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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是高兴的。
这本书在市场已经绝迹二十多年，只剩有极少几本收藏在黑暗尘封的书库里，或秘藏在个别读者的手
中。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有这本书，没有读过，较老的读者也会忘记这本书，因此，它的重新问世，重新
在读者中接受考验，我以为是一件好事。
　　作品是属于人民的，社会的，它应该在广大的读者中经受风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以后的十年中，是比较平稳的十年，我听到的反响不算多。
在老解放区生活过的人，大都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风暴，对《桑干河上》的生活容易产生共鸣，容易接
受。
新解放区广大的读者，对土地改革、农村阶级斗争又是极为向往、急于了解的，因此尽管我也听到过
对这本书有这种那种的善意建议、不理解、某些不满或冷淡，但大都还是顺耳的反映。
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动荡，社会情况不一样了，读者的变化也很大，《桑干河上》必定还要经受新的
、更大的考验。
我欢迎这种考验，这对一个作家是有益的，对一代文风也是有益的。
所以我对《桑干河上》的重版是高兴的。
　　文艺为工农兵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许多文艺工作者刻苦努力，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给人民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
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成长了一大批人民所熟悉热爱的作家。
实践证明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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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丁玲深入农村斗争生活后写的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
小说艺术地再现了农村反封建土地制度的伟大斗争，围绕着工作组领导群众揭露和斗争恶霸地主钱文
贵的过程，突出了土改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只有把最隐蔽的，也是最狡猾、凶狠的恶霸地主斗倒，
土改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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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胶皮大车　　天气热得厉害，从八里桥走到洋河边不过十二三里路，白鼻的胸脯上，大腿上便
都被汗湿透了。
但它是胡泰的最好的牲口，在有泥浆的车道上还是有劲的走着。
挂在西边的太阳，从路旁的柳树丛里射过来，仍是火烫烫的，溅到车子上来的泥浆水，打在光腿上也
是热乎乎的。
车子好容易才从像水沟的路上走到干处。
不断吆喝着白鼻的顾老汉，这时才松了口气。
他坐正了一下自己，伸手到屁股后边掏出烟荷包来。
　　“爹！
前天那场雨好大！
你看这路真难走，就像条泥河。
”他的女儿抱着小外孙坐在他右边。
她靠后了一点，穿一件新的白底蓝花的洋布衣，头发剪过了，齐齐的一排披在背梁上，前边的发向上
梳着，拢得高高的，那似乎有些高兴的眼光，正眺望着四周，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难逢到的好
运气。
“嗯，快过河了，洋河水涨了，你坐稳些！
”老汉哒，哒，哒的敲着他的烟袋。
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
　　两个车轮几乎全部埋在水里，白鼻也只露出一个大背脊，好像是浮在水上，努力挣扎，大姑娘抱
紧了孩子，抓住车栏，水从车后边溅到前边来。
老头用鞭子在牲口的两边晃，“呵，呵，呵”随着车的摇摆而吼着。
车前边的一片水，被太阳照着，跳跃着刺目的银波。
老头子看不清车路，汗流在他打皱的脸上，车陷下去了，又拉出来了，车颠得很厉害，又平正了。
好容易白鼻才爬出水来，缓缓的用四个蹄子在浅水处踏着。
车又走到河滩的路上了，一阵风吹来，好凉快呵！
　　路两旁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穗密密的挤着。
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
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茭的叶子一样宽。
泥土又湿又黑。
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
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畦一畦的深绿浅绿的
菜。
顾老汉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羡慕，怎么自己没有这么一片好地呢？
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他忍不住向他女儿说：“在新保安数你们八里桥一带的地土好；在
咱涿鹿县就只有这六区算到家的了。
你看这土多熟，三年就是一班稻，一年收的比两年还多呢。
”　　“种稻子收成是大些，就是费工，一两夜换一次水，操心的厉害，他爷爷还说咱暖水屯果木地
好，听别人说今年是个大年，一亩地顶十亩地呢。
”大姑娘想起娘家的果木园，想起满树红彤彤的果子，想起了在果园里烧着的蒿草堆，想起了往年在
果树园里下果子，把果子堆成小山，又装入篓子驮去卖的情形，这都是多么有趣的事呵！
但她心想起了果园里压折了的一棵梨树，她皱着眉，问道：　　“钱二叔的那棵柳树锯掉没有？
”　　老头子没有答应，只摇了一摇头。
她的声音便很粗鲁的说道：“哼！
还是亲戚！
你就不知道找村干部评评，村干部管不了，还有区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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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同他争那些，一棵树穷不到哪里去，别地方多受点苦，也就顶下了。
莫说只压折了一半，今年还结了不少的梨呢。
唉。
”前年春天顾老汉的儿子顾顺挖水渠的时候，稍稍动了一下钱文贵的长在渠边的一棵柳树，后来刮大
风，柳树便倒下来，横到渠这边，压在顾家的梨树上，梨树压折了半边。
钱文贵要顾顺赔树，还不让别人动他的树。
依顾顺要同他论理，问他为什么不培植自己的树？
可是老头子不准，全村的人也明白，都看着那棵梨树一年年死下去，都觉得可惜，可是谁也只悄悄的
议论，不肯管这件闲事。
　　老头子这时又转过脸来，用他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都是水渍渍的眼睛瞅着他女儿，半天才揩了一下
眼睛，又回过身去，自言自语的说道：“年纪也不小了，还是不懂世道！
”于是他又把全力注意在前面的骡子去了。
车子已经绕过白槐庄，桑干河又摆在前边了。
　　太阳已在向西山沉落，从路两边的庄稼丛里，飞出成团的蚊子围在人的四周。
小外孙被咬得哭了，妈妈一边用手帕挥打，一边就指着河对面山根下的树丛哄着孩子说：“快到了，
快到了，你看，那里全是果木树，树上结满了红果果，绿果果，咱们去摘果果，摘下来全给不爱哭的
娃娃，呵！
呵！
呵！
”　　车又在河里颠簸着。
桑干河流到这里已经是下游了，再流下去十五里，到合庄，就和洋河会合；桑干河从山西流入察南，
滋养丰饶了察南，而这下游地带是更为富庶的。
　　可是顾老汉这时只注意着白鼻，并且欣赏着它，心里赞叹着这牲口和这装置了胶皮车轮的车，要
不是胡泰的这胶皮毂辘车子，今天要走那一段泥路和过两趟河是不容易的呵！
　　他们的车又走上河滩。
到了地里的时候，还留在庄稼地锄草的人，都好奇的望着这车子和坐在车子上的人，他们心里嘀咕着
：“这老头子又买了车么，庄稼还没收呢，哪里来的钱？
”可是他们没有时间多想，在渐渐黑了下来的地里，又弯下腰仔细的去锄草。
　　地势慢慢的高上去，车缓缓的走过高粱地，走过秫子地，走过麻地，走过绿豆地，走到果园地带
了。
两边都是密密的树林，短的土墙围在外边，有些树枝伸出了短墙，果子颜色大半还是青的，间或有几
个染了一些诱人的红色。
听得见园子里有人说话的声音，人们都喜欢去看那些一天大似一天，一天比一天熟了的果实。
车子走过了这果园地带，转到了街上。
许多人都蹲在小学校的大门外，戏台上空空的，墙这边也坐了一群人，合作社窗户外也靠得有几个人
，他们时时和窗里边的人谈话，又了望着街头。
胶皮车也惊动了这些正在闲谈的人，有人就跑拢来，有人就大声问：“甚么地方套了这么一辆车来？
看这头好骡子。
”　　顾老汉含糊的答应着，他急急的跳下车，拉着牲口笼头，赶忙踅过这十字街口，向自己家里走
去。
大姑娘要招呼几个熟人也来不及，车陡的转了弯。
她便也感到有些话想向什么人说说，却又很难说。
　　二顾涌的家　　从十四岁就跟着哥哥来到了暖水屯，顾涌那时是个拦羊的孩子，哥哥替人揽长工
。
兄弟俩受了四十八年的苦，把血汗洒在荒瘠的土地上，把希望放在那上面，一年一年的过去。
他们经过了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被残酷的历史剥蚀着，但他们由于不气馁的勤苦，慢慢的有了些土
地，而且在土地上抬起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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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属的繁殖，不得不贪婪的去占有土地，又由于劳动力多，全家十六口人，无分男女老幼，都要
到地里去，大家征服土地，于是土地的面积，一天天推广，一直到不能不临时雇上一些短工。
于是穷下来的人把红契送到他家里去，地主家的败家子在一场赌博之后也要把红契送给他。
他先用一张纸包契约，后来换了块布，再后来就做了一个小木匣子。
他又买了地主李子俊的房子，有两个大院，谁都说这么多年来就他们家有风水，人财两发。
　　他的第三个儿子顾顺，更有了进学校的福气，拿回过一张初级小学毕业文凭，他能写能算，劳动
也好，是一个诚实的青年，在村子上也参加些活动，他是青联会的副主任。
这主任只要不太妨碍他的生产，他父亲并不反对。
　　他的大女儿已经二十八九了，嫁到八里桥胡泰家。
胡泰家里很不错，这两年又置了车，又有了磨坊，八里桥在铁路线上，他们家又做运销生意，生活越
过越好，也不需要妇女们到地里去，都只在家里做点细活，慢慢还有点繁华，爱芽点洋货。
二姑娘嫁给本村钱文贵的小儿子钱义。
钱文贵是本村数一数二的有名人物，他托人来回聘，顾涌心里嫌他们不是正经庄稼主，不情愿，可是
又怕得罪他，只好答应了。
女儿嫁了过去，常常回到娘面前哭哭啼啼，在婆家过不惯，但生活上总算比在娘家还好，他们家里的
妇女，也是不怎么劳动，他们家里就没有种什么地，他们是靠租子生活，主要的还是靠钱文贵能活动
。
所以钱家不过六七十亩地，算不得大地主，日子却过得比一般人都要舒服，都有排场。
　　去年秋天村干部把顾涌的第二个儿子动员去当兵了，顾涌心里想，日本人投降了，当兵也不会长
久，误点工也误得起，家里这两年总算还宽裕。
三个儿子嘛，好，叫去就去，他什么也没有要。
儿子去了就驻在涿鹿县城，常有信来，只要不打仗就不要紧，过一时再说吧。
今年春上钱文贵也把儿子送走了。
钱义是自愿当兵，他的老婆不愿意，但也没什么好说，也不敢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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