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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课讲到 《分马》 时，那种活泼
而有生活气息的东北方言，朴实与狡黠并存
的农民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
只知道这篇课文是周立波 《暴风骤雨》 里的
一个章节，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现代文学史
之后，我开始思考：当时不到 40 岁的周立
波，是如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引领
下，创作出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农民
土改斗争最成功的作品的？

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里说，“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
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
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
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
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
义的社会。”这些同志中就包括周立波。

1928 年，小学教员周立波为躲避反动派
迫害，前往上海。在上海的 10 年间，周立波
大多在亭子间度过。亭子间是旧上海小职员
和穷文人居住的地方，孕育出不少革命家和
大作家。周立波在上海继续参加革命活动，
先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工作之余，他还自学英语，阅读中外
名著和进行理论翻译。从 1934 年加入“左
联”到 1937 年离开上海，周立波创作发表了
近 80 篇文学评论、散文、杂文与诗歌，翻译
了近百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从这一时期的
作品来看，他深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
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

1939 年 11 月，周立波奉调去延安，这是
他人生尤其是文学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在
延安，周立波担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译处处长
兼文学系教员，讲授世界名著选读课程。他
还在窑洞里写下了十几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
讲稿，保存下来的部分以 《周立波鲁艺讲
稿》 为名于 1984 年出版。徐迟对这份讲稿非
常赞赏，称其为“我国近代文艺理论研究的
极为重要的一个文献，更是一件弥足珍贵的
美学瑰宝”。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周立
波全程参加了座谈会，由此确立了文艺为工农
兵服务的方向，《暴风骤雨》正是他的实践成果。

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
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
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
不住。”这段话出自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被周立波写在 《暴风骤雨》 的扉页
上。我们从中不仅能看出 《暴风骤雨》 书名
的由来，更可以想见这部作品的主题以及作
者所秉持的信念与信仰。

表现农民在土改斗争中展现出的蓬勃力
量，在当时还是文学创作中的新尝试。在

“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很多知识分子作家都
写过乡土和农民，但他们往往没有真正走近
农民、走进农民家庭、走进农村生活。与外
在于书写对象的“看”不同，周立波希望真
正“融”到农民群众和农村实际工作中。

1946 年 10 月上旬的一天，一辆马车奔驰
在哈尔滨东南的乡间公路上，车上坐着 6 个
人，其中一位就是周立波。他受中共珠河

（尚志） 县委的委派到元宝区任区委书记，参
加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为他的小说创作
提供了深入生活、积累素材的机会。

他在元宝镇“手不离笔，兜不离本。在
街上走路，看到地主的黑门楼、大宅院，看
见穷人住的破草房，他都停下来往上写一
会。开积极分子会，开斗争会，他很少在台

上，总是在人空里窜来窜去，还是不停地往
本上写”，“几乎整天在屋子里，阅读文件，
整理各种材料，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但是这样还不足以走进农民内心，难以
描摹出农民的灵魂。周立波认为：“写场面比
写人物容易对付些，这是因为场面的材料还
容易收集，而各阶层的人物的行动、心思情
感和生活习惯，往往难捉摸。”为了真正了解
农民的心声，打开农民的心扉，在元宝镇
元宝村，周立波和当时的贫苦农民吃在一
起、住在一起，“一天三顿都吃苞米茬子和咸
菜”“连皮鞋都不敢穿”，逐渐拉近了和贫苦农
民的距离。

在语言方面，周立波放弃了知识分子腔
调的欧化语言，以一种简洁、明快、直白的
语言进行叙事，有效解决了欧化长句不便人
民大众阅读的难题。在人物对话中，他大量
运用东北方言和农民语言，让人物形象的刻
画更加逼真、生动、有活力。周立波是湖南
人，在小说中却熟练运用起东北方言，可以
想见他在语言学习上付出的努力。

“写的就是元宝镇的人”

《暴风骤雨》 除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动
的生活场景，最鲜活可感的是他创作出的一
批典型人物，尤其是贫苦农民的形象。在

《暴风骤雨》 里，农民形象是积极而具有成长
性的，赵玉林、郭全海都是深受压迫的贫苦
农民，勤劳勇敢、无私无畏，虽然也存在缺
乏斗争经验、遇到挫折容易消沉的缺点，但
在工作队的指导下，他们一步步走向觉醒与
成熟，这个过程彰显了人性的真实与可信。
用今天的视角看，写出了“人物的弧光”。

老孙头是小说里最立体、饱满的艺术形
象，他有狡黠、落后、自私、胆小的一面，
在土改工作队初来时，他将信将疑，“工作队
能整得下韩老六吗？”“怕是整不下”。不敢正
面揭发，只好“悄悄地拐弯抹角说”。对于老
孙头这样复杂的性格，周立波也只是进行善
意的讽刺与批评，而不是完全否定。

《暴风骤雨》 出版后，周立波寄了一本给
元宝村，并在书中夹了封简短的信，请村里
曾给他担任过警卫员的刘文，抽空给村里不
识字的郭长兴、白福山、车老板老孙头念一
念，因为书中有不少他们的故事。刘文用了5
个晚上给村民们从头到尾念完了这部小说，
很多村民“都说书写得好，都是些实事”，

“每天念完，大家总是寻根刨底地议论一番，
总觉得书里的人写的就是元宝镇的人”。

奋斗精神传承不息

《暴风骤雨》 出版后，发行量和影响力都
很大，甚至被当作土改实际工作的参考书。
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暴风骤雨》 获得解
放区优秀作品表彰，被译介到苏联、日本、
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并于1951年获得斯大林
文学奖金。日本学者安岛彬评价《暴风骤雨》是
一部描写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百科全书”
式的作品，对土改的很多问题都进行了解答。

1959年，《暴风骤雨》 上卷由北京电影制
片厂改编成电影，谢铁骊执导，于洋、高保
成等主演，于 1961 年上映。这部电影的编导
和演员很多都有土改工作经历，编剧林蓝是
周立波夫人，也曾和周立波一起参加东北土
改。据地方文史研究者回忆，1963 年春天，
电影 《暴风骤雨》 第一场下乡巡回放映就在
元宝镇，当地农民像过年一样，在操场上围
观这部电影，发现电影里的主要人物和现实
生活中郭长兴、白福山等在气质、身材、脸
型上几乎一模一样，简直是一个“模子”刻
出来的。台下老孙头的外孙女甚至对着屏幕
上的老孙头喊“姥爷”。

暴风骤雨之后，故事才刚刚开始。时光
穿过 70 多年，《暴风骤雨》 的原型地，号称

“土改第一村”的元宝村已经变成今天小康路
上的“亿元村”。看到花园广场、洋楼林立的
当代元宝村时，不由更令我感叹 《暴风骤
雨》 的精神价值。小说因其对时代精神的真
切把握、对土改政策的通俗表达、对农民主
体意识的尊重，深度唤醒了农民的现实参与
性与内生奋斗动力，像拧紧的发条，再也停
不下来。当地人将土改文化视为“元宝人宝
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还建起了

《暴风骤雨》 纪念馆。而 《暴风骤雨》 留下的
另一笔精神财富就是，文艺创作必须深深扎根
到 现 实 生 活 与
人民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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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师）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近日，黄永玉新作《无愁河
的浪荡汉子》第三部《走读》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是艺术家黄永玉上世纪 40
年代就尝试动笔的一部小
说。2008 年，85 岁的黄永
玉重新开笔，13 年间陆续
创作出 《朱雀城》《八年》 以及新作

《走读》，合计 260 余万字。这部“长
河”式的小说以作者的故乡及其童年少
年时经历的人与事为原型，境界开阔，
异彩纷呈。

在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前两部
《朱雀城》 与 《八年》 中，黄永玉从张
序子两岁开始写起，写他生活的大家族
以及朱雀古城的四季风光、风俗民情、
各色人物……当朱雀城渐渐衰败，12
岁的张序子也不得不沿着那条母亲河，
漂流到外面的广阔世界。8 年流浪历
险，正是民族抵御外辱的生死存亡之
际。少年孤身游走闽东南一带艰难成长
的故事，不仅关乎个体，更盛满了家
国、故园、骨肉的哀痛。

此番推出的新作 《走读》，犹如一
曲“流浪艺术家之歌”，充满了厚重的
生活质感。作者紧跟张序子的脚步，写
他娶妻成家，从一个人“活蹦乱跳”到
货真价实地进入成人世界。《走读》 专
注细致地描绘了一个贫穷青年木刻家的
日常生活：如何投奔朋友，得到第一笔
稿费，琢磨怎么买到一双经穿的鞋，得
到一间市区租屋又为何住不下去……贯
穿其中的是对餐餐饭食的具体描写，让
人从侧面体会到“一箪食、一瓢饮”的
得之不易，引发关于生活尊严的思考。

书中黄永玉有一段自况：“上当倒
霉之后不叫痛，不骚心，甚至不当是一
种教训，把自己的傻行当作笑料去取娱
朋友。更不做借酒浇愁的类似表演，让
朋友来分担我的小小疼痒。”从中可见

“无愁河”三字的来历：虽然自小到大经
历的是满满的哀愁和伤痛，却从不停下
来舔舐伤口，只是一味前行。

周立波 （1908—1979） 的代表
作长篇小说 《暴风骤雨》，以 1946
年至 1947 年间东北土地改革为背
景，叙述了土改工作队开进松花江
畔的元茂屯，发动和组织广大贫苦
农民斗争恶霸地主韩老六，进行土
地改革的全过程。小说以恢弘的气
势，描写了广阔细腻的农村生活，
用大众化的语言再现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中国农村暴风骤雨般的阶
级斗争。该书于 1948 年由东北书
店出版后反响强烈，曾被改编成影
视剧、连环画、长篇评书等，下卷“分
马”的章节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百科全书”
陈 进

经典回放经典回放经典回放
黄
永
玉
新
作
叙
写
﹃
走
读
﹄
生
涯

··广告广告··

2020年7月30号，钦州港首次通航10万吨级集装箱船20202020年年77月月3030号号，，钦州港首次通航钦州港首次通航1010万吨级集装箱船万吨级集装箱船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铁联集钦州中心站中铁联集钦州中心站中铁联集钦州中心站

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

广西认真落实《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要求，高起点部署、高标准谋划、高效率实施、高质量推进，充分发挥

区位优势，着力在“畅通、高效、经济”上下功夫，加快打造连接中国与东盟时间最短、服务最好、价格最优的陆海新通

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通道互联互通水平有效提升

大能力运输通道加快形成，东线通道焦柳铁路怀化至柳州段于

2020年9月完成电气化改造，实现全线电气化。中线通道贵阳至南宁

高铁 2017 年开工建设，2023 年底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黔桂铁路运

力。西线通道关键项目黄桶至百色铁路力争今年开工建设，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及西部地区通江达海的便捷大通

道。公路运输网络加快完善，高速公路三大主通道（G72 泉南高速、

G75兰海高速和 G78汕昆高速、G69银百高速和 G80广昆高速）广西

段已全线贯通，运输能力不断提升。民航运输体系加快构建，截至

2020年，全区共建成运营8个运输机场，初步形成“两干六支”的民用

运输机场格局。航线网络覆盖全国大部分城市，国外已开通覆盖东

盟10国23个主要城市的定期航班。

聚焦扩能优服 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加快建设

完成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双向10万吨级）并通航；开工建设海铁

联运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建成运营钦州港30万吨级油码头。港口集

疏运体系加快完善，建成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建成北海铁山港进

港铁路专用线、防城港第三进港铁路专用线，实现主要港区进港铁路

全覆盖。港口综合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建成运营北部湾港航运服务

中心；持续压缩北部湾港口岸整体通关时间，整体通关时间位居全国

前列。

持续优化运营组织 通道运行质量显著提升

海铁联运班列已实现规模化运行。推动广西与区内外以及各国

经贸交流合作不断升级，已开行至重庆、四川、贵州等10个省区市班列

线路，连接36个市71个站点，与中欧班列实现无缝衔接。同时，已陆

续开行“柳州—莫斯科”“南宁—哈萨克斯坦”等中欧班列，并通过川桂

海铁联运班列常态化衔接中欧班列至德国杜伊斯堡。跨境陆路运输

规模持续扩大。已常态化开行广西至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4条跨

境公路班车运输线路和中越跨境直通班列。2020年，中越跨境班列

（经凭祥铁路口岸）累计开行1264列、同比增长23%；今年1—7月，开行

1032列、同比增长47%。

加快培育枢纽经济 促进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

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中新南宁国际物流园等正在加快

建设，川桂国际产能合作园一期工程将于今年年底竣工。通道物流枢

纽节点加快建设，南宁国际铁路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已建成运营，柳

州传化公路港项目已竣工验收，桂林西物流中心场站建成运营。北

海、防城港、钦州3个临港产业园区实现工业产值超千亿元，钦州化工

新材料产业、防城港金属新材料产业等临港产业集群加快形成。

“十四五”期间，广西将深入实施《“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

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围绕“到2025年基本建成经济、高效、便捷、绿

色、安全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目标，深入推进扩能优服、大能力运输通

道建设、通道物流提升、通道产业融合发展四大行动，加快建设北部

湾国际门户港，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新发展格局重要节

点枢纽，为加快推进形成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