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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篇语文教材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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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马识途同志的报告文学《我们打 了一个大胜仗》被选为高中语文教材之后, 冫

不少语文教师写信向他请教这篇文章的主题和 写作方面的有关问题。现征得作者同意, f
将这篇通信公开发表,以餐读者。                        t

× × × 老 师 :

来信收到,因事忙,没有及时回信,请原谅!

拙著 《报告: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实在说不上是一篇范文,被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

我实在感到汗颜。

你们询问的问题,我简答如下 :

一、文章的主题问题。我较倾向于你们争论意见中的第三种意见,那就是:报眚了四川人

民抗洪救灾取得伟大胜利的喜讯,借以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人民军队,歌颂人民群

众。同时也是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事实来证明,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已经有了

很大的好转。在极其严峻的斗争中,愈发显出我们的共产党是∵个好党,我国的社会主X制度

是一个好制度,我们的解放军是一支好军队,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告诉那些对马克思

主义缺乏信仰,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缺乏信任,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的人们g你们的

所谓 “三信危机”是毫无根据的。我们虽然还有困难,还有缺点和错课,然而我们是本有希

望的。因为我们有这样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好的领导党,这样好的保卫者人民解放军,

这样好的英雄人民。

二、文章的结构问题。你们所说的横式结构,我没有研究过。至于是否象有的老 师 说

的采诹 时间顺序写抗洪救灾过程的纵式结构氵会更有文学性,是否采取按不同对冢平列描

写的横式结构,便更能体现主题,我更没有研究过,连想也没有这么想过。我以为∵篇文章

要有鲜明的主题和富于文学性。一个作者在创作时,恐怕很难顾及采取横式或纵式结构问题,

在创作激情的冲动下信笔写去,行云流水,顺理成章,直到他感字尽*而止。同时,我以:为

文章结构中往往横中有纵,纵 中有横。比如我这篇文章。是采取横l陈铺叙的写法,但在每-
段横陈铺叙中不都叙述了许多英雄事迹产生的始末过程吗?当然,我这篇文章的文学色彩是

不够强的,甚至不能算是报告文学,而是-篇长的新闻报道。我昀原稿没有写上
“报告文

学”,这是编辑部加的。

=、
文章的素材来源问题。这篇文章的素材的确来自许多渠道∷,主要来自深入采访。_

方面我当时曾亲身从川西的成都到重庆,再到川东的万县,后来又从川东的万暴,经过洪水滔|

天的川中回到川西,我当然看到和听到许多感人事迹。△方面我又参加了四川省巾抗洪救灾∷

先进代表表彰大会,在会中,我亲自拜访过许多英雄人物,听到他们在大会上的许多精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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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还看到许多内部的材料。我实在太兴奋了,使我坐立不安,非写他们不可。说仲品文学

色彩不够,便断定没有深入第一线采访,看来是缺乏根据的。

现在,我再来回答你们提出的另外几个作文的问题。
-、 作品的主题是怎么确定的?过程怎样?如何理解作品的主题?

我以为 “主题是怎么确定的”这种提法是不很科学的。这牵涉到-个创作上 的 重 要 问
题。到底是作者先确定了主题,然后去搜集素材,进行创作,用以表现主题呢?还是作者深
入生活,积累大量素材,在认识生活和评价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创作,使主题从人物活动的

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呢?当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前者实际上是
“主题先行论”

,

用这样的方法是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是不必多说的吧!当然创作的过程是一个十分复

杂的过程,作者主要的当然应该是在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形象思维。同时也不可避免要由感性

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要进行逻辑思维,然后再进行形象思维。这也是从个别到一般,再到

个别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而且我想你们也早在文学概论之类的书中
读到,我就不再哕嗦了。

我想说的是,我在创作这篇 《报告》的时候,并不是我有了一个什么先入为主的确定了的
主题,比如说立意歌颂什么,然后到抗洪救灾前线去根据我要表现的这个主题搜集素材,进
而冷静地进行分析,加以取舍,按表现主题的需要进行创作,于是终于表现出我先行确定的
歌颂什么的主题。不,完全不是这个顺序。我进行创作的过程是这样的:大水灾发生了,我
到了抗洪救灾的前线,那时我并没有立意要写一篇报告文学9也没有立意通过救灾活动来歌

颂什么,而且也没有先入为主地确定了歌颂的主题。说实在的,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值得我歌

颂的呢!但是我在抗洪救灾的实际生活中和抗洪救灾庆功大会上,的确见到和听到党的领导

干部、解放军、特别是那些最普通的人民群众,在这场斗争中舍生忘死、大公无私的英勇斗

争事实,无穷无尽的事实,真是无穷无尽!我只记录了一小部分,已经使我感动得不得了。
在这种严峻的生死搏斗中,闪射出多么灿烂夺目的共产主义思想光辉呀!我深刻地,而且是
形象地感到,我们的人民是多么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多么好的党和军队,我们的
社会主义制度是多么好的制度。我激动得寝食不安,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我要用我的笔把他

们的英雄事迹记录下来。于是我开始创作了。我根本没有想到用什么横式纵式结构。就在我
的感情的升华状态中,文学的激流从我的笔尖冲到稿纸上去。第-稿写了两万多字,堆积了
大量的素材,简直舍不得丢掉。后来感情逐渐平静下来,才进行思考和分析,从形象到抽象 ,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个别到一般,才出现所谓思想深度。才对素材进行取舍和组合 ,

才归纳出现在这样的几个段落来,终于显出了 “
还是社会主义好”、 “还是共 产 党 好”∷、

“
还是解放军好”

这样的群众说出的主题来。

你们可以从我的创作过程中看出,我根本没有先行确定主题,而主题是最后从我的描述
中流露出来的。在这篇 《报告》中,我还明显通过群众的口头语说出了主题,在进行小说创
作时连主题也是不宜于表露出来的,还是让读者自己去发掘的好。

那么你们读文章,向学生分析文章,首先明确主题对不对呢,我想是对的,对于一个作
·

品的评论家说来,和创作作品的过程是恰恰相反的。既要评论,就要诉之于理性,就要进行分
析、研究。首先引起他注意的往往是这篇作品到底想要告诉读者什么?它是怎样写的,于是 :

就去发掘其主题,研究其结构,分析其语言,如果是小说,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塑造典型人 :

物的,他是把人物置于什么样的典型环境中来塑造的。他使用了什么最能表现人物的情节和∵

·92Ⅱ ·



闪光的感人细节的,他来取了一种什么特别的风格和特别的语言,如此等等。总之这个分析

的过程是逆行的。

二、构思过程中材料的选取、组织安排问题,上次信中我已经说了,可以补充说一说的

是,在抗洪救灾斗争中,外界的许多感性材料,反映至我的头脑里来,使我形成一个概念:

这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发扬,这是一支共产主义的凯歌。这哪里和那些通过灰色的眼

镜看到的世界一样呢?因此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和创作的冲动,我要通过这些事实来歌颂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目的明确了,甚么材料是最典型的最能反映现实的,也就容易取舍了。材

料选取了,还要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决定段落次序,把这些材料组织起来,力求做到恰到

好处地反映现实。还不只此,还要使用生动的语言,使我想说的能够准确地、鲜明地、生动

地传递给读者。遣词用字的功夫是十分要紧的。文学作品说到底终归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功

夫不好,不可能从事创作,更不用说创作出别有风格的作品了。当然,还有如何开头,如何

结尾,以及段落之间如何衔接得好的考虑。但是,所有这一切,必须在情绪昂扬,创作冲动

之下进行。没有感情 ,没有冲动,只 是象逻辑学家或修辞学家那么冷静地进行分析研究,是不

行的,那只能写出一篇有严密逻辑性和修辞得当的论文,而不能写出一篇热情洋溢的文学作

品来。激情,激情,没有激情,不要创作 !

三、素材来源于我的生活体验,有直接的也有问接的,大多是直接的。只有直接地从生

活中汲取素材,才能真实地描写,只有直接卷入到生活中去,有了切身体会,才有激情去描

写。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我写的这一篇绝不是一篇成功的报告文学,甚至于不能叫做报告

文学,之所以被选用,大概是由于我所报道的那些闪射着共产主义光辉的事实,有助于洗净

某些被污染的灵魂吧!以文学创作的严格要求说来,缺点还不少,希望你们批评指正。

此至攵

苟攵礼

马识途

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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