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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铁 椎 传》的 人 物 描 写

杨万荚 江觉非

清初散文家魏禧的 《大铁椎传》,.正文

只有五百零四个字,但却把一个英武豪俊、

侠烈魁奇、技艺超群而又敢于同贪赃勒索、

豪抢强夺的 “众贼”决斗而获 全 胜 的 “异

人”—∵大铁椎,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

面前。
“大铁椎,不知何许人也。”魏禧一起

笔就扣紧趑目,开门见山地点出大 铁椎 其

人。但奇怪的是,下文并未紧承△句去写大

铁椎是怎样的一个人,而是用 “北平陈子灿

省兄河南,与遇宋将军家”
一句,巧妙地引出

∷个宋将军来,随后便直接叙写宋是 “怀庆

青华镇人”
=, 

“工技击,七省好事 者 皆来

学”,并交待人们称宋为
“将军

”
的原由是

因他 “雄健
”。由此看来,第一自然段正面

描写的是宋将军。

第二自然段又由宋将军引出其 “弟子高

信之”,高也是 “怀庆人,多力善射”,其

衣艺过人。简介了高之后,赓即交待出高与

陈和高、陈与宋的关系ρ前者说明高 “长子

灿t字 ,少甲学〃,∴ F煮讧叩高、际“尝与
过宋将牢〃 (“过

”,往访、拜见之意)。

高虽 “多力善射?,但他的技艺源于宋将军。

可见,写高是为了从侧面烘托宋将军。

第一、二自然段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作

者通过第一自然段的正面描写和第二自然段

的侧面烘托,便把 “雄健
”而 “工技击”

,

盛名
“七省”弟子盈门的宋将军这-人物形

象兀立于读者的眼前了。在这里,人们可能

会产生疑义 ;文章点出大铁椎其人后,竟把

大铁椎抛置一边,太写某宋将军,这不违背

本文的表现中心吗?魏禧所以作如此安排,

除了使文章线索清楚,人物关系分明外,主

要是采用了 “烘云托月”的手法。写高是为

了写宋,写宋又是为了写大铁椎。正面叙写

宋将军,是为下文直接描写大铢椎这一八物

作好铺垫,也是间接地侧面描写大铁椎。

第
=自

然段,就紧接第一自然段 “北平

陈子灿省兄河南,与遇宋将军家”
一句,对

大铁椎进行直接正面的描写。这里
=要

写陈

子灿白天在宋将军
“座上

”
所见到的大铁椎具

人,并对大铁椎作了粗犷的勾画。其人 “
健

啖”, “貌甚寝 (丑陋),右胁夹大铁椎
”

,

“饮食、拱揖不暂去〃、“与人罕言语,译类

楚声”,别人 “扣其乡及姓字,皆不答〃·

对其所用武器大铁榫,却作了较细致的描写 :

“重四五十斤”
,“铁柄摺迭,环复如锁上链 ,

引之长丈许”。作者之所以要详细叙写大铁

椎的重量,椎柄的形状和椎的使用,用意有

二:一是不知这位客人的姓名,文章要用他

使用的这一武器来代称其人,必须交代清笮 ;

二暴汐了罕八,悼重不妤芦,其人能使,更

能表现其力大无穷,技艺高超。

第四自然段写陈、高与大铁椎 “
同寝

”
,

在半夜时的所闻所见。作者通过大铁椎本人
“吾去矣!” 这一简短的话语和他在 “窗户

皆闭”的情况下 “言讫不见”,到 “子灿寐

而醒”时 “客则鼾睡炕上矣”的神速行动,

描绘出了一个神鬼莫测、来往自如的传奇式

人物,二是通过同寝的高信之口头对大铁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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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貌进行批述, “客初至 ,不冠不袜 ,⒓t蓝

手巾亵头,足缠白布 ,大铁椎外 ,一无所持。

而腰多白金9吾与将军俱不敢问也。”

第三、四自然段是本文的第二部分。这

部分仅就大铁椎的外貌、只言片语、个别行

动和他使用的
“椎”进行了描写。在我们眼

里 ,大铁椎还只是一个力大无穷、性格鲁莽、

寡言少语、略具侠气、神出鬼没于黑夜之中

的人物而已。

第五自然段主要通过人物对话描写来展

示人物的心理”突出人物的性格。在一、二

自然段已介绍出宋将军是一个盛名鼎鼎、豪

气非凡的人物,可是经过 “罕言语”
的大铁

椎的仔细观察,认为宋将军及其弟子
“
皆不

足用”,所以他要离去。在宋将军
“强留

”

之下,大铁椎才说出了他要离去的原因 g“ 吾

尝夺取诸响马物,不顺者辄击杀之。众魁请

长其群,吾又不许,是以仇我。久居此,祸

必及汝。”当宋将军听说大铁椎 “
今夜半 ,

方期我决斗某所”时,便欣然表示: “
吾骑

马挟矢以助战”。性情爽直的大铁椎却劝阻

说: “贼能且众,吾欲护汝,则不快吾意。
”

在大铁椎眼里,极富盛名的宋将军不但不能

助战,反而会是他在决斗时的包袱。这既能

看出 “众贼”的厉害,更能看出大铁椎不仅

勇猛善战,而且技艺非凡。这为下文描写大

铁椎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能迅速获取全胜

埋下了伏笔。宋将军-方面由于
“
自负”

,另

-方面又 “
欲观客所为

”
,强求要随去 ,“客

不得已,与偕行
”。 “将至”,大铁椎 “送

将军登空堡上
”,让他远远观战,并叮咛他

“慎弗声,令贼知汝也。”这些描写使我们

逐渐认识到表面粗莽又 “罕言语”的大铁椎

实际上是一个善于观察,勤于动脑9粗 中有

细”莽中有谋的人。

第六自然段紧承第五自然段,叙写大铁

椎与
“
众贼”

的决斗。这一段文字先交代这次

决斗是在
“
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

”

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按决斗的过程进行了描

写。首先,写决斗前的双方力量。大铁椎孤

身一人 “驰下,吹蹙篥数声”
;贼人多势众 9

“
=‘

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 从 者 百 许

人”。然后,着重描绘了大铁椎在决斗中勇

猛顽强、大战众贼的惊心动魄场面。第-回

合, “
∵贼提刀纵马”直奔大铁椎,大铁椎

仅一呼
“椎!” 贼人便

“应声落马,马首尽

裂”o第二回合, “众贼环而行”,其势汹

汹,大铁椎 “
从容挥椎”,贼人马便四面仆

地,被 “杀三十许人”。最后,写大铁椎在

决斗后离去时的威势。作者着意在这个
“
呼

”

字前用一
“
大

”字来修饰,在 “呼”字后 ,

用 “地尘且起,黑烟滚滚,东向驰去
”
加以

形容,增加了人物浪漫、神奇的色彩。∷

第五、六自然段为本文的第三部分,主
要是写大铁椎告辞宋将军时的谈话和当晚与

众贼决斗的场面。至此9大铁椎这一人物形

象的全貌,才得以显现9为人所识。

综观全篇9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大铁椎

这一人物的描写和性格的刻划,是煞费苦心

的。他既重视正面描写,又重视侧面烘托。

在正面描写中,又按先隐后显,先粗后细 ,

先表后里,先抑后扬的原则,直至篇末才让

-个完美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让一个爱憎

分明、技艺超群的侠义之士栩栩如生地屹立

于读者面前。这正是魏禧描写人物佳妙之所

在。难怪陈椒峰要盛赞魏禧的 《大铁椎传》
“摹写处奕奕有生气,顿挫虚实之妙,真神

明于左史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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