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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已古稀之年。
我十分庆幸我的晚年能和儿孙们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
　　过着今天这样美好而又幸福的生活，我时常会想起那些离乡背井、妻离子散、为建立新中国而与
剥削者、压迫者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们。
他们为了天下穷苦人和子孙后代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惜抛头颅、洒鲜血，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
他们有的人没有看见共和国的旗帜在空中飘扬，就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他们没有住上高楼大厦，也没有坐过漂亮的小汽车，更没有看过彩电，拍过彩照，用过手机，玩过电
脑、过山车、太空梭；他们没有吃过麦当劳、肯德基，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保障。
但是，他们为了今天的孩子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置生命于不顾。
　　亲爱的少年儿童朋友们，我们今天能过如此幸福的生活，是与他们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分不开的
。
　　也许当今有的孩子会说，没有他们，我们照样可以幸福地生活。
可是，你们也会懂得，历史的长河是不能断流的。
假如，五十年后的孩子对你们说，“没有你们这一代人，我们照样会过着幸福的生活。
”到那时，你们将会怎么想呢？
我想，你们一定会说，“历史的文明生活是一代一代人的创造过程。
没有我们昨天的努力，就没有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忘记前人的功德，就是否定自己。
你说对吗？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可以说，我是两个社会变迁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我的父母亲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
他们并不是穷苦家庭出身的人，而是追求真理、信仰共产主义、为天下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进步青年
。
他们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而投笔从戎，毅然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他们革命的目的不是为自己、为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
为了千千万万的孩子们过着幸福的生活而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一切。
　　我生在中央苏区弥漫战争硝烟的年代。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踏上了远征之路。
自此，父母亲离开了我，使我度过了十五年之久的“孤儿”生活。
我是在苏区人民保护和抚养下长大的。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生活所迫，我的童年是在极端苦难中度过的。
生活在今天的孩子，特别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几乎是难以理解我们这些长征后红军留下的孩子是
怎样处在饥寒交迫中生活的。
我希望当今的孩子能了解我们的生活，但我决不希望当今的孩子再过我们那种苦难不堪的悲惨生活。
　　我们所度过的苦难生活不是人为的选择，更不是命运的安排。
而是社会制度和政治斗争所造成的。
随着社会的前进、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提高，人们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我希望少年儿童朋友们，在享受幸福生活和展望美好未来时，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一位伟人说得好，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写的《风雨少年》这本书，是依据我少儿时代的经历而创作的一部小说，而不是我的真实生活
的写照。
书中的“我”，似我非我，切勿对号入座。
　　亲爱的少年儿童朋友们，只要你们喜欢读这本书，我就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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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瑞生于深圳市华侨城　　200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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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主力部队不得不进行转移。
虎子和许多红军干部的子女一样被寄养在当地群众的家里。
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中央苏区，他们对红军家属和留下的孩子进行残酷的迫害。
书中展现了以阿妈为代表的苏区群众为了保护和抚养红军的后代，和白狗子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的故
事。
虎子也在艰苦的磨练中，与患难与共的小伙伴——牛仔和广东佬，不断地成长，最后在老杨叔的关心
和教育下，年幼的虎子及伙伴在艰难的岁月中逐渐成长并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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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瑞生，生于1933年10月，老一辈革命家陈正人与彭儒之子。
　　自幼喜爱文学，曾广泛阅读中外小说、诗歌、剧作，经常试手写一些诗词、散文；对绘画情有独
钟，尤其喜爱涂鸦山水景色。
　　曾为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哲学教授。
主编、副主编或参与撰写、出版二十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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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小的时候，经常和红石村的孩子们一起玩。
红石村是客家人的建筑，它坐西朝东。
村子背后是一片由数十棵大樟树组成的樟树林，每棵樟树都要有五六个小孩手牵手才能合抱住。
樟树上栖息着各种鸟儿，我最喜欢的是八哥。
大大的樟树坪，遮日蔽荫，我们小孩最喜欢到这里来玩。
村的前面是三条小河汇合在一起的绵江河，河坝上长满了各种杂树，有高大的乔木，也有枝繁叶茂的
灌木。
河水是清清的，村子里的人们每天清早都到这里挑水吃，妇女们也天天到这里洗菜洗衣服。
　　红石村是户户相连的客家村。
村的中间是全村公用的祠堂。
祠堂前面是一块平坦的场地。
场地的前面是由三合土和鹅卵石垒起的围墙。
场地的北面是由大石头建筑的牌坊。
门墩是由石头雕刻的一对可爱的狮子。
场地的南面是一排两层楼的房子。
这排房子住了好几家人，我们家也住在这里。
　　我在红石村生活了好多年，它给我带来了许多的快乐，也给我带来了许多的苦难。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遭受地主崽子的欺侮。
他们依仗老子的势力，不断地同我打架。
我七岁那年，几个地主崽子把我打得头破血流，脸上被抓出许多的指甲印，衣服也被他们撕破了。
他们还骂我：　　“红毛贼，土匪崽！
”　　我年纪小，打不过他们。
可我也不示弱，我气鼓鼓地骂他们：　　“白毛贼，地主崽！
”　　他们还编着小快板奚落我：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我是龙，我是凤，红毛天生打地洞！
”　　“我们姓钟，你姓苏，打起架来你尽输！
”　　“哈哈哈⋯⋯滚蛋吧，红毛贼！
”　　听了这些，我气得腮帮子鼓鼓的，小拳头攥得紧紧的，真恨不得把他们都揍死。
　　有时我也想。
为什么这些地主崽子骂我是“红毛贼”？
为什么全村的人都姓钟，而只有我一个人姓苏？
我不明白，便去问我的养母阿妈。
　　阿妈回答说：“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别理他们就是了。
”　　我听阿妈的话，见了地主崽子就不理他们。
可是时间一长，又把这事忘了。
只要在一起玩，总是免不了打架。
　　有时，我哭着对阿妈说：　　“我不姓苏，我要姓钟。
”　　“我的满崽，莫哭！
你同阿爸是一个姓，是姓钟。
”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又是同地主崽子打架。
我惊叫着：“白毛贼，地主崽！
”阿妈把我推醒了。
我睁眼一看，阿妈还安详地坐在床沿上，在淡黄的菜油灯下，正一针一线地给我补衣服呢！
　　我一骨碌爬了起来，忽然问阿妈一件事：“阿妈，我的头发是红的还是黑的？
”　　“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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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妈笑呵呵地回答说，“看你问的！
”　　“我不信，你骗我。
”我们家没有镜子，从来我也不晓得自己的头发是什么色。
　　阿妈伸手从我头上揪了一根头发给我看，然后对我说：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相信了吧？
”　　“唉，”我相信了。
可我又问：“为乜地主崽子骂我是红毛贼？
”　　阿妈耐心地对我说：“睡觉吧，不要问这么多了。
等你长大了再给你讲。
”　　我耍娇似的扭着肩膀恳求阿妈说：“不，现在就讲嘛！
”我爬到阿妈跟前，双膝跪在床上，两只手扶着阿妈的肩膀。
我催促阿妈说：“快讲吧，阿妈！
”　　阿妈被我纠缠得无奈，她只好放下针线活，对我说：“你的裤子都有补好，看你明天穿什么？
”　　我说：“那你边讲边补吧！
”　　阿妈又拿起针线活，顺手缝了几针。
她向我微微地笑了笑，然后轻言细语地对我慢慢讲来：“满崽，话说起来长啦⋯⋯”　　听阿妈讲后
，我才晓得，原来我是红军留下的孩子。
　　阿妈说：“你生在江西的井冈山。
听你爸爸说，你生下来，胖乎乎的，虎头虎脑的。
你爸爸就给你起了小名，叫小虎子。
”　　那时，我的生身父母跟着毛委员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闹革命。
因为斗争环境很艰苦，在山上有法抚养我。
妈妈就托人把我送到爸爸的老家遂川县。
让奶奶抚养我。
　　后来，由于敌人多次向井冈山围剿，红军不得不撤离井冈山向赣南进军。
就这样，我爸爸妈妈便随大部队一起，来到中央苏区瑞金。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我奶奶也被敌人抓走了。
当时，奶奶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
奶奶脚小走不快，白狗子生怕她在半路上被红军游击队劫走，就拉了几个挑夫，用一把竹椅子抬着奶
奶走。
我在奶奶怀里哇哇地哭叫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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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亲爱的少年儿童朋友们，我们今天能过如此幸福的生活，是与他们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分不开的
。
一位伟人说得好，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作者写下了《风雨少年》，它是依据作者少儿时代的经历而创作的一部小
说，而不是我的真实生活的写照。
书中的“我”，似我非我，切勿对号入座。
故事发生在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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