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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极其《李自成》

[ 作者 ] 人文南阳网 

[ 单位 ] 人文南阳网 

[ 摘要 ] 姚雪垠（1910~1999年），原名姚冠三，字汉英，邓州市人，现当代作家。曾任湖北省文联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曾在《文学季

刊》、《晨报》、《大公报》、《申报》等北平、天津、上海的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论文多篇，富于时代感。 

[ 关键词 ] 人文南阳网;《战地书简》;小说;差半车麦秸;M站;差半车麦秸;牛全德和红萝卜;重逢戎马恋;新苗;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李自成

       南阳古称南都帝乡，自古以来就是文风昌盛的一块宝地。史传的文人墨客不胜枚举，佳作美文数不胜数，这些都已成为我国浩瀚文

化长河中的璀璨明珠，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不仅影响到了南阳人的行为和价值准则，而且营造了南

阳浓郁的文化氛围，孕育了南阳现代文学史上的姚雪垠、李季、冯沅君、宗璞等一代名家，他们以自己丰厚的文学创作为南阳文学写下了

光辉灿烂的一页。姚雪垠及其《李自成》一、姚雪垠的生平与创作姚雪垠（1910~1999年），原名姚冠三，字汉英，邓州市人，现当代作

家。曾任湖北省文联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上初中时一学期未读完，被土匪队伍抓走，在土匪队伍中生活约100天，这一经历成为他日后

创作自传性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开始以“雪垠”的笔名发表小说。1931年因参加学潮被校当局开

除，此后刻苦自学，广泛阅读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作品，后到北平以投稿、教书为生，曾在《文学季刊》、《晨报》、《大公报》、《申

报》等北平、天津、上海的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论文多篇，富于时代感。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沦陷的北平返豫，在开封主编

《风雨》周刊，赴徐州前线采访，写成书简体报告文学《战地书简》。1938年到汉口，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发表了短篇小说《差半车麦

秸》，受到文艺界的重视。1941年在大别山主编文艺刊物《中原文化》。1942年赴重庆，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任创作

研究部副部长。1945年到四川三台，任内迁的东北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任大夏大学副教务长、代理文学院长。在此期间出版

有报告文学集《四月交响曲》、短篇小说集《M站》、《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和红萝卜》、《重逢》，长篇小说《戎马恋》

（一名《金千里》）、《新苗》、《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长夜》是一部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在广阔的农村阶级斗争的背景

上，细腻地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豫西“土匪”的生活，刻画了一群因农村破产而自发走上斗争道路的农民形象。另外还出版了论文集《小

说是怎样写成的》，传记文学《记卢轩》等，并研究明代历史，发表了《明初的锦衣卫》、《崇祯皇帝传》等学术论著。他的小说多写农

民在战乱中的变化和反抗斗争，为新文学人物画廊塑造了一批具有强悍豪爽性格的人物形象。作品朴素自然，语言生动，采用北方农村口

语，为实践文艺大众化做出了贡献。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姚雪垠1951年到河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53年调到武汉作协。1957年错

划为右派，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在逆境中开始创作他的代表作历史小说《李自成》，计划写5卷，共约350万字。早在抗战时期，

他就想写长篇历史小说，并开始搜集、研究明末史料。他接触工人、农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广泛地研究了明末的历史问题和历史生活。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和艰苦创作，《李自成》第1卷于196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译成日文后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第2卷大部分初稿写成于1965年以前，一

部分是1972年以后补写的。在“四人帮”横行时，姚雪垠无法继续写作，1975年上书毛泽东请求给予支持，毛泽东很快就批示有关部门，

给作者以极大方便。《李自成》第2卷于197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1卷修订本也接着出版。第1、第2卷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强

烈的反响，1978年2月姚雪垠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后任湖北省文联主席。第3卷在1979年大部分定稿，1981年出版。到1999年作者

去世后，《李自成》5卷12册全部出齐，共计三百多万字。其中第2卷曾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这一史诗性的作品以李自成农民起义为背

景，通过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由弱到强，又由成功到失败的过程，探讨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的基本规

律，描写了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规模宏大，人物众多，艺术地再现了明清之际社会变动中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军事集团等各种社

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人物性格鲜明，具有深远的悲剧内蕴，是阶级斗争、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长轴画卷。茅盾曾评价说：“中国的封建



文人也曾写过丰富多彩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

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见同名评论

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 《李自成》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有着新的探索与开拓，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为后人创作长篇小说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李自成》的第一个特点是人物形象的丰富性。 小说通过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来反映历

史上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有农民起义军的统帅、将领、军师、头目、男女战士、孩儿兵，又有皇帝、后妃、藩王、朝臣、巡抚以及巫

婆、江湖术士等，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李自成是作品的中心人物。作者在第一卷《前言》中说：“我在塑造他的英雄形象时，在性格和

事迹方面基本上根据他本人原型，但也将古代别的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才干集中到他身上。”由于史料记载少而简单，作者以自己丰富的历

史知识和长期生活积累为基础，虚构出很多生动的情节，使作品中的形象更加丰满。“潼关南原大战”、“谷城会”、“商洛壮歌”、

“李自成突围到鄂西”和“闯王星驰入河南”等主要情节，着力表现李自成政治上高瞻远瞩、英武果断和豁达大度的领袖风度，军事上骁

勇善战、有胆有识、置身于惊涛骇浪而能指挥若定的英雄气概，以及他坚定刚毅的性格、平易近人的作风。作者从纵横两个方面入手对李

自成加以刻画。在纵的方面，将李自成放在急剧、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显现他作为农民领袖在政治上、军事上逐渐成长的发展过程。小说

一开卷，作者就使李自成处于几近全军覆没的逆境中，从多方面描写了他在失败面前临危不惧，以图东山再起的英雄气概。在损兵折将、

妻女俱失的生死存亡关头，作品既不回避表现他的痛苦，又着重描写了他的坚强不屈和富有远见。奔赴谷城和商洛树旗，则着重写了李自

成胸纳全局的战略眼光和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特别是亲赴石门谷平息杆子哗变的典型情节，作者通过剑拔弩张的氛围渲染，极有气势地

描绘了李自成身处险地而正气凛然的精神境界、有勇有谋和坚定而灵活的办事能力。以后，李自成突入鄂西、潜伏郧阳山、选择有利时机

星驰河南、破洛阳、杀福王、号召民众、驰骋中原等情节，则进一步表现了李自成作为一代农民起义领袖的雄才大略。第2卷结束时，革

命形势已大为改观，李自成的形象，也在读者的心目中“由浅而深，由淡而浓，如迎面来，愈走则面目愈明晰，笑貌愈亲切，终于赫然一

个英雄形象与精神卓然不群的英雄人物出现了”(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文学评论》1978年2期。)。在横的方面，是

从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中，多方面表现李自成的英雄性格和优秀品质，李自成与当时许多农民起义领袖有不少不同的地方，而其中最主要

一点则是他“从起义的早期起就有着打倒朱家王朝，救民水火的明确目的”(姚雪垠：《李自成》第2卷下册，第1108页。)。小说正是抓住

这点进行着力刻画。李自成与张献忠的谷城相会，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张献忠的性格，更显示了他们两人政治素质的高低。张献忠的亲信王

吉元思想感情的变化，并在危急时拚死为李自成报信，有力地衬托出李自成是同时代起义领袖中的杰出代表，他的举止行事，具有同时代

农民英雄所不及的眼光、气魄与风度，这使他深受广大农民和起义军的拥护。作者还塑造了一批英姿飒爽的古代妇女英雄形象。红娘子英

武爽利，识见超群，然而又不失其未嫁姑娘的身份及风度，较之高夫人更有生活气息。慧梅聪颖伶俐，热爱生活，在她身上，更多体现了

我国古代劳动妇女的优秀品质。高夫人在作品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对这个人物，评论界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主要认为她被过分地

现代化了）。作者还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刻画了一批同样参加农民军，但思想品格各不相同的知识分子形象。牛金星、李岩都是举人造

反，但音容笑貌、精神品格迥然相异，牛金星博古通今，但利禄权势的欲望很大；李岩淡于名利，头脑清醒，但与农民军在精神上存在距

离，这些都潜伏着未来矛盾发展的缘由。宋献策与牛、李二人都有区别，他是江湖策士，眼明手快，善于同各种人物周旋。张献忠的谋士

徐以显则又是一种类型，信奉“心狠、手辣、脸厚”的所谓“成大功者的六字真言”，是一肚子歪心肠的阴险分子。描写知识分子的章节

中，“李岩起义”写得极有层次，使李岩形象相当清晰、传神，深刻地显示了明王朝崩溃前夕地主阶级内部的急剧分化。 《李自成》的

第二个特点是：在明末清初的社会生活场景上颇费笔墨与心思，从宫廷到战场，从都城到乡野，都不乏生动描写之处，从政坛角逐到沙场

交锋，从典章礼仪到人情风俗，描摹大多翔实逼真。 小说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明末农民起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特别是出色地描绘了

李自成农民军由弱到强这段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曾经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暂时处于低潮，13家农民起义

军，只有李自成一支拒不投降，坚持战斗，受到官军的围追堵截。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描写李自成的。第1卷以潼关南原大战为

中心事件，描写李自成在战败之后，决心重整旗鼓，打出新局面。李自成以出众的胆识亲历险境，鼓动张献忠重新起义的“谷城会”，是

全书精彩章节之一。第2卷写李自成在商洛山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表现了非凡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使局势转危为安。“商洛壮歌”这一单

元，写得有声有色，其中虽无潼关南原那样的大战，但险情丛生，风波骤起，较之大战更是别具风光。随着农民军力量的发展，必定促使

地主阶级内部产生分化，封建士大夫牛金星、李岩起义加入农民军，使李自成的声势更加浩大。小说在以主要篇幅描写李自成农民军的同

时，还从作品的需要出发，分别以轻重不同的笔墨描写了张献忠在谷城重新起义和罗汝才、老回回时而投降、时而造反的情况，充分显示

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巨大声威和错综纷纭的历史画面。第3卷写李自成破洛阳以后，声势大振，几次在河南击溃和歼灭明朝的主力部队，

并三次进攻开封。本卷着力写第二次和第三次开封战役，以及从属于第三次开封战役的朱仙镇大战，每次战役，各具特色，深刻地表现了



明末大军野战和攻战的真实情况。 作者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形象而具体地展现农民军迅速发展、明王朝急剧崩溃这一总的历

史趋势及其社会原因。小说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农民大起义的必然性。另外，又用相当篇幅描写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

如：宫廷内部的勾心斗角、对清主战与主和的矛盾冲突；中、小地主与上层统治者之间的争斗等等，深刻勾画了明朝崩溃前夕“山雨欲来

风满楼”的景象，写出了李自成农民军之所以能摆脱困境迅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同时，小说摈弃了历代封建文人污蔑李自成的材料，注重

描写李自成的农民军迅速发展的内在原因，深刻挖掘李自成作为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农民英雄在组织、发展这支队伍中的重大作用。特别

是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及身先士卒的模范行为，成为农民军强大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未忽视这支队伍，上至重要将领下至普通士兵团结一

致、赤胆忠心保李自成打江山的集体力量。至于农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小说也有生动描述，义军到处开仓放粮，平买平卖，深得民

心，因而在危急时常常得到人民的支持与保护。小说还描绘了革命阵营内部各路义军在对敌斗争中政治、军事素质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

既联合又斗争的情况，以此烘托李自成农民军迅速成长的内在因素，小说没有回避农民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领袖人物有皇权思想与天

命观，起义过程中忽视建立根据地等），正确描写了他们的阶级局限与历史局限，对于李岩等文人参加起义后在农民军中的作用，也作了

恰如其分的肯定。 《李自成》的第三个特点是：为历史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首先表现在它所展示的社会矛盾的

复杂性。《李自成》不是孤立地写农民起义，而是把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放在明清之际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来表现。在这一方面，

姚雪垠大大发展了他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等小说中把生活作为一个矛盾统一的整体来表现这一现实主义的特色。小说写了被压迫的农民

大规模武装起义同代表封建大地主的统治者之间的生死搏斗：明朝末年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小说通过李自成

和牛金星、李岩等人的分析所指出的，明朝贫富不均，皇室、藩王、勋戚、宦官、豪绅掠夺垄断了全国大半土地和财富，造成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再加上异族入侵带来连年战祸，使人民陷于绝境，于是人们奋起反抗，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就是当时无数起义军中

的一支。 其次，在于它所反映面的广阔性。小说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是按历史的本来面貌，通过对各阶级、阶层、不同民族的生

活图景的描绘来表现的，《李自成》中所描绘的风俗画又使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更为鲜明。《李自成》不仅写了农民起义军及其社会基

础，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这场农民大革命放到明清之际国家民族社会生活的广阔范围中来表现，使小说中所写的李自成起义既有中国历史上

农民起义的一些共同特点，又具有时代特征。小说展现了明清之际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除了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又有明清之间

的民族矛盾、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农民起义军分支力量之间的联合与斗争。随着总的社会矛盾发展变化，各股政治力量之间又发生

了一些分化和组合：义军内部有叛徒投敌；又有本来属于地主阶级的官吏、知识分子如牛金星、李岩、徐以显、张大经等加入；义军首领

张献忠、罗汝才等“就抚”，又再起义；还有洪承畴的抗清与降清，等等。对于各方面力量内部的一些矛盾，姚雪垠又用工细的笔墨加以

刻画，例如明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单是围绕崇祯皇帝朱由检，小说就主要写了对清军入侵主张议和同主张抵抗两派力量之间、皇帝与亲

属之间、皇帝的亲信太监同大臣之间以及皇帝与皇后、宠妃之间的矛盾。 再次是注意细节的真实。姚雪垠创作历史小说，为了使作品能

传达出时代的特点和气氛，他特别注意细节的真实性。例如第1卷开始写北京戒严，他为了弄清北京戒严告示应该由哪个衙门出，翻阅了

许多书，请教了一些人，第2卷出版以后，他才在看书时偶然发现应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名义出告示，于是准备以后修订时再补上。姚雪

垠在有利于人物形象塑造的前提下，使小说一些细节具有某些史料价值。例如：“张献忠在鄂西”这一单元中有张献忠的谋士藩独鳌的两

首诗，诗虽然不十分出色，但因为张献忠及其部下留存的诗只有3首，而且这两首颇能反映当时张献忠及其左右的政治思想，姚雪垠就把

它们写进了小说中。《李自成》生动地再现历史生活，还因为作者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来丰富小说中对于封建社会的描写。姚雪垠出生在

“民国”初年，他经历了封建制度从社会生活中逐渐消退的时期。当时，他的家乡离铁路五百多里，“七七”事变前才通公路，封建势力

封建文化仍然占统治地位。他曾回忆说，在北伐前知县出来乘轿，“鸣锣喝道，前有‘顶马’，有伞，有一对虎头牌，有几个衙役手执水

火棍”。在封建农村生活，他“看见了官府杀人如麻，看见了如何砍头、如何站笼、如何剖心……这些情况，给我的印象极深”。姚雪垠

所熟悉的家乡生活环境同《李自成》所反映的生活相似，姚雪垠的家乡，接近陕西，和陕西的风俗习惯和方言特色，大体一样。《李自

成》第2至4卷前半部，故事主要发生在河南。姚雪垠少年时代又曾亲历过“杆子”生活，对于“绿林”人物比较了解，写《李自成》时作

家从自己的生活中汲取了感性知识。《李自成》为革命现实主义历史小说所提供的经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历史，

开掘题材，并且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再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姚雪垠是在他前一时期创作的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巨大努力而达到这样

的成就的。 姚雪垠将近50年的创作在本民族的生活、历史和文学传统的深厚基础上来实践并探索革命现实主义道路。社会生活和历史为

他提供了创作素材，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为人生”的文学、30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新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等

文艺思潮和运动为他奠定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他又从古代和现代作家那里得到了多方面的借鉴。因此，他的成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



国近50年来文艺创作中革命现实主义潮流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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