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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全三册）》

内容概要

《大波》共三卷：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
这部长篇小说，初作于抗日战争前，1956年作者开始重写。第一部于1953年初版，反遇保路同志会成
立的劝人惊景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对运动的血腥镇压。第二部于1960年初版，描写各地同志军蓬勃
展开的武装斗争和反动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阴谋手段。第三、四部分别于1962、1963年初版，表现
反动政权迅速崩溃的必然性、大汉军政府和蜀军政府成立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各种社
会力量的矛盾冲突和亿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第四部仅写出四章五节，以作者不幸病逝，全书未竟。
《大波》正面描写保路运动这一场革命暴风雨。不能忍耐“清末”“倒死不活日子”的人们汇成了一
股反清革命的洪流。然而在“洪流汇成为路上除了光明与希望，还有泥沙俱下的黑暗与野蛮”，作品
极生动地警示出：“革命绝不仅仅有神圣的力量”。
《大波》（第一部）写直接引起武昌起义的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人物活动的幅度更为开阔，但作者
的生活认识和艺术表现跟不上作品因题材扩大而产生的要求，因而作品对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尚缺
乏足够的艺术概括。广博的社会知识，善于描绘风土人情的本领，使这几部作品具有相当浓郁的时代
气氛和地方色彩。对左拉、莫泊桑创作的借鉴有助于李劼人形成上述的艺术特色，但同时也带来了一
些细节敏琐、铺写不当的自然主义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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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全三册）》

作者简介

李劼人（1891-1962），原名李家祥，四川成都人，早年曾任四川泸县及雅安县统计科科长，《成都群
报》及《川报》主笔、总编辑、发行人，《星期日周刊》创办人，1919年留学法国。回国后任四川大
学教授，重庆民生公司机器厂厂长，乐山嘉乐制约公司董各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长，《
笔阵》主编。1949年后曾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四川省文联及作协四川分会副主席，成都市副市长
。1913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大波》、《死水微澜》、《暴风雨前》，短篇小说集
《好人家》，译著长篇小说《人心》、《马丹波娃利》等。
《大波》，1958年至1963年作家出版社(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分卷出版，1997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
社全本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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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全三册）》

书籍目录

第一部
第一章 在蜀通轮船上
第二章 保路同志会成立了
第三章 事情是怎么搞出来的
第四章 茶话
第五章 欢送会
第六章 流风
第七章 有了一点消息
第八章 短兵相接
第九章 这才叫做风潮
第十章 第一个浪头
第十一章 激荡
第十一章 轩然大波
第二部
第一章 流血前后
第二章 同志军——学生军
第三章 又是一盘棋
第四章 像鸱鸮一样的人
第五章 城乡之间
第六章 新的冲突面
第七章 变
第八章 “悲欢离合一杯酒”
《大波》第二部书后
第三部
第一章 意外
第二章 端方来了
第三章 如此英雄 如此好汉
第四章 在汇为洪流的道路上
第五章 重庆在反正前后
第六章 举棋不定 第七章 垂死时候的勾心斗角
第八章 奇离的独立条件
第九章 成都也独立了
第十章 端方的下梢头
《大波》第三部书后
第四部
第一章 不平静的日子
第二章 山雨欲来时候
第三章 难忘的一天——十月十八日
第四章“启发”以后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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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全三册）》

章节摘录

　　“拟具地方自治条陈”，是葛寰中一句开顽笑的话。但邵明叔在东京聘请周宏道和董修武两人时
，的确说清楚过，要董修武教财政学，要周宏道教地方自治。董修武学的是财政。只管说课本是日本
课本，材料是西洋材料，但学理是共通的，只要懂得了共通学理，那就很容易加入一些中国方面的东
西，改成中国财政学讲义。惟有地方自治一门，便不同啦。在日本学堂里，还没有列为专门课程，因
此也没有成套的讲义。在中国，更是从古以来，没听过什么叫地方自治。中国书上只说过治法治人，
颠倒过来，勉强可以说作法治人治。但是邵明叔说，地方自治在目前中国已是一种必须推行的新政。
以四川而言，好多州县都已奉到布政司札子，叫从速设立地方自治局。局是设立了，粉底黑字的吊牌
也挂上了，委员、司事、稽查、文书、各员工，应聘的已由地方官用照会从绅粮中聘定了，应雇用的
，也由委员把一些私人安置下来了，万事齐备，就只不晓得该办些什么事。绅班法政学堂应该来解决
这个悬案，开这一门课程。课程是崭新的，教习也应该是崭新的。中国的新政既是一切从日本整套整
套地搬过来，那么，从日本留学生中来物色教习，更属事理之当然。不过那么多在日本学法政的同乡
，愿教这门课程的偏偏没有人。恰逢周宏道把日本料理吃伤了，想及时回四川来捞件事情干，又经董
修武他们几个人的怂恿，他遂慨然承当来教这门又时兴又紧要的课程。　　既是承诺得很强勉，心里
因就存了一个疙瘩，偏偏董修武又要在上海勾留，叫他一个人先回川，没人作个商量，不晓得这门又
时兴又紧要的课程，到底从什么地方下手，心里疙瘩越来越大。在汉口，偶尔和葛寰中谈到这上头。
葛寰中毫不思索地随口便给他指出了一条捷径：“这有什么为难地方！只把你所晓得的何者叫地方，
何者叫自治，大约你那些法政书上总不少罢？搜罗搜罗，先写一篇包罗万象的绪言。而后尽量把日本
各地方实施的章程条例，一章一节一款一目，不厌其详地抄他一本，岂不就编成一部空前绝后的讲义
了？”“不加一些中国材料吗？”“何必哩！既日新政，就用不着中国的那些腐败材料了。告诉你，
我几年前在成都教警察学堂，后来在巡警教练所上讲堂时，便是这样干的。我那时比你老火得多。因
为我在日本才住了几个月，连帽辫子都没剪过，当然不懂日本语文。所凭的仅只薄薄一本翻译东西，
得亏在日本看了些，凑合起来，居然言之成理。你是老留学，真资格，又有那么多日文书，还怕不一
鸣惊人么？”　　对！就这么办！周宏道在离汉口之前，就翻出一些教科书，一面参考，一面编著。
到宜昌等蜀通轮船时，便拿出几章向葛寰中请教。葛寰中皱起眉头，看了遍道：“当然可以。”但一
转瞬，又笑了起来说：“据我看，还是改写一下的好。不然，人家会说这不是讲义，倒像拟具备呈的
地方自治条陈。”　　就由于“地方自治条陈”这句顽笑话，害得周宏道一上蜀通仓船便取出墨盒白
纸，埋头改写起他的讲义。只在休息脑筋时，才走到前头栏杆边来欣赏一下江山胜景。　　下午，五
月间已经灼人的太阳，由于河道弯环，时时射进仓房，时时晃着眼睛，周宏道正觉烦躁写不下去，碰
巧尹希贤从房门边伸头向里面看了一眼。　　“周先生当真在草拟条陈，好热心！”　　“不是条陈
，”周宏道一面收拾笔墨和洋装书，“是讲义，准备上讲堂用的。⋯⋯现在不写了，请坐，请坐。”
　　仓房太窄逼，两张铺位外，仅一张小几，两张小独凳。　　“写讲义，那是顶费脑筋的事，我兄
弟进过传习所⋯⋯”　　话就这样开了头。周先生是学界中人，并且态度谦和，样子又那么浑厚，尹
委员也就随便起来。说话的声音放大了，说话的内容广泛了。尹委员是在宜昌铁路局办笔墨事情的，
当然哕，思不出其位，说不到几句，自然而然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经过，便滔滔滚滚从他舌头上流了
出来。　　“头一道上谕也是由成都总公司转来。不晓得什么原故，反而落在第二道上谕之后。所以
我们李总理开头只是有点诧异。向我们说，邮传部奏请把川汉、粤汉两条铁路都划为干线，干线由国
家所有，由国家拿钱来修。现在国家正穷得不得开交，光是每年的庚子赔款，已很不容易拿出来，年
年都在交涉延期，却不知又哪来的钱修铁路。第二天⋯⋯硬是第二天，四月初六日的头一道上谕转到
了。这一下，李总理才恍然大悟，原来邮传部、度支部老早就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交涉了一千
万英镑，并向日本横滨银行交涉了一千万日元的大借款。有了钱，才把两条铁路收回去，由国家来修
。李总理焦愁起来了。他向我们说，宜夔路已经开工这么久了，局内局外连打路基的石工在内，差不
多十多万人。现在不要我们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来修，别的不说，只这十几二十万员工，怎么安顿？
邮传部光说铁路收归国有，由国家拿钱来修，却又没说明白，目前已经动了工，像我们这段宜夔路，
到底该怎样办？还是停工不修，等部里派人来办了移交后再修呢？还是仍由我们继续修下去，直到办
移交时再停工？⋯⋯这已经使人作难了。李总理还又想到，我们局里招聘了那么多工程师、副工程师
，还有由唐山、由成都的铁道学堂，远至上海的南洋公学调来的大批学生，在工程上搞的搞测量，搞
的搞绘图，若其铁路真由国家来修，那没话说，这般人都有用场，当然留下。然而怕的就是外国人来

Page 5



《大波（全三册）》

修。李总理叹息说，外国人一来，面目一定全非！首先就有他们的办法，他们的人员。那些工人和局
内局外一些小员司，或者可以原班留下。但工程上的工程师，局内外知县班子以上的人员，恐就所留
无几！即使留下，那也必须处处仰外国人的鼻息！若能像目前海关和邮政局的情形，还不算坏，设若
像京奉铁路，那便糟了！据李总理推敲起一来，既然铁路经费是向外国银行借来，数目又那么大，拿
我国借款成例来说，要是没有加倍的抵押，像我们目前这样的穷国，那般抱着算盘睡觉，成日在钱孔
中间打滚的外国商人们，肯一下就借出那么大的几笔款子来么？抵押准定有的。以什么东西作抵押，
外国人才乐意接受呢？京奉路便是前例。李总理说，从前的沪杭甬也一样。那便是川汉铁路的路权和
沿线两畔一百里以内的矿藏开垦权了。这些权利的丧失还在其次，目前最重要的，仍是这十几二十万
员工的安置要紧。如其人心不稳，其中品类又那么杂，万一发生点什么事情，这个罪名到底该谁来担
？宜昌府和东湖县吗？还是我们宜昌川汉铁路局？看来，两方面都说不脱。宜昌府东湖县是地方官，
他们有地方安宁与否的干系。我们铁路局虽是居于客位，但我们员工人数，比宜昌人口多几倍，地方
安宁与否，全要看我们的人心如何。如其工程上出了事情，地方又怎能安宁？何况宜昌本来就是商埠
，就是五方杂处的所在，教堂又多，洋行又多，洋人也不少。所以地方安宁与否，又牵连到了华洋交
涉。宜昌又是外国兵船囤驻码头，上上下下全是英国公司、日本公司的轮船，一旦出了事，不说外国
兵船立刻可以开火，就外国兵也可朝发夕至。李总理说的话真对，他说，我们是极弱国家，我们现在
还敢无端来惹是非吗？设若动了交涉，我同宜昌府东湖县还有宜昌镇台，不用说丢官丢命，就是宜昌
百姓和我们局上工程上的凡百员工，没一个人脱得了干系！⋯⋯唉！周先生，你莫以为目前官好做，
事好办，不说府县镇台这些正印官员，和我们李总理这位传胪出身，四品京堂，他们是一天到晚忧愁
得茶不思，饭不想。就我这个区区小委员，因为办的是笔墨上的事，李总理有什么机要公事交办，不
能不向我们文牍上几位同寅把事情首尾、事情利害说清楚，我们比全局同人都知道得多些，并且早些
，所以也是好几夜睡不着觉！唉！铁路国有政策，在上谕上倒说得头头是道，就只不明白下情，害死
人啦！”　　周宏道拿手把额脑一拍道：“哦！原来关系这么大啊！我在上海虽然听见几位同乡人在
说：这下好哕，川汉铁路划归国家来修，大约要不了三五年，我们就可以从汉口趁火车一直回到成都
了！却不想还没开幕就发生了这么多困难！得亏你现在告诉我，也使我增长一回知识。但这些事为什
么在汉口时，反而不晓得呢？”　　他撑起一双单眼皮小眼睛，视而无睹地回想在汉口遇见些什么人
，谈过些什么话，到底说到铁路事情没有。恍恍惚惚记得从没听见有人说到。或者有人不经意地说了
两句，而他那时正以全副精神在思考他课程上的事情，及至着手抄书编纂讲义，那更是充耳无闻了。
　　“现在你们铁路局是怎么一个情形？人心不是已经惶惶了么？”　　“还不！我刚才说的那些事
情，局外人和工程上的人全不知道。就局内，也只少数，很少数几个人才晓得。李总理再三吩咐过我
们，不准泄漏一言半语。我们也知道干系太大，怎么敢随便向人说呢？”　　.　　“你现在不是对我
说了，还说得那么详细？就不怕你们李总理知道吗？”　　“是，是⋯⋯然而⋯⋯”尹委员登时感到
一种踏蹋。他没有想到看样子并不像葛太尊那么锋利的周先生，居然会挑起眼来。他之所以要把事情
经过，原原本本向一个生人讲出来的意思，仅只想表白一下，他虽是一个区区小委员，因为参预了机
要，他的地位便比一般知县班子以上的同寅都高，总理之外，大约就要数他了。他上蜀通仓船以来，
举眼一看，凡坐头等舱位的，哪怕就是那几个做生意的人，一问起来，都是大商豪贾，和官场来往的
无非是观察太尊之流；连那个天顺祥二管事，本身便捐有一个二府同知职衔。就中只有一个学界朋友
周宏道，既无功名，可以和各界拉平，而又和易近人，看来世故尚浅，很可以向他倾吐一番，以显示
自己重要。他此刻当然不能用真情实话来挽救自己了。只好结结讷讷旋想旋说：　　“然而⋯⋯是这
样，首先你周先生不是外人。⋯⋯不是，不是，我说错了！是外人！⋯⋯是局外人！知不知道这件事
，全无干系。难道你周先生还能跑回宜昌，把这番紧要言语散布出去吗？不能的！⋯⋯再而⋯⋯再而
哩，我推测得到，这件事在宜昌以外地方，哪个不知道？一定知道。你想嘛，我们局里的文电，大多
由成都总公司转来，全成都应当早知道了。你不信，后天到了重庆，你周先生只要长起耳朵一打听⋯
⋯”　　三　　蜀通和它所带的仓船在万县城对岸陈家坝水流较为缓慢的地方下锚泊稳之时，太阳已
经西下。虽在晴天，而又当阴历五月，天气却那么凉爽。有人说，今年有闰六月，现在的五月等于常
年的四月，还不是热的时候。轮船吃水较深，陈家坝没有码头一从宜昌起直到重庆，只有木船码头，
没有轮船码头。停船地方距岸尚有十几丈远，傍晚时江风习习，当然更不觉热。　　葛寰中穿好了一
件玉色接绸衫，外罩一件一裹圆的深蓝实地纱袍子，系上玉扣丝板带。袍子的款式裁缝得很好，腰肢
上扎了两道宽褶，一下子就显得细腰之下摆衩撒开，很像一把刚收起的统伞，所以这种袍子又叫作一
口钟。上身还罩了件小巧精致的元青铁线纱马褂，脚上一双在北京买的，薄粉底双梁青缎官靴，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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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一柄檀香骨子折扇，一面写的字，一面画的画，不消说皆出自戴纱帽的名家手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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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全三册）》

精彩短评

1、大河三部曲
2、挺散的，看的不细致。回头有时间重读一次。
3、读完了第一部。前半部还能按着《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的写法，以微观叙事的方式，从社
会生活的细微层面折射宏大的历史变动；后半部正面直写保路运动的推演过程，细节欠缺，便没那么
有力了。不过仍读得津津有味。
4、历史价值大于文学。
5、第一卷 社会运动教科书。第二卷 政治-经济学的地方表征。第三卷 社会控制与失范。第四卷 论青
年政治的重要性。
6、挑着自己喜欢的部分断断续续看完了。这周如果有时间就去菱窼故居看看。
7、像小說的地方細瑣，不像小說的地方枯燥。但是各種形象立然紙上，只入蜀兩次的我也覺得倍加
親切，確乎是我學不來的。
8、厚；慢慢读，竟也没有想过弃书。未完是个遗恨。
9、文学史把此人拔的很高。读了这书，也就那样，说实话，有张恨水的味道却没人家的神韵。
10、之前看《死水微澜》网友对作者的评价我是不认同的，而这部《大波》却让我对李先生刮目相看
。变局写得惊心动魄，令我想起《双城记》，觉得与之相比毫不逊色。不过有一个大败笔，就是把上
层人士写得太愚蠢了，好像他们的智力水平还不如一个专会偷情的妇人。漫画式的形象塑造，实在欠
妥。另外就是结尾部分还是不尽如人意。另外，我看的是原版
11、由于蜀间多事，经人推荐而拜读收藏已久的李劼人全集，有豁然开朗眼前一亮的惊喜。论中国现
代文学，一般都推崇老巴沈茅，而不知李劼人者，不可谓知文也。《大波》精华在其一二部，民俗描
写、人物对白、故事铺叙，真是立然纸上，呼之欲出，然当其时，抗战爆发，第三部作于十余年后，
作家的灵气似乎无存了
12、想要了解晚清至民国初年的那段历史，不必去读史书，只要读读这本小说就好了。
13、像锦江，像府南河，花花草草死鱼烂虾都裹起一路活。至于是哪一只虾子翻起的浪花儿，滴点儿
都不重要，你尽管看浪就是了。
14、小说不错！
15、辛亥革命的一个侧面，书太厚，有点庞杂
16、未竟本的三部曲小说。《大波》是继《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的后一部。如他在后记中所写
，友人称这部小说简直像“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纪事本末”，大波四册，头两册的确比较枯燥，以小
说的角度来讲的确看不出多少小说的氛围。然往后两册改变写法之后，露出一种大成小说的眉骨来，
然而遗憾的是小说没有完成。大师已逝。
17、看完李劼人的三部曲，只能说巴金等人太沽名钓誉了。
18、煞阁了
19、只读了第一部，师承中国传统小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小说中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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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全三册）》

精彩书评

1、整天写花的写好吃的写臭美的，要坐定下来写点精神的，竟然有点难度，不由得提醒我莫要玩物
丧志了喲。《大波》看完有两天了，说是看完了，其实人家“菱窠”主人还未写完第四部就去世了，
颇为遗憾。《大波》讲的是四川辛亥革命之前保路运动的故事，跟着讲到辛亥革命后四川“假独立”
，可惜还未讲到赵屠户（赵尔丰）假复辟被杀，作品就未完而完了。这段历史，实在应该波澜壮阔，
轰轰烈烈；但是你要是耐烦耐细地跟着把三大部头读下来，就会觉得“何解硬是没有一个英雄咯？” 
比方讲，保路运动的蒲殿俊七月十五赵屠户一场戏竟业已把胆子骇破，四川“独立”后被推举为总督
，又是个小事必要躬亲，大事必要犹豫的领导人；东校场兵变，九子枪还没响几声，就带着自家破裂
的胆子不知遁往何方了。龙泉驿兵变一场，的确是重要；但是人家“革命”又的确不蛮像我们听来的
看来的革命模板，只是听说湖北革命党在武昌拉起了革命旗，就通红着脸，眉飞色舞地吼叫道“我们
为什么不也个他妈的一场命？横竖弟兄伙已经不听招呼，领起他们闹革命，倒还是一条路”。弟兄伙
们呢？以为革命就是不再为别个人卖命，一听还要打仗，不由得要泄了气。政治事件，政治事变，在
工笔画一般的细描之下，只不过一场生活的妥协，道路走到分岔路的一项选择，或者是一群政客在公
馆炮制出的一场戏；至于那些有用搭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理想的同盟会员们呢？竟至被绅士政客大员
们完全排除在“独立”之外，更被他们誉为贴在哪里烂哪里的狗皮膏药。好一场大波，经不起放大镜
去看。 不过，读从《暴风雨前》读到《大波》总感觉李劼人先生在写一个写不完的故事，这个故事既
不以人物的离世而终结，更不以某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停止，生活简直就是那条锦江，所以李先生对付
它的唯一方法，就是记录记录在记录；又因着他那么的爱人并爱物，你叫他舍弃点混着江水而下的小
花儿小叶简直是件极为残忍的事儿；所以读着读着常常失却了方向。李先生写小说似乎不是以人物为
主，而是以事情为主；至于写人物呢，那是为了编织事情；所以，人物们常常在这条锦江水里出没，
一忽儿浮起出来，一忽儿又沉了下去，即没有头，也没有尾。读完四大本，黄太太跟楚用的姐弟恋还
是那样不愠又不火，吴凤梧依旧在血盆里抓饭吃，至于伍大嫂哩，总之是发了福，有点正经人家老婆
模样了；可是，可是又怎么样哩？怎么就硬是没得一个让人印象深刻，记挂的人物哩，怎么就不像《
死水微澜》一样有那样鲜活的菜大嫂和罗歪嘴哩？失却了跨越时空存在的文学人物，《大波》的魅力
怎么不会大打折扣呢？画中国画有个讲法，要“有笔有墨”；《大波》就好像要是也既有笔又有墨就
好了。可是——为什么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只好承认自家实在是一个很罗嗦很八卦的人，所以还是
要推荐。
2、个人感觉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大于其文学价值。作者“高屋建瓴”，巍然俯视着锦官城，眺眼远望
整个中国。作者细致入微，官场上的眼波流动也细细描摹。略微总结了一下：晚清败亡实乃是根底已
腐朽得烂不可睹，而且80%的根底皆为官员所蛀。官场上勾心斗角，触目惊心。繁缛礼俗，酸腐可笑
。尤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明面上说的话总是曲里拐弯，掩饰着一个人人尽知的事实。所谓革命党人根
本不懂革命，其中也掺杂了不少投机分子。中国当时更没有共和自治的基础和环境。革命的发生要感
谢清政府的昏庸腐朽。当时的革命党人只能误国殃民。学界中人只能唤醒民众，破坏专制政体；但没
有能力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良好的政权。腐儒多于会办实事的人，且独立后分配革命果实时一把撕去
清高面罩。文化的脆硬性在国破家亡的时刻愈加凸显。我发现当时的统治阶级和民众，尤其是大部分
底层民众，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统治阶级简单地认为只要自己放人就行，殊不知其实民众
仇恨的是这个政治集团。民意如何被统治阶级了解？所谓独立后，建立的所谓民主政权也不能解决这
个问题。因为当时的整个环境。抱歉，才疏学浅，只能归咎于大环境。我一向认为民主是水到渠成的
事，不是振臂一呼而来的。当时与其实行民主，不如专制。乱了的秩序如洪水猛兽，比专制更可怕。
虽是专制，但需要一位懂得民主的专制者，带着民众慢慢过渡到民主。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可遇不可求
的。作者分了好几条线索来一一叙述，够庞杂，但叙述得平稳，读上去颇有娓娓道来的感觉。不过，
作者是讲完一件事情，接着讲另一件事情，其实这两件事情可能同时发生，会让人觉得时间上有点乱
。还有一个又一个人名，有些人刚露脸就下了戏台，有些人露了脸，仿佛不见了，过了好久却见他又
上了戏台。感觉作者的写法颇有些像吴敬梓。并且书里一大把一大把的四川话，俚俗却俏皮。而且什
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有腔有调。还有啊，我最佩服作者描摹人的形貌了，只言片语，活灵活现。
最后发句牢骚：为什么高中语文必读书目中有《家》，却没有这本书呢？《大波》比《家》高好几个
数量级，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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