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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些文字是那么地青涩和纯真，把她们公布出来需要勇气。
　　当年在兵团也没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倒是开始认真练习画画以后，反而把画生活速成当成了每天
的“日记”。
《十八岁》是历史一隅的记录，比日记更宝贵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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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静之：著名作家、编剧。
其作品有：电视连续剧《琉璃厂传奇》《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倾城之恋》《五月
槐花香》，歌剧《夜宴》《西施》，京剧《新白蛇传》，话剧《我爱桃花》《莲花》《操场》，电影
《千里走单骑》《大武生》，诗集《幡》，小说诗文集《骑马上街的三哥》，散文集《美人与匾》《
一地景象》《风中沙粒》《知青咸淡录》，等等。
曾多次获奖，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意、西等国文字。

赵大陆：著名画家。
作品以功力深厚、个性鲜明而享誉画界，无论绘画技巧还是思想深度都有很高的造诣。
曾多次在海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并多次获奖。
曾出版《赵大陆人体油画选》《赵大陆油画作品集》《赵大陆油画作品》《阅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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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十八岁开始／邹静之发黄的纸片／赵大陆一、邹静之日记（1973-1974）二、赵大陆速写（宣传队
，1972-1975）三、邹静之日记及诗歌（1975-1978年后）四、赵大陆速写（生活、劳动，1972-1975）五
、邹静之兵团随笔（1978年后）六、赵大陆写生（兵团时期，1972-1975）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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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八岁开始　　邹静之　　和大陆十六七岁就认识了，不是那种见过面的认识，是在一个铺上睡
了有近五年（大宿舍住二十来个人，上下铺）。
　　我们都是1969年从北京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他在10l中学，我是玉渊潭中学。
下乡后，前后脚被选到了一师六团宣传队。
大陆身手好，演过《沙家浜》中的沙四龙；我’扮过《智取威虎山》中的少剑波。
那时的日子冰天雪地，苦是苦，但青春年华，日日新。
　　我们这一代人，个人的经历都是随着国家的变化而改变的。
那时整个国家的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思都用在运动上了。
人们单纯而激越。
在经历了“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后，“文革”来得无比猛烈。
一夜间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从北京的机关大院如空降般地到了寒冷、饥饿、肮脏、劳作、‘约
束中的东北边陲“屯垦戍边”去了。
现在看，那时伟人的想象真是丰富，“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声号令，全国上千万的城
市青年，就天南海北地被调动起来，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
对于一个国家，这绝对是一个灵感般的策略；对于一个个体的年轻人来说，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
　　这一代人的思想轨迹也就是在那一个时段成了一个转折点，原来是一切都信，后来有了怀疑。
　　在北大荒的时候，生活的艰苦不是最重要的，单一的精神生活和政治运动，让人不舒畅。
在那样的情境下，回到城市中去几乎是所有人的向往，上学、病退、困退、转插、考艺术院团⋯⋯各
种途径都有人在奔忙着。
我们这些宣传队员们想的就是怎样才能考上专业院团，离开北大荒。
．　　大陆那时除了做演员外，就是爱画画，所有舞美都由他来负责，做得很好，经常是大幕一拉开
，台下的观众会为那些景致惊叹。
真正要下定决心画油画大概是七三年⋯⋯他回了趟北京，再回来时对画画就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先是
带全了画油画的一应用具，然后带来了很多国外的油画印刷品，那些裸体画曾让我们这帮“生斗亡旦
子”想入非非。
那之后，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画画了，速写、素描、色彩，抓住时间就画。
人物、风光，碰到什么画什么，技艺精进。
再之后大陆先于我离开了北大荒，恢复高考后就去了电影学院美术系，他们那届是名人辈出。
　　从十几岁到现在，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大陆还是在画着，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澳洲，总之没
有任何改变。
我以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国家变化太大了，能做的事情太多了，他们那届的大多数同学，
不管学什么的，很多都变成导演了，他则能四十年来“耳无他闻，目无他见，唯一心莹然，照于纸墨
”。
得奖也好，不得奖也罢，有人知也好，无人知也罢，就是那么画着，四十年不见张扬，我以为这是真
爱画者⋯⋯　　当然画了四十余年也是幸福，一个人能为自己所钟爱的技艺坚持四十年，并以此为生
且养家糊口，这真是人生之大幸福。
有时我会臆想他一天的生活状态⋯⋯清早起来，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问，挤颜料，对着画布发呆，然后
，就那么一笔一笔地画出一张画儿来，中途或许会为配出一种高级的灰色而不厌其烦地调试⋯⋯或者
，放下笔喝口茶，总之专心致志在画上⋯⋯世界再纷繁，你有一个可以让你平静的躲藏的技艺，这样
的生活真是幸福啊。
　　我与大陆都已年近花甲了⋯⋯看了他保存下来的18岁时画的速写，勾着我也找出了一些旧文字来
看⋯⋯那感觉真是奇怪，时光飞逝，岁月却不能使人老，真是那样，我们几乎没有变。
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会感到十八岁左右的我是那么不快乐，与现代的青年人比只有决心与渴望。
这些文字是那么地青涩和纯真，把她们公布出来需要勇气。
　　发黄的纸片　　赵大陆 我这人一直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不知是因为懒惰还是由于对作文之事没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八岁>>

恒心的缘故所至。
其实我也曾写过日记，那是自小学二年级后。
在家里每天做完应做的作业便被爷爷或爸爸看着用小楷毛笔写一篇日记。
按家里规定每篇日记要在一百字以上，名为日记则实为书法训练。
因为文章不好只会被训斥，而字写不好是要挨打的。
　　当年在兵团也没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倒是开始认真练习画画以后，反而把画生活速写当成了每天
的“日记”。
随着岁月流逝，这批当年的速写日记亦流失了许多。
尽管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着与绘画相关的事情却很少翻动这些沉封的记忆。
如今重新翻看它们，当年黑龙江兵团的生活，那黑土地上度过的青春岁月又像回到了眼前。
　　看着这一页页发黄的纸片，心中真是感慨万千。
就其速写的艺术技巧而言，以我现在的水平看是如此“初级”，甚至显得绘画者相当幼稚。
可这却是我当初踏上艺术之路的最好见证。
我是在生活最艰难之时选择了这条道路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无怨无悔地走在这条充满了挑战与希望的路上。
　　若不是这次出版此书之缘故，我竟然不知道当年的静之在每天繁重的劳动、排练之后，还有精力
记下这如此大量又工整的——在今天看来更是弥足珍贵的兵团生活日记！
从这一点来说，我俩都用自己脚下四十年来走过的路证明了：只要付出努力，理想是可能实现的。
那么，这本书中所展示的内容，也可被看做我们人生事业开始的地方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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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字里行间跳动的是青春的脉搏，那流畅的速写记录的是年轻的步伐，当年知青们的生活和心态
仍在文字和图画中激情流动⋯⋯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北大荒。
　　《十八岁》内容包括邹静之日记，赵大陆速写，邹静之日记及诗歌，赵大陆速写，邹静之兵团随
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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