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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套装共3册）》

前言

以“文库”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作为新中
国建社最早、规模最大、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
年的历程中，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出版我们
自己的“文库”不仅生逢其时，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    有必要对“朝内166人文文
库”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朝内166”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从这里走出了一位
位大师，沁透着一股股书香，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人文文库”似已毋须赘言；而随
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平实的，诸如“经典”
、“大全”、“宝典”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    “文库”将分门别类推出，版本精良、品质
上乘是我们的追求，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装帧也不强求一致。总之，我们将通过几年的
努力，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开放的文库。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
辑部    二○一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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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套装共3册）》

内容概要

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
生活画卷，精细地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
来的新生力量。小说的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
明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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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套装共3册）》

作者简介

浩然（1932—2008）原名梁金广，曾用笔名白雪、盘山。祖籍河北省宝坻县，1932年3月25日生于开滦
赵各庄煤矿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幼年丧父，八九岁时随母亲适居河北省蓟县王吉素村舅父家，生活在
贫困中。13岁前念过3年小学、半年私塾，受到了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小说的熏陶。14岁即参加革命活
动，当儿童团长。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只有16岁。1949年调区委做青年团工作，并开始自学
文化，练习写作小戏、诗歌和新闻报导。1953年调通县地委党校当教育干事，后参加贯彻农村统购统
销政策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近8年的基层干部工作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1954年
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1956年9月调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同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
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此后发表了一系列表现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1959年10月加入中
国作家协会，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1962年底开始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1964年
《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同年10月调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70年底开始创作另一部
多卷长篇小说《金光大道》。1973年参加了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1974年为适应政治需要写了中篇小
说《西沙儿女》，创作上走了弯路。197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1986年冬天为了深入农村生活，曾到河北省燕山脚下一个小镇任副镇长。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
苍生》深刻地反应了新时期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
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写农民，给农民写”是他的创作宗旨。    《艳阳天》，1966年3月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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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套装共3册）》

章节摘录

说实在的话，在东山坞农业社里，关心萧长春婚姻事儿的人并不少，真心实意帮忙使劲的人更多，光
当过媒人的就有十几个。说过的人家，不是这一头不随心，就是那一头不如意；加上萧长春本人没白
天黑夜地忙工作，实在顾不上在这种事情上多花脑筋，就拖拖拉拉地搁下了。    这几天，韩百仲的媳
妇大脚焦二菊正在热心地跑腿说媒。    她给萧长春说的这个人，是她姨表嫂的娘家侄女，住在南庄；
二十六岁的坐家女，心高眼高，一般男子，一般人家，全都瞧不上。萧家原籍在离庄，距南庄很近，
根底全都知道；一打听萧长春这个人，更没有别的话说了；东山坞今年生产又搞得特别出色，附近村
子没有不喝彩的——三事加一功，那个姑娘点头乐意了。问起女方的人才相貌，大脚焦二菊更是满打
满包。她说：在东山坞最漂亮的闺女要数焦淑红，最手巧的人要数焦淑红，可是南庄那个人儿，只能
在焦淑红以上，不会让她比下去；要说缺欠，就是思想差点劲儿，文化不高；话儿说回来，萧家娶媳
妇是为了过日子，并不是选举干部，思想、文化怎么样，自然不能算大缺点了。大脚焦二菊还说，光
凭媒人的嘴说好说坏不行，最要紧的还是当事人亲自瞧瞧；她说，只要萧长春跟那个姑娘一碰面，她
这个大媒人就算当成了。    这一回可乐坏了萧老大。    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罗锅腰挺直了；走路
脚步更有力了，说话的声音更洪亮了。他三十七岁就死了老婆，守着萧长春这根独苗过了几十年，儿
子是他的无价宝。那时候，穷日子就像张开血盆大嘴的饿狼，追的他东跑西颠逃活命，受的那份罪就
无法儿说了。闯来闯去，最后只好在东山坞落户安身。东山坞是萧长春的姥姥家，亲戚虽穷，总还可
以帮衬-一一点儿；加上边区政府在这边一扎根，过了几年萧长春又当了民兵，沟北有些富裕户也不敢
欺负外姓人了，父子俩才算站住了脚。萧老大省吃俭用过日子，顿顿紧，口口攒，存下三斗红高粱，
给儿子买了个童养媳妇。他实指望办一件对得起儿子的事儿，哪知道反而给儿子找了个心病——两个
人不对脾气，见了面就像冤家对头一般，吃饭不肯在一个桌上，儿子宁可光着脚丫子走路，也不穿媳
妇做的鞋。那年秋后，萧老大硬强着给儿媳妇上了头，小两口没在一条炕上睡两夜，儿子就参军走了
，一去两年没回家。到了大军进关的第二年冬天，儿子从湖北来了信，说是在那儿休整练兵。萧老大
打点了盘缠，带着儿媳妇去看望儿子。当时萧老大是抱定这样一个主意去的：眼下是新社会了，新社
会要讲究婚姻自由，你们两个当着面说说痛快话，愿意在一块儿过下去呢，就从此和美，这更好；不
愿意一块儿过下去呢，好说好散，各奔前程，谁也别耽误谁。爷儿俩经过好些日子的艰苦行程，总算
找到了儿子。小两口一见面，媳妇就哭了，哭得老头子怪难受，又插不上话儿。闷了一会儿，儿子开
口了，他说：“别哭啦，咱们都是穷人，都是受过害的，我往后再不嫌弃你了。”一句话把个萧老大
说得起心乐，两年兵没有白当，儿子变了！小两口恩恩爱爱地住了半个月，回来就给萧老大生了个胖
孙子。又过三年，儿子复员回来了，眼看就要过起团圆美好的日子，不料想媳妇命薄，没半年就暴病
死去。萧家门里开始过起没有娘们的日子。其实呢，儿子要是不当干部，把心思都扑在过日子上；就
算当干部，也别像眼下这个样子，一头钻进去什么都不顾，把自己的事情看重一点儿，续上个媳妇还
成问题吗？儿子偏偏不能使他随心如愿。萧老大是个爱脸面的红脸汉子，他不反对儿子当干部，儿子
为公家搭心搭力搭东西，他从来都不心疼，更没说过半句拉后腿的话儿。他说：“就凭咱们顶着一脑
袋高粱花的泥腿子，如今在八、九百口子人里边说啥算啥，走区上县平膛，先头那个社会，做梦你也
梦不着，不好好干对得起共产党呀？就是自己的事情，能想想，也得想想；说个媳妇，也碍不着你办
公事，真就这点工夫都拨不出来呀！”儿子不张罗，萧老大张罗，他时时刻刻不忘这件事儿，见到过
心的人就说，见着可靠的人就求。为这类的事情，儿子没少说他。说就说，你自己不办，别人办你还
管呀！萧老大又不想包办，媳妇给你找好了，让你们对面相，让你们心甘情愿，这不就行了！    行了
，萧老大没有白费一片心，事情总算张罗成了，他怎么会不高兴呢！    从打去年秋天起，东山坞就像
一盆火炭，越烧越火暴了。一入夏季，满地的麦子随着风长，长得出奇了。萧老大活了六十五，还从
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麦子。庄稼人过日子指望个什么呢？当然是好收成了，有了好收成，就有了好光
景，这是一宗大喜事。儿子的亲事又有了眉目，等到订妥，收下麦子过了门，萧老大的一桩心事就了
却啦！儿子有了伴儿，孙子有了妈，他自己有人伺候，也能够吃口现成的，喝口现成的，成了有福的
老头子了。这可是喜上加喜呀！    老头子这几天正在不停脚地忙碌着。    头一宗事儿，应当是请媒人
。萧老大既好面子，也是热心肠的人，这个“场”自然不能丢下，手头再紧，也不能让人家在这大忙
的日子里白跑腿儿。    大脚焦二菊连忙推辞说：“大姐夫，您怎么把我当外人看了？我可不是那种跑
媒拉纤的行家，长这么大，还是大闺女坐轿头一遭儿。我什么也不图，就想办一件好事儿。外甥终年
累月地为我们大伙儿忙，顾不上自己的家，我给他办办这件事儿，表表我的一片心，也是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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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套装共3册）》

往后，有个人把家给他挑起来，叫他塌塌地把咱们农业社搞好，就什么都有了；不嗍嗍您的筷子，跑
断了腿，我也心甘情愿！您要是为这个破费钱，我可要生气了！”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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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套装共3册）》

后记

昨天晚上，我在这部小说的末尾那章，改完了最后一笔，一面整理下乡去的行装，一面反复地思考起
一个问题：全书虽然已经脱稿，可是算不算完成任务了呢？这三卷书是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开笔的，至今恰恰是三个年头；本来这时候可以松一口气了，心里反而越发不能平静。    一百多万字
的长篇，对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习作者来说，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我在思想、生活、技巧这三方
面都是很低浅的，摆在面前的困难相当多；但是，在写与改的过程中，我的信心一直很足，劲头也一
直很大。这是因为，我和我们国家千千万万个文学工作者一样，生长在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得到了
最充分的雨露阳光——毛泽东思想；我们得到了最好的土壤——火热的革命斗争；我们得到最热心的
园丁——党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栽培和帮助。东山坞的那些可敬爱的同志们的斗争事迹激励着我；
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责任感督促着我；在写作过程里，领导、同志和读者们，给了我很多的指导、鼓励
和鞭策。因此，我不能没有信心，不敢不负责任，也不允许自己有一点偷懒和取巧的思想。    借此机
会，让我对党组织，对那些直接和间接帮助我的同志们，致以最真挚的谢意。我要把记录意见的本子
和读者写来的信件，珍贵地保留着，不断地阅读；它会永远给我信心和力量，也会时刻告诫我：文学
事业，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个艰苦的事业，要严肃对待，要不惜心血；每一部作品，虽然署
上了作者的名字，但那是集体的劳动结果，要永远依靠党、依靠群众！    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对我
说来，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锻炼的过程，思想改造的过程，同时，也对我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检查。作
品写完了，我在许多方面有所提高，对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之处，也比以前看得更清楚一些了。通过这
次创作实践，使我更认识到不断革命的这条真理：不断地改造思想，不断地深入生活，也要不断地提
高自己表现新生活、塑造新英雄人物的艺术本领。《艳阳天》的水平远远没有达到党和同志们的要求
，跟作者自己的原订目标也有不小的距离。它好像新盖的一层房子，只是搭上了柁架，还有许多斧锯
和泥水的活儿没有做完善；其间，哪些椽檩安排得不当，甚至偏了，斜了，多了，少了，都是难免的
——不仅有许多细活要做，就是根基和梁柱方面的大问题，也还有待进一步规正。    本来，我想把书
稿再放几年，多想想，多改改。可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在广大的农村里热火朝天地开
展起来了，那里强有力地吸引着我，我急不可待地想要参加新的斗争。这样，不光能使我追上时代的
脚步，将来可能写出新的作品，也会给这部书的修改工作带来思想、生活方面的补充；间断了深入生
活，就是关在屋子里再改三年，也不一定会使稿子有根本性的变化。同时许多读者来信，很希望我快
一点把全书写完，早日出齐，好配合他们的工作。对这样的要求，作者不能够等闲视之，因为作品为
革命斗争服务，是作者的光荣职责，也是我们的创作目的，应当多从群众的斗争需要来考虑个人的计
划。再从先出版的第一卷和二、三卷原稿征求意见的效果看，想要找到一部作品根本和全面的缺点，
想求得最有效的修改办法，就得把它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检验。目前，作者既然已经改了多次而又
苦于不能突破现有的水平线，为何不先把它交出来，求求更广泛的群众指教呢？书稿是写完了，但是
，作者的工作并没有完。作品的确存在不少的问题，需要修改；而一个作者如果想让他的作品能为工
农兵所喜爱，让它真正发挥战斗的作用，就不能把它当成“嫁出的女，泼出的水”，而是应该负责到
底，修改到底。    尽管对这部作品的缺欠还有进一步补足的机会，因为没有写得好一些，心里仍是很
不安的。好在，我是把它作为我的写作学习的起点，我要努力往高攀登，坚决做一名用毛泽东思想武
装起来的、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    作  者    1965年12月23日北门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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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套装共3册）》

编辑推荐

《艳阳天(共3册)》是最能显示浩然五、六十年代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它通过京郊东山坞农
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精细地
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小
说的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小
说自然带有不可避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60年代初期“左倾“思潮的影响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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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套装共3册）》

精彩短评

1、送给家人的书！很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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