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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

记、四川日报社总编辑）：马老是川报
集团老朋友、真朋友

“我个人认为，今天的研讨会，不
仅是四川的文化事件，而且是全国甚
至全球的文化事件，因为，为一个 106
岁的老作家开研讨会， 历史上没有，
全世界罕见。 ” 四川日报社之所以参
与主办此次研讨会，是因为马老不仅
是著作等身的文学大家，更是川报集
团的老朋友、真朋友。

实际上，川报与马老一直渊源深
厚，近年来，川报集团的编辑、记者们
采访和拜访马老不下百次，对于川报
集团主办的各类文化活动、社会公益
活动，但凡身体条件允许，马老都给
予大力支持，出镜寄语、签名题字，甚
至亲身参加活动。“马老思路之清楚，
记忆之准确，反应之快捷，精神之饱
满，声音之洪亮，表情之丰富，实在令
我辈叹为观止。 ”

少出夔门，志怀报国，奋斗百年；
戎马与笔墨，革命和文学，马老将两
项事业，完美融为一身，以革命的行
动再造家邦， 以文学的妙笔书写时
代。马老几十年来写下了 700余万字
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其中多反映
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中国革命文
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笔丰厚的
宝贵财富。 热情激励着后辈，思考感
染着后辈，文字温暖着后辈。 马老其
文，文本价值丰赡，内涵博大精深，马
老其人，人生智慧富集，眼界肚量非
常。 “其人其文，都是文坛佳话、当代
风标。 ”

这部新作， 马老以百年人生的
丰富经历为底色，奋起余力，战胜种
种困难，方才得以完成。作为一位永

保激情的写作，马老虽言封笔，但面
对自己的新作问世，他迫切“想听
到更多的人谈谈这部封笔之作的读
后感” 。

辛华（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夜谭续记》浓郁巴蜀风情中体
现温暖人格力量

《夜谭续记》十余篇作品字字珠
玑，更由于乡音乡情相亲，读之深为
动心、动情，在浓郁的巴蜀风情中，细
嚼回味岁月的沧桑、 斑驳的历史、丰
厚的人情， 同时也更有昂扬向上、充
满温暖的人格力量，体现了深厚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

这一部作品， 是马老在百岁之
时创作完成并出版的， 对于今天的
作家们来说， 这是一种十分值得学
习的精神，通过创作记录时代，讲好
故事。

何向阳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夜
谭续记》中的人物都有一颗古心

首先是故事讲述者的创新，在
《夜谭续记》 中将作家本人淡化了，
而是以一种“上帝视角” 的方式，通
过更加平民化的讲述，将故事交给了
民间说书人。“其实这是非常富于古
典意义的，我们在一些世界经典文学
中也见过。 ” 这种民间说书人的方
式，在四川叫摆龙门阵，在中国其他
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方式其实充分
体现了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的自信。第
二是故事讲述的方法。这是我们非常
熟悉的摆龙门阵的方法，这是一种更
客观的讲述，讲述者与倾听者角色互
换，更平常也更游刃有余，并将教化
功能包含在讲述之中，大事小事缓缓

道来。 第三则是故事中的人。 文中出
现了很多人物，他们其实都是有情有
义之人，小说中的所有的故事讲述人
也都有一颗古心，传统文化伦理在故
事中得到了体现。故事中所体现的包
括夫妻的真情、 女性之大义等等，都
充分显示了作者马老对人的纯善的
情感的肯定。

臧永清（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马老
告诉我他还有很多“好故事”

作为马老 《夜谭续集》 的出版
方，与马老合作近 60 年，着实非常难
得。 拿到马老《夜谈续集》的书稿，充
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畅达的艺术气
息，这说明对一位作家来说，有深厚
的积淀和烂熟的故事有多么重要。

马老前段时间还和我说：他如今
还有很多好故事可以写。 我们说：马
老您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出。

侯志明 （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今日文坛盛会，必将成
世纪美谈

马老以自己波澜壮阔的革命生
涯， 以自己热烈持久深沉的文学生
涯，为我们树立了挺拔的标杆；他老
当益壮不断续写文学新篇，以执著的
精神范式，以不歇的创作热忱，为我
们树立了坚韧的榜样。

马识途曾担任四川省作家协会
主席，至今仍是四川省作家协会和重
庆市作家协会的名誉主席，百岁之后
仍笔耕不辍。 我们今天面对的《夜谭
续记》中的“续” 字，正是他不断向前
迈进并不断超越自己的最凝练、最生
动、最真切的写照。 我们深切地感受
到，马老那颗火热的心始终牵念着文

学，他传递给我们的温度依然是那样
灼热，他传递给我们的力量依然是那
样坚定。

本次研讨会意义非凡。 今日文坛
盛会，必将成世纪美谈。 号召全省文
学后辈，认真学习思考马老的为文之
道，紧握马老一样的笔，开掘丰富的
生活，书写伟大的人民，描绘崭新的
时代。

施战军（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马识
途的小说藏着人性的善

马识途的作品，像是一排可以折
叠的屏风。 在折叠面的褶皱里，藏着
我们很少见识的东西，而这些刚好是
最精粹的、属于最民间的、文化的、传
统的东西。

马识途写作不同于传统写作的
道德说教， 教你如何做人。 《夜谭续
记》的精气神里，藏着他对于人的看
法、人的文学。 从他的小说里，能看见
一种可以依靠的情感关系，这种情感
关系不仅局限于男女，还表现在家庭
中。 在马识途的小说中，能看见人再
卑微的活着，都有善良的面向。

陆梅（《文学报》总编辑）：我从马老身
上感受到一股生命之气

这是一个吉祥和福瑞的时刻。 马
老仿佛是从古典时代走来的人物，经
历艰难跋涉，把自己世事洞明的学问
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这件事情本
身就像一个艺术。

《夜谭十记》和《夜谭续记》给
了我阅读上的愉悦，我好像回到了中
国小说的传统里，我被一个个闲话聊
斋式的传奇故事吸引了去，马老以说
书人的口吻，摆开龙门阵势。 有别于
实在的茶肆酒楼，这个“说书人” 不
固定，每次都是抓阄排序，他每讲一
个故事，就可能变换一种视角，随着
视角的变化，就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结
构；因为说书人走马灯更换，故事里
的腔调也带上了不同说书人的性情
性格、语音语调，乃至讲到关节处情
不自禁泄底的秘密———这个说书人
被故事里的人物命运所牵引，忍不住
唏嘘、竟而泣不成声，他在说故事，不
小心也在说自己。

这样的夜谭和聊斋只有马老能
写出。 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讲，编一个
有趣好看的故事不难，难的是，如何
以一颗在血水里泡过、在灵魂深处挣
扎过，却仍然能够深信笃信，以感时
忧国的沧桑笔、 以达观幽默的川方
言、以神韵有味的白描心，感染读者、
唤醒读者。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在马
老笔下认识一群“非传统” 人群的百
态人生

以后像马识途这样的作家会越
来越少，因为他的经历、身世非常丰
富和传奇，他接触的各色人也非一般
作家能接触到的。 这些都成为他宝贵
的写作资源。 马识途的写作都是从生
活中来，是活生生的东西，这不是我
们通过勤奋阅读可以获得。 未来，大
部分作家都是在循着求学、在城市工
作、读世界名著这样一种思路进入写
作，而不会进入真正的虚构，不会像
他这样接触活杂的民间稗史。

如果你仔细翻读马识途的小说，
一种真实的时代感扑面而来。 他的小
说写出了一代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这
是写作很重要的定西。 小说经历各种
探索、革命后，会发现讲好一个故事，
塑造好一个人物， 留下一种语言腔
调，这是小说不可动摇的使命。 马识
途的小说就具有这样的功效。 马识途
的故事， 会让读者了解到远方的事，
了解到我们不知道的人，会勾起我们
传统的记忆。

马老这种写作，价值和意义究竟
在哪里？ 马识途笔下的人物，包括那
种生活形态，不太像正统价值观所塑

造的生活。 这有点像《史记》中的七
十列传，非常经典。 通过马识途的写
作， 读者也可以认识到另外一群人，
这群人大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有强
大的生命力，且非常值得书写。 马识
途的小说里就关注了这群人。 他笔下
算命的，流浪的，开烟馆的，这些人有
很多活泼的东西。 如果用传统价值观
来看，这些人似乎都是恶的、应该被
批判的，但是在他们世界，这就是对
的，我们怎么来认识这种人，也是一
个课题！

李舫（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马
老给中国文学史留下历久弥新的不
老神话

在漫长的一个世纪多里，他的梦
想从未离开过两个关键词———‘职业
革命’ 和‘革命文学’ 。马老为了祖国
和人民，他‘宁死不屈，宁折不弯’ ，
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硬骨头
的知识分子，一位德商望重、受人尊
敬的革命家、文学家。

“职业的革命家” 和“业余的作
家” ，马识途一直这样描述自己的人
生。综观马识途八十余年文学创作历
程，他革命家和作家二者身份的和谐
统一是贯串其中最鲜明的特征。而在
马识途的大量作品中，以革命历史题
材小说、讽刺小说，杂文最有代表性，
也最引人注目。这些作品从各个方面
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一个革命老战士
几十年来的战斗人生轨进和心路历
程，再现了历史的悲壮与辉煌，也熔
铸了直面现实人生的热忱与忧思，它
像一面面镜子， 折射了历史的沦桑，
映现了时代的风云。 马识途的创作，
以其鲜明的思想倾向、深广的历史内
容及对小说民族化大众化的执著追
求而永葆艺术的生命活力，从而在当
代文坛士独具一格。

有评论家说，马识途是一位经常
使人感到出乎预料的作家。 马识途用
笔书写自己所经历的中国这一百年
最动荡、最苦难、最风雷激荡的时代
时，他同样用自己的笔墨撰写属于自
己的这个时代。 马识途作品里描写的
种种， 不仅再现了四川本土的食俗，
更表达出川人乐观开朗、生气蓬勃的
性格，而这种性格也正是我们刚健豪
迈的民族风格的体现。 他将这些具有
四川民俗特色的方言，运用到自己的
作品中， 既让人体会到四川人的智
慧，方言的文学效用，也展现出浓厚
的四川本土气息。 如此一来，不仅让
读者更能理解作者想要呈现的意境，
也使作品彰显出他所追求的中国作
风与中国气派。

李明泉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 、四川省评协主席 、四川省社科院

二级研究员）： 以四川话思维讲传奇
故事深析人性

《夜谭续记》我读了三遍，第一
遍是看讲了什么故事，第二遍看这些
故事如何讲， 第三遍我做了很多批
注。

马老及其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
的传奇。其传奇不仅在于他百岁高龄
仍笔耕不辍，而在于他以自己的百年
人生经历，观察体悟时代变迁与人性
善恶，贯穿性思考社会人生，透彻地
洞悉和出色地表现文学的审美真谛，
将“人” 放在历史演进中加以解剖，
深刻反思特定时代与社会、与人性的
内在关联和影响，以人物复杂多变的
命运轨迹揭示和表现不同时代的社
会特征，其故事所蕴含的哲思哲理，
不仅大胆尖锐，而且通透深邃，给人
以生动而难忘的启示启迪。

《夜谭续记》是在摆龙门阵，但
这些龙门阵，其实都不是简单的龙门
阵，而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是对
人性的深度剖析和叙事。

《夜谭续记》与此前的《夜谭十
记》一样，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仅

仅是用四川方言写作，而且是四川话
思维的创作。 我觉得四川话思维的显
著特点是把故事情节的过筋过脉摆
清楚，让听者一目了然。 这种明砍本
领，比云里雾罩、玄幻魔法更考验着
摆龙门阵的思维能力和表达效果。 如
果没有对四川语言、四川民俗文化的
深度了解，是无法做到这样游刃有余
的。 这样的方言创作，也丰富了中国
的汉语言文字写作。

马老讲了十个不同故事，叙事的
笔法也完全不同。 马老是深谙龙门阵
之道，十个故事娓娓道来，朴实无华，
风趣幽默， 让听者听得津津有味，掩
卷若有所思，回味无穷。

岳雯（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从
《夜谭十记》到《夜谭续集》，聆听“说
书人”的传奇

在马识途的创作生涯中，他自觉
将自己看作是“说书人” ，并以自己
的创作实践，突破了小说的边界。

为了将说书人的角色扮演彻底，
在《夜谭十记》和《夜谭续记》中，马
识途精心构设了一个书场的空间，并
选择说书人与听众。 作为拥有共同的
职业身份和大致相同道德立场的人，
他们既是说书人，又是听众。

说书人植根于经验。 经验，是一
个故事最核心的东西。 在 《夜谭续
记》里，我们常常能捕捉到马识途本
人经验的灵光闪现。 说书人，还落在
“说” 上。 在马识途的小说中，声音是
格外重要的元素。 普通读者大约都会
留心到四川方言的密集运用。

“说书人” 的文化血脉其实一直
潜行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上，偶露
峥嵘。 虽然这“书” 的内容或许因时
代而异，赵树理、马识途等老一辈说
书人或许会感到宽慰：吾道不孤。

李敬泽（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 马老是一个奇迹 期待
继续写出新作品

马老是一个非常宽阔的作家，是
一个奇迹。

说书人这个词现在很流行。 但马
老给我们重要启发，他表现的是说书
人内在的宽厚和包容，这才是关键要
害。 马老如此执念于龙门阵，执念于
说书人的身份，就是因为在小说中探
讨着这样的境界和状态。

这样的“说书人”自然非同一般，
马老确实不是一般的说书人。他是一
个革命者，又是深谙中国一百年来风
云变幻的思想者。他的看法和洞见不
仅表现在文本和话语，还在于角度的
选择。 无论是《夜谭十记》还是《夜谭
续记》，无论是冷板凳会还是龙门阵，
他选择的构成人员极有意思：这些人
是旧社会的小吏，在新社会是基层干
部， 是新旧社会的连结点和过度点。
从这里展开说书，看似自然，其实正
是能够看出马老传达中国历史的大
眼光。正是从这个大眼光我们能看出
两本书的了不起。 ”

马老的写作是有声音的写作。 他
让我们看到现实如何推动话语，现实
又是如何被话语所塑造。 从这个意义
而言，马老是极为现代的作家。 现在
是互联网时代，怎样做一个互联网时
代的说书人，年轻作家值得思考。

不仅是《夜谭续记》的马老，还是
《清江壮歌》的马老，是直接面对时代
和历史写出史诗性作品的作家。 马老
作为一个革命者，也作为一个经历了
20世纪风云的大作家，把对历史的态
度体现在不同侧面里。 所以，马老确
实是一个奇迹。 子弹在龙门阵中飞了
一百年， 到现在也依然充满活力，充
满力量，照着目标而去。 他在一百岁
时还能打开艺术空间，确实非常了不
起。 尽管马老说他还要封笔，我不太
信。他的枪里有子弹，总要打出去。祝
福马老， 期待他还能写出新的好作
品。

马老的新书《夜谭续记》终于
付梓出版，与读者见面了。 研讨这部
书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 以此回
顾马识途同志壮阔的革命生涯和文
学道路，具有特别的意义。

收到《夜谭续记》之后，我是先
从“后记” 读起的，马老在“后记”
里讲述了他与这部书刻骨铭心的故
事。 2010 年，马老发愿，要完成久已
酝酿的《夜谭续记》。 然而，开笔不
久，癌症再度入侵，一般人大概都会
投笔而止， 但马老
是何等坚韧、 何等
强大， 他的生活字
典里没有 “投降”
二字， 他在医院里
继续写， 出院后也
是一面积极治疗，
一面坚持写作。 奇迹发生了，当他完
成初稿时，肿瘤阴影竟然不见了，各
种指标也正常了。 对此，马老幽默地
说：“咋个，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
吗？ ” 读到此处，我既为马老的化险
为夷而振奋， 又深深地感佩马老履
险如夷的无畏、 乐观。 马老是革命
者，马老是文学家，在他的身上，一
个革命者的坚定、 刚毅与一个文学
家的热情、活力完美地融和在一起。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 马老就
满怀爱国热情，走上革命道路。 枪
林弹雨、激流险滩、颠簸流离，他那
一代革命者将自己的信仰、 激情、
鲜血乃至生命全部奉献给一个崭
新的中国。百年中国从积弱积贫到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
程中，马老是一位奋斗者、见证者，
也是书写者。 马老与文学结缘，从
根本上说， 也是为了革命。 1941
年，他到昆明做地下党工作，同时
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从此踏上
了文学道路。 他说：“我不仅为了

在同学中做革命工作要认真学好
自己的功课，而且要用文学这个武
器来进行宣传和组织，我为文学墙
报写稿，还在闻一多、楚图南、李广
田等教授的支持下，和张光年等同
志一起办过文学刊物。 我为了‘做
工作’ ， 还经常在同学中讲故事。
大家听得很高兴，要我多发挥四川
人在茶馆里摆龙门阵的功夫，继续
摆下去。 于是我从我的思想的层积
中，发掘出一些过去积累的素材，

进行加工整理。 ” 这或许就是《夜
谭十记》 的来历吧。 他戏谑地将
“夜谭系列” 名之为“喝冷茶 ，扯
乱谭，消永夜，乐天命” ，但是，就
在这世道人心的龙门阵中，时代浪
潮激荡，历史风云际会。 煌煌十二
卷《马识途文集》，一以贯之的是
他对人民的热爱、对时代进步的信
念。 在他的心目中，文学是“经国
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 ，是革命事
业的一部分，是民族解放和民族复
兴大业的一部分，值得为之奉献一
切。 从 《清江壮歌》 到 《夜谭十
记》，马老的奉献 、马老的创造和
劳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鲜
明、独特的标记。

革命者永远是年轻， 现在，“年
轻” 的马老又出新作。 《夜谭续记》
这部小说，承续了《夜谭十记》的结
构形式和美学风格， 上卷 “夜谭旧
记” 谈民间传说，品旧时人物，辛辣
幽默， 让人们一览旧社会的荒唐可

憎；下卷“夜谭新记” 调子为之一变，
让人蓦然想起《清江壮歌》的阔大
豪迈， 感动于革命者的铮铮铁骨、
浩然正气。 马识途的创作，是地方
的、四川的故事，是精彩的中国故
事；是世道人心的精湛刻画，是中
国精神的有力表达。 他的风格源于
民间、来自传统，在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中建构出具有现代气
息和中国气派的艺术空间。 马识途
的文学道路对新时代的中国文学

提供了多角度的经
验和启示， 应该深
入地探讨和总结。

上个月， 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了教育文化卫生体
育领域专家代表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高度
强调文化的重要意义， 提出把文
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他指
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 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
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
化是重要因素； 战胜前进道路上
各种风险挑战， 文化是重要力量
源泉。 ” 总书记的讲话，饱含着时
代和人民对我们的殷殷期待。 中
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下， 踏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 。
在前进的道路上， 马老是广大文
学工作者的榜样， 他的人格感召
着我们，他的作品鼓舞着我们，我
们要向马老学习，像他那样，以执
著的信念、 丰沛的热情和不懈的
创造， 成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
革命者和写作者。

铁凝 中国作协主席 中国文联主席
永远年轻的革命者和写作者

发言摘要
（排名不分先后）

马识途《夜谭续记》 作品研讨会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