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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

精彩短评

1、题目取得好。
2、看到一半放在图书馆就被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拿去放书架了，找不到了，那就谈谈看到一半的感受
吧。大概就是讲的一个五四过后青年的思想运动以及她们的挣扎，基本上是在歌颂革命两个字。有点
洗脑的感觉。
3、小学的图书馆借来看的 那时候多喜欢的
4、唉。。。洗脑文学。。。
5、说是考研必备的革命励志书吧，还是觉得有些脑残。革命不是罗曼蒂克，可青春之歌就是革命罗
曼蒂克。不过作为女性文学的第一枪，开得还是很棒的。
6、我都快忘了我还读过这个了，记得还是初中的某一个暑假⋯⋯
7、很好很好  ！！！
8、虽是主流文学，也颇鼓舞人心。果然还是作者的写作技巧和自身情感的作用吧。卢嘉川悲壮的牺
牲和余永泽光鲜的苟活，更烘托了主旨。
9、十七年文学，感觉还是写的挺有意思的。自己之前对十七年文学没有太多接触，现在看觉得还是
经典。个人比较喜欢卢嘉川，可惜他死了。
10、虽然书中人物的某些态度，观点我未必赞成，但不能否认这部小说的确写得不错，情节安排合理
，文笔充满激情，又有女性特有的纯净和优美，很能打动人，的确令人感到在那个大时代中蓬勃跳动
的青春气息。其中林道静和余永泽的爱情和失败的婚姻几乎就像是鲁迅《伤逝》的翻版，我感到拿这
两者来比较是最适合不过的，不知道有没有论者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如今已经很难看到这么真诚洁净
的（尽管可能也不乏稚拙）的文字了。
11、了解一段文学史，了解一种信仰。
12、地摊淘的82版，五块钱，可看喜欢哪个年代
13、避免了对人物形象的简单处理，刻划细腻，殊为难得。
14、你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5、文笔比较弱，人物像是贴标签，处理得很浮躁。
女性作家的童话意识，嗯，自有动人之处。
16、虽然有各种讨厌，但心中还是有一小撮喜欢的。女人啊，倔强而坚强的女人，多么适合你的志向
啊。
17、明明只是一个姑娘在党员之路上的成长史，可是偏偏让人觉得格外有年代感，特别愿意看下去。
即使是关于党员学习会议，也显得很有趣
18、远没有创业史写的入骨
19、怕被洗脑，看到75% 我喜欢杨沫说故事的感觉，很有效率，不拖拉。如果她有机会写其他题材的
话，应该更精彩
20、勇敢，执着的青春，向往............
21、期待着第一版的三角恋，结果是改版后的东方红。一星，为这矫揉造作的文风。
22、没有读到真谛，该结合背景来读
23、阅读时间：2001年11月
昨天整理书柜才发现原来我还受过这爱国主义教育呢⋯⋯挺主旋律的，看完以后倍儿有煽动性，觉得
“祖国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真是来之不易，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去！
24、我们的青春在哪里？
25、红色经典，把主人公林道静的心路历程写的十分详尽，可以读一读。
26、很有时代感的书，从语言、内容到风格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过时不好说，但当下应该鲜有年轻
人耐下性子看这种叙事书了。又及：刚到北京读的第一本书，怯生生地看着书，却眼耳鼻舌身意都向
着外界，留意着周围的一点一滴。
27、特定年代的特定文学，还是有它动人之处。记得两年前看的时候，还被感动得热泪盈眶-_-||
28、比较不讨厌，很不喜欢
29、期待挺久，有些失望，鲜明时代特色与政治意味。不过，也还算好看。
30、一本好书，写出了当时政府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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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这是我少女时代反复看最爱看的小说
32、读完了《青春之歌》，也仅仅是读完了，发现自己的青春不知采用什么方式表达。谁是林道静？
谁又是江华？有梦想的青春，可歌可敬；求理想的魄力，能吟能唱。想明白某个关于青春的问题，比
如爱情，比如读书，比如前途.......都是艰难的，尽管不想心安理得地度过每一天，但每一天又能做到
让自己心安理得呢？这是没有长大的表现还是其他？
33、被老师指定的书目，说实话，对文革的时候的作品很无感
34、时代产物，很多地方看得又好气又好笑又上火，很有意思的。
35、话唠啊话唠
36、那种革命热情我们没法理解。不过向往那种苏俄式的罗曼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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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青春之歌》虽是小说，却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青年为革命奋斗牺牲的缩影。小说以林道
静的视角写了知识青年投身革命的历程，也记录了爱国青年在革命胜利道路上的流血牺牲。鲁迅在《
纪念刘和珍君》中写道：“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
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也许从一篇文章中我们读不出当时爱国青年游行示
威的壮烈豪迈、艰苦卓绝，但是《青春之歌》记录了这段历史，让时隔八十年后的我们仍能感受到当
时的知识青年怎样救亡图存，怎样用智慧和鲜血铺就了历史之路。　　　　林道静出身小资产阶级，
但她身上也流淌着劳动人民的血，她之所以接受教育，因为“母亲”认为她是一份不赔本的财产。但
她从小受的苦使她没屈服于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父亲破产逃跑后，“母亲”威逼利诱想让她嫁一个有
钱有势的阔佬，从而能依旧过腐朽享福生活。但当她得知亲生母亲秀妮的不幸遭遇后，她看清黑暗腐
朽家庭的本质，毅然离家出走。对前途的迷茫，她困惑：“一切有为青年，不甘心堕落的青年将怎样
生活下去？天地若此之大，难道连一个十八岁女孩子的立足之地都没有？”可是对待命运的百般阻挠
，她不会落荒而逃。正如她在海边受奚落嘲笑时，她不是惊慌离开，而是挺直身子走过去，用傲慢仇
视的目光瞪着那些取笑她的人，然后凛然离开。我们知道，一个青年承受的困难越大，成长的也越快
。林道静无疑在承受着黑暗社会带给她的痛苦，当她像不羁的小马四处去碰，相信总有一天会碰出一
条路来时，她可能不知道光明就在不远处。　　　　当林道静不满于现状、东闯西闯，需求自己的理
想道路时，我们那些被红色革命感染的青年学生在游行、在示威、在冲锋。“你们有的是枪弹，我们
有的是热血！”他们不怕军警的镇压，不怕被捕坐牢，他们不只是空喊口号，他们不怕吃苦、不怕杀
头，用自己的热血进行宣传、唤起人心，使中国觉醒。似乎一说革命大家就会想起贺龙拿两把菜刀就
要去造反情景，也质疑白面书生赤手空拳怎么能闹革命。林道静也不解：“只要武装斗争胜利了，工
农劳动人民革起命来，那么这些秀才举人就跟着造反了，对他们费这么大力量做工作，究竟有什么用
处呢？”而江华批评了她这种思想，并给予了解答：“工农劳动阶级自然是革命的主体，可是五四运
动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潮，把中国革命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你说是从什么人开始的？”看看那些
矢志不渝忠于党的青年吧！卢嘉川双腿被老虎凳轧断，但他在监狱蠕动着奄奄一息的身体为革命同志
传递情报，林红虽然被捕每天受酷刑，但她仍面带微笑像大姐姐一样关心着道静和小俞，在监狱开展
活动⋯⋯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青年，他们无愧于被称为时代的先锋　　　青年的选择，最终时间会
给答案。文中写了林道静的两个好朋友——王晓燕和陈尉如。她们在历史洪流中选择不同的道路，也
决定了她们的命运。陈蔚如是道静高中时的好朋友，在道静被母亲逼着嫁人时给予了她鼓励和帮助。
可是一年后她选择向腐朽势力低头，嫁给阔佬当姨太太，变得世俗起来。可最终腐化的阶级吞噬了她
的生命，面对黑暗的人生道路，她自杀了。还有白莉苹，是傍过革命的门又退缩了，去当了电影明星
进而做了阔太太。不仅自己堕落，还想拉道静下水，表面的浮华掩饰不住她虚弱的内心，纸醉金迷的
生活后面肯定是苦难。当我读到这时总忍不住联想如今，时代在变，可有些腐朽思想没变。现在社会
光怪陆离，很多人只追求物质享受，做着满足自己的虚荣的梦。特别是现在的女性，忘了自己的人生
价值，像白莉平一样出卖自己的灵魂。“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微笑”就是这
种思想的表现。可陈蔚如的结局给这些女子敲响了警钟，当她们孤独终老在零落孤寂的角落哭泣时，
那些为实现人生价值不断奋斗的人，她们在人们的尊敬里颐养天年。　　　　王晓燕生长在平和、温
暖的知识分子家庭，所以性格温和、沉静。刚开始，她只是像父亲一样相信胡适的“读书救国论”。
对于道静参加革命也只是表示支持和同情。后来她听道静讲自己母亲秀妮的苦难，开始认识到世界不
是自己想的那样。于是她开始阅读革命书籍，认识到革命的重要性。只是后来她受戴愉的欺骗，才会
走向和道静对立的道路。最后，当她认识到戴愉才是真正的叛徒时，她真诚的悔过，揭露了托派分子
的丑恶行径，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　　　　从这个方面说，《青春之歌》既是那些不屈不饶、矢志
不渝为革命胜利奋斗青年的赞歌，也是贪图享受、出卖灵魂腐化堕落青年的哀歌。关于爱情，这本书
也有提及，而且见解很值得思考。刚坠入情网的道静把和她谈诗的余永泽视为“有才学的青年，多情
的骑士”。可是余永泽只是一个为名利职位钻在故纸堆里写出论文来讨好胡适的势利之人，他反对道
静参加革命。这让道静认识政治上分歧，思想不一致的爱情是盛开不久就会凋零的的花，于是她选择
了离开。只有志同道合，相互理解才是爱情的基础。卢嘉川既是道静的爱人，也是她革命道路上的老
师。她迷茫时，解答她的困惑“大家的出路在哪？出路就在反抗，出路救灾斗争，出路就在把个人的
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当她有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时，卢嘉川这样点醒她“你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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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是拯救人民于水火呢？还是满足你的幻想——英雄式的幻想，为逃避现在的生活⋯⋯革命工作是多
种多样的，有火热的白刃战，也有不为人注意平凡的斗争⋯⋯不一定非要上战场才是革命”。道静也
为被害的他写了一首诗：“⋯⋯她用美丽的青春/用深藏在心底不变的热爱永远等着你⋯⋯”。而从某
种意义上说，江华是卢嘉川的化身，或者他们本就是同一人，他悉心指导她在定县的革命，当她想放
弃时给予她鼓励，真正的志同道合使他和道静走到一起。　　　　《青春之歌》虽然离我们的时代渐
行渐远，但是青年奋斗的精神是不变的，我们总能从其中读出什么。我不是一个寻宝者，在浩如烟海
的书籍中寻到某部书，就像找到知己，我只是读那些时代沥淘的经典，从中得到启示，青年同学们，
如果你有着不变的热情和实现自己价值的人生追求，那么请读《青春之歌》吧。　　
2、《青春之歌》虽是小说，却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青年为革命奋斗牺牲的缩影。小说以林道
静的视角写了知识青年投身革命的历程，也记录了爱国青年在革命胜利道路上的流血牺牲。鲁迅在《
纪念刘和珍君》中写道：“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
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也许从一篇文章中我们读不出当时爱国青年游行示
威的壮烈豪迈、艰苦卓绝，但是《青春之歌》记录了这段历史，让时隔八十年后的我们仍能感受到当
时的知识青年怎样救亡图存，怎样用智慧和鲜血铺就了历史之路。　　　　林道静出身小资产阶级，
但她身上也流淌着劳动人民的血，她之所以接受教育，因为“母亲”认为她是一份不赔本的财产。但
她从小受的苦使她没屈服于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父亲破产逃跑后，“母亲”威逼利诱想让她嫁一个有
钱有势的阔佬，从而能依旧过腐朽享福生活。但当她得知亲生母亲秀妮的不幸遭遇后，她看清黑暗腐
朽家庭的本质，毅然离家出走。对前途的迷茫，她困惑：“一切有为青年，不甘心堕落的青年将怎样
生活下去？天地若此之大，难道连一个十八岁女孩子的立足之地都没有？”可是对待命运的百般阻挠
，她不会落荒而逃。正如她在海边受奚落嘲笑时，她不是惊慌离开，而是挺直身子走过去，用傲慢仇
视的目光瞪着那些取笑她的人，然后凛然离开。我们知道，一个青年承受的困难越大，成长的也越快
。林道静无疑在承受着黑暗社会带给她的痛苦，当她像不羁的小马四处去碰，相信总有一天会碰出一
条路来时，她可能不知道光明就在不远处。　　　　当林道静不满于现状、东闯西闯，需求自己的理
想道路时，我们那些被红色革命感染的青年学生在游行、在示威、在冲锋。“你们有的是枪弹，我们
有的是热血！”他们不怕军警的镇压，不怕被捕坐牢，他们不只是空喊口号，他们不怕吃苦、不怕杀
头，用自己的热血进行宣传、唤起人心，使中国觉醒。似乎一说革命大家就会想起贺龙拿两把菜刀就
要去造反情景，也质疑白面书生赤手空拳怎么能闹革命。林道静也不解：“只要武装斗争胜利了，工
农劳动人民革起命来，那么这些秀才举人就跟着造反了，对他们费这么大力量做工作，究竟有什么用
处呢？”而江华批评了她这种思想，并给予了解答：“工农劳动阶级自然是革命的主体，可是五四运
动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潮，把中国革命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你说是从什么人开始的？”看看那些
矢志不渝忠于党的青年吧！卢嘉川双腿被老虎凳轧断，但他在监狱蠕动着奄奄一息的身体为革命同志
传递情报，林红虽然被捕每天受酷刑，但她仍面带微笑像大姐姐一样关心着道静和小俞，在监狱开展
活动⋯⋯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青年，他们无愧于被称为时代的先锋！　　　　青年的选择，最终时
间会给答案。文中写了林道静的两个好朋友——王晓燕和陈尉如。她们在历史洪流中选择不同的道路
，也决定了她们的命运。陈蔚如是道静高中时的好朋友，在道静被母亲逼着嫁人时给予了她鼓励和帮
助。可是一年后她选择向腐朽势力低头，嫁给阔佬当姨太太，变得世俗起来。可最终腐化的阶级吞噬
了她的生命，面对黑暗的人生道路，她自杀了。还有白莉苹，是傍过革命的门又退缩了，去当了电影
明星进而做了阔太太。不仅自己堕落，还想拉道静下水，表面的浮华掩饰不住她虚弱的内心，纸醉金
迷的生活后面肯定是苦难。当我读到这时总忍不住联想如今，时代在变，可有些腐朽思想没变。现在
社会光怪陆离，很多人只追求物质享受，做着满足自己的虚荣的梦。特别是现在的女性，忘了自己的
人生价值，像白莉平一样出卖自己的灵魂。“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微笑”就
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可陈蔚如的结局给这些女子敲响了警钟，当她们孤独终老在零落孤寂的角落哭泣
时，那些为实现人生价值不断奋斗的人，她们在人们的尊敬里颐养天年。　　　　王晓燕生长在平和
、温暖的知识分子家庭，所以性格温和、沉静。刚开始，她只是像父亲一样相信胡适的“读书救国论
”。对于道静参加革命也只是表示支持和同情。后来她听道静讲自己母亲秀妮的苦难，开始认识到世
界不是自己想的那样。于是她开始阅读革命书籍，认识到革命的重要性。只是后来她受戴愉的欺骗，
才会走向和道静对立的道路。最后，当她认识到戴愉才是真正的叛徒时，她真诚的悔过，揭露了托派
分子的丑恶行径，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　　　　从这个方面说，《青春之歌》既是那些不屈不饶、
矢志不渝为革命胜利奋斗青年的赞歌，也是贪图享受、出卖灵魂腐化堕落青年的哀歌。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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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这本书也有提及，而且见解很值得思考。刚坠入情网的道静把和她谈诗的余永泽视为“有才学
的青年，多情的骑士”。可是余永泽只是一个为名利职位钻在故纸堆里写出论文来讨好胡适的势利之
人，他反对道静参加革命。这让道静认识政治上分歧，思想不一致的爱情是盛开不久就会凋零的的花
，于是她选择了离开。只有志同道合，相互理解才是爱情的基础。卢嘉川既是道静的爱人，也是她革
命道路上的老师。她迷茫时，解答她的困惑“大家的出路在哪？出路就在反抗，出路救灾斗争，出路
就在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当她有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时，卢嘉川这样点
醒她“你的动机是拯救人民于水火呢？还是满足你的幻想——英雄式的幻想，为逃避现在的生活⋯⋯
革命工作是多种多样的，有火热的白刃战，也有不为人注意平凡的斗争⋯⋯不一定非要上战场才是革
命”。道静也为被害的他写了一首诗：“⋯⋯她用美丽的青春/用深藏在心底不变的热爱永远等着你⋯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华是卢嘉川的化身，或者他们本就是同一人，他悉心指导她在定县的革
命，当她想放弃时给予她鼓励，真正的志同道合使他和道静走到一起。　　　　《青春之歌》虽然离
我们的时代渐行渐远，但是青年奋斗的精神是不变的，我们总能从其中读出什么。我不是一个寻宝者
，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寻到某部书，就像找到知己，我只是读那些时代沥淘的经典，从中得到启示，
青年同学们，如果你有着不变的热情和实现自己价值的人生追求，那么请读《青春之歌》吧。　　
3、很多年前看的小说，虽然是主流革命文学，但就像林觉民的“与妻书”，里有着打动人心的感动
。故事、剧情都忘了，只记得那时候的情愫就像9月份的洪水，眼看着节节升高，眼看着冲破一个又
一个堤坝，在心底纵横，谱写着我对青春对未来的理解。
4、《青春之歌》：浪潮和一地鸡毛匆匆翻完一部红色经典——杨沫先生的《青春之歌》，除去偶尔
有些激动外，我想到了两个名词：浪潮和一地鸡毛。浪潮1967年4月，美国加州一位历史教师被学生的
一个问题问倒了，“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
还是医生 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之后为解决学生们的疑问，他决定以身试法
，成立了“第三浪潮”，这个组织从20人发展到200人，而且对亲人朋友产生了怀疑的强制。他们亲自
体会到了法西斯的可怕力量。2008年，约根 沃格尔主要了一部名为《浪潮》的电影，而故事的原型即
是上述的惊人事件。其实，我们对此并不陌生。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民对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的暴行
也是不知情的，而且还抱着“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认为他们的军人是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
中国人民。这种带有“传销”性质的说教和宣教是法西斯惯用的伎俩，或者“传销”是因袭了法西斯
发动、蛊惑人民的手段。我追问自己，这种手段有错吗？或者说问题是出在手段上吗？或许不是。手
段是没有利害的，关键在于目的。善的目的加上没有利害的手段，则手段促进善的目的的实现；而恶
的目的组合没有利害的手段，则会加速恶的目的的滋生。在这样的逻辑下，我才敢对天朝建立过程中
的一些做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自我说服的行为。有人说，《青春之歌》讲述了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
故事。很明显，一个女人即是林道静，这个被称作是“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革命者转变的艺术典
型”的久久不能磨灭的人物。这个女人的成长和变化是故事的核心和主线，近四十万字的长篇中有三
十万在写她。她的成长中有两次转变，也就是两次入狱后的变化，问题一是这些转变略显突兀，问题
二随之而来突兀之后几乎再无转变。转变就和这三个男人密切相关了，而这转变的过程中渗透了“浪
潮”的手段。余永泽，这个好男人，骑士兼诗人。告诉林道静生活的美好和爱情的甜蜜，诗词歌赋里
有他们的影子，海滩浪花中有他们的笑语，这在当时是完全“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而今虽常见了，
但还会被玩笑为“小资生活”。不过，当时是贬斥的，现在是赞美的。后来，更大的“浪潮”来了，
卢嘉川出现了。卢嘉川是党的好干部，是热血青年，是有梦想有能力的党员。他用《辩证法教程》、
《马克思主义原理》，还有其他的苏联红军的宣传标语，这些加速了林道静的血液循环。他告诉林道
静说：“只要你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只要你能为着未来幸福的日子坚持斗争下去！”这让林深
深爱上了这位革命战士。之后林道静就对第一任丈夫说：“我走了，不再回来了。你要保重！要把心
胸放宽！祝你幸福。”只是，林道静或许不知道，没有了她，余永泽或许不能幸福，他是真爱林道静
的。而只是因为“政治上的道路不同”。再之后，卢嘉川同志牺牲了。而他的牺牲和余永泽有莫大的
关系，这造成了林道静更加憎恨她的“自私的、狭隘的”前夫。其实，如果卢嘉川政治上的成熟的，
战略上是重视的，或者不是党的内部出了叛徒戴瑜，可能不会出现惨剧。而无法识别内奸的人，竟然
一股脑地认为出卖自己敬爱的人是自己曾爱过的和最爱自己的人。这样恐怕不太好吧，不论是从理智
上还是感情上。而问题出在哪呢？浪潮。是浪潮让林道静无法理智地思索问题，而是一口认定，凡不
是我党人士，凡政治信仰不同的人都是异类，不论亲人情人。卢嘉川同志牺牲后，江华出现了。其实
，江华早就出现，他就是和卢嘉川一起南下请愿的首领李孟瑜。这里说点题外话，小说里一个主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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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个名字”还是有他的妙处的，读来有种神秘感，对号入座后还有一种畅快感，当然多个名字该是
当时情势需要。江华让林道静有了第二次转变，那就是接近工农兵，深入到户，和群众建立深厚的友
谊。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最后的胜利，于是有了卧底的生活。又加上林红的鼓舞，林道静彻底觉悟了
。觉悟之后她入党了，入党之后来到北大，后来成了学生运动的领袖，成为“一二九”运动的指挥。
浪潮让人学会“喜新厌旧”，他们深信“不破不立”。一地鸡毛琐碎的人生是多数人无法逃脱的命运
，这与时代无关，与民族、地域无关。余永泽为了能让林道静过上他认为的幸福生活，不断奋斗，托
关系找人，靠自己的学识结识胡适，钻古书堆、交古人友，还算有点成就。他必须努力，因为“这样
的社会，毕业就失业”。那样的社会，呵呵，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变化吗？就大学生就业问题而言。
同居后，他们过完了蜜月般的日子后，一些小摩擦不能避免地出现了。余永泽希望林道静做个好太太
，做饭、相夫教子、贤妻良母，不再有什么“风花雪月”，不再有“浪漫诗意”，而是赤裸裸的日子
。如果我穿越过去，弱弱地问余永泽一句话：“你还写诗吗？”他或许不顾斯文，骂道：“狗屁！那
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房子、车子、妻
子、孩子、票子⋯⋯林道静被捕入狱，因为她张贴卢嘉川留下的选出标语，后被定为共产党“反政府
”的恶行。后胡梦安念旧情，出面相救，把林关到一处小院里。百般劝诫，林同志大义凛然，毫不畏
惧。而胡梦安忍无可忍，对林道静的一番话而今读来，百感交集：“世界能凭一点点盲目的热情救得
了吗？中国这腐烂透顶的社会，能凭向你这样一些热情的孩子救得了吗？”河北定县的9个教员，更
是对当时社会的一个描摹，当然，或许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和镜子的效用。“有忧国思想对腐败的政
府不满意，可是只是说说而已，另外也有两三个糊糊涂涂什么也不想，瞎混日子——吃饭、睡觉、打
牌。至于两个女教员呢，一个只想挣钱养活有病失业的丈夫；一个只想找个有钱的丈夫能够养活她。
最后，我想说，读完《青春之歌》之前，我一直觉得生活是不断变化的，时代是不断向前的，人生是
不断丰富的。
5、当代文学史当代小说课每天都讲这本书，我把厚厚的一本背回寝室的时候很开心，断断续续听了
那么多简介和评论，终于要翻开它的封面了。说这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在17年文学里边算
是有点人情味的小说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关于革命的作品，那种斗争的残酷是我所不能承受的。一本
小说我看了一整夜，在所有人睡去之后，趴在宿舍的小床上点着小台灯，黑暗中的那点灯火映着书中
点点革命之火，燃烧了我的心灵。那是我无法理解的为革命为祖国献身的激情，是我不能做到的崇高
和伟大，在革命之路中不断成长，始终保持那个纯净的心。半夜我就差点随之呼喊革命口号了。不论
这一切是否真实，我只知它深切地打动着我。遗憾的是卢嘉川那么快就死了，在我还期待他多出场几
次的时候，遗憾的是余永泽还一直活着，并且越来越失去最开始的那种迷惑着我们的风采。什么会变
什么不会变？我也只想拥有那么一颗坚定的心，带领我用激情用理智更有力得活着，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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