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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说《中国当代名家长篇代表作：乌泥湖年谱》的故事发生在长江水利规划设计院的乌泥湖宿舍
，这里的十幢小红楼里居住着一群或从海外学成归来、或出自国内名牌学府的水利专家，他们都是在
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感召下，为着举世罕见的三峡工程而来。
他们一个个才高八斗、神采飞扬、温文尔雅、自命不凡，期待着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大显身手、建功立
业。
然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后的十年中，他们的性格一点点地消损，他们的豪情一点点地泯灭，
他们的良知被逼到灵魂的死角，他们的傲气被扫荡殆尽。
不仅他们向往为之献身的三峡工程遥遥无期，他们自己也早已风华不再、心绪黯然。
到了&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的1966年，他们更是如同惊弓之乌，心惊胆战、无所依傍，只有听凭
极左政治的狂风暴雨任意摧残。
　　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对于许多读者并不陌生，例如，苏非聪因为偶然的原因被划为&ldquo;右
派&rdquo;，他清高而又脆弱的个性使他无法忍受这不白之冤、飞来横祸，他断然辞职，举家返口农村
，娇柔的太太、弱小的女儿和他一起变成了地道的农民。
林嘉禾善良正直、教子有方，但他的&ldquo;右派&rdquo;问题使他的儿子林问天不被信任，大学毕业
后只能在锅炉房劳动，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更令他雪上加霜、百日莫辩。
这个诚实单纯的优秀青年最终被逼得铤而走险，身陷囹圄。
党员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皇甫白沙，也未能逃脱&ldquo;右派&rdquo;的命运。
他的儿子皇甫浩同样因父亲的&ldquo;问题&rdquo;不被大学录取，只得到偏僻山区插队。
他在劳动中被牛踢伤，因救治不当而死。
皇甫白沙曾经对自己的前途做了最坏的预料，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承担任何不幸。
当儿子的死讯传来，他痛不欲生，悲愤地想，我是杀死儿子的凶手，当年我为什么要为了自己的良心
而主持正义呢？
我没有失去良心，却断送了自己的儿子！
小说的主要人物丁子恒，一向小心翼翼、谨慎少言，又蒙命运垂青，侥幸通过了一场场劫难，保全了
家小，保全了自己。
然而在小说结尾的1966年，当他看着绝望的吴松杰从烟囱上跳下，他感觉自己也己经死去。
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活着与死去有什么两样？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乌泥湖年谱>>

作者简介

　　方方，本名汪芳。
1955年生于南京。
曾当过四年装卸工人。
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开始发表小说及诗歌。
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省电视台，曾做过电视剧编剧、电视专题片撰稿人。
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
1987年其中篇小说《风景》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因此而成为中国&ldquo;新写实&rdquo;派的代表
作家之一。
《风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其它代表作如《祖父在父亲心中》、《白雾》、《桃花灿烂》、《落日》、《埋伏》等中篇小说，亦
拥有大量的读者。
多部小说被译为英、法、日等文字在国外出版。
迄今已出版小说、散文集30多部，主要著作有五卷本《方方文集》等。
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今日名流》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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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一年三毛四岁，嘟嘟两岁。
用丁子恒的话说，他们是跟在雯颖屁股后面的两只小肥狗。
大毛已读到五年级，二毛正读着三年级。
雯颖把他们转到了附近的二七小学。
　　初去转学，雯颖和大毛二毛都不明白这所学校为何叫&ldquo;二七&rdquo;。
办手续时，经校长解释，方知道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就是在这一带举行的，烈士林祥谦亦在附近英勇就
义，二七纪念碑耸立在学校的一侧。
为纪念二月七日，便将学校起名为&ldquo;二七&rdquo;。
雯颖听罢，肃然起敬。
　　大毛和二毛在南京时就是好学生，教导主任一见学生手册上密密的红五分，便眉开眼笑。
安排了班级，雯颖领着大毛二毛一起参观了学校。
学校颇大，校舍亦颇多。
令雯颖惊异的是校园内竟有三处果园。
果园里种着石榴树桃树梨树以及橘子树等，桃树正开着花，红红的，格外明媚。
而令大毛二毛亢奋的却是隐于树林之中的一座碉堡。
两人立即设法爬上了碉堡，模仿着电影里的人，以手代枪，&ldquo;哒哒哒&rdquo;地射击起来。
　　学校的一切都令雯颖满意。
一星期后，大毛和二毛便都正式地上学去了。
　　雯颖操持家务并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在南京时，一切均有保姆陈妈相帮，所以，雯颖不太会织毛衣，不太会洗衣服，菜也做得不太好。
雯颖跟刚认识的邻居苏太太魏婉娴说，幸亏丁子恒自己也是一个马虎汉，在外业队待的时间也长，粗
日子过惯了，也就从不挑剔她。
否则，要是像你家苏工这样吃穿考究，过日子精细，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对付才好。
　　魏婉娴便笑嘻嘻地告诉她：&ldquo;这你就错了。
他会在经营他自己的吃穿时，把家里的所有都经营起来。
&rdquo;　　雯颖一时没有领会她的意思。
雯颖不会操持家务，但颇能结识邻里。
她一下子就认识了好些人，当然，也有一些原先在南京时就面熟。
于是她便有了些朋友，像乙字楼上左舍的沈太太张雅娟，甲字楼上右舍的吉太太马茹琴，戊字楼上左
舍的洪太太董玉沽，等等，一说话起来都带着南京腔，再聊起来，方记起以前在下游局家属会上早都
见过，也就自然而然地熟了。
有了熟人，许多原先令人发愁的事就变得好办了起来。
吉太太马茹琴告诉她，只要交两毛钱，煤店的吴师傅可以送煤到楼上。
沈太太张雅娟为雯颖介绍认识了篱笆墙外茅屋里的郗婆婆，从郗婆婆那里不光能买到特别新鲜的蔬菜
和鱼，并且还可托她帮忙找洗衣妇。
　　郗婆婆为乌泥湖很多人家介绍过洗衣妇，当雯颖找她介绍时，她自然也一口应承了，当天便从蒲
家桑园村领了一个女人来到丁字楼。
郗婆婆说：&ldquo;这是驼背他老婆。
家里虽是地主，但大手大脚，做事蛮麻利的。
&rdquo;　　雯颖忙说：&ldquo;行，行。
一个月给多少钱？
&rdquo;　　郗婆婆说：&ldquo;她家里穷得叮叮当当，要钱补贴。
你们城里人钱多，就大方一点，一个月给两块吧。
&rdquo;雯颖原打算出四块的，见郗婆婆只要两块钱，就忙答应着说：&ldquo;好的，好的。
如果多洗了几床被子，我还可以加到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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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郗婆婆脸上立即就多了一些温情，她望着雯颖笑了笑，脸上的皱纹拉扯开来，一直漫到脑
后。
郗婆婆说：&ldquo;你是个好心人呀，你是个好心人。
&rdquo;雯颖便笑笑，说：&ldquo;谢谢您老夸奖。
您老今年高寿？
&rdquo;郗婆婆又笑了笑，说：&ldquo;不高不高，明年满五十了。
&rdquo;雯颖吓了一跳，她心里想着郗婆婆起码也近七十，没料到她连五十都没满。
郗婆婆说：&ldquo;苦人呀，一年得做两年的事，一年就得抵两年活，哪能不老？
&rdquo;　　雯颖便连连叹息着，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郗婆婆说：&ldquo;看你们院子里的女人，一个个走出来水灵灵的，都像二十几岁，上前一问，个个都
过了三十。
甲字楼上的金妈妈&mdash;&mdash;她家的衣服是我洗的&mdash;&mdash;看上去跟我大丫头差不多，那
天我送衣服，跟她摆起，你说她多大？
跟我同年，还比我大三个月。
啧啧，真不晓得她是怎么养的。
&rdquo;　　雯颖说：&ldquo;真的？
金妈妈跟你同年呀？
我以为她顶多也就跟我差不多哩。
&rdquo;　　雯颖是见过这个金妈妈的。
她说着一口北京话，高挑儿身材，皮肤很白，走起路来，风摆杨柳般，有一种特别的妩媚。
雯颖第一次见她，是在总院医院门口。
雯颖去开点常用药，以备万一。
金妈妈正挂号，她穿着一件平绒旗袍，旗袍外另套了海蓝色呢大衣。
脚下的皮鞋小巧精致，一看就知道不是大路货。
她的衣着引起雯颖的注意。
雯颖想，这是什么人，怎么还这么老式打扮？
再一次见她便是在乌泥湖的小路上，雯颖始知原来她就住甲字楼上，是总工办副老总金显成的太太，
姓叶，满人。
倘在清朝，就是个格格。
雯颖想，这可是养也养不出来的富贵气呀。
雯颖没跟郗婆婆说这些，只是心里叹道，简直没法比呀，劳动人民好辛苦。
　　一个家被雯颖在一个星期内就治理顺了。
雯颖在带三毛和嘟嘟去野地里散步时，还扯回来一把野花插在嘟嘟废弃的奶瓶里。
野花虽不像玫瑰牡丹之类能开放得很华丽，但野花也有野花的神气。
小小的缤纷的花朵很有精神地从瓶子里向外伸展，给亮亮堂堂的屋里注上一股清新。
丁子恒回家一看，眼睛就发亮了，四肢很是舒适地往床上一躺，心说有雯颖的家是多么的好啊。
　　三　　苏非聪比丁子恒早到一星期。
当丁子恒拖儿带女地走上楼来时，苏非聪已经把家庭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甚至连周边情况也一
一摸了个清楚。
比方银行和菜市场都在头道街，米店在连城街，邮局在二七纪念碑对面，小学则在纪念碑的右侧。
而中学，在古德寺旁边，校舍很是气派，就叫古德寺中学。
苏非聪说在头道街还看到一座小小的天主教堂，与它遥遥相望处，是一座清真寺。
寺外的围墙下，一些身着黑棉袄，头戴白布帽的男人笼着手坐在墙根下晒太阳。
　　苏非聪在丁子恒搬来的当晚跟丁子恒讲述这些时，丁子恒一边听一边用笔勾画着草图，然后问了
句很可笑的话。
丁子恒说：&ldquo;你比我住得远，怎么会早到了呢？
&rdquo;　　苏非聪怔了怔，也用一种很可笑的方式回答说：&ldquo;我家比你家少一口人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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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船轻一点，走得要快些。
&rdquo;这一问一答，令站在一边的两个女人雯颖和魏婉娴笑弯了腰。
　　苏非聪的父亲是个哲学家，苏非聪便常常好说些虚无缥缈的话，以示未忘其本。
但在丁子恒眼里，苏非聪这人特别能干。
住单人宿舍时，苏非聪房间里总能保持得干净整洁，而丁子恒房间里却从来都是乱七八糟。
苏非聪洗的衣服连女同志都说的确不错，而丁子恒因洗衣服听到的最好一句话也只是&ldquo;不敢恭
维&rdquo;。
丁子恒还知道苏非聪很会炒菜，年节偶尔聚会时，他用一只小小的煤油炉，就能弄出好几个有模有样
的苏州菜，每次都能把一群从南京下游局调来总院的单身汉们吃得眼睛发直。
　　丁子恒对他的这些本事总感到莫名其妙。
说你也算是苏家的少爷，怎么十八般武艺样样会呢？
　　苏非聪似笑非笑道：&ldquo;你在家是丁太太伺候，我在家是伺候苏太太。
你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rdquo;　　丁子恒说：&ldquo;我还是不明白。
&rdquo;　　苏非聪便有些无奈地说：&ldquo;她那个小姐的派头比我这个少爷的派头要大，明白了不
？
&rdquo;　　丁子恒依然不懂。
苏非聪急了，说：&ldquo;你这人真木呀。
我就靠这才把她追到手的。
&rdquo;　　丁子恒方才恍然。
恍然过后又生疑惑，心说自己追雯颖不也就是唱了几支歌吗？
难道苏太太家要女婿会洗衣做饭才行？
　　事隔许久，两人一次中秋节无事闲聊，丁子恒才知道，苏太太魏婉娴乃是大家小姐，幼时随做官
的父亲迁至北京。
魏婉娴生得明眸皓齿，活泼可爱，弹得一手好钢琴，歌亦唱得如莺啼燕啭。
苏非聪与其兄魏以是同学，常出入于魏家。
对魏家这位小姐仰慕得几近发痴，但魏小姐却爱上了一个诗人。
诗人虽然穷困潦倒，却能每天热情洋溢地给魏婉娴写情诗。
魏婉娴每逢收到情诗便兴奋得两腮发红，急急忙忙地换上衣裙去与诗人约会，对有事没事常来家里的
苏非聪总是爱理不理。
魏家虽对诗人反感万分，可对苏非聪亦无兴趣。
魏老先生认为诗人固然不行，可苏先生神采飞扬，有聪明过人之气，多半难为世间所容。
既不易为世间所容，女儿嫁与他必不幸福。
苏非聪得知这一评价，进出魏家时便拼命收敛自家才华，尽可能露些俗相。
魏以见苏非聪爱得有些悲壮，便有意成全这事，私下里替苏非聪出主意说光这还不行，最好能在关键
时候露一两手，显示出妹妹嫁给你之后必定很享福，如此方能大功告成。
苏非聪经此点拨后，便在家中跟女佣学艺。
先学会了洗熨衣服，而后又学会了几样苏州菜，也是老天要帮他，有一天魏家请客，客从东瀛来，老
家却是苏州。
离家许久，极想吃家乡菜，偏偏魏家会做苏州菜的厨子回家去了。
苏非聪那天恰来找魏以，魏以见之大喜，忙对苏非聪说机不可失也。
于是苏非聪以他全部的才能做出了三道苏州菜。
客人吃后大喜，魏老先生亦大喜，想起厨子并不在家，便问这菜是谁做的，竟是比厨子做得更好吃哩
。
魏以这才把苏非聪亮了出来。
魏老先生闻之大惊，打量了半天苏非聪，方说：&ldquo;看你脸上锐气逼人，内里竟有谦恭气色？
&rdquo;魏以便作一副嘲弄脸色说：&ldquo;他呀，不光喜欢下厨做菜，还喜欢自己洗衣熨衣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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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做了他的太太就活该享福了。
&rdquo;魏老先生当即便长长地&ldquo;哦-一&rdquo;了一声。
从此以后，便有心要把女儿嫁给苏非聪。
那魏小姐跟诗人往来一阵子，也没了新鲜感。
一则诗人总有些与常人相悖之处，比方蓄长发穿破衣不洗澡之类，都让魏小姐不习惯。
二则情诗也读得腻了，好看的词句也有限，颠来倒去就那么些东西。
于是约会的兴趣便大大减少。
倒是常来家中小坐的苏非聪不时说些笑话以及陪她看几场电影，令她十分开心。
这么开心来开心去，心里也有了些意思。
一天看完电影回来，走在路边的树阴下，苏非聪心怀鬼胎地搂抱了魏小姐。
魏小姐并未反抗，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他的搂抱，甚至大胆地献了吻。
苏非聪方晓得他已经把诗人打得一败涂地了。
　　丁子恒在听苏非聪说他这段故事时，哈哈大笑，笑完便叹息自己同雯颖的经历未免简单。
苏非聪说：&ldquo;朋友，你就别叹息啦。
我这浪漫过后是后患无穷。
只要我回家，一定是我下厨做菜，太太的裙子和我的衬衣，也得我亲手来熨。
太太说&lsquo;这可是你亲自跟我爸爸保证的哦&rsquo;。
我真是悔之不及呀。
&rdquo;说完自己也跟着丁子恒哈哈大笑了一通。
　　苏非聪和魏婉娴有三个孩子，都是女儿。
老大静雅与大毛同班，正读五年级，老二静宜则比二毛高一级，上四年级，老三静沁已经满了五岁。
丁子恒搬来的第一天，因为船是下午靠岸，所以一家人坐着三轮车拉着行李抵达乌泥湖时，天已黄昏
。
雯颖要搭炉子烧饭已不可能。
虽然丁子恒再三表示已经准备好了晚餐的面包，但苏非聪仍然力邀丁子恒一家人同他家一起随便进一
顿晚餐。
饭还没煮好，小孩子们便已经都打得火热了，仿佛早已是多年的老朋友。
　　苏非聪挽起衣袖下厨做菜，魏婉娴便坐在屋里陪丁子恒和雯颖喝茶闲聊。
魏婉娴穿着一件玫瑰红色的开襟毛衣，白色的衬衣领子翻在毛衣外面。
长头发被盘成发髻，高高地堆在头顶。
魏婉娴眼睛和眉毛都显得细长，皮肤很白。
说话时，两只手喜欢在胸前比划，十指纤纤的，动作十分优雅。
当下雯颖便忍不住赞道：&ldquo;苏太太，你好美呀。
&rdquo;　　魏婉娴眉毛高高地一扬，说：&ldquo;是吗？
可我正想这么说你呢。
&rdquo;　　夜里苏非聪躺在床上跟魏婉娴闲聊，说想不到丁工的太太竟是如此美人。
魏婉娴便说喂喂喂，你眼睛又不老实了？
　　苏非聪笑说：&ldquo;我说她美，可并没有否定你也美呀！
你吃的哪门子醋。
&rdquo;　　魏婉娴说：&ldquo;我可比不上人家。
&rdquo;　　苏非聪说：&ldquo;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哟。
叫我说呀，你们两人是不同的类型。
丁太太属于素朴而天然的美丽，而你则是华丽而精致的美丽。
&rdquo;　　魏婉娴忙说：&ldquo;那你喜欢哪一种美丽呢？
&rdquo;　　苏非聪心中暗笑；觉得女人是世上最适于拿来开心的一类。
嘴上却一本正经说：&ldquo;像我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当然比较喜欢后一类的了，要不费那么大的力
气追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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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辛辛苦苦给你烧菜。
丁工可是一辈子不下厨房的。
&rdquo;　　魏婉娴于是就高兴了起来，说：&ldquo;明天早上我起来给你煮牛奶。
&rdquo;　　说是这么说，次日一早仍然是苏非聪自己起来给自己煮牛奶。
非但如此，还为上学的静雅和静宜准备下了早餐。
　　魏婉娴同雯颖成为很知心的朋友，起因却不是初次见面的那顿晚餐，而是乙字楼下左舍的刘妈妈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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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多数看过冯巩主演的、根据方方小说改编的电影《埋伏》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故事有意
思，不像女性作家写的。
的确，方方从来都不是女性私语的代言人。
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承接了她贯有的风格，描写了1957年至1966年期间中国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的惨痛历程，关注人的命运。
　　此商品有两种印刷封面，随机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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