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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推开了房门，外面的瓦凉的寒气正侵着人，
半夜时刻，村当腰燃起的火光正烧得旺盛，他呆呆
地望着，仿佛预见了未来的希望。

“孩子，你随着义勇军远走高飞吧！寻个出
路。” ——《寒夜火种》

马加笔下的东北民众虽然正经历着最严冷的
寒夜，然而饥寒交迫的农民并没有屈服，而是勇敢
地燃烧起火种，这也正是他要表达的“人民需要温
暖，更渴望着光明”。

主人公陆有祥是一个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
人，他沉默寡言，却脾气倔强暴躁。他从沈阳做工
回到家里，听说媳妇与王村长勾搭上了，只说一句

“太不体面了”。当发现媳妇接受了王村长的一副
“银手镯”时，“气得火星乱跳，伸手打了李珍两巴
掌”。当媳妇说“‘人家’欺负你，你去找‘人家’算账，
你敢吗”的时候，他就真的找王村长“算账”去了。

正是这种思想性格，使他后来走上了反抗的道

路，杀死了王村长，参加了义勇军。马加笔下的陆
有祥是当时东北千千万万农民形象的艺术概括，从
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民族自救的希望。

马加心中的民族自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在伪满洲国皇帝登基的庆祝活动现场，两个
小学教员将红色传单撒满现场，这两个小学教员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青年。一位白胡子老
头发表议论说：“中国人都像那两个小学教员，一
定不会亡国。”

马加的作品在表现时代的时候，经常给它加上
一点理想的光彩，昭示它前进的方向。书中的东北
民众抗日义勇军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队伍，义勇军攻占沈阳飞机场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马加将这些事件写入书中是想将希望透露给关内
的人民。

《寒夜火种》的结尾，是陆有祥点着了王村长家
的柴火垛，杀死了王村长，象征着抗日的火种渐成
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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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英，1911年生于吉林省永
吉县大家屯一户满族封建大家
庭。1933年3月，他以东北万宝山
农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历
史事件——万宝山事件为背景的
长篇小说《万宝山》正式出版。

这部小说使他在左翼文坛上
崭露头角，这是东北作家群中最早
反映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人民的生
活与抗争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东北人
民抗日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小 说 取 自 真 实 历 史 事 件 ：
1931 年 4 月，吉林省长春市万宝
山地区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在
土地租种上出现经济纠纷，日本
以朝鲜侨农为本国国民的借口介
入，派出武装警察激化矛盾，并
且在东北居住的朝鲜侨民中煽动
反华情绪，进而引起朝鲜排华暴
动，一场地方冲突由此升级为国
际事件。

1932 年 3 月，身在上海的李辉
英接受丁玲的倡议创作一部以东
北为背景的反日长篇小说。他收
集相关报刊资料，根据报刊新闻
获取事件信息和取材角度，仅用
两个半月时间便完成了《万宝山》
这一长篇小说。

文章开头对东北大地风物人
情的描写，展现了作品中浓厚的
地方色彩。“冰消了，雪化了，山
峦、荒原，到处都冒出淡淡的绿
苗，是新生的杂草。”东北早春景
色一片生机盎然，然而在上世纪
30 年代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生机
也暗藏着危机。

作品中使用了与事件一致的
人名、地名和租地合同，在接近故
事原型方面极尽逼真，但在人物塑

造和故事走向方面进行了虚构与改写，使得作品
成为一部无产阶级立场非常鲜明的反抗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的小说。

《万 宝 山》中 ，中 国 奸 民 郝 勇 德、朝 鲜 监
工、地方当局的马县长、公安局局长等反面
形 象 的 塑 造 ，让 读 者 体 会 到 他 们 统 统 成 了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实 现 侵 略 野 心 的 帮 凶 。 他 们
搜刮百姓钱财，根本不考虑国家、民族和人
民 的 利 益 。 万 宝 山 的 农 民 在 向 政 府 求助无
援的情况下，自己组织起来，“不再做官家的
顺民”。他们联合起来，拿起武器进行抗争。
他们喊出了响亮的政治口号：“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全世界被压迫
民族解放万岁！”，表明农民觉悟已经有了迅速
的提高。

在谈到走上文学道路动机时，他曾这样说
过：“我是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愤
怒于一夜之间失去了沈阳、长春两城，以及不
旋踵间，又失去整个东北四省的大片土地和三
千万人民被奴役亡国亡省痛心情况下起而执笔
为文。”

九一八事变后，漂泊在上海的李辉英先后
参加了上海学生反日大示威，跟随上海爱国学
生奔赴南京请愿，包围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爱国活动。面对东北沦
陷后的不抵抗政策，李辉英发出了个人的呐
喊：“个人身为东北人，对于东北的沦陷，不能
熟视无睹。别人可以不要东北，东北人可不能
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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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情完全陷入痛苦的回忆中，他回想着夜
里是怎样度过的刺激与失眠，在失眠中想到各种可
怕的事体，同时，又幻想着流亡到北平去过一种新
的生活。 ——《寒夜火种》

徐健英是《寒夜火种》中一个进步青年学生的
形象，他内心渴望自由，向往光明。与作者马加一
样，东北沦陷后乡村的恶劣环境常常让他窒息，他
想象着离开“地狱”般的东北到“自由的北平去”，想
到那里去寻找光明的前途。

文字背后隐藏着作者的人生经历，马加曾有两
次流亡北平的经历。1931年9月初，马加告别了生
养他的故土，奔赴北平。刚到北平没几天，震惊中
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占领了
东北三省。漂泊他乡的马加心急如焚，从此，他有
家难回了……

“我父亲第一次流亡北平时生活得很苦，他住在
东城沙滩文丰公寓，因为拖欠几元房租而被法院传
唤，不得已典当了行李，还了债才恢复自由。九一八
事变后，流亡北平的父亲失了学、失了业、失去了一切
起码的生活权利，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着。”辽宁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马加长子白长青说。
生活的极度困苦，对家乡亲人的极度牵挂，驱

使着马加在1932年做了一个决定。与当时大多数
东北作家流亡关内相反，他选择回到东北。主要有
两方面的考量，一是看到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东北的
残酷信息，让他越发挂念亲人，另一方面他想用作
品反映东北人民的痛苦。

“要写东北，就得回到东北去。”马加带着这个
念头，回到日寇占领的东北，去体验刺刀下的生活。

在营口港海关楼顶，马加生平第一次看到了一
面日本国旗，猩红的颜色直刺眼睛；在沦陷的故乡，
他看到寒冷的刺刀尖对着中国人的胸膛；在生长的
乡村，日本人的水泥碉堡一个接着一个，村子十室
九空，一片荒凉，触目尽是压抑和恐怖。

在家乡生活两年，他对敌人统治下的生活有了
深刻体验，这些成为他日后创作《寒夜火种》的素
材。然而沦陷区严寒的政治气候，血腥的恐怖让他
感受到枷锁般的沉重和极度的压抑。因此他又一
次逃离家乡，去流亡。

“虽然流亡很苦，但父亲宁可流亡也不愿做亡
国奴。”白长青说。

两次流亡北平

跑到沈阳工夫市卖工夫。恰好碰见日本鬼
子进攻北大营，八门八关都站上了日本兵，到处
杀人放火，大白天响着枪，人心惶惶的，仿佛天塌
下来一样。 ——《寒夜火种》

这是《寒夜火种》中描写九一八事变时沈阳城
中诸多片段之一。1934年秋，马加开始动笔写《寒
夜火种》，小说中关于当时百姓生活状态的刻画、沈
阳沦陷后城中现实场景的描写，都是他从北平返回
新民老家体验一年多生活的结果。

马加看到摊派到农民身上的各种苛捐杂税多
如牛毛，小说便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前摊派官
钱引发的一系列矛盾为线索，将东北沦陷后最黑
暗、各种矛盾最集中的时刻呈现在全国人民眼前。

“官家”有数不清名目的“官钱”。村民秃六在
谈到官钱的时候感到沉重和压抑，“上月交的是春
耕贷款的一分二厘的利息，这回村公所又下来了命

令，说是‘满洲国’皇上登基，全部缴齐。”
“月月都有苛税杂捐！”
“咳！交不完的苛税杂捐！”
然而，面对百姓的苦楚，伪村长和地主阶层没

有丝毫的怜悯，只想着把他们榨干。王村长“时时
想着怎样利用村长的地位巧立名目去榨取农民”，
在徐老八家催官钱受阻后，他们眼皮往上一翻，认
为“荞麦皮也能挤出二两苏油”。

白长青说，马加返回东北后成天和农民生活
在一起，体会到农民在多重压迫下的绝望。他的
四叔在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回到弓匠堡子村，在
饥寒交迫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父亲认为是吃人
的社会逼死了四叔。

对东北流亡作家这一群体而言，在东北沦陷区
的家乡时刻有生命危险，但流亡生活又漂浮不定。
因此，他们生活的积淀远比文学积累厚重，万千思
绪与漫天风雪积郁胸中，急于表达。

故乡变了样子

马加，原名白永丰，

1910年生于辽宁省新民

县弓匠堡子村（今新民市

兴隆镇弓匠堡子村）。

1928年开始文学创作，在

《平民日报》上发表处女

作《秋之歌》。1931年9月

初流亡北平。

目睹了沦陷区的人

民的屈辱与苦难后，他以

九一八事变为背景，创作

了中篇小说《寒夜火种》

（原名《登基前后》，载《文

学导报》）。小说既写出

了东北沦陷后东北人民

的屈辱与苦难，又写出了

他们面对日本帝国主义

压迫时的反抗和斗争，揭

示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组织起武装力

量，去夺取民族的独立和

解放，才是东北人民的唯

一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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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新民市弓匠堡子村新民市文学传承基地的马加生平陈列馆。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者合影。（第三排右起第13人为马加）

专家支持
白长青，辽宁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
究员、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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