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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2月，李玉琼出生

在南部县肖家乡老牛沟村一
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她在兄妹
5人中，排行第四，聪明伶俐，
深得父母的喜爱。3岁那年的
一天，李玉琼突然发起了高
烧，持续高烧 3天后，李玉琼
的双腿出现了红肿和溃烂现

象，不久双腿萎缩并丧失了行
走功能。

腿不能走，活泼好动的李
玉琼就趴在地上学爬。爬行
时，她以双腿作支撑，双手拱
地，身子匍匐着像青蛙一样向
前弹跳。天长日久，她的手掌

和膝盖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短小且向外弯曲的双腿则像
尾巴一样紧紧地“蜷伏”在身
子之下，整个人看起来极像一
个只有上半身而没有下半身

的半截人。“半截人”每次走
出家门都会引来怜悯、好奇与
异样的目光。

李玉琼 16岁那年的春

天，村里几个已经出落得亭亭
玉立的美女伙伴请来一个摄

影师拍照。从来没有拍过照的
她听说后，非常想看看照片上
的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她
爬着来到父母面前，请求他们
给自己1元钱。父亲没有说什
么，母亲一听差不多急得跳起
来，她不但没有给李玉琼钱，

反而当场批评起她来：“你一
个残疾人有什么好看的？你去
照相干什么？你已经这么大
了，不要出去丢人现眼好不
好？”母亲的话让李玉琼非常
难受。

李玉琼突然产生了一个

大胆的念头：走出家门，摆脱
对他们的依赖，干出一番事业
来。可是，一个残疾人，怎样才
能走出家门独立自主呢？李玉
琼动起了脑筋。她想，自己几
岁时就学过毛衣编织了，何不
给别人织围巾和手套挣一点

手工费呢。李玉琼把自己的想
法告诉给了平时最要好的几
个姐妹，让她们帮自己揽点生
意。几个姐妹一听觉得这是一
个帮助朋友的最好机会，便暗
中寻找商机。很快，李玉琼靠
给别人织围巾和手套攒下了

10多元的私房钱。
一次，村里来了一位摄影

师，李玉琼拿出自己的积蓄，
痛痛快快地拍了几张照片。照
片送来那天，细心的母亲发现
了她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不
由分说，将她暴打一顿。

1988年，李玉琼住在县
城的姐姐生了孩子需要人照
顾，她主动请缨。父母于是用
背篼将她背到了姐姐家。给姐
姐带孩子期间，细心的李玉琼
发现姐夫每天上街给别人补

鞋、补锅、擦皮鞋能挣回不少
钱，她觉得这个工作特别适合

自己，就利用孩子睡觉的机会
爬下楼到姐夫的鞋摊前给他
帮忙。一年之后，李玉琼掌握
了补鞋的全部技巧，她的举动
引起了同住一条街的邻居杨
方碧的注意。杨方碧有一个弟
弟，叫杨方绿，已经 36岁了，

由于比较穷且忠厚老实，始终
没有人上门提亲。杨方碧觉
得，李玉琼虽然残疾但十分勤
快，跟弟弟比较般配，便托人
到李家提亲。李玉琼的父母不
顾李玉琼的反抗，让杨方绿搬
到了家中居住。

,-./0123456

杨方绿住进李家，什么事

都抢着干，事事都为李玉琼着
想，这让李玉琼非常感动，半
年之后，她接受了杨方绿的
爱。不久，他们举行了简单的
婚礼。

1993年，李玉琼待产住
进县妇幼保健院。当医生告诉

他们需要 700元的剖腹产费
用时，她和丈夫一下怔住了：
自己手上只有 200多元的积
蓄。杨方绿流着泪四处求情，
终于凑齐了全部费用。

李玉琼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出院不到一个月，父母就

强行与他们分家。分家不久，
常年在附近乡镇给别人打短
工的丈夫杨方绿患上了慢性
胃炎，被迫回到家中休养。

李玉琼再次萌生了做小
本生意的念头，一天，李玉琼
爬出家门下地锄草，无意中看

到邻居提着一双皮鞋准备到
集市上去补。她眼前突然一
亮，何不效仿姐夫，上街替人

补鞋呢？
那天上午，李玉琼枯坐了

两个小时，摊点前都没有一
个人过来。她不由得暗暗叫
苦。快到十点钟的时候，一位
年过七旬的老人十分友善地
朝她走来，老人打量了李玉
琼一番，然后摸索着从荷包
里掏出 5角钱，朝她扔去。李

玉琼知道老人把自己误会成
乞讨者了，她叫住了老人：
“老人家，我是来补鞋的，不
是来乞讨的，谢谢你的好
意。”老人一听，又把她打量
一番，“哦”了一声，然后给
她提醒：“你选择这样僻静的

地方补鞋，谁来找你啊？还
有，你说你是补鞋的，怎么没
有看见补鞋的机器呢？你还
是换一个地方吧！”

老人的一番话提醒了李
玉琼，她爬着将摊位转移到了
集市的入口处。说来也怪，李

玉琼刚坐定，摊位前就涌过来
一群人。他们像发现外星人一
样围着李玉琼议论起来。李玉
琼听着这些刺耳的话，感觉一
双双眼睛像钢针一样扎向自
己，李玉琼朝人群扫视了一
眼，然后微笑着问他们：“你

们需要补鞋吗？”听到这话，
那些等着起哄看热闹的人不
再议论了，纷纷知趣而去。

看热闹的人走了，并不意
味着顾客就来了，李玉琼拿出
一双从家里带来的破鞋一针
一线地补起来。她的这一举动

很快就发挥出了广告效应，十
多个人提着需要修补的鞋来
到了摊点前。补完第一双鞋，
她收了对方两毛钱……

一天下来，李玉琼采取手
工的方法给顾客补了 50多双

鞋，她长着老茧的双手被磨破
了皮，弯曲的脊背疼得几乎伸

不直。
一年下来，李玉琼不仅用

挣来的钱治好了丈夫的病，还
清了一切债务，而且还有了一
点点积蓄。第二年，李玉琼举
家租住在了肖家场上。她发现
无论是场镇上种地的农民还

是附近的村民，他们种庄稼都
比较喜欢使用油枯。李玉琼便
动员丈夫再租一间房子用作
出售油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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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李玉琼的油枯

生意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言
了。与此同时，她发现，肖家乡
场上的白酒十分畅销。李玉琼
分析一番后，觉得白酒生意有
利可图，便让丈夫到镇上的小
作坊里学酿酒技术。

2000年 9月，李玉琼就

把家里的一切托付给丈夫杨
方绿，自己爬出家门，到县内
各个乡镇考察白酒市场。考察
结果，她觉得南部县永庆乡水
源好，位置较为偏僻，比较适
合修建白酒作坊。她估算了一
下，修建酿酒作坊至少需要

10万元左右的资金。李玉琼
到银行贷了款。当年10月，李
玉琼的酿酒作坊在亲戚的反
对声中修建完工。

经过一番周折后，李玉琼
爬着帮助丈夫杨方绿酿造出
了第一批酒。她发现，这批酒

口感差，苦味太重，要求丈夫
杨方绿调一下味道。杨方绿按
照老师传授的那样去调味，结
果 10多吨白酒全都变了味，
根本就无法喝。

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杨

方绿第二次酿造出的酒味美
爽口，效果非常令人满意。李

玉琼让丈夫在家守候，自己则
带着酒具到离家不远的杜家
井推销。如何才能将自己的白
酒销售出去呢？李玉琼动起了
脑筋。她想，年轻人喜欢讲究
排场，对散装白酒不感兴趣，
向他们推销意义不大。中老年

人比较实际，喜欢喝散装白
酒，而不喜欢喝瓶装白酒，他
们应该是散装白酒的主要消
费群体。同时，白酒能吸引人
的地方首先就在于它的气味，
自己把它们密封在酒坛子里，
气味没有泄漏出来，别人怎么

认识自己的酒呢？想到这里，
李玉琼带着载有白酒的车子
爬向那些中老年人集中的地
方，然后停下来，故意不小心
将一小半瓶酒洒在了地上。浓
烈的酒香立刻在空气中弥漫
开来，“好酒”“好酒”的赞叹

声随之回响在了耳边。一个小
小的酒广告让李玉琼迅速打
开了局面，她带去的100多斤
白酒很快被抢购一空。

几天之后，李玉琼推销完
了 10吨白酒，10吨白酒带给
了她一笔可观的利润。她为此

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为了迅速提高市场的占

有率，李玉琼每到一处卖酒都
要打一张收购高粱的广告牌。
李玉琼说，这样一方面可以消
除部分顾客担心白酒是酒精
勾兑的疑虑，另一方面可以降

低原料采购的成本。就这样，
李玉琼凭着顽强的毅力爬着
将自己的白酒推销到了南部
县和周边县市的部分农村，她
因此获得了滚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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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先生是一位学养

深厚的著名作家，他原名冠
三，1910年 10月 10日生于
河南邓县。1929年考入河南
大学法学院，开始以“雪痕”
的笔名发表小说。抗战爆发
后，曾辗转北平、开封、汉口、
四川等地，从事抗日文化活动

和教学工作，并发表了《戎马
恋》、《崇祯皇帝传》等作品。
建国后，在上海大厦大学任教
授兼教务长、文学院代理院
长，后迁居武汉中南作家协会
从事专业创作。1957年姚雪
垠被错划为 “极右分子”，下

放到武汉郊区的东湖农场劳
动改造。
《李自成》 第一卷 1963

年秋天出版后，在当时引起了
两种不同的反应：称赞者说它
是“一部结构宏伟、规模浩大
的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史

诗”；贬斥者说它“歪曲农民
革命和农民革命领袖”，歌颂
牛金星是 “歌颂姚雪垠自
己”，甚至还有人联系他的
“右派”问题加以批判。当时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对《李自
成》持肯定、称赞的态度。姚

雪垠工作之地的武汉市委顶
住来自全国的反面批评，公开
表态，组织文章支持姚雪垠。

在艰难时期的姚雪垠既
受到鼓舞，又对那种上纲上线
的非正常化批评很不服气。他
大胆地想到了一向关注文化

艺术的毛泽东主席，很想请他
看看这部书，便同妻子王梅彩
从武汉邮局把《李自成》给毛
泽东寄去了。寄书时，他碰到
的一位熟人说，主席那么忙，
未必会看你的小说。姚雪垠自
信地回答：“我看会的。这不

是一般的小说，这是李自成，

他一向非常重视李自成。”
果如姚雪垠所料，他给毛

主席寄去的那部 《李自成》，
主席不仅收到了，而且在国事
繁忙、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
认真阅读了，并对小说和作者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爆发，冲击一切，《李
自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大毒草”，造反派还给武
汉市委贴大字报，“控诉”市
委曾经压制过他们批判《李自
成》的文章，保护姚雪垠这面
“黑旗”。然而令姚雪垠奇怪
的是，造反派到他家来了几
次，却没动手抄家，他本人也

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这
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1966年 7月中旬
的一天下午，毛主席畅游长江
后在武汉东湖宾馆，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 （扩大）会
议。他突然对坐在后排的中南

局代理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
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
王任重说：“任重同志，我想
起了一件事情，要你去办！”
毛泽东说，“你们湖北作家姚
雪垠的 《李自成》 第一卷分
上、下两册，上册已看过了，写

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
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
他把书写完。”

这样，姚雪垠才躲过一
劫。当然他并不知道毛主席救
他的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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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毛主席的保护虽然
使姚雪垠躲过了抄家和皮肉

之苦，但写作已是十分困难
了，姚雪垠1970年被下放到
“五七”干校劳动。后来他听
说了文革初期毛泽东曾出面
保护他的事，于是抱着一线希
望给中共武汉市委写了一封
信，请求贯彻毛主席的指示，

继续让他写作《李自成》。
1972年春天，他接到了

武汉市委召见他的通知。那
天，姚雪垠怀着复杂的心情走
入市委办公室，接待他的一位
负责同志热情地与他握手，
说：“你好！我正等着你。有什
么话，你就尽管谈吧！”“今天
来，主要是想提出一个请求，

希望市委能够支持我继续创
作《李自成》后几卷。”姚雪
垠见这位领导很认真，就大胆
说，“在 1965年以前，我已写
完了占四分之三篇幅的《李自
成》第二卷，大约有 60万字，
但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

我就不得不停止了正在进行
的创作。前不久，我才听说毛
主席有指示，要对我加以保
护，让我把书继续写下去。但
至今，毛主席的指示已过去了

近 6年，我却没有继续写《李
自成》。为此，我特提出这一
要求。”那位负责人说：“你提
得很好，我们完全同意你的要
求。本来，前几天接到你给市
委的来信后，市里几位领导同
志已交换了意见，并研究决

定，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让你立即先从‘五七’干校回
来创作《李自成》，手续暂不
必办，何时正式回来，另外再
通知你。”

从此，姚雪垠结束干校劳
动回到武汉家中，专心致志地
投入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写
作。湖北省图书馆也接到有关

指示，给他查阅资料提供了很
大的帮助。1973年3月，姚雪
垠正式调回市文化局 “创评
室”，市委宣传部明确要求，
不要让姚雪垠搞杂事，专门创
作《李自成》。1975年的国庆
前夕，姚雪垠在极其艰难的情

况下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
初稿，他一边修改，一边开始
写第三卷。可是当时的政治运

动所造成的纷乱环境，使他不
得不再次停笔。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当年
出版《李自成》第一卷的中国
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江晓天
此时正好到武汉出差，来看望
姚雪垠。他得知写作面临的不
利情况后说：“我建议你直接
给毛主席写信，请求毛主席对

你的支持。” 姚雪垠考虑再
三，他决定孤注一掷：给毛主
席写信！

毛主席看到了邓小平转
来的姚雪垠给他的信，并在胡
乔木转信的报告上，用粗铅笔
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

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
卷、三卷至五卷。毛泽东 十一
月二日

这时的毛泽东已病了很
久，而且病情加重，行动、说话
都已十分困难；这年 7月下旬
医生还给他施行了白内障手

术，虽然可以看书批阅文件，
但写字仍很艰难。即使这样，
年事已高而且重病在身的毛
泽东仍然关注着姚雪垠和他
的《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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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意姚雪垠写书

的“最高指示”传遍政治局，
“舆论总管”姚文元不得不迅
速批转。中央有关部门为改善
姚雪垠的写作条件，于 1975
年底将他从武汉调到北京，开
始进入他人生旅程和文学道
路的冲刺阶段。就在他潜心修

改 《李自成》第二卷的过程
中，毛泽东主席于 1976年 9
月9日逝世，姚雪垠悲痛得泪
飞如雨，他愈加感到肩上的责
任。这部写了 16年的第二卷
终于在1977年由中国青年出
版社出版了。

为报答领袖的关怀，实现

自己的承诺，他立即投入第三
卷的写作。伴随党和国家政治

上的拨乱反正，姚雪垠的个人
际遇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
年他当选为湖北省文联主席、
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
事、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
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
年 12月，71岁的姚雪垠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这年还出版了
《李自成》第三卷。其余四、五
卷，因作者年事已高，体弱多
病，改用口授记录的方式写
作。1997年姚雪垠中风，身体
状况愈差，两年里还是坚持着
《李自成》最后两卷的修改。

《小说》等杂志曾陆续刊登过
“崇祯皇帝之死”、“李自成进
北京”、“李自成之死” 等章
节，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

姚雪垠殚精竭虑创作的
这部 5卷本、300多万字、包
括300多个人物的鸿篇巨制，

用了 42年才于 1999年 7月
全部写完和出齐（如果算上前
期搜集资料和构思则时间更
长），可谓出版史上的“马拉
松”，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
最大、篇幅最长的长篇历史小
说。就在《李自成》最后两卷

出版的前 3个月，1999年 4
月2日，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
主席、著名作家姚雪垠，在北
京复兴医院与世长辞，享年
89岁。作家为写这部书耗去
了几乎整个生命。

随着《李自成》诸卷的正

式出版，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
社会影响，当年就获得我国长
篇小说最高奖项———首届茅
盾文学奖，又被译成日文后获
日本外务省、文部省颁发的文
化奖。国内学术界好评如潮。

遵照姚雪垠先生的遗愿，

其家人将《李自成》的全部稿
费设立了长篇历史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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