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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风雷引】百年耻，多少和约羞成。
烽火连迭，无夜无明。
小命儿似飞蓬，报国心遏云行。
不见那长城内外金甲逼，早听得卢沟桥上炮声隆！
【泪洒方壶】多少人血泪飞，向黄泉红雨凝。
飘零！
多少人离乡背井。
枪口上挂头颅，刀丛里争性命。
就死辞生！
一腔浩气吁苍穹。
说什么抛了文书，洒了香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筝。
珠泪倾！
又何叹点点流萤？
【春城会】到此暂驻文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
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嚼不烂软塌塌苦菜蔓菁，咽不下弯曲曲米虫是荤腥。
却不误山茶童子面，腊梅髯翁情。
一灯如豆寒窗暖，众说似潮壁报兴。
见一代学人志士，青史彪名。
东流水浩荡绕山去，岂止是断肠声！
【招魂云匾】纷争里渐现奇形。
前线是好男儿尸骨纸样轻，后方是不义钱财积山峰；画堂里蟹螯菊朵来云外，村野间水旱饥荒抓壮丁
！
强敌压境失边城！
五彩笔换了回日戈，壮也书生！
把招魂两字写天庭。
孤魂万里，怎破得瘴疠雾浓。
摧心肝舍了青春景，明月芦花无影踪。
莽天涯何处是归程？
【归梦残】八年寒暑，夜夜归梦难成。
蓦地里一声归去，心惊！
怎忍见旧时园亭。
把河山还我，光灿灿拖云霞，气昂昂傲日星。
却不料伯劳飞燕各西东，又添了刻骨相思痛。
斩不断，理不清，解不开，磨不平，恨今生！
又几经水深火热，绕数番陷人深井。
奈何桥上积冤孽，一件件等，一搭搭迎。
【望太平】看红日东升。
实指望春暖晴空，乐融融。
又怎知是真是幻是辱是荣是热是冷是吉是凶？
难收纵，自品评——且不说葫芦里迷踪，原都是梦里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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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套装共3册)》内容包括：《南渡记(野葫芦引第1卷)》、《东藏记(野葫
芦引第2卷)》、《西征记(野葫芦引第3卷)》。
《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套装共3册)》是宗璞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
此前她从未写过长篇小说，1982年，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对宗璞说，你现在到了可以
写长篇的阶段了。
宗璞炼意炼句，苦思苦吟，把八年抗战的人心正气、亲情友爱、生死别离、世情百态、众生之相，把
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命运，一一纳入“野葫芦”中，将小说经营得玲珑雅致、气韵
悠长、妙趣横生、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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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宗璞（1927～），河南唐河人。
本书是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卷，并可独立成篇。
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
世界。
本书以七七事变后明仑大学教授孟樾一家的变故为主线，描写北平知识阶层在亡国之际表现出的崇高
民族气节，也揭示了一些人懦弱苟且的灵魂。
小说富于生活气气息，营造出纯净真挚的艺术氛围，令人回味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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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南渡记(野葫芦引第1卷)》《东藏记(野葫芦引第2卷)》《西征记(野葫芦引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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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听说他们到处挨人家赶，赶来赶去赶到落盐坡来了。
他们不吉利。
”“那是赶他们的人不对。
”“小姑娘懂哪样！
”说着，打过了针。
孩子之一开始哭，医生太太忙去哄。
嵋便走出房门，一直走到那犹太女人面前，友好地说：“早上好。
”那女人抬头看她，头发甩向后面，露出额角直连到左腮的一个大疤痕，当初缝伤口时不够精细，肌
肉外翻，很吓人。
嵋装作没看见。
女人微笑，放下手中的砖，也友善地说早上好，又指指自己的疤痕，说：“对不起。
”然后向厢房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
一个高大的犹太老人出现在门前。
他开口说话，使嵋十分惊奇，他说的竟是地道的山东话。
“小姐你好。
请允许我介绍自己。
我姓米，大米的米。
这是我的妻子，米太太。
”米太太习惯地向嵋伸出手，手上满是泥污，连忙改为又摇手又摇头，意思是不能握手。
“我们砌花坛，把野花移到院子里。
”米老人说。
嵋慢慢地清楚地自报家门。
米老人注意地听，随即说：“是不是孟家的小姐？
我知道龙尾村住了很多有名的人，以后我要来拜访。
”他把人说成“银”，标准的山东方言。
嵋很想问他怎么会说山东话，但忍住了。
米氏夫妇请她屋里坐，她说要回家。
她正要向院门走去，米家的第三位成员出现了。
那是一条狗，一条很大的，深棕近乎黑色的狗。
它的脸很长，高兴地喘着气，对着老人摇头摆尾，四个蹄子不停踩动，很快转到嵋跟前低头要舔嵋的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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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二○○一年春，《东藏记》出版后，我开始写《西征记》。
在心中描画了几个月，总觉得很虚。
到秋天一场大祸临头，便把它放下了。
夫君蔡仲德那年九月底患病，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奋战，还是没有能留住他。
二○○四年春，仲德到火星去了。
仲德曾说，他退休了就帮我写作。
我们有一张同坐在电脑前的照片——两个白发老人沉浸在创造的世界里。
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们短暂的文字合作。
它成为一个梦，一个永远逝去的梦。
二○○五年下半年，我又开始“西征”，在天地之间，踽踽独行。
经过了书里书外的大小事件，我没有后退。
写这一卷书，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
我经历过战争的灾难，但没有亲身打过仗。
凭借材料，不会写成报道吗？
困惑之余，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了我启发。
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
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
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
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有诚心诚意地拜托书中人物。
他们已伴我二十余年，是老朋友了。
我惊讶地发现，这些老朋友很奇怪，随着书的发展，他们越来越独立，长成的模样有些竟不是我原来
设计的。
可以说是我的笔随着人物而走，而不是人物随着我的笔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这样，也只在一定程度内。
最初写《南渡记》时，我为人物写小传。
后来因自己不能写字，只在心中默记。
人物似乎胆大起来，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行事。
他们总是越长越好，不容易学坏。
想想很有趣。
《西征记》有一个书外总提调，就是我的胞兄冯钟辽。
一九四三年，他是西南联大机械系二年级学生，志愿参加远征军，任翻译官。
如果没有他的亲身经历和不厌其烦的讲述，我写不出《西征记》这本书。
另外，我访问了不止一位从军学子和军界有关人士，感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我许多故事和感受。
有时个人的认识实在只是表面，需要磨砖对缝，才能和历史接头。
一九八八年，我独自到腾冲去，想看看那里的人和自然，没有计划向陌生人采访，只是看看。
人说宗璞代书中角色奔赴滇西。
我去了国殇墓园，看见一眼望不到头的墓碑，不禁悲从中来，在那里哭了一场。
在滇西大战中英勇抗争的中华儿女，正是这本书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的英灵在那里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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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尾》这几句词，正是我希望表现的一种整体精神。
我似乎在腾冲的山水间看见了。
二十年后，我才完成这本书。
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如果我能再做旅行，我会把又是火山又是热泉的自然环境融进去，把奇丽特异的民俗再多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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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那是太贪心了。
完成的工作总会有遗憾的。
仲德从来是我的第一读者，现在我怎样能把文稿交到他的手里呢？
有那一段经历的人有些已谢世，堂姐冯钟芸永不能再为我看稿。
存者也大都老迈，目力欠佳。
我忽然悟到一个道理，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
希望他们能够看明白，做书中人的朋友。
当然，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能漂流多久。
必须着重感谢的仍是责编杨柳，她不只是《野葫芦引》的责编，现在还是我其他作品的第一读者，不
断给我有益的意见和帮助。
如果没有她，还不知更有多少困难。
《南渡记》脱稿在严冬。
《东藏记》成书在酷暑。
《西征记》今年夏天已经完成全貌，到现在也不知是第几遍文稿了。
但仍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增添或减去。
我太笨了，只能用这种滚雪球的方式。
我有时下决心，再不想它了，但很快又冒出新的意思，刹不住车。
这本书终于慢慢丰满光亮起来(相对它最初的面貌而言)，成为现在的《西征记》。
时为二○○八年十二月冬至前二日。
待到春天来临，我将转向“北归”。
那又会是怎样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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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
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亨业繁荣昌盛！
最崇高的敬礼！
 矛盾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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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套装共3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
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
优秀的长篇小说。
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亨业繁荣昌盛！
致最崇高的敬礼！
矛盾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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