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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颖《文坛风云亲历记》    屠岸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张颖同志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戏剧报》常务编委时，她是我的领导和同事。
今年2月24日，当年中国剧协的十六位同事为贺张颖同志“米寿”（八十八岁）而聚集在她家中，祝她
健康长寿。
事先六十九岁的“小妹”刘莲丽同志嘱我写一首贺诗，我遵嘱写好，在这次集会时用我家乡常州吟诵
调（常州吟诵已列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吟了这首诗。
诗如下：    贺张颖同志米寿    延水清波涤紫尘，英灵风骨铸诗魂。
    折冲樽俎思喉舌，臧否氍毹论古今。
    永忆慈躬抚弱幼，难忘赤手挡乌云。
    白头著述留青史，华诞齐祈北斗尊。
虽然是受到刘莲丽的鼓动而写成，但这首诗全发自我的内心。
我不赞成也不会写“溢美”之词。
张颖同志十五岁即从广东奔至革命摇篮延安，沐浴延河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革命斗
争。
十七岁从延安被派到重庆，做《新华日报》记者、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在周恩来副主席身边工作，
也可称作周恩来秘书。
她接触大量文化界的人和事。
新中国成立后，从天津市委宣传部调到中国文联下属中国戏剧家协会做戏剧评论和组织领导工作。
60年代初调到外交部，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西欧司副司长，后出使加拿大任大使馆政务参赞，又
随章文晋大使到美国，作为大使夫人参与外交活动。
她为人正义坚强，身经百战，坚贞灵活，绝不随波逐流、见风使舵，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外交斗争中，
坚持正义，捍卫原则，扶助弱幼，抗击逆流。
她对共事的同志们满怀热情，肝胆相照，对年轻的同志们慈祥和蔼，循循善诱。
我这首七律第二句称她“英灵”（犹英才，唐王维有句“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本此），并非
过誉。
诗中颔联写她的外交活动和主持戏剧评论工作。
颈联写她对同志们的关爱和在政治运动及外交斗争中的立场和姿态。
第七句指她晚年的著述。
她有《外交风云亲历记》、《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等著作问世。
现在，这部《文坛风云亲历记》，她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又将出版。
    在这部著作中，张颖同志记述了她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她所接触或长期共事的政治人物及文化艺术
界的许多人和事，内容丰硕，富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文笔流畅，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文学鉴赏性。
其中涉及的人物有一大批，首先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还有郭沫若、田汉、老舍、
夏衍、阳翰笙、胡风、吴祖光、叶以群、陈荒煤、曹禺、陈白尘、张光年、林默涵、葛一虹、金山、
孙维世、阿甲、沈西蒙、舒绣文、白杨、秦怡、郑君里、冯乃超、李凌、杨露曦、冯白鲁等等，时间
从作者出生到21世纪初叶，跨度越八十多年，可谓风云浩荡，波澜壮阔，读者可以看到一幅历史绘画
的斑斓长卷。
    这本书中所写的，都是客观真实的记述，但又不是纯粹的客观，其中蕴含着作者的悲和喜，微笑和
眼泪，她的分明的爱憎，热烈的好恶。
    这本书中的有些纪事，如关于中共南方局文委的工作，带有工作总结的性质，富于历史认知的价值
。
书中所述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作者对抗战时期国统区戏剧运动的评述，立场鲜明，立论公允，态度客
观，也带有总结性质。
有些纪事，对若干历史事件说明真相，纠正误传，起到澄明历史的作用。
40年代重庆时期对夏衍剧作《芳草天涯》的批评，张颖认为是“左”的、过火的批判，不利于团结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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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作家，不符合党的文艺政策。
80年代南京一位作家写的《田汉传》，说1957年吴祖光被划为右派，是田汉一手所为。
张颖根据事实和她的判断，予以否定，还田汉一个清白。
这些都体现了张颖的公正和胆识，体现了她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
    在张颖笔下，许多历史人物出现时，有不少细节描写。
如周恩来同志1941年在重庆，有一次他让张颖写一篇评论夏衍剧作《愁城记》演出的文章。
她觉得不好写，动笔两三次都没有写成，决定放弃了。
恩来同志不高兴了，说了她几旬，张颖感到委屈，转身要走，此时恩来同志一拍桌子，大怒，说：“
怎么这样没规矩？
这是领导在给你说话呢！
”又说：“你有没有组织纪律？
任务可以随便不完成吗？
⋯⋯这是责任，今天晚上就写出来，明天见报。
”张颖含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反思良久，终于认真写稿。
一会儿，她回头见到恩来同志正站在她背后，关心她的情绪，温和地问她写得怎样了。
她感动得泪流满面，终于完成了任务。
张颖说，事情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但她对此事记忆犹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
这仅是一个细节，但这个细节却透露出伟人周恩来性格的一个方面，既坚持原则，又重视人情；既严
格要求，又慰勉有加。
这样，伟人周恩来的形象就立体起来。
像这样的细节，不是亲身经历、有切身感受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在张颖笔下，“红岩人”，也就是抗战时期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同志领导和关心下的一群普
通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异常具体生动。
卢瑾、丁洪、陈志诚等，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工作、爱情、婚姻，叙述得十分详细，富有人情
味。
曾有人误解，认为革命阵营内没有人情，这是不对的。
革命阵营内，也有革命人的人情味。
张颖对这些人的记述，充满人情的描写，但紧密结合着那个环境、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
如这些年轻人身上体现的革命纪律性和个人情感的矛盾，是时代所特有的。
他们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甚至连打蚊子，患疟疾这些细节，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印痕。
这一类纪事，也都具有历史认知的价值。
    张颖的一些纪事，涉及历史大案，总结惨痛教训，令人痛定思痛，得出自己的结论。
1955年5月开始的反胡风运动中，张颖由组织指定参加清查工作最底层的小组。
她写道，林默涵（中宣部副部长，反胡风运动领导五人小组成员，五人中还有张光年、刘白羽等）交
给张颖任务：翻阅从那些所谓“胡风骨干分子”家中抄来的私人信件和笔记本，要她从中找出反动思
想和反革命内容。
她心中疑惑，却不能不服从。
（1954年9月刚公布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这些突然袭击式的抄家，没收个人
信件，明显违反宪法！
张颖心中疑惑，我想也不排除这一点。
）关于绿原这个人，张颖虽未曾见过面，但她知道这位诗人。
当年张颖与地下共产党员冯白鲁有单线联系，冯白鲁与绿原是好友，他们一起办《诗垦地》刊物。
绿原要求职，注意到“中美合作所”培训班在招生。
冯白鲁向张颖反映说，不知“中美合作所”是什么性质的组织，不知能不能去报考或参加。
张颖立即告诉冯白鲁：“中美合作所”是个特务组织，千万不能去！
她嘱咐冯白鲁，叫他告诉绿原千万不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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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绿原根本没有去。
张颖在翻阅胡风、绿原的来往信件中，也发现胡风告诫绿原不要去“中美合作所”。
但这之后不久，张颖看到上面整理出来的胡风集团第一批材料，其中有一项惊人的内容：说绿原参加
过当年国民党办的“中美合作所”培训班，是个美蒋特务！
并说绿原是受到胡风的鼓动而去的。
张颖大感奇怪，十分激动，立即找到林默涵，说这个结论不符合事实，因为她本人亲历过这件事，可
以作证。
可是，在听了张颖的陈述几天之后，林默涵对她说：已经把材料送给高层领导，不可能取回来改了，
只能如此。
张颖哑然。
    旋即《人民日报》公布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编者按把绿原定性为“中美合作所”
的美蒋特务。
白纸黑字，赫然在目！
（后来知道这编者按是“御笔”，是“金口玉言”。
）    记得1955年肃反运动中，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批示各级干部必须阅读《聊斋志异》中的《胭脂》
等篇，以警惕办错案件。
1956年浙江的黄源等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改编演出昆剧《十五贯》，来京演出，毛主席看了两遍
，对况钟刀下留人，平反冤狱，十分赞赏。
毛主席曾指示：在肃反工作中，不放过一个敌人，不冤枉一个好人。
这真是英明的决策！
    但是，主持反胡风运动中的一些领导人已经明明知道绿原不是美蒋特务，却偏说“不可能取回来改
了，只能如此”。
这是党的作风吗？
这是毛主席指示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吗？
    诗人绿原入狱七年，蒙冤二十五年！
    我曾经以为掌握反胡风运动的领导人事先误解了胡风与绿原的来往信件，是判断错误。
现在明白了，不是。
（而且，他们把所谓“密信”任意摘录，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为“我”所用！
）张颖以亲身经历，揭出了这个事实，其分量有千斤之重！
    多么沉重的历史，多么深痛的教训！
    总的说来，这部《文坛风云亲历记》，是史实，是文学。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史实，独一无二的文学。
为什么说是“独一无二”？
因为是“亲历”。
“亲历”，无人可替代。
也正因此，它就特别珍贵，特别值得一读，特别值得收藏。
读者可以从中收获的，不仅是多方的见闻、丰富的知识，而且可以得到多少历史的教训，多少人生的
启示！
    201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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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坛风云亲历记》作者张颖是大家闺秀，十五岁时，国难当头，她断然从广州奔赴延安，开端革命
生活。
从延安鲁艺毕业后，十七岁到重庆《新华日报》担负记者，又任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长期在周恩来
身边工作。
尔后长期从事文化工作，与很多文明人士结下了深沉的友情，尽管风云变幻，她作为党内人士，只管
有许多灾言之隐，但对被戴了“帽子”的友人素来没疏远过。
周恩来、陈毅、郭沫若、田汉、夏衍、老舍、阳翰笙、胡风、吴祖光、曹禺、叶以群、葛一虹、金山
、孙维世、舒绣文、白杨、张瑞芳⋯⋯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从她的笔底流出，同时也对解放后党内
的过错进行了反思，廓清了一些问题，也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在《文坛风云亲历记》这部著作中，张颖同志记述了她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她所接触或长期共事的政
治人物及文化艺术界的许多人和事，内容丰硕，富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文笔流畅，又有很强的可读
性和文学鉴赏性。
其中涉及的人物有一大批，首先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还有郭沫若、田汉、老舍、
夏衍、阳翰笙、胡风、吴祖光、叶以群、陈荒煤、曹禺、陈白尘、张光年、林默涵、葛一虹、金山、
孙维世、阿甲、沈西蒙、舒绣文、白杨、秦怡、郑君里、冯乃超、李凌、杨露曦、冯白鲁等等，时间
从作者出生到21世纪初叶，跨度越八十多年，可谓风云浩荡，波澜壮阔，读者可以看到一幅历史绘画
的斑斓长卷。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坛风云亲历记>>

作者简介

张颖，1922年生于广州，1937年抗战爆发后赴延安，是鲁艺戏剧系第一期毕业生。
1939年后，历任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新华日报》记者、《群众》杂志编辑、新华社驻南京特派记
者。
建国初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
1955年调北京，担任过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剧本》主编。
1964年调外交部，1970年后，曾任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及驻加拿大大使馆政务参赞。
1983年以大使夫人身份随章文晋出使美国。
著有《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外交风云亲历记》、《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等。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坛风云亲历记>>

书籍目录

序  张颖《文坛风云亲历记》
两所老宅——童年追忆
从延安到重庆
雾重庆的文艺斗争——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对抗战时期国统区戏剧运动的看法——在重庆雾李艺术节上的发言
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日子（上）
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日子（下）
南方局文委一文化组初步总结
抗战期间重庆话剧四大名旦之两人
“胡风事件”补遗
吴祖光如何成为右派分子
追忆故友金山和孙维世
难忘的“广州会议”——记周总理、陈毅同志对“广州会议”的领导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演前后
怀念夏衍
又忆红岩
再返红岩
红岩生活中的一段插曲
阿甲、样板戏《红灯记》
劳动神圣——“五七千校”散记
周恩来总理与“北京人艺”的情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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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记得那是1942年夏天，一个非常炎热的下午，朋友们一个个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大家心情很激动。
他们都说，这可是到了解放区啦！
我和他们在一间小会客室里一起阅读和议论。
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说，能够有这样的地方来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真是莫大的幸福啊！
重庆的夏日，酷热非常，太阳刚落，朋友们离开房子，散步到小山谷的尽头，那儿正是八路军办事处
挖好的防空山洞，山边一条小溪水，小树林下堆着平整的碎石头。
微风拂来些凉意。
我们席地而坐，又兴奋地谈起来。
突然，周恩来同志沿着山边的小路走过来，朗声大笑着向朋友们伸出手。
大家兴高采烈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周恩来同志和大家一样，捡块石头坐下。
他问大家学习得怎样，提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和大家亲切交谈。
最后，他鼓励大家多阅读鲁迅的著作，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还要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硬骨头精神
。
周恩来同志的话使朋友们像在云雾中渐渐看见了阳光，也逐渐鼓起勇气去迎接战斗。
那一天直到黄昏，周恩来同志和朋友们一起散步，并把他们送到村边才告别。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周恩来同志特别重视组织当时文艺界朋友们学习。
那时候，在曾家岩五十号临着嘉陵江的小屋，在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的小楼上，朋友们常常聚
会，学习讨论。
周恩来同志不管是偶然遇到或事先知道，他都很关心，哪怕是很繁忙或者是在两次约会之间的几十分
钟，周恩来同志都要和大家一起学习，谈一谈，给大家鼓舞。
周恩来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对于每个同志和朋友都那样关怀备至，对人那样诚恳亲切。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感到愉快，没有任何顾虑，什么话都可以谈，心中有什么疑难都欲向他倾吐
。
伟大的领袖人物和凡是跟他接触过的群众都能水乳相融，这真是永远永远使人们怀念啊。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对我们党的公开机关和公开人员进行封锁监视，特务包围跟踪，
同时对倾向进步的或与我们有来往接触的朋友也进行种种迫害。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尽量保全力量的指示，具体计划部署把部分受到注意的有被迫
害可能的文化界以及其他各界的朋友，作妥善安排和保护。
那时候的重庆，乌云压顶，风暴将至，面临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的严重危险，曾家岩五十号被国民党
特务重重封锁，但周恩来同志、董老和邓大姐仍然住在这里，和同志们一起坚持战斗。
那时工作人员已不到二十人了。
由于情况危急，斗争复杂，国民党特务随时可能进行突然袭击，所以每夜都有同志轮流值班。
周恩来同志就住在小天井旁的小屋里，他紧张工作，常常通夜不眠。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个深夜，我正在值勤，警惕着四周的敌人，突然周恩来同志走出房门来到我的身边
，问道：“环境很恶劣，面临着严峻考验，害怕吗？
”我立即回答说：“不怕，有您和领导同志和我们在一起！
”周恩来同志用深沉的眼光望着我说：“临危不惧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但为什么不怕呢？
是有毛主席领导的党，有党领导的几十万军队作为我们的后盾，还有全国进步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啊！
”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时刻教育我们，鼓舞我们。
是啊，在那困难的时刻，我们向往着延安，想着党，我们就有无尽的战斗力啊！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国民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紧张空气渐渐缓和了，
重庆的文艺又逐渐活跃了，特别是话剧演出比较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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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册子也不是一气写成的，差不多经过将近两年时间不断集成。
许多篇文章都是应重庆《红岩春秋》之约，写些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斗争故事，因为我当时的工作
，主要是文艺统战方面的，所以写得比较多一些。
我想为了留下那段历史的足迹，也应该写出当时特殊环境下的大背景。
同时有不少年轻的读者对当时在那种环境下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也写了一些当时
的生活，包括我们一批从延安调到重庆的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
“丁洪的故事”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这个故事完全真实，看来像是个例，但也相当典型
，在进步青年甚至共产党员中也绝非仅有，故事反映了年轻党员的脆弱面、也可以说是落后面，但也
反映了我们党在领导方面的一些错误做法。
对于后来人了解当时的大背景和党内小环境，都可以留下来作为经验和参考。
    参加工作几十年，在半个多世纪这不算短暂的时光里我到底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些什么？
我现在已年近九旬，在我头脑还清醒的日子，应该作些思考。
有一个时期，社会的大环境确实比较特殊，尤其是文艺界，总有那么一批人，借着所谓阶级斗争，整
垮别人，达到自己夺取领导权的目的，这种现象即使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仍然存在。
这使我感到难以理解：在我毫无过失的情况下，居然可以不承认我是共产党员，这是具体某部门共产
党组织的耻辱，而这种经验教训是应该记取的，这是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严肃性的保证。
    我们党中央全会提出了创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这才使全国人民心中充满阳光和勇气，我们国
家必能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张颖2008年11月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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