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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自成》(第3卷)(上中下)着力写第二次和第三次开封战役，以及从属于第三次开封战役的朱仙镇大
战。每次战役，各具特色，深刻地表现了明末大军野战和攻城战的真实情况。李自成破洛阳以后。声
势大振，几次在河南击溃和歼灭明朝的主力部队，三次进攻开封。曹操离开张献忠，与闯王合营，奉
闻王为盟主。在本卷中进一步写了闯、曹、献三人之问的复杂关系，深化了曹操的性格。李自成在本
卷中由于地位的变化，作为封建社会农民起义英雄的本身弱点有了较多的暴露。他的事业正在向高峰
发展，同时也明显地孕育着失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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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雪垠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10.10.10-1999.4.29 　　民　族： 汉族 　　现代小说家。原
名姚冠三，1910年10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邓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上过开封优级师范。由于家境
窘困，母亲准备在他出生时溺婴，幸为曾祖母所救。从小爱听外祖母讲故事，还由此激发了想象能力
和文学兴趣。 　　邓县地处豫西南，环境闭塞落后，水旱灾害与瘟疫频仍。加上封建军阀压迫，农民
无以为生，或外出逃荒，或铤而走险，土匪遍地。姚雪垠9岁那年,土匪攻破寨子，姚家房屋和衣物都
被烧光，从此随父母逃到邓县城内居住。在县城里，先读了一年多私塾，又上了三年教会办的高等小
学，背诵过大量古文并习作文言。暇时爱听艺人说《施公案》、《彭公案》、《三国志演义》等书。 
　　1924年小学毕业后,去信阳上中学。同年冬,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学校提前放假。回乡途中,与
二哥和其他两名学生一起被李水沫的土匪队伍作为“肉票”抓去，旋又被一个土匪小头目认为义子。
在土匪中生活约100天的这段特殊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自传性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 　　此后四
年多,除去樊城鸿文书院读书的几个月外,基本上失学在家。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许多“五四”新文
学作品,也读了一些俄国作家的小说,培养了对新文学的兴趣，增强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的不
满。家庭的缺少温暖与社会的黑暗重重，形成了姚雪垠的叛逆性格。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曾两次到具
有进步色彩的军队中去当兵。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出路，滋生了苦闷感伤的情绪。 　　1929年夏,
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与此同时,在《河南日报》副刊用“雪痕”的笔名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
和其他作品，这些小说写了下层劳动者受封建势力迫害致死的悲惨故事，表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
。入学后不久,即参加进步活动,和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还读了清代朴学家、《古史辨》派和郭
沫若等唯物史观派的一些代表性论著，立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或文学家。1931年暑假被学校当
局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开除。从此结束学生生活，在北平等地以投稿、教书、编辑为生
。到抗战爆发前夕,先后在《文学季刊》、《新小说》、《光明》、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上
发表了《野祭》、《碉堡风波》、《生死路》、《选举志》等10多篇小说，这些作品展现了内地农村
黑暗混乱的现实图景，和被压迫者奋力反抗的斗争画面。此外，编过《大陆文艺》、《今日》两种刊
物，在《芒种》、《申报》上发表杂感，还刊出散文散文诗、文学论文多篇。这些文章同样表现了作
者对现实的关切，有敏锐的时代感。由于受文艺大众化、大众语讨论的影响，1936年曾收集家乡口语
，编为《南阳语汇》。 　　抗战爆发后,从北平辗转来到开封,与别人合办《风雨》周刊,任主编；在此
前后,还发表论文、杂感数十篇。并曾赴徐州前线采访，随后写成书简体报告文学《战地书简》。 　
　1938年春去武汉，不久参加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日的进步的文化活动。在《自由中国》
、《文艺阵地》上发表短篇小说《白龙港》、《差半车麦秸》。次年又在《文艺新闻》上刊出气氛悲
壮的《红灯笼的故事》。后两篇曾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并被译为英、俄文。《差半车麦秸》和稍后
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之所以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原因之一，是成功地运用活泼生动的群众口
语，写出了农民在抗战中的觉醒与变化。1939年起，姚雪垠在辗转鄂、皖、蜀等地的过程中，以主要
精力创作中长篇小说，写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新苗》、《重逢》等。这些作品多
以抗战初期知识青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题材，写出了年轻一代高昂的救国热情，并从侧面触及了国
民党军政机构的黑暗腐败与地方封建势力的猖獗，揭示了抗战阵营内部的复杂斗争。笔法转向委婉细
腻，语言更为活泼多样。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爱情生活方面用了过多的笔墨，冲淡乃至削弱了表现
时代的主题。这个时期，他也写了不少文学论文，如《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通俗文艺短论》、
《文艺反映论》、《屈原的文学遗产》等，其中一部分曾集为《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一书出版。此外,
还印行了《M站》、《春到前线》、《差半车麦秸》等短篇集。 　　抗战胜利前后，姚雪垠转向故乡
与童年的题材，完成了自传性长篇小说《长夜》，并写了《我的老祖母》、《外祖母的命运》、《大
嫂》等一组散文。《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
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
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象《长夜》这
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
，此书译为法文后，姚雪垠被授予马赛纪念勋章。他的小说从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种强悍的气质
：1929年发表的《强儿》刻划一种坚强的性格，30年代中期的若干作品也多次写到一些敢作敢为的人
物。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发掘和表现强悍的美，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作
出的一个独特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姚雪垠在上海还写了记述爱国科学家的传记文学《记卢镕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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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短篇小说《人性的恢复》等。1948年以后,先在高行农业学校,继在私立大夏大学教书，同时发表了
《明初的锦衣卫》、《崇祯皇帝传》等学术论著，这为他后来创作《李自成》准备了条件。 　　1951
年，姚雪垠去浙东参加土改，因不懂当地语言，无法了解风土人情，于是萌生返豫之念。这年夏天，
他回郑州从事专业创作。1953年因中南地区作家协会成立，迁居武汉。除写了少量报告文学、短篇小
说、散文、杂感外，创作上处于苦闷的时期，只在50年代中期发表了《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
、《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的一点质疑》等论文。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后，在逆境中开始创作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李自成》是“长河式”的小说，从崇祯11年写起，全面地反映明末
李自成起义由困厄转到兴盛，复由胜利走向失败这一历史悲剧的发展过程。第 1卷出版于1963年,第2卷
出版于1976年,第3卷出版于1981年，最后两卷也已有若干单元(如《崇祯之死》、《李自成之死》)陆续
发表。已出版的前3卷共8册，以230万字的篇幅,着重展示了李自成从困境中奋斗，达到鼎盛，却又在
鼎盛期内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埋下后来失败的种子。作品不仅着力描绘了农民军和明王朝之间这场生
死大搏斗，而且写出了当时十分激烈地进行着的民族战争，还写出了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
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几支义军之间的矛盾，李自成部队内在的矛盾，写出了明末社会上各个阶级
、阶层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在农民大起义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人物从帝王、后妃、百官到义军将
领、战士、各类市民、穷苦百姓，乃至清方首领与文臣武将，地域从西北高原、中州重镇、北京城内
到僻远山村、关外城池，场面从战地厮杀、牢狱交锋、密室定计、边寨平叛到宫廷宴饮、相府风光、
京城灯市、军中婚礼，笔墨无不触及。作者力图对一个时代的生活作出总体式的反映。就所写社会内
容的复杂宽广、生活色彩的丰富多样而言，《李自成》达到了当代作品很少企及的地步。 　　作为一
部规模宏大的悲剧性史诗，《李自成》创造了崇祯、李自成、张献忠、郝摇旗、李信、袁时中、慧梅
、洪承畴、杨嗣昌等一系列性格或遭遇都相当复杂的典型形象──其中有许多是悲剧性的人物形象。
不但主人公李自成扮演着大悲剧的主要角色，连他手下的一些人物，如李信、宋献策、田见秀等，其
经历也都有很深的悲剧意味。整部《李自成》，就是由大大小小许多历史悲剧组成的。它们相互交织
，构成明末社会壮阔复杂的背景，使整个作品洋溢着悲壮或悲凉的历史气氛，具有震撼人心、发人深
省的思想艺术力量。 　　姚雪垠长于写悲剧，《李自成》是他创作上进入成熟时期后写作的，在悲剧
艺术的运用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和表现内容的广阔、矛盾线索的纷繁相适应，《李自成》采
用了保证主线、兼写各方、多线条复式发展、蛛网式纵横交错、具体归结为若干单元的结构方法。这
种结构既宏大复杂,又舒卷自如,吸取了《战争与和平》等外国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而有新的创造。同
时，《李自成》又注意吸收中国古典小说在结构上有张有弛、讲究节奏、笔墨多变的长处：时而金戈
铁马,愁云惨雾,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时而小桥流水,风和日丽,令人心旷神怡。《李自成》还很重视艺术
结构上的完整、对称：整部小说从清兵入关开始，又以清兵入关结束；各卷的开头与结尾，也都互为
照应。这些都是长篇小说美学上的重要探索与创新。《李自成》的出现，继《子夜》之后又一次大大
提高了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水平。 　　《李自成》是姚雪垠史学准备、生活积累、理论素养、艺术经
验各方面集大成的产物，是几十年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正因为这样,《李自成》第1卷在60年代前期出
版后深得好评；第2卷曾于1983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第1卷译成日文后,荣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
的文化奖。英、法文译本或节译本也正在译印中。 　　《李自成》一书是在近30年中陆续创作成的，
其间难免有文思不属之处，若干笔墨还有失之拖沓或现代化等缺点。作者已表示待全书完成后,将统一
再作修改,最后定稿。 　　著作书目：　　《红灯笼故事》(短篇小说集)1940，大路出版公司　　《牛
全德与红萝卜》(中篇小说)1942，重庆文座出版社　　《戎马恋》(长篇小说)1943，重庆大东书局　　
《重逢》(中篇小说)1943，重庆东方书社　　《新苗》(长篇小说，又名《母爱》)1943，重庆现代出版
社　　《小说是怎样写成的》(创作谈)1943，商务　　《春暖花开的时候》(l—3册，长篇小说)1944，
重庆现代出版社　　《差半车麦秸》(短篇小说集)1947，怀正　　《长夜》(长篇小说)1947，怀正　　
《李自成》(1—3卷）长篇历史小说。其中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63一1981，中青　　《大嫂
》(散文集)1982，河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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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高夫人东征小记 / 燕山楚水 / 洪承畴出关 / 三雄聚会 / 辽海崩溃 / 项城战役 / 横扫宛叶
中册  再攻开封 / 燕辽纪事 / 慧梅出嫁 / 袁时中叛变 /
下册  朱仙镇 / 洪水滔滔 / 慧梅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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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清朝入关前的重要人物，当时满族社会的风俗制度，明、清间的战争等，在这一卷中开始作正面
描写，并塑造了皇太极和洪承畴两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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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书推荐之
2、应该是盗版的，纸质薄差，字迹也不太清晰，连个出版时期都没有，假如是正版，早已停印了，
不会像现在这么新，阅读不舒服，只能凑合看，还没在卓越退过书，也麻烦，购者慎重。
3、小时候的经典
4、这本书真的很喜欢，不过，觉得还是那种套装的划算
5、书的质感还可以，价位合适
6、收到快，包裹好，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书质量好，李自成第2、3、4、5卷已购，只差第1卷了。
7、冲着作者大名购买的，可惜没有第一卷、第四卷、第五卷的，期待中青社重印！
8、1、2、3卷都有了，期盼买到4、5卷。历史巨著。
9、还差下册没看完，第三卷李自成已不是原来的他了。
10、不错不错不错满意满意满意
11、90万字分成三本，不如长江文艺出版社版本合理。
12、版本很经典，封面插图很艺术，价格便宜，足本无删节，适合收藏。可惜缺乏第一卷，以后配吧
！
13、全本规模太大，书橱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我只读过第三卷，就单买它了。
14、许多事情交代得不很清楚，如左良玉之女如何认李自成为义父、袁时中的出身是什么，为何闯王
特别重视等。
开封围城一节极好。
15、这一卷可见作者的功底，第二次开封战役写得精彩，张成仁一家的遭遇令人愤怒，慧梅之死令人
惋惜。
16、小学三年级暑假
17、李自成（第3卷）（上中下）
18、好脏，好小
19、99年的书还是很新的，没有旧的感觉。可惜没第1、4、5卷了，想买全。这书有插图，封面页好看
。卓越购书很好，大气，货到付款，退换货方便，当然自己买东西不会随意滥用这个权益的。
20、姚雪垠：李自成为什么失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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