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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艳阳天》(共3册)是一部取材于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作品。
它以宏大的规模、细致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形态，展示了那个时代中国
农民的精神面貌。
既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一个珍贵的标本，又使我们从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作品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它特殊的结构和人物群像的塑造。
小说采用的是纵横交错的结构方式。
就故事的基本线索而言，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东山坞农业合作社麦收时节十余天时间里发生的故
事：麦收前，萧长春回村和马之悦、弯弯绕等人斗争，否定土地分红，制定出分配方案→准备麦收，
马之悦等人不甘心失败，萧长春调整领导班子，斗争日趋尖锐→麦收开始，阶级敌人蓄意破坏，杀人
、抢仓、拉牲口，萧长春领导贫下中农继续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但在叙述过程中，作家自觉向横的方向扩展，描写同一时间里不同人物在不同地点的活动。
小说第一卷的第2章至第32章，近30万字，写的只是从萧长春回东山坞那天夜里到第二天晚上约24小时
里发生的事情：就在萧长春忙于了解情况、召开干部会、去乡里请示王书记的同时，马立本受马之悦
指使四处活动，弯弯绕等人叫喊饿死人了、去会场闹事、倒卖粮食，焦淑红等青年人在河边种果树，
焦二菊、焦振茂等社员去看麦子，五婶和马老四、哑巴等人一心一意看管社里的菜园、牲口、羊群，
等等。
小说第二、第三卷也采用同样的写法，第106至110章叙述的故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这种纵横交错的结构极大地扩大了小说的容量，使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现。
许多人物出场的时候，作者还对他们的出身、经历作详细交代，这样就使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富。
在展示农村社会生活画面的同时，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个个呼之欲出
。
同样是坚持原则、党性强的领导干部，萧长春智慧、有谋略，韩百仲直率、固执；同样是利欲熏心的
投机家，马之悦阴险、奸诈、世故，马立本自高自大、不切实际而又胆怯；同是自私自利的中农，弯
弯绕圆滑、精明，马大炮头脑简单，莽撞；同样是安份守己的中农，焦振茂又认真又古板，事事按政
策条文办，而韩百安又胆小又懦弱。
即使是落后分子孙桂英，也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她虚荣、聪明，而又带着一点天真和无赖气。
因为名声不好，她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而一旦大家看重她，她比谁都积极，处处逞英雄。
小说主要是通过人物不同的思想观念、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来塑造其性格，同时对人物语言的描写也
生动而富于个性化。
弯弯绕放鸡吃社里的麦子受到批评，大伙儿问他为什么骂农业社，他无言以对，便一跺脚：“只当我
放屁了。
”一句话就表现出了他的无赖与狡猾。
孙桂英在识破马凤兰的险恶用心之后赶马凤兰出门，说：“闲话少说，你就快走吧！
我生气，气死了。
你一辈子也别理我！
咱们是云南的老虎，蒙古的骆驼，谁也不认识谁！
”这种语言体现出了她的泼辣与机敏。
下大雨的时候老烈属王老头也来帮助抢麦子，社员劝阻他，他说：“添个蛤蟆还四两力哪，二爷我咋
也比一个蛤蟆强啊！
”一句话道出了老人的固执、热心与风趣。
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小说还揭示了中国农民的传统心理特征与价值观念。
萧老大因为儿子萧长春挨了马连福的骂，就给马连福的父亲马老四脸色看，虽然马老四早就与儿子分
家而另过。
这体现的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子不教，父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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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忠来他家吃饭，因为拿不出好饭菜来招待，他便觉得没有脸见人。
这体现的是农民式的自尊与热情。
中农户马连升生活富裕，目空一切，但想起自己膝下无子，又闷闷不乐。
这实际是传统的伦理观念在起作用。
由于作家熟悉农村、熟悉农民，对农村生活作了真实生动的描绘，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阶级的农民形象
，因此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艳阳天（全三册）>>

作者简介

浩然（1932—）原名梁金广，曾用笔名白雪、盘山。
祖籍河北省宝坻县，1932年3月25日生于开滦赵各庄煤矿一个贫苦工人家庭。
幼年丧父，八九岁时随母亲适居河北省蓟县王吉素村舅父家，生活在贫困中。
13岁前念过3年小学、半年私塾，受到了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小说的熏陶。
14岁即参加革命活动，当儿童团长。
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只有16岁。
1949年调区委做青年团工作，并开始自学文化，练习写作小戏、诗歌和新闻报导。
1953年调通县地委党校当教育干事，后参加贯彻农村统购统销政策和农村合作化运动。
近8年的基层干部工作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
1954年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
1956年9月调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同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
》。
此后发表了一系列表现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
1959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
1962年底开始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
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同年10月调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从事专业创作。
1970年底开始创作另一部多卷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1973年参加了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1974年为适应政治需要写了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创作上走了
弯路。
197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1986年冬天为了深入农村生活，曾到河北省燕山脚下一个小镇任副镇长。
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苍生》深刻地反应了新时期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
“写农民，给农民写”是他的创作宗旨。
 《艳阳天》，196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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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
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
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和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
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
为了较完整的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
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从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
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
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
勘。
这是一部取材于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作品。
它以宏大的规模、细致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形态，展示了那个时代中国
农民的精神面貌。
既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一个珍贵的标本，又使我们从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作品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它特殊的结构和人物群像的塑造。
小说采用的是纵横交错的结构方式。
就故事的基本线索而言，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东山坞农业合作社麦收时节十余天时间里发生的故
事：麦收前，萧长春回村和马之悦、弯弯绕等人斗争，否定土地分红，制定出分配方案→准备麦收，
马之悦等人不甘心失败，萧长春调整领导班子，斗争日趋尖锐→麦收开始，阶级敌人蓄意破坏，杀人
、抢仓、拉牲口，萧长春领导贫下中农继续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但在叙述过程中，作家自觉向横的方向扩展，描写同一时间里不同人物在不同地点的活动。
小说第一卷的第2章至第32章，近30万字，写的只是从萧长春回东山坞那天夜里到第二天晚上约24小时
里发生的事情：就在萧长春忙于了解情况、召开干部会、去乡里请示王书记的同时，马立本受马之悦
指使四处活动，弯弯绕等人叫喊饿死人了、去会场闹事、倒卖粮食，焦淑红等青年人在河边种果树，
焦二菊、焦振茂等社员去看麦子，五婶和马老四、哑巴等人一心一意看管社里的菜园、牲口、羊群，
等等。
小说第二、第三卷也采用同样的写法，第106至110章叙述的故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这种纵横交错的结构极大地扩大了小说的容量，使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现。
许多人物出场的时候，作者还对他们的出身、经历作详细交代，这样就使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富。
在展示农村社会生活画面的同时，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个个呼之欲出
。
同样是坚持原则、党性强的领导干部，萧长春智慧、有谋略，韩百仲直率、固执；同样是利欲熏心的
投机家，马之悦阴险、奸诈、世故，马立本自高自大、不切实际而又胆怯；同是自私自利的中农，弯
弯绕圆滑、精明，马大炮头脑简单，莽撞；同样是安份守己的中农，焦振茂又认真又古板，事事按政
策条文办，而韩百安又胆小又懦弱。
即使是落后分子孙桂英，也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她虚荣、聪明，而又带着一点天真和无赖气。
因为名声不好，她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而一旦大家看重她，她比谁都积极，处处逞英雄。
小说主要是通过人物不同的思想观念、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来塑造其性格，同时对人物语言的描写也
生动而富于个性化。
弯弯绕放鸡吃社里的麦子受到批评，大伙儿问他为什么骂农业社，他无言以对，便一跺脚：“只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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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屁了。
”一句话就表现出了他的无赖与狡猾。
孙桂英在识破马凤兰的险恶用心之后赶马凤兰出门，说：“闲话少说，你就快走吧！
我生气，气死了。
你一辈子也别理我！
咱们是云南的老虎，蒙古的骆驼，谁也不认识谁！
”这种语言体现出了她的泼辣与机敏。
下大雨的时候老烈属王老头也来帮助抢麦子，社员劝阻他，他说：“添个蛤蟆还四两力哪，二爷我咋
也比一个蛤蟆强啊！
”一句话道出了老人的固执、热心与风趣。
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小说还揭示了中国农民的传统心理特征与价值观念。
萧老大因为儿子萧长春挨了马连福的骂，就给马连福的父亲马老四脸色看，虽然马老四早就与儿子分
家而另过。
这体现的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子不教，父之过。
王世忠来他家吃饭，因为拿不出好饭菜来招待，他便觉得没有脸见人。
这体现的是农民式的自尊与热情。
中农户马连升生活富裕，目空一切，但想起自己膝下无子，又闷闷不乐。
这实际是传统的伦理观念在起作用。
由于作家熟悉农村、熟悉农民，对农村生活作了真实生动的描绘，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阶级的农民形象
，因此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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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艳阳天》(共3册)：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
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
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和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
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
为了较完整的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
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从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
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
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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