从平汉铁路南下到武汉去。
记得也是这样的黄昏，也是在这大平原上飞驰的火车车厢里，他俩并肩地站在玻璃窗前，观赏平原落
日，他们深深为祖国的壮丽河山所激动，又为敌人踏碎祖国的河山而愤慨。
他们特别怀念美丽的故都。
那为敌人的铁蹄践踏着的古城呀，你等着吧，我们一定要回来，要带着刀剑、乘着风暴，重新回到你
的怀抱里来！
他们不禁激昂地唱起《打回老家去》的歌子来⋯⋯　　现在，任远向自己的肩旁看了一眼，空无一人
，他的眉头紧锁起来。
曾经和他在火车上低声倾诉抗日救国的热忱和向往于美丽的革命理想的人，曾经和他并肩站在火车窗
前，一同欣赏祖国壮丽河山的人，早已不在人间。
她为了祖国，为了革命，十九年前，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献出了她那正像火一样燃烧着的青春。
她生下的女儿才满一个月，就随她人了监狱。
她牺牲后，女儿下落不明。
　　任远从敌人的追捕中改名换姓，坚持工作，为了革命，在天南地北奔走。
他和群众一起忍受过多少艰难困苦，也享受过多少战斗胜利的欢乐。
他曾经多次穿过敌人阴谋设下的罗网，也曾经多次为同志的不幸牺牲而震惊哀悼，他和同志们一起，
更加忘我地工作起来。
为了党的事业，他远行千里，在闭塞的山林茅屋里，和农民兄弟商量过武装暴动；也曾经蜷伏在污浊
的贫民窟里，和工人同志讨论过罢工斗争。
他扮成游乡货郎，在运送布头针线的时候传播革命道理，也曾经站在大学讲坛上，用真理的烈火去点
亮青年们的心。
他的衣襟上扑满过中原的滚滚黄沙，浸透过江汉的迷雾淫雨，堆积过高原的凛冽霜雪，映照过滇池的
湖光云影。
他就是在这些群众的革命斗争中，磨炼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在艰苦的斗争中，逐渐变得坚强起来
。
一任风云变幻，江河长逝，他总是跟着党走，坚持革命。
但是，在回忆那艰苦的岁月时，他不能抑制自己对于英勇牺牲的战友和柳一清的怀念，也不能打消他
对于寻访柳一清的遗女的信念。
他不止一次梦见过柳一清和同她一起牺牲的战友，也不止一次梦见过他的女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江壮歌>>

　　一九五八年的冬天，任远到北京开会，遇到他和柳一清的老上级钱瑛同志，谈到了寻访柳一清遗
女的事。
他的老上级批评他在这件事情上“孤军奋战”的错误做法，说他也算得是一个老干部了，竟然在这个
问题上忘记了向党请示和依靠群众。
任远解释说：“这样一件个人私事，怎好去麻烦党呢？
”　　“这怎么能算是一件个人私事呢？
”钱瑛同志严肃地说，“柳一清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女儿，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了，只留下这一点骨肉
，直到现在下落不明，我们能不管吗？
要知道，这不仅是在给你找女儿，更重要的是在寻找烈士的后代呀。
”　　这一句话把任远说开了窍，他回去后报告了省委，省委把他介绍给公安厅，徐厅长亲自接见他
，热情地告诉他：“不要说是寻找一位烈士的遗女，就是一件普通的失踪案件，我们也要认真查找。
你放心，我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　　看起来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一落进它自己发展的正常轨道里去，便显得大有希望了。
　　但是事情进行得并不是十分顺利的，一年过去了，公安厅的工作组，虽然下了不少工夫，掌握了
大量线索，并且找到过几个烈士遗孤，但是柳一清的小孩仍然没有下落。
　　不久以前，工作组给任远去了一封信，说是又找到了一个女孩子，是民政局收养的一个孤儿，名
叫张元青，在工业专科学校上学，今年二十一岁，据说她的妈妈就是为革命牺牲的，时间地点和柳一
清同志牺牲的时间地点一样，只是这个孩子比要找的孩子大一岁。
在来信中还附了一张这个孩子的照片，请任远看看，到底是不是柳一清的女儿。
　　任远强力抑制自己因兴奋而发抖的手，拿起照片迅速地看了一下，面孔好熟呀！
难道真的找到了吗？
但是他擦了一下眼睛，再仔细看时，不对，和柳一清的样子完全不同，可以肯定这不是柳一清的女儿
。
但是，这是谁的孩子呢？
怎么面孔这么熟呢？
任远冷静地回忆了一阵，哦，想起来了，这个孩子不是跟章霞的样子和风度一模一样吗？
对了，这一定是章霞的女儿。
　　章霞是和柳一清一块儿工作过而又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一同斗争过，后来又一块儿牺牲了的一个女
同志。
章霞入狱的时候，是有一个一岁左右的女孩子，这个孩子在章霞入狱之后，任远亲自叫人去抱了回来
，在自己身边养了一阵，是后来自己调动工作了，才通过组织送回章霞的老家去的。
怎么后来变成孤儿了呢？
怎么又这么巧，无意之中被找到了呢？
　　工作组来信说，当他们去查问情况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十分兴奋，她非常想找到自己的亲人，她
简直认定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爸爸了。
她还托工作组转来一封信。
任远把这张信纸展开，满纸燃烧着炽热的感情。
这当然是不奇怪的，当一个孩子忽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结束了孤儿的命运，怎么能不高兴呢？
她在信里最后说：　　爸爸，我相信你就是我的爸爸。
妈妈牺牲以后，许多年来，我一直在等侍你来找我。
现在，果然来了⋯⋯　　任远读罢，心里一阵激动。
任远知道，她并没有找到自己的爸爸。
她的爸爸名叫童云，也是一位党员，和柳一清前后被捕，他在狱中经过党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
及斗争的锻蝽，逐渐坚强起来，最后被敌人杀害了。
这个女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爸爸了。
　　怎么办呢？
任远毫不犹豫地决定，先承认自己就是她的爸爸，而且要认真地把一个爸爸的责任担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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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章霞和童云的孩子，他真的和找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地高兴，何况章霞是为了完成党的重大任务，
才抛下孩子到监狱里去，而牺牲了自己的呢？
何况章霞入狱前曾经把孩子托给他照顾呢？
　　任远写了一封信，把真情告诉了工作组同志，同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自己新认的女儿。
　　今年四月，任远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
一天晚上，他忽然收到工作组从武汉打来的电报，说他的女儿终于被他们找到了。
女儿现在的名字叫伍春兰，在北京工业学院学习。
要他会后速去武汉转北京，和自己的女儿团圆⋯⋯　　任远拿着这封电报当然非常高兴，但是马上就
怀疑起来，难道这一次是真的找到自己的女儿了吗？
上一次以为找到了，结果是找到了章霞的女儿。
这一次又是找到了哪一位烈士的后代呢？
要知道，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这样的烈士后代是很不少的呀。
他把手里的电报翻来覆去地又看了几遍，一点也不错，明明说是找到了他的女儿。
他拿着电报到隔壁房里给同来开会的老钟看，高兴得在老钟背上捶了一拳头，笑着说：　　“我又找
到一个女儿了。
”　　老钟先是一愣，很快就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紧紧握住任远的手，也兴奋得一时不知说什
么才好。
　　2　　在上海开完会的第二天，任远就赶到武汉去。
他才在招待所落了脚，就马上用电话和公安厅联系上了。
　　不多一会儿，公安厅工作组的同志来了。
几个人都是喜笑颜开的样子，一看就知道，只有打了大胜仗的人，才有这样的神情。
他们热烈地向任远道了喜，工作组的燕侠同志把一个卷宗翻开，用他那公安人员惯常使用的、准确而
有严格逻辑性的语言，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们是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奉厅长指示，承
办这一件查找柳一清烈士遗女的案子的。
我们当时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女孩是在柳一清同志牺牲的时候失踪的，时间已经过去十八年，
当时女孩大约才一岁，没有名字，也没有特征。
这是一件困难的案子。
我们工作了半年，证明有三个人知道小孩的下落。
第一个是当时敌军统特务站的站长陆胜英，这个人下落不明。
第二个是军统特务站的副站长薛吉武，这个人在一九五一年被镇压了，死无对证。
第三个人是看守所长黄银，已经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击毙。
很明显，要查小孩下落，只有找寻陆胜英的下落。
据一些自新特务的坦白，有的说他已经逃到台湾去了，有的说他已经死了，有的说他早就洗手不干，
退伍回家了。
这些混乱和互相矛盾的证词，使我们很失望，但是在查找过程中，我们听到了有关柳一清烈士的英雄
事迹，这些英雄事迹鼓舞了我们，我们⋯⋯”　　燕侠的叙述无疑问是很有条理的，假如任远是在处
理自己的日常工作，听到别的同志发言这样有条有理，他一定会很高兴地听下去的。
但现在他却缺乏耐心了，因为他最关心的不是查找小孩过程的精确分析，而是查找小孩的结论。
他明明知道中途打断燕侠的话是不礼貌的，但他还是忍不住插进去问：　　“同志，你可不可以先把
结论告诉我，到底小孩找到了没有？
是不是真的找到了？
”　　燕侠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都笑了。
他们现在才觉察到，在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场合，慢吞吞地作这样冷静和客观的分析，是不合时宜的
。
燕侠有几分抱歉似的转过话头来说：　　“结论是肯定的，柳一清烈士的女儿是找到了。
我们拥有无可辩驳的充分证据：第一，我们有这个小孩的养父养母签了字的谈话记录；第二，我们有
这个孩子的照片，曾经把它送到我们厅里技术处和柳一清同志的照片验对过，没有错误，写有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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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第三，我们还有很多旁证，比如⋯⋯”　　任远又打断了燕侠的逻辑语言，插进去问：“可以
先把小孩的照片让我看一下吗？
”　　“当然可以。
”燕侠把一卷装订整齐的卷宗送到任远面前，打开来指给他看：“这就是这个孩子最近的照片，在北
京工业学院大门口照的。
这前面许多张是她在不同年龄时照的。
”　　“啊！
”任远才看一眼就惊叫起来：“是她，是她，一点也不错，简直像是柳一清同志又复活了！
”　　任远站起来，笑着走向工作组的同志，似乎现在他才想起来，应该对工作组同志表示谢意。
他紧紧地一一握过他们的手，说道：　　“感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更感激我们的党，要不是有党
的关怀和你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我是永远找不到这个孩子的。
”　　任远坐下来，翻了一下卷宗，笑着对燕侠说：“好吧，现在我能够安静地听你们说查找小孩的
过程了，随便怎么详细都行。
”　　于是燕侠又开始了他那有条有理的叙述。
　　原来，工作组在研究分析了各种情况之后，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找到陆胜英这个特务头子的下落
上。
但是提审了许多特务，都说不知道，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不愿意说出陆胜英的下落。
后来从一个曾经在陆胜英家里做过佣人的老太婆那里得知，陆胜英的老婆可能是卜溪人，姓甚名谁不
知道，但是听陆胜英经常叫她老婆“芝兰”。
这总算有一点头绪。
工作组立刻顺着这个线索到卜溪去，正好赶上县里开五级干部会，在会议结束时由县委宣布要查找一
个特务的事。
这个特务的老婆名叫芝兰，是本县人，要大家回忆一下。
群众路线的力量真是伟大，果然在一个公社里有个老会计回忆起来，说一九四九年快解放的时候，有
一个本地女人叫任大妹的，带回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样子和工作组说的有几分相似，住不几天，他
们又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但是她的弟弟任在田是本社五大队的社员。
工作组连夜连晚赶到五大队找任在田。
果然任在田说他有个姐姐叫任芝兰，嫁给一个叫罗英的国民党军官，可是后来离了婚，他姐姐又改嫁
到鄂城去了。
才有一点线索，又要断了。
　　工作组决心去找这个罗英的老婆。
自然，不能幻想这个老婆会说出实话来，工作组就充分运用已经掌握到的当时特务活动情况的资料，
假冒陆胜英的当时同事去找她，谈了许多当时有关陆胜英的活动情况，果然她信以为真了。
她暗示陆胜英已改名罗英，逃到嘉县一个山上隐藏去了。
但是由于工作组同志谈话时过于着急，引起这个女人的某些怀疑，她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工作组估计，这个女人一定会去通风报信，便一面发电报到嘉县公安局查找这个叫罗英的人，一
面连夜赶到嘉县去。
到了嘉县，公安局果然已经在一个人民公社里查到一个叫罗英的饲养员。
据公安局了解，这个罗英是在解放前夕以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司务长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的，那时兵荒马
乱，溃兵很多，罗英和一个本县籍的国民党军队士兵一块儿回来。
他住在一个庙子里，卖狗皮膏药混日子。
后来他参加了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的斗争，表现十分积极，分了田地。
再后来他又积极参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参加人民公社，当了一名饲养员。
一九五八年冬天，交他养的牛冻死了两头，据分析是有意破坏，就把他送到县里管训队去管训。
这家伙很狡猾，在管训队里他坦白得最好。
当时也曾派人到他的家乡去查对，的确有一个叫罗英的人，二十几年前就出去当兵去了，未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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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是一个老当兵的，因此以为他不过是一个流氓成性的老兵痞子，仍旧把他放回去当饲养员，谁也
不知道他是有名的特务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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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江壮歌》是马识途根据烈士何功伟、刘惠馨为原型写成的，而刘惠馨正是他亲爱的妻子。
两位烈士都是上个世纪30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怀着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社会的理想来到清江河
畔的鄂西恩施地区，开展秘密的地下党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最终遭到敌人杀害。
刘惠馨被捕时刚生孩子不久，她经受着地狱之火，表现出最伟大的母爱。
在走向刑场时更是临危不乱，将婴儿巧妙地置于路边的草丛中，使孩子逃脱大劫。
一对普通百姓收养了这孩子，亲生父亲任远（也就是马识途）20多年后才终于找回。
这些故事既是小说，也是历史真实，感动过60年代的中国读者，更感动了清江两岸的人民，是清江人
永远的精神滋养。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江壮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