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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历史小说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李自成》》背后的故事背后的故事

今年是作家姚雪垠逝世20周年。
1981年，姚雪垠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荣获第一届茅

盾文学奖，并被全国中学生评为“我所喜爱的十本书”之一。
1999年，中国作家协会决定将《李自成》作为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向

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献礼。

延伸阅读

1957 年 10 月，姚雪垠开始动笔写
小说《李自成》。小说《李自成》的创
作，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
过程。

1962 年上旬，《李自成》 第一卷初
稿由中国作家协会转给中国青年出版
社。编辑江晓天回忆当年看到这部作
品时的感受：“打开 《李自成》 第一卷
稿子一看，迥然不同，真可谓‘别开
生面’。它那宏伟磅礴的气势、绚丽多
彩的画面、浓郁的历史时代气氛跃然
纸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引人入
胜的生动情节，一下把我抓住了！当
了十几年的文学书稿编辑，我第一次
尝到了艺术欣赏的愉悦，感到满足，
不忍释手。”

1962 年 10 月，姚雪垠从武汉来北

京，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修改
《李自成》 第一卷。北京电影制片厂
（以下简称“北影厂”） 文学编辑葛琴
等人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看望姚雪垠，商
谈改编电影事宜。后来由于政治形势的
变化，北影厂将《李自成》搬上银幕的
计划只好搁浅。

1963 年 7 月，《李自成》 第一卷出
版。姚雪垠继续创作第二卷。1973年5
月，姚雪垠把第二卷的第一批书稿交给
江晓天。此后，《李自成》 的写作受到
干扰，进展缓慢。

1975 年 10 月 19 日，姚雪垠给毛主
席写信，请求对创作给予支持。1975
年 10 月 23 日，胡乔木写报告呈送毛主
席：“送上长篇小说 《李自成》 作者姚
雪垠由武汉写给您的一封信。姚在信里

说，这部小说他拟写五卷约三百万字，
第一卷已改写，第二卷已写成近两年，
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您能给予帮
助。”

1975 年 11 月 2 日，毛主席做出批
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
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主席的批示，使《李自成》的创
作得以进行下去，并推动了第二卷的出
版进程。1975 年 12 月 20 日，姚雪垠从
武汉来到北京。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
宿舍——三里屯幸福 1 村 1 号楼。“文
革”时处于停业的中青社，为了《李自
成》第二卷出版，将申请复业的报告上
报。上级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当时社
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姚雪垠一部书救
活了一个出版社。”

一部书救活了一个出版社

《商洛壮歌》 是 《李自成》 第二卷
上册的第一单元。1974年6月18日，作
家茅盾复信给姚雪垠，详细评析了《商
洛壮歌》：“整个单元十五章，大起大
落，波澜壮阔，有波谲云诡之妙；而节
奏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
而凤管鹍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
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而
摇曳多姿。开头两章为此后十一章之惊
涛骇浪，文字徐徐展开全貌，有山雨欲
来风满楼之势。最后两章则结束本单
元，开拓以下单元，行文如慢歌缓舞，
余韵绕梁，耐人寻味。”

《李自成》 第二卷初稿创作于“文
革”之前，“文革”后期修改定稿，

1976 年 12 月出版。1981 年首届茅盾文
学奖评选出的六部优秀长篇小说（《李
自成》 第二卷、《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东方》、《将军吟》、《芙蓉镇》、《冬天
里的春天》），只有 《李自成》 第二卷
是在“文革”后期定稿的。如果按照

“文革”时期流行的创作风格，李自成
只能是一个“高大全”，崇祯皇帝只能
是一个头号反面人物。但姚雪垠坚守他
的“历史现实主义”，宁肯书不出版，
也要写出李自成的帝王思想和局限性。

姚雪垠在 《〈李自成〉 内容概要》
里记述：“我企图通过这部长篇小说的
艺术描写，反映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
基本规律和一些重要经验。是什么主观

的因素和客观的因素起了作用，使李自
成进入河南后迅速地发展壮大，扭转了
历史局面，做出了翻天覆地的事业？又
是什么主观的因素和客观的因素起了
作用，使他在胜利的顶峰一跟头栽下
来，以大悲剧结束了他的革命事业？
特别是这后一个问题，包含着十分深
刻的意义，既是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
战争的悲剧，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
也包含着历史上许多大规模农民战争失
败的共性。”

1974年，姚雪垠将这份长达七八万
字的《〈李自成〉内容概要》抄送给作
家茅盾。茅盾欣然回复，大为赞叹：

“如此规模，不愧鲁殿灵光。”

坚持写出李自成的思想局限性

1975年夏秋之间，北影厂再次准备
将《李自成》第一卷搬上银幕。确定由
崔嵬导演。姚雪垠回忆：“1976 年春
天，崔嵬来看我，商量把《李自成》搬
上银幕。他在我家里，一谈到兴奋处，
就站了起来，挥动着手势，好像是握着
一把宝剑或一把大刀。说：‘我会骑
马、会耍刀，扮演过宋景诗。要是我年
轻十岁，我自己就演李自成！’经过几
次交换意见，我们得到一个共同意见：
暂时不管几集，第一卷可作为一集，以
后一卷一卷拍下去。”

姚雪垠希望由夏衍改编剧本。当时
夏衍刚恢复自由，姚雪垠到夏衍家中看
望，提到改剧本这件事。夏衍说：“我
的眼睛不行，身体也不行，但是我可以
随时提供意见。”夏衍不能挂帅，北影

厂确定由李凖担任编剧。姚雪垠认为李
凖有才华，对剧本的写作技巧也熟悉，
但弱点是历史和古典文学的根基不厚。
姚雪垠对改编电影剧本的事情耿耿在
心，专门就此事写信给茅盾。茅盾在回
信中希望姚雪垠能腾出较多的时间来协
助改编及导演上一些事情，并在信中对

《李自成》改编电影剧本谈了具体意见。
1977 年 11 月 14 日，北影厂 《李自

成》 摄制组正式成立，进行筹备工作。
但此时导演崔嵬的身体状况已经出现了
问题。1978年春天，姚雪垠和崔嵬参加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分在同一小组。姚
雪垠和崔嵬经常坐在一起讨论 《李自
成》 改编电影的细节。姚雪垠回忆：

“崔嵬经常犯病，谈着谈着，忽然他就
说不行了，随即就精神很坏，请假走

了。第二天再见到他，他说他很难支持
了，所以立刻赶去医院。”1979年2月7
日，崔嵬病逝。《李自成》 拍摄再次搁
浅。

1984年，编剧李凖根据小说《李自
成》第一卷的部分章节改编成电影剧本

《双雄会》，由北影厂导演陈怀皑搬上银
幕。北影厂为这部影片配备了较为强大
的摄制队伍，并外请了两位实力派演
员：许还山 （饰演李自成），杨在葆
（饰演张献忠）。但由于编剧李凖不擅长
改编历史题材剧本，再加上当时北影厂
资金不足，使得这部影片未能产生很大
影响。

1999 年 4 月 29 日，姚雪垠病逝。
1999年11月，《李自成》第四、五卷出
版。

《李自成》拍摄的波折

姚雪垠 （1910-1999），原名姚冠
三，河南邓州市人。1929 年考入河南
大学预科，后参加学生运动。抗日战
争前后，创作了小说 《差半车麦秸》

《牛全德和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
候》《长夜》等。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
抗敌协会理事、东北大学副教授、上
海大夏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
湖北省文联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
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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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姚雪垠作家姚雪垠

《李自成》是姚雪垠70年文学生涯
的巅峰之作。从 1957 年到 1997 年，他
用40年心血打造了《李自成》。

自1981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迄今
已评出几十部获奖作品。其中有幸为
茅盾先生亲自读过并以万余字逐单元
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者，似乎只有
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在对战场厮杀的描写方面，茅盾为
之评说：《李自成》“写战争不落《三国演
义》等书的旧套，是合乎当时客观现实
的艺术加工，这是此书的独创特点”。

对书中人物的语言，茅盾评价：“此
书人物的对话，或文或白，或文白参半，
您是就具体事物、具体人物，仔细下笔
的；这不光做到合情合理、多样化，而且
加浓了其时其事的氛围气，比之死板板
非用口语到底者，实在好得多。”

《李自成》中，姚雪垠为皇帝及其文
臣武将乃至县邑小吏寺院长老、义军首
领、将士乃至将士亲属等各类人物代拟
诗词近50首，另有题铭、集句、对联、灯
谜、诏谕、偈言等20多种。特别值得提
起的是一首签诗：“春回大地草芊芊，又
见笙歌入画船。关塞天寒劳戍族，江山
日暖尚烽烟。玉楼辜负十年梦，宝镜空
分孤影妍。莫怨深宫音问少，一声清唳
雁飞还。”茅盾看后感觉甚好，说签诗就
必须这样模棱两可，才能凭人随意解
释。而这支诗签是田妃为崇祯抽的，签
诗就更得含糊其词。不然光说吉祥话，
崇祯会不信；只说晦气话，崇祯会发
怒。茅盾问这么好的签诗见于何处，姚
雪垠幽默地指指自己的肚腹，而后二人
一起开怀大笑。

唯一被茅盾赞扬过的
茅盾文学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