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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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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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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较完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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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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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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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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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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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较完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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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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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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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正，1924年生，山西灵石人。
1938年参加晋西南吕梁剧社，曾任延安鲁艺部队艺术文学院学员，重庆《新华日报》副刊组副组长，
山西省文联秘书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名誉主席等职。
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汾水长流》《明天清明》，中篇小说集《几度元宵》，短篇小说集《摘南瓜》《七月
古庙会》，散文报告文学集《七月的彩虹》等。
　　《汾水长流》，1962年6月作家出版社(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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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黄昏时分，杏园堡村的人们刚刚回到家里吃夜饭，瞠瞠瞠的锣声和敲锣人的喊叫声，
就沿着街巷响过来了：　　乡里社里有命令，男女老少都听清。
　　今天夜里有霜冻，社员组员齐出征。
　　自带一捆高粱秆，庙院门口来集中。
　　今晚防霜最当紧，为得夏秋好收成。
　　敲锣传令的郝同喜在村里喊叫了一圈以后，曙光农业社的社员们和一部分互助组组员们，便背起
高粱秆，陆陆续续地来到庙院门前的空场上。
当人们正抬头看着大槐树树梢的摆动，看着钟楼顶上的月亮和星星，议论着今夜晚的防霜时，忽然有
谁高叫了一声：　　“嘿，你们看，那是谁赶着牛跑来了！
”　　人们往街道上看时，只见是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郭春海，他赶着一头大黄牛，牛背上还驮着四
捆高粱秆。
那年轻的郭春海，头上扎着一块白毛布，身上穿一件黑棉袄，腰里系了一条雪白的腰带。
　　身高肩宽，剑眉圆眼。
在这月黑夜里，越显出他那青年英俊的姿态。
听见人们叫他，他就扬起鞭子，在空中叭啦叭啦地响了两声，那大黄牛也就蹦跳着跑到庙门前来了。
　　小伙子们一见郭春海，就围上来。
有的帮着把大黄牛拴到槐树上，有的亲热地说道：　　“哈，咱们支书无论干甚都要起带头作用，人
家都带一捆高梁秆，你怎么驮来四捆？
”　　“海子哥想得也妙，把老黄牛也动员上参加防霜来了。
”　　小伙子们正围着郭春海说笑，想不到却惹恼了他们后边站着的一个人。
这人有三十多岁，上身披了一件皮袄，头上戴着一顶毡帽。
在那方圆的虚胖脸上，一双细眯眯的眼睛，恰似迸开的黑豆荚里藏着两颗黑豆。
听到小伙子们夸奖郭春海，心里一阵不舒服，就接着说了一句：　　“哼！
几捆高梁秆也值当得使牛驮！
”　　小伙子们一听这怄气话，便立时回过头来，但瞪眼看时，才看见是他们的副社长刘元禄。
小伙子们虽然心里不服气，表面上却不好意思顶撞他们的上级。
郭春海呢，他从家里出来时，为了多拿几捆高梁秆防霜；才想出了这个办法；为了使唤牛驮，还和父
亲吵了一顿。
而今刘元禄却当着众人说这种话，心里自然生气，但又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和他吵嘴。
这时，刚巧老社长徐明礼走过来。
徐明礼知道刘元禄跟郭春海平素常面和心不和，短不了吵嘴拌舌。
刚才县委会来电话通知防霜，他俩还争吵了一顿：刘元禄怕白劳累一夜，劳民伤财；郭春海却说，应
当相信气象预报，发挥农业社的优越性，避免减产。
因此坚持要防霜。
眼下，徐明礼也怕他俩当着众人争吵，便拉着郭春海说道：　　“算啦。
一句闲话，就当他没有说，你没有听见。
天气不早了，人们也来得差不离了，我看咱们就开会吧。
”　　于是，社长徐明礼就宣布开会，先让乡长张月清讲了几句防霜的意义，随后又说明了今晚上的
防霜办法：农业社按生产队分配地段；互助组由组长带领，到村外西北面用高粱秆摆好一排火堆。
民兵们集中到庙上睡觉，后半夜以打钟为号，分头去点火熏烟。
　　社长徐明礼刚宣布完毕，各生产队的队长和社员们就立刻叫喊起来。
队长叫社员，社员叫队长。
一阵叫嚷之后，各生产队的队长又向社员们分配开任务，指定下地点，然后社员们就背起高粱秆出发
了。
　　乡、社干部们在讨论防霜办法时，便确定了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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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书郭春海和社长徐明礼领导农业社防霜，乡长张月清领导互助组和单干户防霜。
眼下，当农业社的社员们出发以后，张月清检点人数时，看见互助组和单干户来的人太少，便临时又
抽调了几个干部，分派去动员互助组和单干户。
刘元禄因为兼任着乡武装委员会的副主任，所以张月清也临时把他抽调过来，并且和他商议道：　　
“你是和村主任他们领导互助组呢，还是和我去督促单干户？
”　　刘元禄觉得单干户一家一户的不好督促，便说：“我就和村主任领导互助组吧。
”乡长张月清便给他分配了督促周有富等三个互助组的任务。
刘元禄刚领了任务，就神气十足地独自走了。
他想先回一趟家，提一盏马灯。
他既然是去做领导工作，而且又是动员富裕中农周有富，那当然就应当提一盏照明的马灯。
　　一霎时，庙门前的场子上已空无一人。
农业社的社员们和一部分互助组组员们，已经背着高梁秆，按照指定的地点，分头向村外走去。
有的是三人一群，有的是两人一伙，也有的是一人一路。
郭春海因为驮了四捆高梁秆，所以也是一个人赶着老牛往村外走。
一路上，他看着社员们那股欢劲，心里也高兴起来。
往年春天遇到霜冻，哪能有这种阵势，一家一户的怎能抗住这么大的灾害！
办起农业社后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体行动，竟使好多农业社员激动起来；有的社员一面走，一面还
大声吆喊着返回家里背高粱秆的人，有些年轻社员们，竞高声唱起秧歌。
年轻的郭春海一听那秧歌，也兴奋地响了一声牛鞭，仰起头唱了起来。
　　郭春海正高兴地唱着秧歌往村外走，耳风里忽听得有谁笑了两声。
他定睛一看，怎么竞走到周有富那老顽固的大门口来了！
心里一时慌跳，秧歌也唱不出口了。
当他正要迈开大步走过去时，忽然又听得有谁叫了他一声：　　“支书同志，怎么不唱啦？
”　　郭春海一听那耳熟的声音，回头又看见那两条长辫子在眼前一晃，他就心热地叫了一声：　　
“啊，红莲！
”　　杜红莲低声笑着说道：　　“我就听出是你来了。
”　　郭春海也高兴地问道：　　“你出来做甚？
”　　杜红莲却先问他：　　“你们干甚去？
”　　郭春海说：“到麦地里熏烟防霜。
”　　杜红莲一听说郭春海到麦地去熏烟防霜，就回头看了看院里，院里是黑洞洞静悄悄的。
刚才郝同喜敲锣时，她就劝她后爹周有富也去防霜，周有富却说：“什么气象台和广播台，哼！
农业社不心疼高梁秆，叫他们熏烟去吧，咱是互助组，咱可误不起瞌睡。
”所以全家人早就熄灯睡觉了。
但杜红莲听了郝同喜那锣声，随后又听见街上人们来来往往的嚷叫声，想象着农业社社员们到麦地里
熏烟防霜的热闹情景，就不想睡觉了。
心想：“自己是一个青年团员，他不相信气象预报，自己还能不相信？
他不响应政府的号召，自己也跟上他睡懒觉？
”再说，杜红莲是多么想和农业社那些年轻人们一块儿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地到地里干活啊！
她实在不愿意闷在家里。
她正发愁自己一个人怎么去防霜，就听到郭春海那动心的歌声，她便大胆地走出门外，而且还提出了
一个更大胆的要求：　　“支书同志，我也跟你去防霜吧？
”　　“你跟我去？
”　　郭春海倒有些犹豫了。
在这黑暗的夜里，他们两个年轻男女相跟着到村外去熏烟防霜，要是给那些封建疙瘩们看见，会说些
什么话？
在群众中会有什么影响？
让那顽固的周有富知道后，又会对她怎样呢？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汾水长流>>

也许，杜红莲不过是顺口说一说，只要自己一拦挡也就罢了。
不料杜红莲却把一双长辫子往后一甩，赌气说道：“他们不防霜，还能挡住我防霜？
刚才老同喜敲锣时，还动员我们出来防霜，你要不想带我走，我就一个人去。
”　　郭春海见她这样坚决、大胆，说得也在理，便高兴地答应了她。
杜红莲也就立时气消云散，笑着看了郭春海一眼，便和郭春海相跟着走出村去。
　　一路上，郭春海心里一直是热突突的。
他们好久没有见面，没有说话了。
今晚上，好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他何尝不愿意和红莲好好地说说话呢！
他就和红莲并排走起来。
忽然，他的左手一下子碰着红莲的右手，郭春海心里跳了一下，她呢，她却轻声地笑笑，而且也有意
用手碰了他一下。
可是，当郭春海第二次用手碰她时，她却闪手躲开了。
郭春海心里一阵冰凉，刚预备好的几句话语也说不出来了。
是啊，自从那年正月十五闹红火以后，只在村剧团、夜校里或遇到什么工作时见见面，也没有说过什
么知心话，谁晓得今晚上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杜红莲却仍是仰着一副笑脸，虽然她这时候心里也是热烘烘的，但她还不敢断定是因为参加防霜
呢，还是因为相随着这位年轻的支部书记郭春海。
自从那年元宵节闹红火以后，她倒是常想见他，见了他心里就觉得快活。
可是，这能不能就算是对他有了意思呢？
　　杜红莲原是南村人，九岁上死了父亲，就跟随上后嫁的母亲到了杏园堡。
她长到十五岁，村里人们都夸奖她长得漂亮。
正月十五闹红火时，就选她上了“背棍”。
这地方最时兴“背棍”。
就是一个男人在背上背一根铁棍，把一个女孩子绑在上面，铁棍由双方的衣服遮掩着，因此看不出来
。
有时，铁棍从男人伸起的袖子里伸出去，再经过一把扇子或一把旱伞和上面女孩子的裙子的遮掩，好
像女孩子站在扇子或旱伞上一样。
男女双方扮演的角色，大都是当地流行的戏曲或秧歌节目，如《打金枝》、《宝莲灯》、《四姐挑菜
》、《五哥放羊》等等。
在挑选扮演者时，背铁棍的男子要身强力壮，会扭；“背棍”上的女子则要聪明漂亮。
每年正月十五闹红火，村里总要挑选几个最好看的女子上“背棍”，而谁家的女子如果上了“背棍”
，开春以后，媒人就会踏烂谁家的门槛。
那年正月十五选上杜红莲上“背棍”，让她装扮了一位玉堂春。
一说要演《玉堂春》，恰巧又打动了敲锣传令的照庙老汉郝同喜。
郝同喜一提起《玉堂春》就没命了，他特别喜爱这出戏。
别人对于他特别喜爱这出戏虽然也知道一点缘故，却不知道他的劲头会有这么大；他要扮演背铁棍的
王金龙。
别人都说他年老气衰，怕背不动，他就抖抖精神说：“论力气，不减当年；论架势，在这方圆几十里
以内也算个老把式吧！
”他非要扮演这角色不行。
没有办法，年轻人们就只好直爽地提出：“那就改扮《打渔杀家》的萧恩吧。
王金龙是个年轻漂亮后生，你满嘴胡须，一脸皱纹，不相宜。
”这一说，虽然他有点伤心，可并没有退让。
他就刮了胡须，一股劲往脸上抹粉，像和了泥抹墙缝一样。
不顾别人的反对，就装扮起王金龙来。
别人看到这光景，也不好意思硬拦挡他。
因为这是闹红火的事，而且郝同喜在村里也算个红火人，年轻时候，也确是闹红火的好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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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同喜把铁棍紧紧地绑在身上，人们又帮忙把装扮成玉堂春的杜红莲绑上铁棍。
锣鼓一响，郝同喜就像斗活龙一样扭出来。
一出庙院门，那些挤着看热闹的人们看见这么标致的玉堂春，还有那扭得欢蹦带劲的王金龙，就叫起
好来。
有几个年轻人还把手指放在嘴里打开哨子。
郭春海当时正在敲鼓，一见这情景，也高举起鼓槌，飘起鼓槌上那红绸穗子，更加用劲地擂起鼓来。
郝同喜是经不住夸奖的人，听到叫好，他就扭得更得意，更带劲了，真如一条活龙般扭来扭去。
可是，总因为他上了年纪，扭到高兴时，一不小心，腰一闪，足一滑，眼看就要摔倒，“背棍”上的
杜红莲也跟着要倒下来。
当时真把看热闹的人们惊呆了。
但就在杜红莲刚要倒下去时，突然那擂鼓的郭春海一步抢上去，伸手就接住了她。
受惊的杜红莲只叫了声“海子哥！
”便无力地闭着眼睛，偎在郭春海的怀里。
　　这以后，杜红莲见到郭春海，心里就觉得亲切，热乎。
但他们除了正月十五闹红火，除了五月端午、七月十五赶庙会时见见面，说话的机会就不多了。
郭春海不愿意仗着救过她再去找她，她也没有因为这一次的恩情而许下终身心愿。
解放后，村里办起了夜校，虽然他俩可以经常见面，但是郭春海还看不出她对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
因为杜红莲那火喷喷、热辣辣、喜闹好耍的性情，好像对谁也是那么尽情地开心。
这中间竞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对她有了意思。
比如夜校散学以后，因为她住的那条小巷里就只她一个人上学，所以每次散学后，夜校教员总要让同
学们送她回家。
起先是女同学们送她回家，后来那些年轻的男同学们也争着送她。
一路上，同学们自然也要说说笑笑。
有一次，一个青年送她回家时，故意用肩膀碰了她一下，她却只是不在意地笑笑；快到她家门口了，
那青年突然一下抓住她的胳膊，这一来，她真有点心慌。
但她忽然回头一看，就大声叫道：“看后面那个黑东西，看狼！
”那青年一松手，再回头看时，她几步就钻进家门去。
随后，她又探出头来，笑着说了句：“今晚上谢谢你啦，以后可不敢再劳驾了。
”就这样，她来到这村里已经十年，并且长成十九岁的大姑娘，也还没有一个年轻人敢向她提亲。
郭春海呢，虽然心里头早就爱上了她，可是却一直猜不透她的心思。
就说今天晚上吧，她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大胆地突然跑出来呢？
　　春海和红莲相跟着走出村外，沿着村外地里的小路向前走着。
黑夜里，隐隐糊糊地看见田野里有许多背着高梁秆的人影走动着。
有些人提着马灯，好像田野里闪着几颗星星。
也有的人拿着手电，亮光一闪一闪。
看着这情景，又听着远处人们的吆叫声，杜红莲真觉得新奇高兴。
　　春海和红莲一直走到汾河畔杏园东边的那块麦地里。
郭春海把黄牛拴在地头的一株杏树上，把牛背上的四捆高梁秆卸下来，杜红莲就帮着他在麦地北头摆
起火堆。
　　郭春海第一次和杜红莲在一起劳动，只觉得浑身是劲，一伸手就提起一捆高粱秆。
杜红莲呢，也伸过手来，要和他伙抬。
春海说：“黑洞洞的，小心扎了你的手。
”红莲嘴里说着：“我的手才不怕扎哪！
”心里却感到一股温暖。
因为她跟着后爹周有富上地劳动，不论多么苦重的活计，周有富从来没有心疼过她，而只是要她一劲
儿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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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不懂事的隔山哥哥周和尚，也是木愣愣的不知道心疼别人。
只有她妈妈有时候还照顾她休息一阵。
可是，女儿长大了，单有妈妈的疼爱已经不够了。
　　杜红莲一面帮着郭春海摆火堆，一面又心急地问道：　　“甚时点火呀？
”　　春海说：“听气象台的报告，约摸是后半夜才降霜。
等防霜指挥部一下命令，民兵们就来点火熏烟。
”　　红莲忽然歪过头问道：　　“今晚上真的会降霜？
”　　春海说：“你还是青年团员，怎么也不相信科学？
气象预告，十有九准。
”　　“我当然相信科学，可我那后老子硬说今晚上不会下霜。
就说防霜吧，我们互助组哪能像你们这样齐心！
”　　说到农业社和互助组，快活的杜红莲就犯愁了。
因为去年冬天办农业社时，她曾经和她后爹周有富闹过要人社。
周有富却是坚决不入社。
杜红莲自从高小毕业后，便立志要给村里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如办民校、讲卫生，参加村剧团宣传等等，不论村里有什么集体活动或上级布置下什么工作，她总是
积极参加。
上级号召成立互助组，她就积极动员她后爹周有富参加，她还热心地在互助组里当了记工员。
到后来，她看到互助组那“春紧夏松秋垮台”的样子，又是干着急没有办法。
去年冬天办农业社，虽然她后爹说甚也不参加，她还是每天到农业社来，看一看心里也爽快啊！
她看到那老会计趴在桌上慢腾腾地登记牲畜、土地数字，急得她真想立时到农业社当一名会计或统计
。
以后她看了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机械化的电影，又急着想当一名拖拉机手了。
是啊，当一名女拖拉机手多痛快，对农业增产多有用！
她曾经多么激动地想象过自己参加农业社以后的美好前途！
可是周有富却死不愿意入社，还要她守在家里。
杜红莲真不愿意和她那铁脸后爹、木头哥哥闷在家里，也真怕和他们在一块儿动弹的时间长了，会把
她憋闷死。
因此，自从办起农业社，她就更觉得在家里愁闷人，也更向往农业社了。
　　摆好火堆，郭春海想起要回庙里值夜，杜红莲也想起她走时没有关好大门。
他们只好又相随着走回村里来。
一路上，他们看见好多麦地头上已经摆好一排排火堆，杜红莲就新奇高兴地对郭春海说道：　　“啊
呀，这么多火堆，后半夜点着以后，四处冒起烟来，那才好看哪！
”　　郭春海也兴奋地说：　　“是啊，今晚上这阵势真摆布得不赖。
三道防线，一片烟雾。
”　　红莲一听说有这般情景，自然不想待在家里睡觉。
她又问春海：　　“点火时你去不去？
”　　春海说：“当然去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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