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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小说从“七七事变”展开故事，表现了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在滹沱河两岸组织人民武装、
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曲折历程，反映了冀中劳动人民的觉醒进步和澎湃高涨的战斗热情。
作品用饱含诗意的笔触。
塑造了许多人物，特别是在抗日风暴中飞跃成长的农村妇女和人民战士。
作品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文笔行云流水，明丽天然，别具风格。
　　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翼中平原大旱。
五月，滹沱河底晒干了，热风卷着黄沙，吹干河滩上蔓延生长的红色的水柳。
三稜草和别的杂色的小花，在夜间开放，白天就枯焦。
农民们说：不要看眼下这么旱，定然是个水涝之年。
可是一直到六月初，还没落下透雨，从北平、保定一带回家歇伏的买卖人，把日本侵略华北的消息带
到乡村⋯⋯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云初记>>

作者简介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
河北安平人。
曾任教于冀中抗战学院和华北联大，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当编辑。
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
1949年起主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公副主席等职。
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散
文集《晚华集》《秀露集》等。
　　《风云初记》，1951年至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分
集出版，1963年4月作家出版社（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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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翼中平原大旱。
五月，滹沱河底晒干了，热风卷着黄沙，吹干河滩上蔓延生长的红色的水柳。
三稜草和别的杂色的小花，在夜间开放，白天就枯焦。
农民们说：不要看眼下这么旱，定然是个水涝之年。
可是一直到六月初，还没落下透雨，从北平、保定一带回家歇伏的买卖人，把日本侵略华北的消息带
到乡村。
　　河北子午镇的农民，中午躺在村北大堤埝的树荫凉里歇晌。
在堤埝拐角一棵大榆树下面，有两个年轻的妇女，对着怀纺线。
从她们的长相和穿着上看，全好像姐妹俩，小的十六七岁，大的也不过二十七八。
姐姐脸儿有些黄瘦，眉眼带些愁苦；可是，过多的希望，过早的热情，已经在妹妹的神情举动里，充
分的流露出来。
　　她们头顶的树叶纹丝不动，知了叫的焦躁刺耳，沙沙的粘虫屎，掉到地面上来。
　　远处有一辆小轿车，在高的矮的、黄的绿的庄稼中间，红色的托泥和车脚一闪一闪。
两个乌头大骡子，在中午燥热的太阳光里，甩着尾巴跑着。
　　两个妇女侧着身子看，姐姐说：　　“又有人回家了！
”　　“我看是不是俺姐夫？
”妹妹站起身来。
　　“你就不想念咱爹？
”姐姐说。
　　“我谁也想，可是想不回来！
”妹妹提着脚跟，仔细看了一会，赶紧坐下拧起纺车来，嘟念着说：　　“真败兴！
那是大班的车，到保府去接少当家的死着回来了。
咱的人，一个也不回来，今年不知道能回来一个也不？
”　　轿车跑到村边，从她们眼前赶进了寨门。
大把式老常从前辕跳下来，摇着带红缨的长苗鞭，笑着打了个招呼。
少当家的露着一只穿着黑色丝袜子的脚，也从车里探出头来望了她们一眼。
她们低着头。
　　这姐妹两个姓吴，大的叫秋分，小的叫春儿。
大的已经出嫁，婆家是五龙堂。
　　五龙堂是紧靠滹沱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河从西南上滚滚流来，到了这个地方，突然曲敛一下，
转了一个死弯。
五龙堂的居民，在河流转角的地方，打起高堤，钉上桩木，这是滹沱河有名的一段险堤。
　　大水好多次冲平了这小小的村庄：或是卷走它所有的一切，旋成一个深坑；或是一滚黄沙，淤平
村里最高的房顶。
小村庄并没叫大水征服，每逢堤埝出险，一声锣响，全村的男女老少，立时全站到堤埝上来。
他们用一切力量和物料堵塞险口，他们摘下门窗，拆下梁木砖瓦，女人们抬来箱柜桌椅，抱来被褥炕
席。
传说：有一年，一切力量用尽了，一切东西用光了，口子还是堵不住，有五个青年人跳进大流里去，
平身躺下，招呼着人们在他们的身上填压泥土，堵塞住水流。
　　他们救了这一带村庄的生命财产，人民替他们修了一座大庙，就叫五龙堂。
年代久了，就成了村庄的名字。
　　这小村庄站立在平原上，实际是生活在风险的海里。
人民的生活很苦，多少年来，人口和住户增加的很少。
　　每年大水冲了房，不等水撤完，他们就互助着打甓烧砖，刨树拉锯，盖起新房来。
房基打的更坚实、墙垒的更厚，房盖的比冲毁的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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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房没有院墙和陪衬，都是孤伶伶的一座北屋，远处看去，就像一座一座的小塔。
台阶非常高，从院子走到屋里，好像上楼一样。
　　秋分的公爹叫高四海，现在有六十年纪了。
这一带村庄喜好乐器，老头儿从光着屁股就学吹大管，不久成了一把好手。
他吹起大管，十里以外的行人，就能听到，在滹沱河夜晚航行的船夫们，听着他的大管，会忘记旅程
的艰难。
他的大管能夺过一台大戏的观众，能使一棚僧道对坛的音乐，像战败的画眉一样，搭翅低头，不敢吱
声。
　　这老人不只是一个音乐家，还是有名的热情人，村庄活动的组织家。
　　在十年以前，这里曾有一次农民的暴动，暴动从高阳、蠡县开始，各个村庄都打出了红旗，集在
田野里开会。
红旗是第一次在平原上出现，热情又鲜明。
　　高四海和他的十八岁的儿子庆山，十七岁刚过门的儿媳秋分全参加了，因为勇敢，庆山成了一个
领袖。
　　可是只有几天的工夫，暴动很快的失败了。
一个炎热的日子，暴动的农民退到河堤上来，把红旗插在五龙堂的庙顶。
农民作了最后的抵抗，庆山胸部受了伤。
到了夜晚，高四海拜托了一个知己，把他和本村一个叫高翔的中学生装在一只小船的底舱，逃了出去
。
　　在那样兵荒马乱的时候，送庆山出走的只有两个人。
年老的父亲，扳着船舱的小窗户说：　　“走吧！
出去了哪里也是活路！
叫他们等着吧！
”　　用力帮着推开小船，就回去了。
他还要帮着那些农民，那些一起斗争过、现在失败了的同志们，葬埋战死在田野里的难友。
　　另外送行的是十七岁的女孩子秋分，当父亲和庆山说话的时候，她站在远远的堤坡上，从西山上
来的黑云，遮盖住半个天的星星，谁也看不见她。
当小船快要开到河心了，她才跑下去，把怀里的一个小包裹，像投梭一样，扔进了小船的窗口。
躺在船舱里的庆山，摸到了这个小包包，探身在窗口叫了一声。
　　秋分没有说话，她只是傍着小船在河边上走，雨过来了，紧密的铜钱大的雨点，打得河水拍拍的
响。
西北风吹送着小船，一个亮闪，接着一声暴雷。
亮闪照的清清楚楚，她卷起裤脚，把带来的一条破口袋，折成一个三角风帽，披在头上，一直遮到大
腿，跟着小船跑了十里路。
　　风雨锤炼着革命的种子，把它深深埋藏在地下，嘱咐它等待来年春天，风云再起的时候⋯⋯　　
庆山出去，十年没有音讯，死活不知。
和他一块逃出的那个学生，在上海工厂里被捕，去年解到北平来坐狱，才捎来一个口讯，说庆山到江
西去了。
　　高四海只有四亩地，全躺在河滩上，每年闹好了，收点小黑豆。
他在堤埝上垒了一座小屋，前面搭了一架凉棚，开茶馆卖大碗面。
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渡口。
　　秋分擀面，公公拉风箱。
老人从村里远远挑来甜水，卖给客人，又求过往的帆船，从正定带些便宜的大砟，这样赚出两口人的
吃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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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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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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