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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山西省文水县，有个云周西村，村子坐落在晋中平川里。
这原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如今却变成个有名的地方了。
云周西村是革命女英雄刘胡兰烈士的故乡。
她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这里是她和敌人斗争的战场，也是她英勇就义的地方。
人们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就在她故乡的村南，修建了一座规模较大的纪念馆和烈士
陵园。
一进纪念馆的大门，迎面矗立着一块汉白玉碑，正面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大金字：生的伟
大死的光荣这是对她短短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她革命功绩的崇高评价。
碑的背面，刻着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追认刘胡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
纪念馆的院子很宽大，院子里栽满了花草。
正面是一座庄严雄伟的纪念大厅，院子两旁是曲折的走廊和陈列室。
在陈列室里，陈列着有关烈士生平的各种史料、遗物；公审凶犯的照片，以及党政军民各团体和国际
友人们赠送的挽联、花圈、赞词。
另外还陈列着全国各地以“刘胡兰”命名的各个先进集体的决心书、誓言、报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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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周西村是革命女英雄刘胡兰烈士的故乡。
她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这里是她和敌人斗争的战场，也是她英勇就义的地方。
人们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就在她故乡的村南，修建了一座规模较大的纪念馆和烈士
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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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苦命的孩子混乱的年头月昏星暗夜又一个混乱的年头抗日队伍新年新岁人民的勤务员娶新妈妈一
年级小学生在阴暗的日子里奇怪的客人光荣的任务一本“天书”奶奶的“女儿经”软骨头和硬骨头两
个小通信员的死挖掉敌人的耳目枉费心机的奶奶从胜利到胜利两只金牙的故事走出家门一场风波四十
天的变化第一个职务奶奶之死一双坏军鞋见义勇为当了区干部以后难忘的一天发动老长工在第一次党
员会议上爱护伤病员留在困难的岗位上在黎明前挑起千斤重担给敌人以打击敌人的报复做最坏的准备
阴暗的早晨在敌人面前光荣之死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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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从妈妈死了之后，胡兰姐妹俩就和爷爷奶奶住在了一起。
这一来，可给两个老人增添了不少负担，也增添了不少烦恼。
爱兰生来就爱啼哭，哭起来没完没了。
胡兰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小姑娘，如今也爱哭了，特别是妈妈刚死了的那些天，动不动就流眼泪，一
看到妈妈用过的那些东西就哭，看到大门口撒下的那一长溜荞麦皮①也哭，真个是天天起来泪洗脸。
她知道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小心眼里怎能不难过呢？
白天啼哭也还罢了，有时候夜里也会把爷爷奶奶哭醒来。
有好几次，胡兰睡到半夜三更，忽然想起病着的妈妈来，就迷迷糊糊爬起来，推着身旁的奶奶道：“
妈妈你吃个梨吧！
吃了梨就好啦！
”当她弄明白自己是睡在奶奶房里，记起妈妈已经死了的时候，忍不住就会哭起来。
每逢这时候，被推醒的奶奶和被惊醒的爷爷再也睡不着了。
爷爷一袋接一袋抽烟；而奶奶则是不住声地长吁短叹。
老两口就这样一直熬到天明。
眼看着两个没娘的孙女儿哭哭啼啼，眼看着胡兰她爹一天天消瘦下去，老两口怎能不痛心？
怎能不烦恼呢？
而更加使人烦恼的是世事动荡不安，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阎锡山的反共措施也一天比一天毒辣，搅
害得老百姓们简直没法过日子了。
那时，虽然红军还没有过黄河，可是官家人说红军的探子已经偷偷过来了。
今天说，凡是南方口音的就是红军探子；明天说，穿破烂衣服的就是红军探子；后天又说，身上带着
红手绢和红布条的就是红军探子；后来连衣服上有红布补丁的，系红裤带的，以至口袋里装着红头火
柴的⋯⋯全都算成红军探子了。
阎锡山下令悬赏捉拿红军探子，命令说：“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
”警察局、侦缉队、城防军⋯⋯到处乱抓乱捕，文水城的监狱里挤得水泄不通。
南门外城墙根底天天在枪毙人。
四门上经常悬挂着血淋淋的人头。
这一来，可把老百姓害苦了。
人人自危，白天黑夜都在提心吊胆。
领不到“好人证”①的人，连村子也别想出，胡兰爷爷倒是领到了“好人证”，不过是“三角证”②
，出了村还是照样到处受检查，受盘问。
三、六、九下曲镇逢集，爷爷也不敢去赶了，称不下咸盐只好吃淡饭，打不下煤油只好不点灯⋯⋯遇
上这种倒楣年月，有什么法子呢？
可是就躲在村里不出去，也不得安生啊！
差不多天天有官家人来扰害：有来清查户口的，有提着马棒来要临时军费的，还有过路队伍在这里“
打尖”的⋯⋯这些人一来，村子里就乱了，要吃要喝，要粮要款，三句话答不对就是一马棒，真个是
闹得鸡飞狗跳墙。
那时候，差不多天天有从祁县车站开往西山里去的队伍路过这里。
他们声称是去“剿匪”，说一定要阻截红军过黄河。
早在前一年，阎锡山就在黄河沿岸，修筑了好多碉堡，派兵重点把守。
如今把主力部队也调到黄河岸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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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六四年。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排印了数百册样本，分送给刘胡兰烈士的家乡云周西党支部、文水县委会、
山西省委、原晋绥边区的领导人，以及刘胡兰烈士生前友好和有关单位征询意见。
各级领导和熟悉刘胡兰烈士生平的同志们，在百忙中对该书进行了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根据这些意见，我进行了修改。
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重新付排，并已打出了清样，但一直未能出版。
原因很简单：在“四人帮”统治文艺界，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那些黑暗年代里，他们有一条
不成文的规定：不准以任何艺术形式表现真人真事。
他们的“旗手”还下达了这样一道懿旨：“⋯⋯就是刘胡兰，也还是不要写真人真事！
”这样一来，所有以前歌颂女英雄刘胡兰的那些话剧、歌剧、叙事诗、连环画等艺术作品，便统统被
压到了五行山下。
这本未正式出版的《刘胡兰传》，当然也就夭折了。
在揪出“四人帮”之后不久，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决定要尽快出版这本书，我想趁出版
之前再校改一遍，尽可能减少一些错误、缺点。
但由于其他工作缠身，一直拖到现在才算告一段落。
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我遇到过一些难题，也有一些个人的看法和体会，趁此机会一并写出来求教于
读者和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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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胡兰传》：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刘胡兰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