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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宗璞：《西征记》 

作者| 宗璞  赏析| 孙春梅 

  
【编者寄语】 

有评论家说，《西征记》是“为一代青春学子立言”，为其时代风貌立言，确实如此，这
是一部为一代共赴国难、为国捐躯的青春学子立言之作。《西征记》把叙事背景展开在抗战末
期的远征军与滇地边民同仇敌忾，多方位、多层次地铺陈着这场抗击日寇战争的残酷悲壮，又
以《诗经》的“兴”笔将走出书斋，英勇献身的学子们的心声纷纷吟咏而出－－“家事国事天
下事，事事关心”，对和平渴求的强烈呼声奔涌而出，恰如结尾的《西尾》词－－“好男儿倾
热血把家国保”“驱敌寇半壁江山囫囵挑，扫狼烟满地萧索春回照，泱泱大国升地表”“盼的
是国泰民安人欢笑”“苦煎熬，争民主谱出新时调”。正是宗璞先生希望表现的一种精神，“个
人的记忆是会模糊的，但一个民族的记忆我们有责任让它鲜明。用小说的形式来留住历史是一
个很好的办法”。 

【文本研读】 

前情介绍：西南联大的莘莘学子在民族危亡时刻，弘
扬革命精神，纷纷投笔从戎，走上战场，把鲜血洒在祖国西
南的大地上……《西征记》在全部人物形象中，给读者留下
印象最深的是作为小说聚焦点的主人公玮和嵋，尤其是玮。
他本来可以继续留在学校读书，原本不在征调之列，同时认
为他是难得的可造之材的老师萧子蔚，是反对他上战场的。
但这都没能阻挡玮投笔从戎的毅然决然，他认为，自己的服
役行为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尽一个公民的
“本分”而已。正是如此，玮的形象就愈是显得格外伟大，
而嵋的形象也很突出…… 

 

西征记（节选）  

晴朗的日子没有几天，天空又变得阴沉沉的，像随时要
撒下雨雪。孟嵋坐在教室里，这正是她陪姐姐孟峨来上英文
课的那间教室。如今自己是大学生了，在这里上课了。（今
非昔比，孟嵋“如今……在这里上课了”充满无限的自豪
感；姐妹二人的名字别有深意，连起来是“峨嵋”，借素有
“峨眉天下秀”的称誉，来暗示姐妹是天下秀女子。） 

情节序幕：孟家有女初长成。 

江昉抱着一摞书走进教室，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
“国殇”两个大字。读完全诗，默然片刻以后，他开始讲，
讲到“首身离兮心不惩”这一句时，激昂起来：“人死了，
可是其心不改，精神不死……最后一句‘魂魄毅兮为鬼雄’，
这个‘毅’字很重要。”（引用屈原《九歌·国殇》追悼楚
国阵亡士卒的挽诗，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歌颂他们的
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以此激励学生忧国忧民，自立自强，
意义深重。）他起身到黑板前写字，只听“哧”的一声，长
衫的下摆被椅上露出的钉子撕破了，现出里面的旧棉袍，有
好几个破洞，棉絮从破洞里露出来。江昉毫不觉得，只管讲
述，棉絮探着头陪伴他一直到下课。（长衫被撕破却“毫不
觉得，只管讲述”，这体现了江先生教学的专注、沉浸式爱
国而又率性不拘的性格，而孟嵋为先生缝补则是学子敬爱
师长的真情流露，为下文参军赴国难做了铺垫。） 

情节开端：江昉上课，孟嵋缝

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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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昉放下粉笔，几个同学围上去提问题。一会儿，人散
去了。孟嵋早从老校工处拿来了针线，走上来说：“江伯伯，
我来缝一下，不然走起路来不方便。”江昉看看嵋，有些惊
异地说：“你真长大了。”遂脱下长衫放在教桌上，嵋把撕
破处对好，飞针走线，针脚匀净细密，这是碧初特意教的，
一时缝毕，将长衫递给江昉。（此处对话、动作的细节描写，
表现出孟嵋心灵手巧的一面，侧面体现母亲碧初的兰心蕙
质，孟嵋青出于蓝又胜于蓝。） 

江昉走后，嵋收拾书包，这时庄无因走了进来。（过渡，
承上文为老师缝补衣服，启下文与庄无因的对话情景，结构
严谨。）又下雪了，下得很急，不像昆明的雪。两人转过几
间教室，不觉走进了图书馆。他们在最里面的长桌前，对面
坐了。无因取出一叠粗纸，开始笔谈。 

情节发展：孟嵋与无因笔谈，

倾心坦诚。 

“解析几何有问题么？”嵋的下节课是解析几何，无因
特来做课前辅导。 

“现在的问题不是解析几何，我有更重要的问题。”
（语言描写过渡，“无因特来做课前辅导”解释无因进来的
原因，“我有更重要的问题”又开启后面笔谈情节，前后照
应有序。） 

无因脸上显出一个大问号。 

“我在想，社会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最应该做什
么？我想去从军，像玮玮哥那样。”嵋在“从军”下面重重
画了条横线。（玮玮即澹台玮，碧初外甥、明仑大学学生、
远征军翻译，最终把鲜血和生命洒在祖国西南的土地上。） 

“你从军能做什么？我很难想象。” 

急雪在窗外飞舞，敲打着薄薄的玻璃窗。窗隙中透进了
冷风，有同学过去将窗关紧。这一切他们两人都不觉得。 

“我做我能做的一切。”这是嵋的回答。无因写道：“我
可以做些建议么？” 

“我知道你的建议，应该好好读书，可是现在更需要我
们的地方是战场。” 

无因看了不语。嵋又推过一张纸来，上写着：“我只是
烦了，连教室都老了。我想去加一把力，打胜仗，好结束战
争。我想，那也是我们的本分。” 

“当然我也有这样的本分，不过我也有别的本分。你也
有别的本分。”（对话描写，无因的话“你也有别的本分”，
有点词不达意，平时青年学习固然无可厚非，但国事危急之
时，正需要青年投笔从戎、浴血奋战；一寸河山一寸血，青
年的本分当是嵋所言“我想去加一把力，打胜仗，好结束战
争”。） 

嵋抬头望了无因一眼。仍低头看那张粗纸，写道： 

“你应该继续读书，你会有大作为的。你没有被征调，
也不需要你做志愿者，你不欠什么。” 

两人相视无语。无因收起那些粗纸，两人走出图书馆。
急雪已经过去，几点雪花缓缓飘落。无因打伞送嵋到教室，
便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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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情描写，暗示两人三观不同出现的差异，到笔谈
描写，彰显出她们各自的人生追求：安心读书或勇敢参军，
青年学子有着共同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嵋不知这节课讲些什么。走过另一间教室时，正遇李之
薇出来，两人遂一起走。“我正要去找你，刚好碰见了，”
之薇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大决定。” 

情节高潮：孟家话从军，梨花

带雨。 

“我也有一个大决定。”嵋说。两人对望，都笑了。不
远处有人大声叫李之薇，之薇对嵋点点头，跑开去。 

晚饭后孟弗之才回来，嵋与合子端过一个炭盆，让他烤
烤手脚。母亲吕碧初也走过来，坐在对面椅上。嵋、合子各
自拿了小板凳偎在父母身旁。弗之下午去送过一批出发的
学生，他说：“我站在那里，看着眼前那些年轻的脸，一个
个都显得那样聪明活泼。我们不得不将他们送上战场，我们
不得不如此。我难过的是，自己不能去。” 

灯光昏暗，弗之长叹一声。这时嵋忽然大声说：“爹爹，
娘，我要去从军。” 

碧初猛然站起来，一手扶住嵋的肩。 

“你？”弗之说，“可你是女孩子!” 

正上高二的弟弟合子委屈地说：“我已经去报过名了，
可是说我们年纪太小了。” 

嵋说：“我认真考虑过了，我要为胜利加一把力。”（对
话描写，掷地有声，孟嵋对父母说的话庄重而果断，图书馆
的一幕可见一斑，可知从军的想法是她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也表明她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弗之喃喃自语。 

“我不必‘市鞍马’，也不是‘替爷征’——不过，也
算是代爹爹完成一个心愿吧。”嵋说着，望了母亲一眼，不
觉流下泪来。碧初也已泪光莹然，一大滴眼泪落在嵋的额
上。弗之伸手拭去了这滴泪，又抚着嵋的头，手在微微颤
抖，默然不语。燃烧的木炭由红转白，发出轻微的声响。（以
动衬静，写出时间的推移，彰显内心的沉重、家人间的珍
爱。）（细节描写，客观呈现孟嵋的内心丰富而又纯真的一
面，丰满其爱国形象；对话描写，听了孟嵋的从军决定，父
亲弗之的喃喃自语，这是其言不由衷的心理矛盾显现，加之
神态、动作描写，碧初流泪、弗之拭泪，刻画出一个父母虽
支持女儿从军，但又流露出不舍的复杂情绪。亲情、爱国情
汇融一体，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这一晚，弗之夫妇很久不能入睡。就嵋的性格来讲，她
做出什么事，他们都不会惊异。他们能给嵋什么？只能是一
副小小的行囊，装着她打胜仗的信心。（对比手法，写出家
人内心的难于割舍与诚意祝福。）次日，嵋清早到李之薇
家，“我已经准备好了。”嵋说，“很顺利。”“我这里可
不顺利。”之薇向房门扫了一眼，低声说，“妈妈和我吵，
她不准我去。” 

情节结局：李家母女依偎，共

话家国。 

近中午时分，李涟回来了，“薇儿，”李涟定了定神，
唤了一声，和女儿之薇一起走到院中，“我可以明白地说，
我支持你从军，国难当头，谁都有责任。若是说不通，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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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去好了。”（同样对待子女投笔从戎问题，孟嵋和李之薇
的父母起初态度虽然不一，但最终都予以子女不同程度的
支持，战争当前，同仇敌忾，给人以决心与信心。） 

又一天上午，之薇特地到父母的卧房仔细擦拭了摆在
墙角的小供桌。回头见母亲面容憔悴、神情黯然，心上一
酸，走过来想抱住母亲。但是她没有这个习惯，几次张口，
只说：“如果家里真需要我，我就不去。”母亲金士珍摇头，
并不看她，说：“小处需要你比不上大处，你去吧!”这是
之薇没有想到的，她一歪身坐在母亲身边。母女依偎着，许
久没有话。（由李之薇角度出发，侧面写母亲的不同意，再
到直接写其母亲同意她的决定，前后情节形成反差，体现在
家国面前，其母亲也是一个识大体、明大义之人。） 

三日后，空中晶莹的雪花像轻盈的玉蝴蝶翩翩起舞，在
这冬日里续写了一曲与暖阳的爱恋，嵋戴着母亲缝制的温
暖的手套，告别了父母，和之薇一起到曲靖医士训练班报到
去了，银装素裹的大地一切都是欣欣然的样子。（细节描写
“温暖的手套”，是家人对子女温暖的惦念与祝福；引用
“银装素裹”，联系“分外妖娆”，马上想到“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的意义，意气风发的青春学子共同书写着感人肺
腑、荡气回肠的战斗史诗。） 

情节尾声：热血青年中断学业，

奔赴国难。 

(节选自《西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8月版)  

故事后续：玮为了接通前线的通讯电缆而身负重伤－
－“玮没有一点犹豫，一个箭步窜了出去，冲过了街，跳过
矮墙，来到树下。”“‘啊！’玮叫了一声，右手用力一推，
把电缆抛在地下，那是他全身的力气，左手无力地拉着树
杈。一个兵跑过去，接住他。玮受伤了。”玮的牺牲，是小
说的高潮－－“玮的眼睛闭上了，永远，永远不能再睁开。
病室内外，整个的医院，整个的村庄，从此延伸开去的大片
土地，一片寂静。我们的玮玮死了。我们的玮玮他死了！嵋
心里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喊。这声音像战鼓，咚咚地敲着，
从四面八方传过来。”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祈祷和平，他祈
祷的不只是和平，也是仇恨消泯，更是人性回归。 

 

【知识建构】 

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 

以小见大，“小”是指题材之小，“小”是现象，表现在聚焦凡人小事、观察自然景
象、捕捉细小情节等；“大”是指主题之大，“大”是本质，表现在关注社会、感悟人生、
诉说真情等。小是大的一部分，大是通过小来反映本质特征的，即小题材是为表现大主题服
务的，而大主题也需要通过小题材来表现的。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这种艺术处理以一
点获知全面，以小见大，从不全到全的表现手法，给写作者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和无限的表
现力，同时为接受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获得生动的情趣和丰富的联想。 

比如文中只写小事－－江昉上课、孟嵋缝衫、图书馆笔谈、孟家话从军、李家母女依
偎，事情虽小但很感人，这归功于运用“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在特殊时期－－战争年
代，在校的友情、师生情，在家的亲情，用参军抗日的思想串珠式建构起来，新颖而别致；
而主题是宏大的，彰显青年学子“捐躯赴国难”的忠诚与担当，令人起敬，引人深思。 

【反馈检测】 
1.如何理解“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我不必‘市鞍马’，也不是‘替爷征’——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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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是代爹爹完成一个心愿吧。”两句话，请结合文本分析。 
2.苏洵说过：“状难写之景于眼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确实，成功的环境描写效果非凡，请
结合文中多处关于雨雪的环境描写分析一二。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克山一中 孙春梅） 

【相关链接】 
一部平民的抗战史诗 
——读宗璞《西征记》 

明飞龙 
《西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 5月版)是宗璞先生四卷本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中的第三本，如果说《南渡记》饱含离别北平的忧伤，《东藏记》蕴含寄居昆明的浪漫，《西
征记》则直面抗日正面战场的悲壮。前两部小说是俊朗悠远的日常叙事与抒情，而《西征记》
则是紧凑密集的战火铺排与刀光剑影，但这种战火铺排与刀光剑影没有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
而是在宗璞内敛、节制、蕴藉的笔触中淡化为一种背景。我们在小说中基本上看不到热血沸腾
与战火纷飞的场景，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与血腥画面，即使描写人物的牺牲，也没
有浓墨重彩的悲情渲染，整篇小说显得风轻云淡，草木含情。但正是在这样一种叙事格调中，
小说的人物形象一个个从那背景中清晰地凸现出来，稳稳地站立在我们面前。  

宗璞先生把人物活动的背景放在抗战末期的远征军与云南人民携手反击日寇的悲壮画卷
上，在这幅画卷中，宗璞先生着力呈现的人物不是叱咤风云的将军，而是昆明明伦大学的学生
及云南边地百姓。宗璞以汉赋铺陈的手法，从人物的活动方位的变化入手，多方位、多层次地
刻画了这场战争的残酷悲壮，描写了人物的命运遭遇及精神风貌。在这部仅 20余万字的长篇
小说中，宗璞先生以非常洗练的笔法描写了 20余个性格鲜明、气韵生动的人物形象，他们的
生死言行构成了感人至深的画面。在这幅画面上，有作为普通民众代表的老战。因为战争，老
战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妻儿的惨死给他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无论别人问他什么，他都只回
答“我是从惠通桥来的。”而在小说主人公的眼里，他已经变成了一片枯叶：“忽然像从地底
下冒出来一样，一个干瘦的、黑黄的人就像一片枯叶站在窗前，很郑重地向她发问。”宗璞通
过“枯叶”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便十分传神地把可诅咒的战争留给老战的巨大精神创伤表现
了出来。宗璞善于挖掘表现人性深度的艺术特质，可以说在老战这一人物身上有着极鲜明地体
现。主持战时伤兵医院全面工作的陈院长，他一面做好工作，一面倾尽全力地抚养几位战争中
的孤儿，为了养活这个家而贪污倒卖军用物资，虽然这种贪污行为我们无法原谅，但他所做的
一切却会引起我们的同情。善恶相互缠绕着在陈院长身上的体现，充分凸显出宗璞对于复杂人
性的深入体察。陈院长这样的一种人性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战争环境带来的结果。身
为美国飞行员的本杰明，尽管在小说中占的篇幅很小，但却依然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本
杰明是一个驾驶运输机的业余飞行员，不幸被日机击中，受伤后跳伞逃生，被嵋和阿露所救。
本杰明和阿露尽管是萍水相逢的异国青年男女，然他们之间那种美好感情却让我们感动。小说
这样描写本杰明和阿露：“嵋为他们做翻译，但他们的话好像并不是通过翻译传给对方。”“嵋
听着这些，传着这些。本和阿露一点也不觉得语言的隔阂，也不觉得他们之间有一个翻译。”
本杰明与阿露之间本来语言不通，但作家却一直在强调他们之间是相互沟通的，一种心灵的沟
通。这样一种没有丝毫功利色彩的感情在本杰明与阿露之间美好地传递，但这种美好很快便随
本杰明的死亡而被夺去，给阿露、也给活着的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悲伤，为美的被毁灭。还有因
不愿打内战而选择自杀的严亮祖，充满传奇色彩的彭立田，还是孩子就被卷入战争的苦留、福
留等等。 

当然，在全部人物形象中，宗璞用力最多，也是读后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为小说聚
焦点的主人公玮和嵋，尤其是玮。作为三年级学生的玮本来可以留在学校读书，不在征调之列，
同时，他还是老师萧子蔚心目中十分难得的可造之材，因此，老师反对他上战场。反对他上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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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还有深爱着他的殷大士，为了把玮从部队中拉回去，殷大士专门利用特权赶到了玮所在的
部队。但这一切却都没能阻挡玮投笔从戎的决心，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的服役行为其实并没
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尽一个公民的“本分”而已。在这里，宗璞丝毫没有拔高主人公的
思想境界，但愈是强调玮的从军行为不过是在尽自己的“本分”，玮的行为就愈是显得格外感
人。小说中关于玮为了接通前线的通讯电缆而身负重伤的那段描写，是十分朴素动人的。“玮
没有一点犹豫，一个箭步窜了出去，冲过了街，跳过矮墙，来到树下。”“‘啊！’玮叫了一
声，右手用力一推，把电缆抛在地下，那是他全身的力气，左手无力地拉着树杈。一个兵跑过
去，接住他。玮受伤了。”虽然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却已经矗立
在了我们的面前。在玮牺牲的时候，作者这样写道：“玮的眼睛闭上了，永远，永远不能再睁
开。病室内外，整个的医院，整个的村庄，从此延伸开去的大片土地，一片寂静。我们的玮玮
死了。我们的玮玮他死了！嵋心里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喊。这声音像战鼓，咚咚地敲着，从四
面八方传过来。”可以说，无论从小说的叙事结构，还是从作者的情感立意，玮的牺牲，都是
小说的高潮。然而，作者并没有用一般“史诗”手法，尽情渲染，而是使用节制而凝重、概括
而醇厚的笔法，以其为代表的一代青春学子的精神品质便在这种笔法中鲜明地呈现出来。“我
们的玮玮死了”，作者没有用“牺牲”这样的文化熟语来定义主人公的为国捐躯；然而，这个
更具个体化的“死”使玮的牺牲具有更深刻、更普遍的精神震撼力。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祈祷
和平，他祈祷的不止是战争之和平，也是仇恨消解，更是人性之回归，这是宗璞透过人物背后
的历史传达的一种深长意味。 

宗璞说：“个人的记忆是会模糊的，但一个民族的记忆我们有责任让它鲜明。用小说的形
式来留住历史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西征记》用叙事的形式创造了一种历史记忆，并通过塑
造一系列战争中的平民形象使这种记忆更加鲜活。读完《西征记》后，也许故事情节会淡忘，
但小说里那些战火中奉献自己青春与热血的人物形象，不管是玮、嵋、老战，还是阿露、本杰
明、苦留等，都会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征记》是平民
形象构成的一幅抗战画卷，是一部平民的抗战史诗。而宗璞先生在高龄病中笔耕不辍，以近 10
年之力写作《西征记》，精心构建自己的心灵历史和民族精神史诗、为时代立言的文学选择，
在这个功利而浮躁的文坛则有其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