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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宗璞：《我们决不投降》

作者| 宗璞 赏析| 徐建华

【编者寄语】

平津沦陷，国家沦亡，“偌大华北，竟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
这是抗战中一代知识分子的艰难时世和多舛遭际。为存亡续绝，为天地立心，使中华文脉

绵延不绝，他们 “漂泊西南天地间”，辗转行吟，几度搬迁，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在轰炸
中跑警报，躲山沟，沉潜做学问，丹心育桃李。

书生报国有他路，热血难凉自请缨。青春赴戎机，马革裹尸还，他们或是文弱书生，慷慨
赴难，血沃中原；辗转流徙，弦歌不辍，他们或留待有用之身，以青春之我，为青春之中国。

宗璞的《我们决不投降》，塑造了一代知识分子凝重肃穆的群体雕像，沉毅、耿介、不屈，
激昂大义，蹈死不顾；文中秦校长的“我们决不投降”，堪为中华民族最悲壮的呐喊，也是最
决绝的抗战宣言。

小说以凝重的笔调叙写战火逆境中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语言典雅，笔调温情，特别注
重营造氛围和意境，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掷地有声的话语、刚劲的秋风和不屈的民族精神令
人振奋，也让作品充满了荡气回肠的感人力量。

【文本研读】

我们决不投降

①昆明的天，非常非常的蓝。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蓝，
只要有一小块这样的颜色，就会令人赞叹不已了。而天空
是无边无际的，好像九天之外，也是这样蓝着。蓝得丰富，
蓝得慷慨，蓝得澄澈而光亮，蓝得让人每抬头看一眼，都
要惊一下，哦！有这样蓝的天！”

小说开篇从“景语”入手，以

浓郁的抒情笔调反复渲染昆明

的天蓝。作者不惜笔墨渲染天

蓝，富含深意：一是表明纯净

的蓝天被战争玷污，但蓝天的

美丽不会因为战争而改变，蕴

含了作者对侵略者的愤懑。二

是蓝天象征美好的事物，美好

的人性，含蓄地表现了在残酷

的战争中，身居昆明大后方的

国立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依然潜

心教书、读书，表现一代知识

分子乱世中的坚守的可贵；三

是蓝色为“亮色”，旨在表现

从这些请缨报国的书生身上，

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②奇妙的蓝天下面的云南高原，位于云贵高原的西部，
海拔两千米左右。高原面上有大大小小的坝子一千多个。
这种坝子四周环山，中部低平，土层厚，水源好，适合居
住，昆明坝可谓众坝之首。昆明市从元代便成为云南首府。
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这里出了些文武人才。一九三八年
一批俊彦之士陆续来到昆明，和云南人一起度过一段艰难
而又振奋的日子。（从蓝天到云南高原，再到众多坝子，

最后到昆明坝，作者俨然是从空中俯瞰大地山河，从广角

镜头，到镜头聚焦，描写自然山川，颇具层次感；介绍昆

明时，从地理环境到人文荟萃。）

③明仑大学在长沙和另两个著名大学一起办校，然后 第①~③段，渲染抗战时期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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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迁到昆明。没有宿舍，盖起简易的板筑房，即用木槽
填土，逐渐加高。洋铁皮作屋顶，下雨如听琴声。（运用

比喻，表现了国立西南联大师生们安贫乐道的情怀。）这
在当时，是讲究的了。缺少设备。师生们自己动手制造。
用铁丝编养白鼠的笼子，用砖头砌流体试验的水槽。缺少
图书,和本省大学商借，又有长沙运来的。也建了一个图书
馆，虽说很简陋，学子们进进出出。读书的气氛很浓。人
们不知能在这里停留多久,也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却是
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

方昆明的宁静优美的环境，概

述国立西南联大师生一段艰难

而又振奋的日子。

④1944 年 4 月始，在日本侵略下，中国军队在各个战
场上均告失败，损失惨重。（作者在叙写时局时，先是时

代的的宏大叙事，类似于“面”的描写。）百姓流离失所，
争向川滇一带逃难。日寇甚至不放过满载难民的火车，以
逃难的人群为目标，肆行轰炸。（然后将镜头投向战乱频

仍中颠沛流离的百姓，相当于“点”的描绘。）昆明的课
堂从来没有平静过，这时更感到腹背受敌的威胁。（覆巢

之下，安有完卵？山河破碎，没有宁静的象牙塔，没有世

外桃源，唯有外御其侮，才能安心读书，也为下文书生从

军报国做铺垫。）

⑤孟弗之家中，嵋和玮谈及时局。（虽淡淡一笔，但

足见西南联大的学子们，自觉以天下为己任，忧国伤时，

而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湄道：“工
学院有两个同学参加远征军，听说最近牺牲了。一个患疟
疾，没有金鸡纳霜；另一个中弹后掉在怒江里，说是手里
还拿着枪。”（通过对话，道出了抗战艰危，也流露出对

青年学生的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钦佩。）玮的眼睛一亮，
声音有些颤抖，“真是壮烈。这是男儿死所。”（通过细

节描写，抒发了对青年学生壮烈殉国的痛惜之情。）嵋抬
头，望着他，觉得玮身上有一种热情和她血脉相通。（“血

脉相通”，使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成为志同道合的

同志，也使他们的爱情，超越了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世

俗浪漫，而赋予爱情以时代、家国的深重内涵。）过了一
会儿，才说：“这就是白居易形容的‘闻道云南有泸水，
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引用贴切，嵋的博闻强记，由此可见一斑；引用古人诗

句来表现战争残酷，表现了中国远征军在热带丛林作战，

疾疫大行，死伤枕藉的艰险。）玮说：“听说学校又要搬
家？”嵋说；“昨天有几位先生来和爹爹谈得很晚，好像
就是议论搬家的事。”玮说：“同学们都不愿意再搬，总
是藏，总是躲，再搬搬到哪儿去呀。”（同学们都不愿搬

家、躲藏，一方面表现了他们书生意气、血气方刚，誓死

一战的决心。）

⑥“听！”玮说，远处传来一种沉重的声音，是脚步
声，接着响起了歌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脚步声和歌声越来越近。碧初和琼子走进屋来说，过队伍
了。（曲以抒怀，歌以言志，“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堪为民族最强音，最悲愤的呐喊。）

⑦大家肃然听着，脚步声，隆隆的军车声，加上粗哑
的、参差不齐的歌声，显得很悲凉。（“肃然”，表达了

学生们对军人们勇赴国难的肃然起敬，也渲染了凝重的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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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悲凉”，意为这些年轻的生命，很多是一去不复还。）

⑧这天夜里又是沉重的脚步声，把许多人从梦中惊醒。
十轮大卡车载着辎重，压得青石板路面在喘息。（不妨理

解为一语双关：青石板路面在喘息；一个民族在呻吟、喘

息。）

⑨“一、二、三——四！”声音不整齐，而且嘶哑，
仿佛黑夜也是坎坷不平的。但是开赴前线的脚步不能停。
（声音不整齐，绝非军容不整，士气不振，意在表明很多

士兵是临时征召，来不及训练，揭示了“人不分东西南北，

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的抗战现实。）

⑩次日上午，孟弗之和秦巽衡去学校开明仑大学教务
会。正走在街上，忽然下起雨来，雨毕，只觉寒风扑面，
是秋已深。一路见一群群人面目黑瘦，拖儿带女，背着大
包小包，正是新到的难民。翠湖旁，桥边柳下也有难民或
坐或卧。两个小儿大概有病，不停地啼哭。一个母亲低声
抚慰，一个母亲照屁股给了几下。被打的小儿大哭，又有
别的小儿跟上。几只鸟儿扑喇喇惊飞了。（深秋时节的雨，

布衾湿冷，也使风餐露宿街头的的难民雪上加霜；小说塑

造难民形象时，注重点面结合。既表现个体又观照群体，

既写了病弱哀啼的小儿，又写了漂泊疲惫苦难深重的难民

群体。）雨又下了，二人默然走着，及至学校，长衫已湿
了大半。

第④~⑩段，人物对话即所见所

闻，描绘抗战中的悲壮情景：

面对时局艰危，青年学生请缨

报国，后方将士陆续奔赴前线，

难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

⑪会上，要商讨两件大事。 短句自成一段，不仅显示文脉，

也以示郑重，引出下文的商讨

去留大事。

⑫校长秦巽衡简单介绍了当前形势，说教育部已派人
去西康勘察，那里交通十分不便，谅敌人是打不到的。另
因军情紧张，滇西、滇南的战场都需要翻译，教育部决定
征调四年级学生到军队服役。对这一问题大家意见较一致，
国难当头人人都有责任。（国难当头，学生服役，大家意

见一致，可见师生的爱国热忱。）一位先生提出学生思想
很复杂，有人拒绝服役。秦校长说：“如有这种情况，不
予毕业。”语气很坚决，大家俱无异议。（“如有这种情

况，不予毕业”，颇有“三句话不离本行”意味，人物语

言能契合人物校长身份。）

⑬在搬迁的问题上意见不统一。（颇有欲扬先抑的意

味，国难当头，为何还谋事不决？）有人说，学生从军是
把精华投进去了，还躲什么。也有人说，还是搬一搬好。
弗之说：“我们现在是用两个拳头的对策。一个拳头伸出
去，那就是我们的青年人要直接参加这场战争；一个拳头
是缩回来。就是搬迁躲藏。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继续打出
去的力量。”又有人说，现在哪里还能找到合适的地方。
若有合适的地方，敌人一时打不到，也不会放过轰炸。（主

张不搬的，其慷慨壮烈，令人敬佩；主张搬迁躲藏的，深

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做无谓的牺牲，保存

有用之身，以长期抗战。）

⑭冷风夹着雨滴吹打着玻璃窗。众人都觉一阵寒意。
咣当一声，风把门吹开了，把桌上的纸张吹得满地。（叙

写讨论时，暂时中断叙述，宕开一笔，描写环境，以营造

凝重气氛；同时这一“景语”自然引出下文“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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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明时悲愤的建议。）

⑮梁明时忽然站起来，大声说：“我们最好找一个地
图上都没有的地方，让敌人找不着。”他噙着眼泪。（运

用反语，意为国将不国，已无路可退，与其东躲西藏，苟

且偷生，不如与日寇决一死战。）

⑯这话又似实意，又似讽刺，像一柄剑刺在每个人身
上，满室无言，静了好一阵，热泪在人们眼中转。（同仇

敌忾，激励勖勉。）

⑰江防站起来说：“我是不走的了，我与昆明共存亡！”
⑱秦巽衡站起身，“大家的意思我清楚了。我们也许

搬走，也许留下，也许会和敌人周旋，前途还不能确定，
更加艰苦是必然的。可是我知道，”他用手环指大家，声
音呜咽，一字一字地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
他再次用手环指大家，“我们决不投降！”（人物语言契

合人物身份和性格，表现了他的清醒、理智，作为大学校

长，既有慷慨报国的热血，又有多谋善断的干练，刻画出

秦校长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坚韧不屈的形象特征。“环指大

家”、“再次环指大家”等细节描写，意在一一叮嘱，有

相约为证、当面立誓的意味——以后无论时局如何艰难，

我国立西南联大师生，绝不背弃祖国，始终坚守民族气节

和知识分子的风骨。）

⑲我们决不投降！刚劲的秋风把这句话吹上树梢，吹
过屋顶，在天空中滚动着，撞在每个人心上。（一系列动

词妙用，赋予声音以质感、动感，掷地有声，凝聚了抗战

中师生的共同心声，也是中华儿女不屈的铮铮誓言。）

第⑪~⑲段，共同商讨“去留”

大计，众人各抒己见，或主张

躲藏搬迁，或反对东躲西藏，

最后秦校长做出决断。

（来源：节选自《东藏记》作者：宗璞 有改动）

【知识建构】

对话的作用
不少小说往往以对话为主体，这样往往有如下作用：
使情节更加紧凑集中；大量的语言描写，有利于表现人物的个性和思想感情的变化；通过

对话，人物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对话可以引起读者共情。
本文有大量的人物对话，对于交代社会环境、时代背景，刻画人物形象，揭示主题具有重

要作用。
如嵋和玮的对话，“工学院有两个同学参加远征军，听说最近牺牲了。一个患疟疾，没有

金鸡纳霜；另一个中弹后掉在怒江里，说是手里还拿着枪”，交代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这
一历史事件，又刻画了一代热血青年视死如归、慷慨赴难的精神群像。

又如文章巧妙通过校务会上的商讨去和留的对话，既展现了西南联大爱国师生的个性气质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又表现了他们的共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情。主张
躲藏的，大多是出于长期抗战的需要，留下有用之身，不做无谓的牺牲；主张不躲的，大多慷
慨激烈，同仇敌忾之情溢于言表。

更为重要的是，文章通过人物对话揭示主旨，秦校长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肩负使命，义
不避难，事不逃责，态度明确，以民族大义相激。“我们决不投降！”，即是底线，也是中华
民族最慷慨悲壮的呐喊，也是本文警策之所在。

最后，人物对话，也相当于文章的“容器”，让各种人物、思想、主张在此交汇甚至冲突，
使文章充满张力。这一容器，相当于一个舞台，使时代背景、人物形象、情节冲突在此集中呈
现。可谓“半瓣花上说人情”。
【试题解析】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两次写众人聆听行军的脚步声、军车声，表明当时战事紧张，军队频繁开赴前线，“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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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沉重”等词语则表现出大家内心对局势的担心。
B.对从军同学的牺牲给予高度评价，这一情节凸显了嵋和玮一致的爱国主义精神。二人学校再
次搬迁的议论反映了青年学生们对搬迁躲藏的不解。
C.日寇入侵，明仑大学面临搬迁，有的教师赞成，有的坚决不走，还有的逃避现实幻想躲到地
图上没有的地方，表现各色人等面对国难时的不同抉择。
D.危急关头，小说塑造的青年学生分化很明显：有人积极抗日，以身许国，捐躯赴国难；也有
人丧失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不肯接受征调，拒绝服役。
答案：C
解析：“表现各色人等面对国难时的不同抉择”理解错误，文中第⑮段梁明时的话“我们最好
找一个地图上都没有的地方，让敌人找不着”是反语，意为大半个中国沦亡，师生还能退到什
么地方，言语之间蕴含着愤激之情，也是爱国之心使然。
2.文中两处画线句中的“风”极富意味，请结合文章分析其用意。
答案：
①第一处夹着雨滴的冷风：通过环境描写渲染出阴冷凄凉的氛围，烘托情感，冷风吹乱的不仅
是纸张，还有国难当头之时，自身漂泊的众人纷乱复杂沉痛的心情。
②第二处刚劲的秋风：收束全文，意味深长；强有力地烘托出师生激昂澎湃的爱国热情和坚强
不屈的斗争勇气。
解析：分析小说中环境描写的作用，首先要明确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其具体作用可运

用小说“万能公式”条分缕析，一般从情节、环境、人物、主题及读者感受五个方面考虑，如
对于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烘托人物精神品质、烘托人物情感心境、暗示人物命运）、暗
示或揭示主题、交代背景、渲染氛围、奠定情感基调各有什么作用。
【反馈检测】
有人评价《东藏记》说“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创痕”，即不直接描
写战斗画面。只描写后方生活状况。却凸显出战争的残酷惨烈和深刻影响。本文是如何体现这
个特点的？请结合相关情节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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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解析老师：湖北省远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徐建华）
【相关链接】

“无问西东”的群星闪耀时
两年前，章子怡、王力宏、黄晓明、张震、陈楚生等明星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赚足

了票房和眼泪。
这部片子就是以百年清华为背景。“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这是清华大学校歌的歌词。
片子中最浓墨重彩的就是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南开的战时联合大学）那一段

历史：巨匠群星闪耀，困顿、清贫，但是从来没有放弃信念。
电影参考了很多历史素材，而女作家宗璞（本名冯钟璞）的著作就是其中之一。
历史的见证人
从 1980 年代起，宗璞就着手写作以民国时期的文化界，尤其是以西南联大为素材的小说，

1988 年，她出版了小说《南渡记》，随后又花了好几年，完成了其续篇《东藏记》。
这些作品在很长时间里默默无闻，但在 21 世纪后受到很高评价，2008 年，《东藏记》荣

获茅盾文学奖。
这是她非常熟悉的往事，生于 1928 年的她，亲眼见证了西南联大的始终。
宗璞的家族，堪称学术名门。她的父亲冯友兰，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哲学教授，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哲学博士，导师是约翰·杜威，和胡适是师兄弟。
抗战期间，冯友兰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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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宗璞，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抗战结束后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
她亲身经历了北平的战火，和众多师生的南迁。她的父亲是一位爱国学者，带着她从北平

一路辗转到云南昆明。在那里，一批来自清华、北大和南开的师生，共同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的教室和校舍，都是简陋的茅草房。负责建筑设计的林徽因教授，反复修改方案，

因为之前几个版本的建筑方案，都因为经费不足、材料短缺，根本无法付诸实行。
师生长途跋涉，行囊只能尽量精简，大部分教材和参考书都无法带来，从各种复杂的公式

推导，到大段大段的古文，只有靠脑子记，上课前抄写下来，简陋的油印纸张就是教科书。
一些物理学家、化学家，冒着生命危险，把放射性金属和剧毒药品贴身携带，从北平一路

颠沛流离来到昆明。有些人从此丧失了健康，但依然抱病上课、做研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0 年后，日军的战火蔓延到中国西南疆，西南联大多次遭到敌机轰炸。每次听到空袭

警报，大家都要忙不迭地躲进地下防空洞。
很多师生在逃往防空洞的路上，依然手不释卷，忙里偷闲看几眼书，念念不忘的，是接下

来的考试或者答辩——这甚至比生命更重要。
历史系教授陈寅恪打趣说：这叫“闻鸡而动，入土为安”。自嘲和幽默，背后是从容、坚定。

冯友兰的哲学代表作《贞元六书》，也是在这种环境下完成的。
在极端简陋、危险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其中包括李政道、杨振宁、

邓稼先等科学巨匠，和汪曾祺、何兆武、任继愈等人文宗师。
这些点滴细节，早慧的宗璞看在眼里，一直念念不忘。
1949 年后，冯友兰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各种改造。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在民

国期间的哲学观点，也不得不说很多违心的话，以求自保。
一直到 1980 年代，关于民国的一切，公众认知依然充满负面、非常片面。长期从事文字

编辑工作的宗璞，当时已经年近半百。
宗璞决定以小说的形式，以西南联大时期的民国知识分子为素材，将那段尘封已久的不平

凡岁月，展现给大家……
《东藏记》：西南联大的一个缩影
从 1988 年到 2017 年，宗璞完成了一系列关于西南联大的长篇小说，主要包括四部相对独

立的长篇作品：《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
其中，《东藏记》是她最负盛名的作品。

《东藏记》被公认为宗璞的代表作。
静穆而坚毅的叙事风格
宗璞的另外几部小说，也有着类似的主题，将西南联大时期的知识分子群像，鲜活地展现

给读者。
“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我们决不投降！”《东藏记》中，校长秦巽衡的这句话，是

众多师生的共同底线，也是那个时代，知识界的一个缩影。
战争、轰炸、伤亡、传染病，这些生死威胁，时时刻刻都笼罩着西南联大。宗璞的小说中，

也有很多描写。
宗璞以宁静、温馨的笔调，细细地叙述逃难师生和战火中的人们倔强而坚韧的生存态度，

描写了他们顽强的生活本领，即使在敌机的轰炸和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的生活也过得有情有义、
有滋有味。

一场敌机轰炸过后，墙倒屋塌，多人死亡，但生者在短暂的悲恸过后，依然平静地教书、
学习。

考试标准也只会更严，差一分也不能通融，学生的被淘汰率非常高。
而即使学成毕业，拿到一纸文凭，也解决不了什么生计、前途。

一些毕业生刚刚走出校门便从军杀敌，然后带着尚未实现的梦想，和尚未计算完成的公式，匆
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把更多的希望留给后来者。

“昆明的天，非常非常的蓝。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蓝，只要有一小块这样的颜色，就会令
人赞叹不已了。而天空是无边无际的，好像九天之外，也是这样蓝着。蓝得丰富，蓝得慷慨，
蓝得澄澈而光亮，蓝得让人每抬头看一眼，都要惊一下，哦！有这样蓝的天！”

这是《东藏记》全书的开头几句，乍看上去，仿佛岁月静好。但岁月静好的背后，是众多
堪称民族脊梁的人们，默默地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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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的文风，静穆而坚毅。这种文字风格，和她所书写的故事，相得益彰。
2017 年，宗璞完成了“西南联大系列”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北归记》，此时的她，已

经 89 岁高龄，长年患有眼病，书写非常困难。
除了小说，宗璞还写了不少隽永的散文，《紫藤萝瀑布》一文曾入选中学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