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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通过采访知情人，搜集了许多珍贵手稿等第一手资料，查阅了“文革”前后围绕《红灯记》
的有关文件、讲话。
以及关于京剧现代戏、样板戏的研究资料。
详尽讲述了现代京剧《红灯记》与电影《自有后来人》、哈尔滨京剧团改编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及
现代沪剧《红灯记》的关系，真实地记录了《红灯记》的主创人员对于剧作的贡献，以及由于江青插
手《红灯记》而发生的波澜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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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国凡，江苏大丰人，1950年7月出生于四川酉阳。
10岁丧父，靠土家族慈母养育成人。
13岁开始发表诗歌。
在海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其中长篇传记《啼血的杜鹃——赵世炎传》、电视连续剧《
赵世炎》（与他人合作）、长篇报告文学《中国西部热土上的移民城》、《解读“故事会”》分别获
“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中国脊梁”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江苏省第二届紫金山文学奖。
采写的口述史《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审
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后》、《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等在社会上产生
过强烈反响。
曾参加著名的长江漂流采访，写成长篇报告文学《长江之魂》。
曾任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文联专职副主席。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常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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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神秘的赶车人　　赶车人被这位满老战士讲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他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子来，借着柴火的光亮，想记下这个故事。
　　可是，他很快又将那个小本放回了衣袋里，因为他知道自己此时的身份，他不能用笔记下这个生
动感人的故事，而只能将这个故事深地铭记在自己的心里。
　　这个赶车人是谁？
　　他为什么对这个故事如此感兴趣？
　　1957年的冬天是寒冷的。
位于黑龙江省的北大荒更是朔风呼啸，雪大如席，辽阔的荒原被搅成了白茫茫一片。
　　在这雪飞冰冻的大荒原上，有一座部队的军垦农场，几排低矮的茅屋被大雪压得喘不过气来，在
严寒中打着颤。
这里集中关押着一些在那年夏天因“大鸣大放”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的人，平时他们被押着到原野
上去劳动，太阳落山后才能回到这些屋子里来睡觉。
现在天气太冷了，别说他们无法出去干活，就连那些看管他们的人，都只得整天“猫”在屋子里，这
使得这些人也有了一点喘息的机会，得以在屋子里烤火，或在被窝里“猫冬”。
　　谁也不会想到，在远处的雪野里还有车马在赶路。
原来，这是农场派出去拉运粮食的马车，由于风雪太大，拉货的骡子显得十分吃力，身上已浸出了汗
水。
马车上坐着一个人，身穿老羊皮袄，头戴一顶皮帽，将一双手交叉插在袖筒里，紧紧地搂着一杆长长
的鞭子。
走不多远，前面出现了一片树林，马车突然陷进了很深的雪堆里，无论他怎么用力向那匹骡子抽鞭子
，马车就是不能前进。
在这冰天雪地里，如果这样下去，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的。
　　这时，赶车人发现在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小木屋，屋顶上正冒着袅袅的炊烟。
他如同发现救星一样，急忙向那座小木屋跑去。
　　屋子里住着几名守林子的工人，年长的有五十多岁，长着浓浓的络腮胡子。
当他听说来人是附近军垦农场的人时，就立即叫上大伙，一同来帮助赶车人将马车从雪堆里拉了出来
。
看看天色已晚，他们便留赶车人到小木屋里去休息，并告诉他说这样的雪天一个人赶车很危险，由于
刚才耽误了时间，现在已无法在天黑之前赶到农场了，不如等明天雪小了一点后再走，回头由他们出
面给农场里写个证明，说明情况。
赶车人此时已是人困马乏，只得同意明天再赶路。
吃过晚饭之后，赶车人同大伙一起围着烤火取暖。
　　屋外是呼啸的寒风，屋里的木材正“劈啪”地燃烧着。
在北大荒漆黑的夜晚，在这间小木屋里，一只酒瓶在几个男人的手中来回地传递着。
喝了酒的男人们就开始讲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那些充满着大东北泥土气息和乡情乡音的故事听得赶
车人睁大了眼睛。
　　络腮胡子的守林人曾经是一名“北满”抗日联军的老战士，他呷了一口烧酒以后，用手抹抹胡子
，讲了一个地下交通员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炸毁日军的一批准备运上前线的军火，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内线了解
到这批军火的具体存放地点和准备运送的具体时间，于是火速派一名地下交通员，将这个情报送往抗
联总部。
　　这位地下交通员根据事先联系的地址从偏远的黑河来到哈尔滨，住进了联系好的一家小旅店，这
家小店位于哈尔滨道外，是一个不会引起日军注意的地方。
可是，由于日军不断地搜索和“围剿”，情况发生了变化，负责接头的人左等右等未到，等到第二天
时，地下交通员随身带来的钱都已用光，连每天的饭钱都没有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灯记的台前幕后>>

但是按照地下交通的组织规定，在未见到接头人时，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这个地点的，现在怎么
办呢？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这位地下交通员只好饿着肚子等候。
为了节省体力，交通员每天只好躺在炕上空着肚子睡觉，到第四天竟饿得昏死过去，就这样一直等到
第五天，当这位交通员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接头的人终于赶到这家小店，接过了交通员送去的情报
⋯⋯　　赶车人被这位“北满”老战士讲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他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子来，借着柴火的光亮，想记下这个故事。
可是，他很快又将那个小本放回了衣袋里，因为他知道自己此时的身份，他不能用笔记下这个生动感
人的故事，而只能将这个故事深深地铭记在自己的心里。
　　这个赶车人是谁？
　　他为什么对这个故事如此感兴趣？
　　第二章 盼望春天　　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他将苦难强咽进肚里，没有悲伤，没有气馁。
他利用自己劳动的间隙深入到东北的乡村，深入到一座座茅屋的火炕上，听乡亲们唠家常，讲故事，
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收集了大量反映东北抗日联军和革命群众对敌英勇斗争的故事。
　　他渴望有一天能将这些故事写成电影剧本。
　　那位对抗联老战士所讲的故事感兴趣的赶车人名叫沈默君，是北大荒某军垦农场的一名“右派分
子”。
　　说起沈默君的名字，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但如果提起他笔下所写的那些电影剧本，在中国大陆可
谓是人人皆知了。
　　沈默君祖籍安徽寿县，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
1978年出任文化部剧本委员会委员兼创作组组长，创作了《台岛遗恨》、《孙中山与宋庆龄》等多部
电影剧本。
1948年他任华东野战军总后政治部文工团团长，创作了歌剧《叶大嫂》、小说《夫妻英雄的故事》等
作品。
　　1949年底全国解放，沈默君进入第三野战军文化部担任专业创作员。
第二年，他与沈西蒙、顾宝璋合作，创作出了新中国最早的电影文学剧本《南征北战》，不久就被搬
上银幕，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紧接着他又于1952年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
1957年，他与黄宗江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海魂》，后由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赵丹、崔嵬（北
京电影制片厂）、刘琼、高博、王丹凤、康泰联合主演，拍成电影。
　　正当他雄心勃勃地开始电影创作的时候，1957年那场突然袭来的风暴，使他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创
作的权利。
于是，他被强令脱下军装，背着时代“赐”给的那副沉重的十字架，被押送到遥远的北大荒接受改造
。
　　北大荒的生活是艰苦的，除了“劳动改造”之外，更让他感到不寒而栗的是没完没了的“思想改
造”，是对他所创作的那几部电影的批判。
可是，令他感到不解的是，在对他进行批判的同时，这几部电影却仍然在全国各地放映，就连这偏远
的北大荒农场，也不时会有放映队来放映，只是影片上再也找不到他的名字了。
　　苦难并没有使年轻的沈默君对生活失去信心，他将苦难强咽进肚里，在自己劳动的间隙深入到东
北的乡村，深入到一座座茅屋的火炕上，听乡亲们唠家常、讲故事，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收集了大
量反映东北抗日联军和革命群众对敌英勇斗争的故事。
他渴望有一天能将这些故事写成电影剧本。
　　后来东北一个摄制组到北大荒拍片。
当他们架好机器，面对辽阔的大地准备拍摄外景时，从镜头里发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走来了一队扛着
铁铲的队伍，他们一个个低着头，在几名武装战士的押送下，正朝田野走去。
　　这镜头前突然出现的人群无形中破坏了画面。
　　当这队人群走近的时候，摄制组的人都惊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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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觉对走在中间一个腰上拴着草绳的人轻声地叫了一声：“沈默君。
”沈默君路过时连头也不抬，走到前面的地里之后，就只顾埋头刨土，片刻之后，从头到脚都是黄土
。
　　看到一个优秀的编剧被折磨成如此模样，摄制组的人都不敢认他。
　　当时正是全国电影界全力以赴拍摄“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片的时期，摄制组回来后，立刻给有关
部门反映这种情况，希望能够解决沈默君的问题，让他出来工作，协助参加献礼片的文字创作。
　　有关领导听了汇报后沉思很久，犹豫地说：“那可是个‘右派分子’呀！
”　　急着要人工作的摄制组的人说：“怕什么，我们又不同他多说话。
再坏的‘右派分子’只要我们大家都监督好，我们摄制组有这么多革命群众，还不把他给改造过来呀
！
”有关领导想了想，认为摄制组的人说得对，答应想办法让这个“右派分子”出来参加拍摄工作。
　　可是事情的解决并不顺利，一直拖到献礼片拍摄结束并播映后的1961年底，沈默君才被宣布摘掉
“右派分子”的帽子，以“继续观察，以观后效”的“监管对象”的身份，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
到哈尔滨的文化单位从事文学创作。
　　此时，背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的沈默君，已在北大荒的军垦农场里整整地“改造”了4年之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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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样样板戏的幕后故事，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的八个样板戏，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名列八个样板戏之首的《红灯记》曾经历过一场怎样残酷而悲壮的洗礼。
　　《红灯记的台前幕后》记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京剧《红灯记》从诞生到成为样板的历程，
以及围绕它的改编、演出在台前幕后发生的一些鲜为人知、耐人寻味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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