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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20年
与失散女儿重逢

1961 年 5 月 21 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一天，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在《成都日报》
率先连载，成了《成都日报》与文坛巨匠马识
途之间跨越半个世纪文学情缘的起点。

《清江壮歌》的创作，源于20年前，马识
途老先生与妻女那次痛彻心扉的失散。

1939年，刘惠馨与马识途结为伴侣。
1941 年，因为叛徒的出卖，刘惠馨被逮

捕入狱，此时马识途与刘惠馨不满一岁的女
儿，也随母亲一同被关进了监狱。狱中的刘
惠馨则怀抱着女儿，与国民党特务进行了坚
决的斗争，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刘惠馨没
有丝毫的动摇。

最终，恼羞成怒的国民党特务将刘惠馨
残忍杀害。而马识途与刘惠馨的女儿，则被
当地电话工人吴有华夫妇抚养。吴有华夫
妇将孩子取名吴翠兰，将她悉心抚养长大。

此后马识途就四处打听女儿的下落。
1960 年，经过多方查找，证实吴翠兰就是马
识途的女儿。1960年4月，马识途来到北京
与吴翠兰见面，这一对失散了 20 多年的父
女，终于得以团聚。

首发《清江壮歌》
引“万人空巷”

马识途寻回了失散20多年的女儿，一时
间被传为佳话。著名作家沙汀等人认为这
样的传奇故事应该写成文学作品，马老深以
为然，并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创作，在苦熬了
180 多个日夜后，他终于完成了以同志何功
伟、妻子刘惠馨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清
江壮歌》。

1961 年《成都日报》更名为《成都晚报》
后，时任总编辑的陈伯林获知马老创作出了

《清江壮歌》，立刻与他取得联系，在征得同
意后，决定在报纸的《锦水》副刊上连载《清
江壮歌》。

据时任文艺组编辑的芶显猷回忆:“报社
对此非常重视，当成副刊的重头戏，由业务
骨干肖青负责编辑工作。”

《清江壮歌》从 1961 年 5 月 21 日开始连
载，每期2000字左右，读者对此反响非常热
烈。连载期间，报社接到来信不断，报纸供
不应求，可谓是轰动一时。与此同时，在成
都文化圈还掀起了“《清江壮歌》热”，中国近
代数论的创始人柯召先生在连载期间，每天
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门房取《成都晚报》，
阅读《清江壮歌》。

巴金侄子、作家李致回忆，那几年他在
四川省医院治疗眼病，得知马老这部小说
后，“我先把老马的故事讲给几个青年医生
和护士听，他们很感动，于是住院部团总支
举行了一次活动，请老马讲他的这段经历。
我看见不少人在听讲时两眼饱含热泪。”

马老女儿马万梅女士也表示，正是因为
众多读者的反馈，让马老在百忙之中能够秉
烛熬夜地坚持写作，尤其知道柯召先生非常
关注《清江壮歌》后，更是让他十分感动。“他
（马老）觉得一个理科教授尚且如此，为了读
者，为了烈士，不管多难，也得把这部小说写
出来。”

《清江壮歌》在《成都晚报》连载后，人民
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后经作者一系列修
改，于1966年春正式出版。《清江壮歌》的连
载，不仅将一部优秀的作品带给了广大读
者，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成都晚报》的知名
度与影响力。在连载过程中，本报即开始寻
求其他优秀长篇小说来连载。在此期间，

《成都晚报》编委、文艺组组长林开甲辗转联
系上刚创作完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
斌和杨益言，作者欣然同意在本报上连载。

1961 年 12 月 16 日《清江壮歌》连载完
毕，次日，《成都晚报》即开始在《锦水》上连
载《红岩》。此时，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
的《红岩》还没有在全国发行。

与成都日报
跨越半个世纪的缘

《清江壮歌》在《锦水》副刊上的连载，让
马识途与本报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
2001年，《成都日报》复刊，而这份珍贵的缘
分，在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
延续着。

马识途老先生曾多次接受《成都日报》
副刊的专访，对于《成都日报》记者的来访，
马老总是满面笑容，耐心解答每一个问题，
对他而言，《成都日报》就像“家人”一样熟
悉。而马老也在无意间，也创下了《成都日
报》诸多受访者中，最年长的纪录。

在访谈之外，马老还用“字”与《成都日
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书法是马老一大志趣所在，他六岁开始
习书，自幼临汉碑，习汉隶，其隶书造诣尤有
特色，用笔简练，喜以中锋入纸，因此字态沉
稳，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马老早年即对晋
唐书风、汉魏碑刻、三代金文深入研究，在吸
收历代名家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师古融今，
力求严谨而饶于变化。四川省人大历史陈
列馆馆名、弟维小学校名、市二医院院名的

题词……均是出自马老之手，字体遒劲有
力、刚柔并济。

每年生日，马老都会拿起毛笔，手书
“福”“寿”二字庆祝，并赠予来家中祝寿的亲
朋。《成都日报》就留存了近五年里，马老亲
手所书的“福”字。

秉笔写字对于马识途老先生而言，既是
陶冶情操，也是生活乐趣，同时马老挥毫间
还心系着许多文学后辈。他将个人的书法
作品用于慈善，帮助了许多人。2014年1月，

“马识途百岁书法展”举行，200余幅书法作
品共卖出230万元。义卖结束后，马老宣布
把义卖所得全部作为“奖学金”捐赠给四川
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学院用这笔钱专门设立“马识途文学
奖”，每年评选一次，用以资助热爱文学、追
逐梦想、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自2015年开始
颁发至今，马识途文学奖已经走过九届，资
助了一批又一批川大寒门学子。

在马老108岁之际，在《成都日报》的促
成下，四川大学文新学院138位马识途文学
奖获奖学子曾将一封饱含真诚和感恩的感
谢信送给马老。代表执笔者王沁说：“马老
是我迷茫时亮起的灯，我感谢马老，让我的
文学梦更加笃定。”

在写信的同时，许多曾获得“马识途文
学奖”的学生在川大文新院和《成都日报》的
组织联络下，组建起了一个微信群。许多学
子在群里联系到小锦，发了祝福马老生日快
乐的视频，在马老生日之际，《成都日报》将
这条剪辑成集的祝福视频发给了马老。

对于无数读者而言，《成都日报》已经成
为连接马识途老先生的桥梁，通过这座桥，
无数后辈从这位“文坛巨匠”身上，感受到了
温暖，汲取到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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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老的突然去世，作为《马识途西南联
大甲骨文笔记》的责编，四川人民出版社蔡林君
非常悲痛。

回忆起初次见到马老的情景，蔡林君记忆

犹新：第一次见到马老是 2021 年的一天，他正
坐在书桌前认真地看着书，偶尔会把旁边的放
大镜拿起来对着书看。“面对马老，你会不由自
主地忘记他的年龄，他完全不像107岁的老人，

尤其谈起 70 多年前他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
时教他甲骨文的唐兰教授等时，声如洪钟、中
气十足。”

蔡林君说：“马老带给我们的财富太多太
多。他带给我们更重要的还是精神财富，那
种追求极致的工作作风，那种豁达乐观的生
活态度。”

蔡林君：马老乐观的态度感染后辈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亦铮 泽登旺姆 王嘉 吴雅婷 本报资料图片

2019年，著名剧作家徐棻从艺70年活动开
幕时，105岁的马老到场赠诗。听闻马老离世，徐
棻感到痛惜。她说，当年马老任省文联主席时，
他们的交往就很频繁了。自己毕业于北大，马老

毕业于西南联大，算是校友。“马老对我很好，他
写小说，我写戏。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可以说
是忘年交。”徐棻回忆起与马老的交往，如数家
珍。当年只要有徐棻的新剧上演，马老都会亲自

到现场“扎起”。后来马老年纪大了，无法亲自到
现场看戏。但还是随时关心着徐棻的创作。

2019年，徐棻从艺70年活动开幕时，马识途
来到现场。他看上去精神很好，并现场赠诗给
徐棻：“笔吐珠玑墨生香，诗心才情任飞翔，耄耋
不老还笔耕，天府剧坛永芬芳。”回忆起这些经
历，徐棻感慨万千。

徐棻：痛别“忘年交”马老

“太突然了，我10分钟前看到了马老去世的
消息。我希望向这位文学长者表达悼念之情。”
接到记者电话时，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高洪波接连发出感慨。高洪波说，虽然按照中

国的传统，109岁的马老驾鹤西去，应该是白喜，
但是他依然对马老的离世扼腕叹息。

高洪波评价说，马识途老人的人生阅历和文学
创作息息相关，他的一生具有传奇性。高洪波说，

八九年前，他曾到马老家拜访。马老赠与他一幅书
法作品。两三年前，马老还专程托人送给他一幅大
大的“福”字，这幅作品至今还贴在他的书房门口。

谈及马老的作品，高洪波特别推荐马老的
《百岁拾忆》。他说，马老的这部作品展现了马
老豁达的性格。“马老犹如文坛的大树。我沉痛
悼念这位老前辈。”

高洪波：马老犹如文坛大树

马 识 途 老 先 生 与《成 都 日
报》缘分极深，且结缘极早。他
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
就是在《成都日报》“锦水”专栏
上首发的。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马识途研究中心主任艾
莲谈道，马老以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在当代文

学史上留下深深印迹。而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
《夜谭十记》和2020年的《夜谭续记》先后出版意
义重大，提高了马老的文学史地位。

艾莲表示，马识途“夜谭双记”的叙事艺术可以
称为“新龙门阵”，而所谓“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新’在有意识借鉴西方小说，如《十日谈》
的结构；二是‘新’在突破传统‘龙门阵’因果报应主
题的传统价值取向；三是‘新’在继承李劼人、沙汀、
艾芜等川籍作家‘龙门阵’式叙述基础上的创造。”

艾莲：马老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深深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