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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由丁玲长子、长媳写就的《我的母亲丁玲》里，不仅倾注了更多亲情关怀和深切怀念，也更加
侧重于建国后丁玲坎坷境遇以及乐观态度的真实记录。
在这一层面上，与丁玲自传重点在于“自说自话”所不同的是，《我的母亲丁玲》则是从另一个角度
，更加客观和翔实地向广大读者提供了自解放区到建国后丁玲生活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是
其它回忆文章、评传所无法比拟的。
“妈妈是一个非凡的人，却又是多么平凡的人。
她的非凡在于她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于她的光辉业绩，在于她的坚毅顽强的性格；她的平凡在于她
也有缺陷，在一些事情上也脱不开凡俗
”，这就是作者蒋祖林、李灵源对于母亲的评价。
非常朴实的语言中透露着对母亲的敬爱，同时也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客观、公正的一面。
或许这也正是《我的母亲丁玲》的难能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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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慈母手中线1941年是陕甘宁边区相当困难的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新的反
共高潮，胡宗南的四十万大军包围和封锁着陕甘宁边区。
那年春天，在开展大生产的同时，边区政府号召勤俭节约。
节约一份东西，就减轻老百姓一分负担，也给前方增加一分力量。
我看看去年的那双单鞋还能穿，就把这年应发的单鞋节约了，也就是不领了。
没想到这鞋穿了两个月就破得不能再穿了。
同学们谁也没有多余的鞋，学校也没有。
没办法，只好打赤脚。
赤脚走在土路上倒还没有什么，走在石子路上就很不好受，要是踩上一颗石子，尤其是尖石子，那真
是钻心的痛。
妈妈这年5月从边区文化协会调到《解放日报》主编文艺副刊^。
放暑假的时候，解放日报社来人牵了。
一匹马接我和另外两个比我小的女同学。
妈妈在文协的时候，每次都是派一匹马来接我一个人，要骑、要走都由我，尤其是骑上马跑一阵，真
痛快。
这次是一匹马来接三个人，驮上行李还能骑一个人。
我心里想，我是个男的，又比她们大，这马，我不骑，让她俩换着骑。
我赤着脚走路固然艰难，但走着心里舒坦，要是骑在马上心里反而不自在。
所以一路上尽管她们三个人一定要我骑一会儿，我也没骑。
到了报社，接我们的人向妈妈说：；“你这个孩子真好，硬是赤着脚走了七十里，怎么动员他骑牲口
，他就是不骑。
”妈妈看看那两个小女孩，又看看我，没说什么，但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她对我的表现是满意的。
回到妈妈住的窑洞，妈妈赶忙倒了盆热水，让我洗脚。
她看着我那双结了厚厚一层老茧的脚问道：“怎么没有鞋子了？
”“节约了。
”我说。
妈妈又问：“打了多久赤脚？
”“差不多两个月。
”我怕她心里不好受，就宽慰她，“学校里打赤脚的不止我一个人。
”她说：“你怎么不写封信回来告诉我？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告诉她，大概是独立生活了几年，习惯了有困难自己克
服。
那天晚上我早早地就上了床，走了一天，着实累了，头一落枕就睡着了。
我一觉睡醒，见煤油灯还亮着，妈妈在灯下缝着什么。
我正要问她，忽然听到她轻轻地“啊”了一声，随即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吸吮。
我连忙下了床：“妈！
怎么啦？
”“针在顶针上滑了一下，扎了手。
”妈妈说。
原来妈妈正在做鞋，已经做好一只。
妈妈说：“我这双旧鞋，鞋邦不行了，鞋底还能穿一时，拆下来钉几个鞋袢，给你改成凉鞋，只是你
穿上会稍嫌大一点。
”我在妈妈身旁坐了下来。
“你快去睡吧！
”妈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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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陪你。
”我睡意全没有了。
我看着妈妈那一针穿过来，一针穿过去的并不熟练的动作，没有再说话，怕她分心，又挖着手，静静
地伴着她，直到她做完。
妈妈是一个知识妇女，到延安后才学着做这些针线活。
选择人生路我小时候文学书读得还是比较多的。
在湖南的时候就读了《封神演义》、《西游记》和《说岳》。
那时抗日战争刚开始，外婆给我讲了“岳母刺字”和“陆登殉国潞安州”的故事，又带我去买了《说
岳》这部书。
到延安以后又读了不少中外名著。
第一次读《红楼梦》是13岁那年。
妈妈对我的读书是满意的，也觉得我有文学的感受。
她在1978年给我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的一封信里也说到她的这些看法，信是从我女儿的作文说起的：
“诗应有兴有比，文也是这样。
兴，就是你要讲的东西；比，就是拿另一个东西来形容出你要讲的东西。
美人是兴，花是比。
比一定要是具体的、形象的东西。
美人是抽象，花是形象。
你爸爸很小的时候就懂得这个。
他在5岁的时候，他看见傍晚漫天的准备回巢的乌鸦，就兴奋地向我说：‘妈妈！
你看满天都是乌鸦，就像《夏伯阳》影片中战场上的游击队员。
’我当时很惊奇他的联想。
这就是文学的感受。
你爸爸7岁的时候写给我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意思是这样），说婆婆带他到城墙上去看划龙船，
人很多，许多人还打着伞。
我觉得他能观察事物，哪怕只有一句。
除了这些，我觉得还有一点值得向你提出，就是敢写。
你爸爸在皖南事变后曾经写过一个表现皖南事变的剧本。
叶挺、项英居然上了舞台，而顾祝同、上官云湘也上了舞台。
当时，我很欣赏。
”我从小喜爱文学，也曾想继承父亲和母亲的事业，从事文学创作。
1942年底，我从保小毕业，全班升人徐特立为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
此后一直生活在自然科学学习的环境中，’渐渐地对自然科学也产生了兴趣。
究竟选择哪条专业道路，举棋不定。
妈妈似乎也有些犹豫。
她既有希望我继承她的事业的想法，又有些现实的考虑。
她1977年给我和我妻子的_封信中，在对我们惟一的女儿胡延妮选择专业的问题上，重说了当年对我说
过的一些话：“小延如能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作家，我是欢喜的。
只是这条路太苦，不只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还要经受各种感情的陶冶和锻炼。
你们不会舍得让她吃这些苦的，而且这也是很冒险的路。
所以还是学理工好。
过去对你，我也是这种看法。
”她又写道，“小延将来最好学理工，因为这是建设国家最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股学理工的热潮。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都需要迅速建立起一支德才兼备的科学技术人才队伍。
我考虑国家需要，选择了走理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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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派我到苏联学习潜艇设计制造。
我学成回国后，一直在造船工业部门工作。
妈妈在我选择学习专业上起着一个顾问的作用，但这只是一时的事，而和我谈得较多的还是做人。
正如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所述：“只要做到正直、诚实、深刻，为人民尽力，于己_无愧就行。
”我想这是她对我的最根本的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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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母亲:丁玲》编辑推荐：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和儿媳李灵源所写的回忆录《我的母亲丁玲》中，他
们讲述了母亲生前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母亲与他们谈到的延安时期和建国后文艺界党内政治斗争的情
况、自己的经历和历史情况，以及几十年的流放生活情况等。
虽然这些都已成往事，便还是会给人带来心灵的震颤。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
汉族，湖南临澧人。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
1931年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牛》的主编，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的代表作品之一。
曾获“斯大林文艺奖金”。
她足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作家，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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