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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再次阅读
马烽、西戎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在扎实的
叙述与生动的刻绘之中，所领略到的是一种来自
觉醒的、民间的、文学的往事气息，字里行间蕴含
的是由强大的精神与信仰铸就的非凡力量。虽然
7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发生了根本
性的和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但这部小说当中的
人物依旧是鲜活的、有灵魂的，从诸多的“吕梁英
雄”身上，感受到的是那种强大的民族精神，尤其
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反击日寇和伪军的斗争中，体
现出了那种天然的、不断增强的，不断用党的科
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对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方
法与策略，令人身临其境。阅读之间，仿佛再度走
入了那个充满赤子之心与热血激荡的特殊历史
时空。

文学艺术是要唤醒人、鼓舞人、启发人、教育
人的，同时也要对世道人心以及人在各种极端环
境中的表现进行深刻的状写与发掘。在战火纷
飞、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文学艺术作品对于人民
群众的教育和唤醒、鞭策与激励，其力量无疑是
强大的。《吕梁英雄传》这部长篇小说的历史背
景，是“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大举入侵中国，其中
一部分沿着平绥、同蒲铁路，占领了绥远和山西
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国共产
党积极号召抗日，并展开行动。由贺龙元帅率领
的八路军120师广大官兵不畏艰难险阻，千里长
驱，奉命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堪
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此时的吕梁山区，抗日战争的形势异常艰险
和严峻，面对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凶残无耻的日

军，人民群众有心反抗，但不得方法要领，后在武
工队的领导下，运用我们党对敌斗争策略，民众
得以唤醒，自发地组织武装力量，寻找真正的抗
日救国力量，把自己的生命和全部才智都投入到
了与日寇和伪军的伟大斗争当中。

《吕梁英雄传》是全民抗战的一个缩影，忠实
而又艺术地记录、塑造了那个年代，在党的领导
下，全国人民群众觉醒之后，舍生忘死，加入到打
击和驱逐日寇的伟大斗争中的英雄事迹和一系
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吕梁英雄传》的故事背
景主要设在康家寨，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普通北方
乡村，深处吕梁山区，是千万个中国乡村当中的
典型代表。《吕梁英雄传》一书中的主要人物雷石
柱、武得民、孟二愣、张勤孝、周丑孩、马保儿、李
有红，以及张有才和张有义兄弟等，他们都是来
自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人物，经由作家马烽、西
戎对诸多民众抗日事迹材料与新闻报道的精心
萃取和艺术加工，创作完成了这样一部在当时激
起民众追求国家民族独立和实现美好理想的信
心的长篇力作。书中的众多人物，本都是安分守
己的乡野农民，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
耕传统，他们也许懦弱、守旧，甚至有些自私，可
在国破家亡、日寇猖獗的非常时刻，一个个挺身
而出，同侵略者展开了机智英勇的战斗，尤其是
在毛泽东提出的“挤敌人”的方针指引下，以雷石
柱等人为代表的乡民自发组织起民兵队伍，在武
工队武得民等人的具体指导下，积极而又有效地
开展了一系列对敌斗争。

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实际环境中，想尽
一切办法挤压日寇和伪军的“空间”，无疑是一个

实事求是、“功效”巨大、见微知著的有效的方法
策略。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团结人民、
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是我党延续至今的一个优
良传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说：“战
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
无疑是一个震古烁今的伟大创见。《吕梁英雄传》
这部长篇小说的根本出发点，一是真实、深刻、全
面地记录和反映吕梁地区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
二是运用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宣传我们党在抗
日战争中采取的斗争方式的有效，以及所取得的
丰硕成果。

小说中的雷石柱，是一个普通而又老实的青
年农民，他身上流淌的，是中国农民血液中的朴
素的忠义与正直。起初，在日寇扫荡与屠杀之中，
他原本病殃殃的，可在武工队武得民的开导与教
育下振作起来精神抖擞，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
向，在本村组织孟二愣、李有红、周丑孩、张勤孝
等人，形成了一支有效的对敌力量。他们既要面
对武器装备精良且凶残的日本军队和伪军，还要
与以“桦林霸”等为代表的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
对的斗争。

雷石柱这个人物身上，有着诸多的闪光点。
当他好吃懒做的老丈人吴为才为了得到日伪军
的赏赐，铤而走险去到康家寨，骗自己的闺女回
来卖掉换大烟钱的计划失败，再趁机下毒，被李
有红等人骗出汉家山。抓到康家寨的时候，面对
这个差点要了自己命的老丈人和抗日的“绊脚
石”，雷石柱并没有采取有仇必报的惯常方式，而
是释放了吴为才，尽可能地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同时也由此唤醒和教育了更多的像吴为才这样
的“汉奸走狗”。这一种觉悟是在党的教育和引导
下，使雷石柱对做好抗日斗争有了一个更全面和
长远的认识，并且能够很好地独立开展党的组织
和宣传工作。在针对“桦林霸”的斗争中，雷石柱
等人采取的方式也是怀柔的。但“桦林霸”与其小
妾，多次采用蒙骗、给好处，甚至“美人计”的方
式，从个别斗争意识不强的民兵口中套取情报，
作为投靠日本人和伪军的筹码。如此一系列的对
敌斗争和人民内部斗争交织在康家寨，也使得康
家寨的抗日形势更加复杂。

在任何历史时期，尤其是中华民族危亡之
际，总是有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去勇
敢献身，用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救国救民的理想，
投入到伟大的斗争当中。与此同时，也会有一些
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卖身投靠，成为敌人的帮

凶。这在《吕梁英雄传》这部长篇小说当中，也有
极其明确而深刻的呈现。康家寨的“桦林霸”及其
一干利益纠结者，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吕梁英雄传》所书写的，是一个具有复杂性
的抗日斗争环境。这也是当时抗日斗争的真实写
照。这样的一种文学手法，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极
其难能可贵的。马烽和西戎没有采取“一面倒”的
叙事方式，而是充分而又艺术地将斗争的复杂
性，尤其是人心的复杂性揉入其中，使得这部小
说丰富而立体，给人以切实的鼓舞和教育。民兵
康有富原是“桦林霸”的长工，在“桦林霸”的威逼
利诱下，无奈说出了“康家寨”与周边村落民兵之
间的联络暗号。这个康有富的人物形象，可信性
很强，同时也反映了在农民抗日武装群体当中人
员组成的多样性。

以雷石柱、孟二愣和武工队武得民等人为代
表的抗日军民，在日趋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之
下，自觉团结起来，根据上级指示，在缺少枪支弹
药的情况下，自力更生，主动寻找敌人空隙进行
伏击，号召和带领广大民众学习炸药提取和地雷
制作技术，并在实战中不断得到检验和提高，使
得民兵力量不断扩大，战术上也获得提高。与此
同时，运用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有效地做

好了宣传和教育改造工作，团结了更多的抗日力
量，使得吕梁地区的抗日统一阵线得到了巩固和
强大。由此可见，《吕梁英雄传》这部长篇小说，不
仅是一个艺术品，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宣传

“武器”。
我们党的“文武”力量并驾齐驱，形成张弛有

度的“武器”，其强大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威力
和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成为我
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夺取全面胜利的重要“法宝”
之一。1945年，周恩来领队前往重庆谈判，将已经
出版的《吕梁英雄传》上册也带到了“国统区”，各
大书局再版后，在全民当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当时
许多对敌后抗日不了解，甚至有偏见和误解的各
界人士，读到《吕梁英雄传》后，改变了对我们党所
领导的抗日斗争的看法。这就是“文”的力量，更是
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作
用的真实检验和实际效果。

《吕梁英雄传》反映和体现了抗日战争期间中
国乡村民众从麻木到觉醒，从自发到融入抗日大
潮的壮阔历程，运用鲜明的人物形象及其不断进
步，增强对敌斗争经验，思想觉悟和党性意识不断
提高等生动事例，通过全面有机的串联和艺术加
工，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战的历史得
以展现和流传，成为“红色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当
然，除了对雷石柱等人的艺术刻画之外，《吕梁英
雄传》还刻画了刘二则、张忠、吴秀英、孙生旺、辛
在汉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命运和选择尽管不尽
相同，但处在大时代之下，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
子，也都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同胞，是和我们同呼
吸共命运的父老乡亲，其中大多数在党的政策教
育下改过自新，站在了人民一边，站在了时代最正
确的一面。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也体现出我们党
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卓越性。

所有文学艺术作品都离不开作者所在的具
体时代及其熟悉的环境，尤其是作家对于时代的
本质性穿透与理解。《吕梁英雄传》和《新儿女英
雄传》《林海雪原》《红岩》等红色经典作品一样，
都是反映时代剧变的深刻之作，也都是真正地深
入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杰出文学创造。在阅读
《吕梁英雄传》过程中，笔者感受最强烈的，是那
种无所不在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精
神，那些用党的先进理论和政策武装起来的万千
民众，在生死考验面前所呈现出的大无畏的牺牲
精神，这种强大的政治信仰和精神意志在今天依
旧特别能够感染人和鼓舞人。

重温精神与信仰的力量重温精神与信仰的力量
□□杨献平杨献平

1949年11月6日，北京华文学校。客居在
这里的胡风写下了长诗《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篇
《欢乐颂》的第一行：

时间开始了——
这时他心潮澎湃，几个月来所见所闻的一

切，都在他心中燃烧着，一定要设法用文字表达
出来，让世人也能感受到。

1949年初，胡风从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
绕道香港来到了东北解放区。这里的人民热
情奔放，他们生活和建设在解放了的国土上，
艰苦而充满自信。这一切都给了胡风全新的
感受，受到极大的鼓舞。3月，他随中共中央统
战部进北平，途经河北李家庄，见到久违的周
恩来同志，有过亲切的交谈。之后，在给周恩
来的信中兴奋而自信地说：“我走的是满天星
满地花的路”。

到北京后，在与新老朋友们见面言欢的同
时，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筹办工作。7
月1日晚上，在先农坛举行了三万干部庆祝中国
共产党建党28周年的大会，正在北京参加第一
届文代会的代表们全都出席了。会刚开不久，狂
风暴雨来到，雷声与闪电交加，但大家巍然不动，
歌声大作，湿透了的红旗，在风中越发显得鲜
艳。胡风虽然不会唱歌，但此时体验到了生平最
大、最强烈的欢乐，在心中唱起了幸福的颂歌。
此时，毛泽东来到了会场，大会便如沸腾的大海
一样，欢声雷动。

回想起“七一”那晚令人难忘的场面，他接着
这样写道：

好猛烈的狂风暴雨
好甜蜜的狂风暴雨
夹着雷声
飞着电火
倾天复地而来了
被你吹着淋着的
是三万个战斗的生命
是三万个战斗的原子
我们
用歌声迎接你
用欢笑迎接你
用舞蹈迎接你
只有你这响彻天地的大合奏
只有你这浸透发肤的大洗礼
才能够满足这神圣的生日所怀抱的大欢喜
……

掌声爆发了起来
乐声奔涌了出来
灯光放射了开来

礼炮像大交响乐的鼓声
“咚！咚！咚！”地轰响了进来
一瞬间
这会场
化成了一片沸腾的海
一片声浪的海
一片光带的海
一片声浪和光带交错的
欢跃的生命的海

到了这年9月，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参加第一
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住在华文学校。在此
期间，他参与了《共同纲领》的讨论以及政协各法
令草案的讨论，认真地行使着自己的职责。

他的日记里记载的主要日程有：
1949年9月9日：“到勤政殿参加讨论共同

纲领的小组会，由上午十时到下午五时四十分”；
1949年9月21日：“夜七时，人民政协第一次会
议，毛主席致开会辞”；1949年9月29日：“下午
三时，开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等”；
1949年9月30日：“下午三时，开最后一次会议，
选举。闭会前到天安门举行烈士纪念碑奠基
礼。闭会式”；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天
安门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人民
大游行。典礼与阅兵从三时到六时，群众行列从
六时继续到九时一刻”。

在10月1日那一天，胡风亲耳听到了毛泽
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那历史性的宣告：“中国人民

从此站立起来了！”亲眼见到了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和丁玲等作家朋友们
在第一面国旗下的合影，兴奋和幸福洋溢在他们
的脸上。

胡风从青年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
蒙教育，参加了共青团。在“五卅”运动中，他奔
走于南京街头的游行示威队伍中，对工人兄弟
做宣传和鼓动工作，声援上海的工人运动。在
日本留学期间，他进一步受到马列主义文艺理
论和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是中国左联东京支
部的一员，后又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
产党。因从事反战运动被日本警方驱逐回国
后，在鲁迅先生的引领下，致力于辅助青年作家
的社会活动和革命文学实践，为左翼文艺运动
尽心尽力。虽然他的日共党员的身份一直未能
转成中共党员，但他一直按照党的指示从事文
艺活动，自抗战期间起，更是自觉接受周恩来中
共南方局的领导，编辑《七月》和《希望》，使之成
为了坚持抗日坚持民主的一支文艺力量。几十
年一路走来，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新
中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今天，祖国
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坚苦卓绝
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领袖向全世界庄严
地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这是时代的最强音。
于是，他在《欢乐颂》的结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你微微俯着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面
……
你沉着的声音像一响惊雷——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
来了！”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从此站立起来了！”
“站立起来了！”

在创作的大部分时间内，他都处于一种燃烧
不已的精神状态里面，耳边总好像有宏大的交响
乐在奏着，和音乐家作曲时无异。因此，在完成
后，他以“乐篇”来命名他的这几章长诗。

整个长诗共分五个乐篇。
第一乐篇《欢乐颂》是整个长诗中最著名、影

响最大的一篇。11月6日开始写，11月12日校
改完成，11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第二乐
篇《光荣赞》是献给他曾接触过的几位平凡而又
伟大的劳动妇女，包括劳苦了一生的他的母亲。
他深情地讴歌了她们，向她们致敬。原定的第三

乐篇当时未能完成，直到他晚年，才将上世纪50
年代所写的几首短诗补入，题名为《青春曲》；在
第四乐篇《安魂曲》（后改名为《英雄谱》）中，他由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怀念起曾和自己一起
战斗过并给自己以力量的师友们——杨超、扶国
权、宛希俨、丘东平、小林多喜二和鲁迅先生，正
是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竖立了一座座纪念碑；第
五乐篇《第二个欢乐颂》（后改名为《胜利颂》），则
充分反映了开国大典时的欢乐气氛。

诗人当时写作的精神状态，他后来曾不止一
次地提到，而从那些日子里写给妻子梅志的家书
中我们能更直接感受到：

11月14日：“大前天晚上，我写了一首四
百多行的诗。写着它，我的心像海涛一样汹
涌。多么幸福的时间！要尽可能早点给你看
到。两个月来，我差不多每时每刻都活在一股
雄大的欢乐的音乐里面”；11月16日：“第四章
也恐怕不容易，写十月一日的大会，要写出别人
感不到的神圣而美丽的东西。我亲爱的M，我
希望有力气写完它，向这时代献出我的一瓣心
香。亲爱的，给我力量，给我力量！每天，我的
心总有些时候像怒海一样沸腾。烧得好幸福又
好难受呵”。

11月20日，诗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他
在信中写道：“这第一章今天刊出，寄上。自己
看过，下午有朋友来，谈过，此刻，一股雄大的
热情使我激动得发抖，连字都写不好了。亲爱
的，好冷呵！你看看，把读过的感觉告诉我。这
是我生平第一次最激情的作品，差不多是用整
个生命烧着写它的。还要写下去，这几天就成
天在感情底纠结里面。好幸福又好难受呵。”
几天后的11月26日：“《欢乐颂》……，就几个
消息看，激动了读者。我们精神上的朋友们，
感动得很，感到了幸福。这里面包含着雄大的
丰富的旋律……，里面蕴涵着多少宝贵的东西
呵！第二乐章是歌颂人民（祖国）的，是另一
种。如第一是大海，第二就是长江。这里面有
悲苦的东西，有悲切的东西，有甜美的东西，有
雄壮的东西。”

在1950年1月1日的新年祝福中，他更为
详细地诉说着自己创作时的情景：“全部由五个
乐篇（交响乐）组成：（一）欢乐颂，（二）光荣赞，
（三）青春颂（四）安魂曲（五）欢乐颂。昨天写完
的是《安魂曲》。想在半个月以内写好。《青春
颂》，我想在路上写，或者回上海后写。现在还
只有一股音流藏在心里，我不知道会现出来一
些什么具体的东西，但已经有了一个头，也就是
说，我打开了那一组音流底源头。它是一片美
丽而欢笑的原野，一个高耸起来的快活迷人的
光柱，立在正中，使读者受得住前面和后面雄大

的东西。……两个月以来，非不得已不出去，也
不希望有人来，除了极少数的几个。除了大约半
个月中间，咳嗽和情绪不动以外，差不多总是在
激动中，有时候气都喘不过来，只好想法逃出去
（一个人是无法休息的）。这个劳动情热，使我痛
苦，但却更是使我幸福的。……两个月以来，我
有时睡得很少，有时吃得不多，但除了有时感到
疲劳以外，精神一直是好的，我好像和整个世界
整个未来活在一起，我心里好的美的神圣的东西
几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我觉得自己更纯洁更年
青了。”

从1949年11月6日起至1950年1月13日
止，短短两个多月，胡风完成了除《青春曲》外的
四个乐篇，将近四千行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
是他在诗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该诗真正喊出了人
民的心声，一经发表，就得到极大反响。这之后，
在很多的会议场合中，都有人朗诵《欢乐颂》，也
曾译成俄文在苏联杂志《十月》和《星》上刊出，介
绍给广大的苏联人民。

上世纪90年代，绿原先生曾在《〈胡风诗全
编〉编余对谈录》中这样提到：“不妨从全国范围
回顾一下，当时歌颂人民共和国的诗篇实在不
少，但从眼界的高度、内涵的深度、感情的浓度、
表现的力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衡量，能同《时间开
始了》相当的作品又未必是很多的。”

由于种种原因，《时间开始了》的各乐篇，只
在50年代初分别出版了单行本，并未能完整结
集出版。1979年之后，经过数次修订原稿，由中
国文联出版公司编成《胡风的诗——〈时间开始
了〉和〈狱中诗草〉》一书，于1987年3月出版。
但此时作者已辞世近两年，终未能在有生之年看
到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全诗出版。

““我用整个生命烧着写它我用整个生命烧着写它””
□□晓晓 风风

胡胡 风风

马马 烽烽 西西 戎戎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