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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河儿女》讲述的是发生在平西地区

一个真实而又颇为传奇的故事。

主人公史新幼年时，父母相继被官霸

惨害，与义父柳雄及义妹柳月儿，共度艰苦

的岁月，结下了深情厚谊。他与柳月青梅竹

马，结为夫妻并双双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

在一次惨烈的阻击战中，史新抱敌寇

跳入山崖。柳月儿思夫携子，于一个偏僻

的山村度日，历经磨难与放牛娃结下深情。

史新奇迹般地活过来，被抓到北海道

为日军军矿做劳工。他同几名战友把日军

的煤矿变为抗日的战场，在长达三年的斗

争中，与日本劳工共同反抗矿霸的压迫。

使中日两国劳工共同体验到爱与恨、情与

仇的永恒！

日本劳工雄田健有一身采煤的本领，

妻子被矿霸强暴致死后，为能将他留在军

矿做工，将其双胞胎的大女儿花枝子，作

为人质送进了日本特工基地，随军入侵中

国而被重用。但是，她骨子里流的是穷人

的血，战争让她良心回归，终于投身抗日

行列。

日军军矿借迁徙之际，阴谋将矿山炸

毁，将中日劳工葬身山腹。史新和日本劳

工识破阴谋，将计就计，与日本群众一起

举行暴动，歼灭了军矿的矿霸和日本士

兵。当史新从北海道回到村子里准备与

妻子团圆之时，柳月儿却坐上了放牛娃的

花轿，相互间展开了情感纠葛与悲欢离合

的感人故事。

柳雄结识了永河县党组织负责人陈会

中，自此加入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成为

县武工队大队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

夕，地方党组织派出十几名武工队员到驻

守卢沟桥的二十九军学习军事技术，恰逢

“七七事变”，这些血性的男儿，帮助中国守

军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由于蒋介石的不抵

抗政策，二十九军撤离北平，教官排长刘洪

吉伤愈后进入皇协军，成为武工队的内线。

柳家庄的大地主柳续宗横行乡里，抗

日战争爆发后，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保安团

长。平西军民的奋勇抗战，使日军恼羞成

怒，偷袭南山村，将50余名老弱妇孺关在

一间屋子里活活烧死，制造了震惊北平、华

北的南山惨案。

国民党汤恩伯部被日军困于南口，卫

立煌部三个师增援。但情报泄露，日军在

平西沟崖口设伏截击。国军在久攻未果之

时，得到地方群众支援，在八路军武工队的

帮助下，粉碎了日军阴谋。作战勇敢的国

军士兵王楞子受伤昏迷，误把支前的姑娘

杜小兰当成已故的未过门媳妇，乃至造成

误解而被逐，成为专杀日寇，不扰百姓的

“山匪”。 日军视山寨为心腹大患，重兵攻

破后，王楞子受伤被杜小兰等人所救后，成

为一名出色的武工队员。

日伪制造了烧死50余名老弱妇孺的

南山惨案，大汉奸柳续宗被柳雄、史新除

掉。在执行任务中，史新为报父仇，杀死了

汉奸孙耀祖，却打乱了武工队计划，致使武

工队多人伤亡。史三受伤被俘捕，目睹战

友被鬼子严刑拷打致死，软了骨头，在美色

诱惑下成了叛徒。他出卖同志，致使柳雄

惨烈牺牲，他亦得到可耻的下场。

《浑河儿女》是战争题材的故事，却并

不完全是打打杀杀的场面，尽管不乏战斗

场景，却更着眼于对人情、人性的描写。通

过人物的悲欢离合，讲述战争的苦难与幸

福，见证世间的善美与丑陋，烘托出人物的

思想与情感。

《浑河儿女》结构宏大，人物众多，故事

曲折，迭宕起伏，虽然不是纪实之作，却在

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京西抗战的真实，让人

们记住这段不可忘却的历史！

李德禄/文

京畿门头沟区是个革命老区。这里山

高谷深，沟壑纵横，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

东连京城，西通大漠，有“神京之右臂”之

誉。在八年全面抗日战争中，京西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做

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有829名子弟兵和

革命干部壮烈牺牲，近千名子弟兵负伤致

残。老区人民为我正规部队输送了3446名

战士；有1476人离家抗日到全国各地工作；

在京西老区生活战斗过的60多名八路军指

挥员，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军。

我是土生土长的门头沟区斋堂人，我

父亲就是一名火村抗日模范队队员。我从

小是趴在炕头上，听着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长大的，尽管我没有赶上那个年代，却被那

些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所感动，对那些视

死如归的英雄崇敬不已！

我已故的岳父高丰宽先生是一名八路

军战士，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不幸受伤致

残。一次，他给我讲起在惨烈的阻击战中，

他的同乡战友不幸受伤，被抓到日本北海

道做劳工，有幸在三年后逃出魔掌，回国与

家人团圆。但是，其妻误以为他已牺牲，在

磨难中另结情缘。天将破晓，其妻梳妆待

嫁，再有个把小时，她就要上花轿了。然

而，她的丈夫回来了，夫妻破镜重圆，父子

得以团聚。

这个颇为传奇的故事，诉说了战争的苦

难与幸福，见证了世间的善美与丑陋；从其

悬念丛生、转悲为喜中，看到了血与泪的凝

聚，听到了对侵略者罪行的控诉！这个故

事，引起我极大的关注，给予我强烈地震撼！

历史可以湮灭昔日的时光，却难以磨

灭人们的记忆。历史从来没有割断，不会

也不可能割断。这个发生在抗战斗争中的

真实故事，我一直铭刻在心，一直想用小说

的形式，使之跃然纸上，传承后世，让人们

永远记住那段悲情壮烈的历史！然而，光

阴荏苒，时间悄然滑过，诸多的客观，使这

个故事的书写一直未能遂愿。

2002年，我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挂职，

白日在草原上驰骋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

那个久存于心的故事一直在脑际闪动。有

了充裕的时间，便静心坐于灯下，开始了小

说的创作。根据故事的原形与情节，我为小

说定名为《中秋月》。然而，由于时间仓促，

资料匮乏，《中秋月》仅10余万字便结尾

了。尽管可以称其为一部小说，但毕竟只是

一个轮廓，从结构到情节、从故事到语言，都

不足以反映老区抗日斗争的恢弘壮烈。

随着战争的远离，那些悲壮惨烈的抗

战往事，已渐渐从人们身边悄然流逝，许多

中年人已朦胧了抗战的概念，不少年轻人

甚至对那段历史几近空白。为了清晰和牢

记这段不可忘记的历史，我翻阅了岳思平

著的《八路军》、宋波的《抗战中的国民党军

队》、门头沟区的党史资料、区政协的《门头

沟文史》、《北京门头沟区军事志》等200余

万字的资料。

在史料中我看到，当时积贫积弱，近乎一

盘散沙的中国，与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军事强

国抗争，注定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中

华民族在日寇铁蹄下的坚忍、在炮火硝烟中

的挺立、在外侮面前的同仇敌忾，不仅使我在

痛心中，昂然地感到自豪与骄傲！我更看到

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血肉之

躯，书写了抗日战争这段长达八年之久的，浸

透着民族血性和浴血抗争的伟大历史！

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

过：“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打开门头

沟区厚重的历史，京西人民在抗战中的贡

献与牺牲；抵御外侮的悲壮与辉煌，这不正

是京西人民的不朽传记吗？诚然，京西老

区的抗战，仅仅是全国、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一个局部，但正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局

部，才构成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全局，才在血

与火中铸成了宏大的抗战史诗！

宝贵的史料，开阔了我的视野，更激发

了我的创作热情！我曾访问过一些抗战老

兵，面对他们满脸被时间刻下的皱纹，面对

他们忆起峥嵘岁月的泪光，我似乎看到他

们战火中的青春，似乎听到了他们战场上

的呐喊！我岳父高丰宽就是一名抗战老

兵，他童年时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

的暴行，懂得了无国难有家的道理，才毅然

从军，投身于抗日斗争的行例。全国千千万

万的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妻子送郎

当八路，父母送儿上战场，一寸山河一寸血，

百万青年百万兵，凭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

血性，凭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骨气，在鲜血

与怒吼中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因此，我深深感到，对于家乡抗战的书

写，实际是还原历史的重大工程；这不仅是

责任的担当，更是民族的需要，时代的需

要！因而，对于家乡抗战的故事，不仅要力

求能讲、会讲，更要用心讲好！于是，我从

先前的思路中跳跃出来，对《中秋月》进行

再梳理、再思考。在小说的再创作中，我将

有些儿女情长的书名《中秋月》，更名为具

有京西地域概念，蕴含老区革命英烈的《浑

河儿女》，不仅浑然朴厚，而且乡情更浓。

同时，我把家乡的抗战故事，投放于全

国抗战的大环境里，置于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大背景中，使崔显芳的早期活动、众

多英烈的感人事迹；使髻髻山战斗、地下交

通站，冀热察挺进军，以及林迈可等国际友

人对抗战的援助活动，等等，都从不同侧

面、不同程度地展现出来。不仅使《浑河儿

女》的内容更加充实，结构更为精巧，情节

更加引人入胜，而且文字也由10余万字增

加到40多万字，其内容与意义也随之升

华，真正成为京西抗日斗争的缩影！

永定河，是流经北京全境的最大的一

条河流，又叫“桑干河”、“ 卢沟河”、“无定

河”，因河流多泥沙，河道常迁徙故又名“浑

河”。至清康熙37年（1698年），才有“永定

河”的名称，且延续至今。“浑河”，曾是永

定河之别名，既是地域的标志，更是京西人

的骄傲。它记载了京西人的文化传承，镌

刻了京西人革命斗争的史诗。《浑河儿女》，

正是以文学的方式，再现了老区人民抗日

斗争的壮丽画卷！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这块土地上战斗

过的英雄！

谨以此书祭奠长眠于地下的众多英烈！

李德禄/文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在区委宣传部
的大力支持下，作家李德禄的长篇小说《浑河儿女》发表后，又改编成70回抗战评书，
已于12月10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中波603开播，这在我区尚属首次。

《浑河儿女》，以京西抗日斗争为背景，以真实的人物事件为依据创作而成，其结
构精巧、场面恢弘、人物鲜活、情节引人入胜，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作品。它不仅以

小说形式再现了京西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战史实，而且用评书形
式将我区的历史文化融入其中，对推动京西抗战历史文化研究
具有积极意义！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来

临之际，拜读李德禄的长篇小说《浑河儿

女》，犹如重温平西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

亲切之中蕴含着感动与震撼。

李德禄是土生土长的门头沟人，是

“老八区”的后代。上世纪70年代就认识

了李德禄，但真正交往却在近两年。李德

禄走出农村以后的工作生涯，基本都是党

政岗位，但退休以后，他却以一个作家的

身份出现在家乡父老面前。华丽转身肯

定包含着诸多的艰辛与勤奋，还有对于文

学的钟爱。几年来，他笔耕不辍，洋洋40

多万字的《浑河儿女》便是他的新作。

门头沟是革命老区，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开创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平西人民

具有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经历，为抗日战

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涌现出许多可

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留下诸多无法磨灭的

历史事件。李德禄的小说《浑河儿女》就是

以平西抗战的历史史实为依据和基础，撷

取了平西抗战历史中的典型环境、典型人

物和典型事件，又加以精心的剪裁、提炼和

创作。这里面，既有开掘，也有融合，又有

虚构；既有去粗取精，也有由此及彼。最终

使《浑河儿女》的抗战比平西儿女的抗战，

从环境到人物，从事件到情节，都更加典

型，更加精彩，更加具有文学的特质。

一

环境是文学作品的基础和背景，文学

作品离不开作家生活的环境，在多种情况

下，作家生活的环境和作家笔下的环境是

一致的。《浑河儿女》和任何文学作品一

样，有着鲜明的环境特征和地域特色。《浑

河儿女》将平西地域的特色幻化成有意识

或无意识的集体记忆，幻化成一种地域符

号或地域影像。这种非物质的地域影像

在文学作品中形成鲜明的地域性格。

李德禄生于斯长于斯，对于他笔下浑

河流域的一切都非常熟悉。所以，他笔下

《浑河儿女》生活战斗的场景和环境都鲜明

生动，细致入微。这与作者的生活基础有着

很大关系。尽管小说中的名字都发生了变

化，但是，那莽莽苍苍的群山，那奔流不息的

河流，那熙熙攘攘的古镇，那山洼里的小村

……甚至一片片的树林和庄稼地，都是那

么的熟悉，到处都是京西的影子和印记。

特别是具有地域特色的生产生活习

俗，更是其他地区不能替代的，犹如一个

地区的灵魂。如王有通、王有达请柳雄选

址开窑，开山祭窑神的一整套程序，对于

窑神的传神描写，整个过程的详尽刻画，

这些京西特有的煤业文化，如果不是对于

地区文化有着透彻的了解，是绝对做不到

的。从小孩子过家家娶新娘的游戏，到玩

耍时唱的童谣；从农民上地干活带的水嘟

噜，到收秋掐谷的手法；从吃的碴子粥，到

喝的黄芩山茶和“高山顶”……所有的场

景，一切的活法，让人读来都十分亲切。

因为，这是嵌入京西人骨头里，永远无法

改变的地域特征，这个特征支撑起文学作

品中的整个地域形象。

二

文学是人学。没有人物，就没有小

说。人物形象是小说作者刻意创造的核

心内容，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反映社会生

活的主要手段。小说《浑河儿女》中有众

多人物，从田剑平、柳雄、陈会中、李江华，

到史强、史钢、史新；从王有通、王有达、王

楞子，到刘洪吉、孙胜、王金魁；从王小娥、

柳月儿到小兰子；从酒井一郎、木村、孙耀

祖、柳续宗，到孙二寡妇、小翠、史三……

等等。这些人物不论男女老幼，正面反

面，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作者都进行了从

外貌到心理，从动作到语言，从言谈举止

到音容笑貌、衣着服饰、心理活动等进行

了精心的刻画，而且把这些刻画自然地放

到各自的情节之中，对谁都不能冷淡。特

别是出场较多的重要人物，更要精雕细

刻，使之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这里所说的重要人物并非他们的身份高

贵，而是指在作品里的分量，其中包括一

些特点鲜明的小人物。看得出，作者在塑

造这些人物的时候，尽量克服脸谱化和程

式化，而是尽量使这些人物都有各自的特

点和生命特征，有各自的生活、性格和命

运。特别是一些细节的描写，如王有通的

被捕牺牲，柳雄与敌人同归于尽，王楞子

与小兰子的误会，史三的无耻叛变过程，

细节使人物更加丰满，更加有立体感。

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还尽量

克服了过去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绝对化和

政治化，也就是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

不给人物任何的回味和想象余地的问

题。特别可贵的是，小说《浑河儿女》中注

重对于人性的描写，特别是对日本女谍花

枝子的人性刻画，突破了许多小说、影视

作品中，几乎所有日本特务女谍都利用美

色进行狡诈阴险的间谍活动，与正义不共

戴天的面貌和结局，而是通过多次细致入

微的心理活动和特定情节，来挖掘展现这

个日本女谍灵魂中善良美好的人性元素，

并且设置了一个与优秀的抗日青年史新

相爱，与众不同的结局。

由于《浑河儿女》是在平西抗战史实

的基础上创作的，许多人物和故事场景都

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小说中，我们看见

了魏国元和他的“一元春药铺”，看见了崔

显芳和第一党支部，看见了马栏村为救乡

亲而牺牲的张兰珠等革命烈士和英雄，看

到了“王家山事件”……甚至还有那些叛

徒汉奸等反面人物，这里既有真实的影

子，也有虚构的艺术。

三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

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

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浑河儿

女》较为成功地编织了一系列故事，而且

使这些故事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

局。由于较好地塑造了各类人物，设置了

重重叠叠的矛盾和冲突，使这些故事避免

简单化，而是错综复杂，有主有次，并且联

系得当，启承自然，转和顺畅。整部作品被

很多故事串在一起，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在小说《浑河儿女》中，故事讲得很精

彩。但小说中的故事，与一般意义上的故

事有着很大的区别。小说中的所有故事都

不是为了说事儿，而是为了说人，一切都是

为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所有的故事情节都

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心理活动来反

映的；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要符合小

说中人物的性格和特点；小说《浑河儿女》

中的故事不是靠简单的叙述，而更多是靠

描写。从场景到人物，从心理到行动，从环

境到对话，作者下大力气，进行了大量的，

详尽的，形象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故事不

止是绘声绘色，而是能够从中看到一条无

形的线，被众多不同特点的人物牵着。

四

所有文学作品的语言都很重要，小说

也不例外。高尔基说过：“文学的基本材

料是语言，是给我们一切印象感觉以形态

的语言。”小说《浑河儿女》可谓大部头之

作，但通篇的小说语言却不紧不慢，不冗

不赘，文字简洁紧凑，描摹形象到位，叙述

自然得体。小说语言具有鲜明的时空感、

独立性和形象性。

虽然小说的叙事可堪称宏大，但叙述

语言顺畅，准确生动的描摹凸显浮雕感。

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包括许许多多的对

话，都充分显示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为人

物的塑造起到关键作用。

特别是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

带有京西特色的，生动的口语，不论对于

塑造人物，叙述故事，都起到很好的作

用。如：“咱一个粗人，死胡同里赶猪，直

来直去。”“你可真是毒蛇吞象，癞蛤蟆吃

天，胃口也忒大点了。”“一事不烦二主，我

可不吃过水的面。”“我知道你是只铁公

鸡，拔根毛都能带出火星子。”等等，这样

的句子比比皆是。语言的口语化对于小

说相当重要，会使读者有亲临其境之感。

如果再将如此多的，具有京西地域特色的

口语信手拈来，就更加为小说添彩。

在环境的描写方面，作者也下了功

夫。因为到位并恰当地描写能为小说情

节的铺垫、展开，人物性格及心理的刻画

起到很好的作用。不仅如此，环境或景物

地描写还能提高小说作品的审美价值，体

现一种别样的诗情画意。因为，审美也是

文学的重要功能。

如：“夕阳欲下，河边蒸腾起浅浅的水

气。这是河的浅处，骄阳照射了一天，水

温温的，清清的。河岸边长着水草，河湾

处形成一片湖，水面如镜。”这是写柳月儿

下河洗澡前的一段描写。这段描写看似

只是轻描淡写的简单几笔，没有浓墨重

彩，却恰到好处。读者即使不往下看，也

会猜出在这清幽恬静的氛围中，将会有一

山乡妙龄女子适时出现，并与此山此水融

和在一起。因为，这是人物与情节的需

要。并且，这段看似寥寥数笔的轻描淡

写，不仅给人以视觉的感受，还有触觉的

感受。“水温温的。”这种舒适的触感使读

者都想下水了。

总之，李德禄的长篇小说《浑河儿女》

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较好结合，是献

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年，献给京

西老区抗战历史的一份厚礼。

马淑琴/文

平西抗战历史的恢弘画卷
——读李德禄长篇小说《浑河儿女》

用心讲好家乡抗战的故事
——《浑河儿女》创作谈

《浑河儿女》故事梗概

从战争苦难体悟人性力量
——《浑河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