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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枪！
”小嘎子心里猛地一跳，一股强烈的欲望，陡然涌上心头。
他抡眼四望，天哪！
街上空荡荡的，一个熟人也没有。
他搓着手，暗暗地跺脚。
啊，那小子就要把气儿打足了！
就要直起腰来了！
就要转过脸来了⋯⋯忽然，小嘎子摸了摸腰里的“张嘴灯”。
然而，那是木头的，行吗？

    “行！
”小嘎子把牙格蹦蹦一咬，“老钟叔说过，汉奸全是草包！
不是有个叫罗金保的，用笤帚疙瘩就下了他们的手枪吗？
我这个更行啦！
”说时迟，那时快，他把草筐一甩，蹿过去大吼一声道：“不许动！
举起手来！
打死你狗汉奸⋯⋯”吼着，伸手就去那小子腰里拔枪。

    啊，他差不多已经抓住枪柄了，枪就要到手了，可是，不知怎么“卡”的一下，他两脚一磕，一下
栽在地上，“张嘴灯”也嗡地飞了老远。

    “好家伙啊！
”那方脸上两只明亮的大眼瞪得圆圆的，蒲扇似的大手先在背后护了护枪，叉着腰逼近了来，只听喉
咙里隆隆地响着膛音说：“嗬，小小的人儿，胆子可不小哇！
”小嘎子急忙一个滚儿坐起来，后背紧抵住墙，预备先挨他一顿臭揍。
可是，那人只逼近了站着，并不动手。

    “你是干什么的？
”
    “要饭的。
”小嘎子顺口就诌。

    “要饭干嘛夺我的枪？
”
    “换饭吃呀。
”
    “换饭吃？
”那人忙绷一绷脸，差点没笑出来，“‘打死你狗汉奸’也换饭吃吗？
”
    “那，我看差人了⋯⋯”小嘎子口吃起来。

    那人却“噗”的一声笑了。
把眼两边一溜，伸手把他提起来，推开门，直进了车子铺。
车铺掌柜的正隔着玻璃笑悠悠地瞧着他们，见进来了，便出去拾回那木头手枪，补车带去了。
那人就缓缓地坐在板凳上，很有兴趣地上下打量着小嘎子，问他多大了，叫什么，哪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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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说是鬼不灵的，就又紧盯着他的眼，问鬼不灵有个姓张的老奶奶，住在韩家祠堂西边，他熟不熟
。

    “熟哇。
”小嘎子又心跳了，“你跟他沾亲吗？
”
    “不沾亲。
”那人说，“以前在她家待过一会儿，吃过一顿饭。
”说着，忽然叹了一声，“唉，不知道她老人家还平安不⋯⋯”
    小嘎子眼圈儿红了，猛地打断他：“嗨，你贵姓？
”
    “姓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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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光耀，生于1925年8月，河北雄县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电影编剧家。
1983年至1996年任河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是中国文联第四、五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
事。
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45年起，做随军记者和军报编辑。
1947年在解放区《蒙中导报》发表短篇小说《周玉章》。
1950年在三联书店出版长篇小说《平原烈火》。
1958年，创作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小兵张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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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特别使小嘎子称心满意的，是他真的当了小侦察员!每到一个宿营地，部队刚一隐蔽好，他就先去
村边上放哨巡风了。
小小一个新战士，居然成了保障部队安全的眼睛。
这使他在同志们面前，够多么显赫呀!这可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光荣!　　几天来，小嘎子那股高兴劲
，简直没法形容。
他又是跳，又是笑，又是打滚儿，又是竖在炕上“拿大顶”①⋯⋯假若办得到，他早为自己唱一台大
戏了!　　不几天，战士们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他有的叫“哥”，有的叫“叔”，好像同宗连族，其实全是同志。
大家原本喜欢他的聪明鬼仗，再加上他年纪小，天性快活，就愈发待他赤诚亲热，真个亲弟弟似的。
正应了那句老话：“四海之内皆兄弟。
”小家伙一进入这个大家庭，立即就扎了根了。
　　特别使小嘎子称心满意的，是他真的当了小侦察员!每到一个宿营地，部队刚一隐蔽好，他就先去
村边上放哨巡风了。
小小一个新战士，居然成了保障部队安全的眼睛。
这使他在同志们面前，够多么显赫呀!这可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光荣!　　当然，小嘎子也的确不负对
他的委托。
地区队夜夜行军，天天转移。
可不管走得多累，天不亮，他就背个草筐，拿把短镰，溜到村头上去了。
有时蹲在直通据点的路口，有时爬上叶茂枝稠的大树，有时隐在雾罩露垂的青稞中，有时掩在鸦寞雀
静的房角下，那一对小眼睛，总是瞪得圆圆的，滴溜溜一直转到天黑。
每次发现敌情，都有他个清清楚楚的报告儿，没有一回误过事情。
　　不单侦察工作使他快乐，小嘎子的乐趣还要广得多呢。
不论是夜间召集群众开会、讲话、作宣传，也不论是打野外、作科目、学文化，更不论是讲故事、说
笑话、各项文娱活动，他都感到喜悦，都觉得新鲜。
他什么都想做，什么都要学，凡是他遇到的桩桩件件，都得摸摸动动。
尽管放一天哨，可晚上回到队部来，仍是蹿来跳去，捅这弄那，没有一刻拾闲儿，也从来不知道疲倦
。
　　不过，在千般事物之中，小嘎子最着迷的还是枪。
凡是队上有的各种各样的枪，他都捅过，不光懂得性能，知道用法，也都拆得开，装得上。
若不是大个李护把得紧，连那挺“歪把子”也早给他卸开过了。
　　有一次，布置怎么他把区对长钱云清的盒子枪到手了，立时一顿大拆大卸，把零件零零散散撒了
一炕。
这还不算，他又把钱区队长仅有的五粒子弹，都拨掉铅头，把火药倒在炕沿上，排列成五个小坟头，
研究起它们的成色来。
气得个区队长哭不是，笑不是，骂也不是，赶忙从他手心里抠出零件，立刻躲了他了。
还有一次更悬的：有一回，正在大伙睡觉的时候，他竟在一旁卸开了两个手榴弹，正要剥那雷管上的
铜皮儿，把头一个醒来的人，吓了一身大汗⋯⋯　　既然爱枪爱得这样入迷，当然找过区队长。
要求发给他一支。
不想区队长把这当成孩子气儿，笑一笑就完了。
这可使他生了气了。
　　“要碰见战斗，叫我拿什么去冲锋啊?给我块铁，也比这个能吓唬人不?”小嘎子举着老钟叔给他
的那支“张嘴灯”，愤愤不平地说。
　　“你的任务是放哨。
不是冲锋。
”区队长可是不着急不上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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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侦察员为什么都有枪呢?”　　“他们的枪也不是发的，是他们从敌人手里得的。
”　　小嘎子没词儿了。
不过，这答复总使他觉得不公平。
本来还想找找政委石一鸣再要求要求，可石政委早带着二大队，真杨柳青和廊坊一带活动去了。
还有什么法子呢?　　说来也怪，尽管小嘎于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可对钱区队长，很有点发“拘
”，总觉得他还有什么更“拿人”的地方。
其实，区队长对他是很亲切的，看顾他的吃穿休息，给他讲革命的道理，甚至抽工夫教他认一个两个
生字，　那份细心，不下一个很有耐性的女教师。
他是在精心地培育着这个孩子，要把他造就成一个真正的人民战士啊，可小嘎子为什么还是“拘”他
呢?这也许是受了传染，因为全区队不管什么调皮捣蛋的，一到了这个小老头儿面前，立刻都老实了。
就连那单车子出城人城、用笤帚疙瘩下过“白脖”枪的老罗，一见了他，也俯首帖耳跟个新媳妇似的
，小嘎子瞥偷偷问过人：“区队长怎的这么压得住阵呢?”由此，他听到了两个小故事。
　　一个故事说：前年大清河北打过一次恶仗，三百鬼子猛冲我们一个连，形势非常危险。
有七个战士守着一道口子，正是敌人集中力量要从那儿突破的地方。
钱区队长就走过去，跟七个战士坐在了一块。
敌人的机枪大炮跟刮风似的，卷过一阵又一阵，可我们的阵地一动也不动。
忽地轰的一声，一颗炮弹落在人群里，一下卷走了四个战士，飞起的尘土把区队长给埋起来了。
人们以为这回可完了。
不想，那尘土刚刚一落，就从烟雾里端端正正冒出一个人来——钱区队长还在原地方坐着哩。
　　另一个故事说：在又一次战斗中，区队长就在火线上铺开地图，跟两个干部讲进攻计划，正讲着
，一颗子弹哧的一声打在地图上，溅起的土，把他指着酌那个“村子”迷住了，那俩人惊得一愣，可
他呢，用手把土一掸，头也没抬，继续讲了下去，连说话的口气也没有顿一顿⋯⋯　　小嘎子听着这
些故事，心里起了怎样的激荡啊，他觉得在眼前涌起一座金煌煌的大山，是这般崇高，这般伟大，连
他周围的花草树木，都辉映得金光灿灿的了。
站在他面前，连自己也要放起亮光儿呢⋯⋯　　有一天，他忽而想起区队长每次听到有关肥田一郎的
情报时，神情特别专注，便跑去找着罗金保，问这是什么原因。
　　罗金保告诉他：把田一郎就是城里的日军大队长，是个凶暴残忍、杀人成性的家伙。
因在邻县搞“反共誓约”有功，特地调来自洋淀，推行“清剿”计划的。
有一次，他听说万佛堂有共产党的组织在活动，便让“联络员”通知万佛堂说：“预备好埋二十个人
的大坑。
”第二天，他带着鬼子果然去了，下马不说话，先杀了二十个人，然后才搜查共产党。
还有一次，在他征粮的时候，有十里堡两个“联络员”去见他。
这两个联络员是一老一少，因村里粮食实在催不上来，请求他把缴粮日期宽限两天。
谁知他把话听完。
嘿嘿一乐，一刀就把那个少的砍了。
随后割下人头，往那个老的怀里一扔说：“抱回去!粮食的到期不缴，统统的这样!”　　不等老罗说
完，小嘎子早瞪起红火火的眼睛，问道：　　“这家伙是不是巴斗脑袋。
蛤蜞眼，一撮小黑胡?⋯⋯”　　从此，小嘎子更盼枪了。
日子越久，也就盼得越急。
他每每在心里祷念着：“叫我碰上敌人一回。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兵张嘎>>

媒体关注与评论

　　再版前言　　《小兵张嘎》从1961年发表至今，惶惶惑惑四十多年过去了，很可说它生不逢时。
由于我政治命运乖舛，连作品也遭株连，在流传的前二十年中，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极少有人品析
评论。
但是，书还在一版一版地出，电影也一场一场地放，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也基本上没有停
止过。
　　终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月，进入新时期之后，运气渐变好了：1980年，在第二届全国少儿文艺
评奖会上，小说和电影双获一等奖。
1995年，小说被大部委(中宣部、国家教委、文化部、新闻出版暑、共青团中央)选定为“百部爱国主
义图书”之一；同时，电影也被选为“百部爱国主义影片”之一。
1996年，中国影评学会还把《小兵张嘎》评为十部“讴歌反法西斯战争优秀影片”之一。
这都是令人感奋的。
　　小说《小兵张嘎》发行至今近百万册。
翻成外文的有：英、德、泰、阿拉伯、豪萨、印地、蒙、朝、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文字。
在国内，除入选过《中国新文学大系》、《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等外，还编进过如“共和国儿童
文学名著”、“代代读 儿童文学经典”等至少五种丛书。
至于评论，承震大家关照，鼓励奖掖之词，与前二十年相比，是大为热烈了⋯⋯但，吹嘘太多，惹人
生厌，溢美好意，哪敢担当，我惟有向一切鼓舞、支持我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近几年，《小兵张嘎》还引起了另一使人感兴趣的问题，即所谓“原型”。
自称“张嘎原型”的人，目前至少已有四五个，他们不仅上了大小报纸，登上电视荧屏，拍了专题片
，被隆重请上大会主席台，有的甚至提级提职，个别还受到了中央首长的接见。
真称得上是红火热闹，风光无限!我对这种事始终坚持说两句话：一、凡是在白洋淀或敌后抗日根据地
，与日寇作过英勇奋战并有一定贡献的人，都可在“张嘎”身上找见自己的影子；二、“张嘎”是个
艺术创造的产儿，是集众人之特长的典型形象。
前一句，意在坚定地承认：凡对抗日有功的人，都不致因出了“原型”，而误以为自己的功劳被遮掩
或未被认可．他们仍应理直气壮地从“张嘎”身上找着自己；后一句是说，“张嘎”其实是没有具体
原型的，但话说得委婉，以免自称“张嘎”的人(他们毕竟为抗日尽力过)觉得难堪。
　　不幸的是。
个别“原型”在某些不大严肃的媒体的鼓噪下，过于得意忘形，以致信口开河，居然在报纸上发表“
谈话”说，徐光耀不但对他的上半生十分感动，对他的后半生也十分感动，所以，决定以他为模特，
再写一都{张嘎新传}云云。
这就太过分了。
这不但破坏了诚信，欺骗了等着看《新传》的读者群，还为虚浮造假的社会风气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
我已多次声明过，我绝不会写什么“新传”、“后传”或“续集”之类的东西的，我的智力足以阻止
我干这样的蠢事。
　　最后，说几句私情话。
《小兵张嘎》无论就小说或电影，都可说是我的获于。
面就社会影响看，电影要宏大得多，也响亮得多。
电影是经过众多艺术家再创造过的，凝聚着他们的劳动、创造和智慧；其蓑体又是威力板为强大的传
譬工具，影响大，是必然的。
然面，真是心中有鬼，或许做母亲的也不免偏心吧，在私心中，我竟仍然偏爱小说，原因可能就在于
它更耐咀嚼，人物性格貫穿鲜明，“滋味”上或更悠长些。
原先，这一感觉我以为纯属个人兴味，无可思辨，然而，近年我曾与一些文艺圈内朋友谈及此事，出
乎意料的是他们也有同感。
于是我才有胆子把它写在这儿，算是跟读者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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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也有兴趣，则无妨茶余酒后，也探究玩味一下，若母亲真有偏心，何尝不值得提出疗救呢?　
　徐光耀　　2003年1月22日于自拔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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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早发表于1961年，是我国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至今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
《小兵张嘎》的主人公张嘎是我国儿童文学画廊中被广为传颂的经典人物形象之一，影响和激励了几
代读者。
小说曾被译成英、德、泰、阿拉伯、豪萨、印地、蒙、朝、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多种文字，在国
际上广为传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世纪 60年代初，小说被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崔嵬搬上银幕，影片深受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2004年，小说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
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动画片，目前正在制作中，并将于2005年与观众见面。
　　　　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影响了中国几代读者。
　　曾被译成英、德、泰、阿拉伯、豪萨、印地、蒙、朝、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
　　小说被著名导演崔嵬搬上银幕，观众数以亿计；小说和电影1980年分别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
艺创作一等奖。
　　小说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黄金时段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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