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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袍先生》

内容概要

《蓝袍先生》是作者创作于1986年初的一部中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自己曾经生活的乡村社会
“一些鲜活的记忆”——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生活而构思完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后一位乡间
私塾先生，作者通过老师的回忆对老师悲剧的一生予以同情。陈忠实曾经说过，《蓝袍先生》点燃了
自己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正是这部作品成就了一部文学巨著《白鹿原》的诞生
。
这本书的主人公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写得一手好字，古文功底深厚，只是他父亲所传授的“君子慎独
”“修身养性”等保守思想已经深深影响他的思想。他顶替了父亲的位置成为一名私塾教师。又被动
的接受了父亲做主给他娶的媳妇。在被推荐上新式师范学校后他的八字步、蓝布长袍和满口的之乎者
也令同学们嘲笑不已，22岁的他几乎想要退学的时候，他的同桌—一位女同学劝说了他，并带动他走
出自我封闭的阴影。他们彼此产生了感情，但是美好的时光总是走的匆匆，毕业前夕，由于他父亲的
以死相逼，他撤回了向法院提出的离婚申请。他回乡下教书时，又受到身为校长的同学的背地陷害，
被打成右派。做了学校的的一名工人。从此在慎独的思想左右下，他自我折磨，自甘下贱，以屈辱的
方式迎合任何人，唯唯诺诺，重新封闭了自己。 20多年后拨乱反正，他们那一届的同学举行聚会，他
和那个女同学再次见面，这次，那个女同学不再有劝说的念头，只是感慨的说：我感到那个蓝袍又穿
在你的身上了。
小说揭示了我们所不了解的私塾先生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受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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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袍先生》

作者简介

陈忠实，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鹿原》是其成名著作，其他代表作有短
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 中篇小说集《初夏》、《
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陈忠实文集》，散文集《告别白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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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袍先生》

精彩短评

1、着眼陕地知识分子命运，完成时代无奈的更多的是人性。
2、那个扭曲的时代，到底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和事，使多少人的命运扭曲，屈服⋯
3、陈先生写文章有个规矩  从来没有人物的容貌描写  但这点往往被读者所忽视  可见功夫到了  人物的
形象甚至更为鲜活
4、比较有趣的一个点：很早就出现的淑娥这一角色在故事过大半时才首次出现名字，并也只有一次
。中篇小说，叙述流畅，但似乎没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一题材确实是第一次读到。
5、时代对个体的无情碾压。个体的生命是多么的无力。
6、白鹿原的初代，写得还可以
7、好。前半篇是解放赞歌，后半篇是乡村文人的心灵痛史。
8、徐慎行的一生充满了太多束缚，出生开始就是父亲的严加管教，“谨言慎行”是他一生的教条。
职业不由得自己选择，妻子不由得自己选择，甚至生死都不由得自己（自杀被父亲拦下）。终究也没
能离婚，一生都逆来顺受抬不起头。

而说到工作，同班的刘建国就是因为得不到田芳的爱，借由校长的身份整他，表面上虚情假意，暗地
里却手段百出。“蓝袍先生”曾经是个多么有才干，多么优秀的人啊，如今，却终日躲在“蜗牛壳”
里忍气吞声，郁郁寡欢。

文革的那段历史，我一直都不太了解，读完这本书我还是不了解，我只是感叹，在这种新旧交接的时
期，想要完成一种“革命”，就总会牺牲一部分人，哪怕只是“盲目地”牺牲。
9、陈忠实早年作品了
10、蜗牛钻在它的壳里一定很舒服。要是打碎螺壳，把它牵出来，它可就活不了了。
11、就是很平凡。是因为读了白鹿原才跑来读它的。如果是先读了它，我都不确定还有没有勇气去读
白鹿原，更不确定还会不会从白鹿原中汲取到巨大的震撼。
12、虽然比《白鹿原》要短，但是给人的震撼并不小，陈老也说《蓝袍先生》是诱发《白鹿原》的一
个理由。不得不哀叹主人公徐慎行在脱下了蓝袍外衣之后遭遇种种使得内心又蜷缩在蓝袍之下的时代
悲凉。非常喜欢田芳这个角色，让我想起《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她们一样都那么勇敢洒脱，敢
于追求自己所想要的人生，是时代浪潮下的走在最前端的女性代表，从她们身上我看到了倡导女权的
影子，对作者更觉得崇敬，这些伟大的作品当今的作家应该很难再写得出来了，在此由衷的悼念陈忠
实先生，会继续拜读其他作品。
13、三星半吧。想看这个故事搬上银幕。没看过白鹿原，感觉这个中篇无论情节还是语言还是挺平实
的。
14、时代的悲哀
15、小中见大，如刻刀一般的生活，人是多么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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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袍先生》

精彩书评

1、中国的作家很奇怪，地域与家乡对作家的语言和结构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非要用什么来划
分作家，我肯定会先想到地域。中国的国土真的是幅员辽阔，每个地方的风土民情都影响了每个作家
说话的方式。像山东高密产出的一个莫言，湖北武汉走出的两个响当当的女作家方方与池莉，而陕北
大地上给陈忠实与贾平凹的就是那一种厚重与坚实。而这些作家的风格犹如长在一个湖中的白莲与红
花，互相依傍，相得益彰。真难说清哪种我更加喜爱。陈忠实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现代作家，因
为《白鹿原》实在是一部伟大史诗巨著。中国最广大的群体一直都是农民阶级，写最广阔土地上的最
可爱的一群人是件最有意义也特别有意思的事儿。《白鹿原》如此，《蓝袍先生》也如此。不同的是
《蓝袍先生》写的是教书先生的事儿。文字不长，但是却说尽了一个小小的个体六十年的事儿。从初
时主人公穿上蓝袍开始起，他就被父亲赋予了过多的刻板和僵化，硬生生的与自己的儿时伙伴分离了
，这些却得到了所有村里人的赞扬，他被结婚得到了一个丑婆娘，但是无奈却只得接受，如果没有接
下来的社会变革，也许他也会如他父亲一样，活在那个刻板的道德规则里，无风无雨任平生。但是，
大的社会变革将他抛到一群解放了的年轻人中间，他来到了新社会的教师培训学校。在这里他的蓝袍
是那样的怪诞而招人嘲笑。这时候他遇到了他的爱情，在爱情中他那颗古板的心终于被融化，他终于
脱下了蓝袍，也脱去了心情沉重的枷锁，他第一次想要反抗父亲，反抗父亲所代表的那个古老的体制
。但是没想到毕业之后，他却在鸣放中因为一句话而被曾经的老同学整成右派，一颗刚刚体会到青春
与激情的心又一次被打到谷底，想要打击非难他的老同学并不因为他的积极表现而放松对他的“特殊
照顾”，结果他不只无奈放弃了爱情，也再次抛弃了开始新生活的勇气，又一次钻到“蓝袍”中去，
看到这里，感觉特别憋闷，被作者形容的那种“腰板想直直不起来，想蹲又蹲不下去”的感觉真是太
难过了。一个好不容易从枷锁中走出的年轻灵魂，就这样被逼再次戴上枷锁，这比从来没有摘下枷锁
还要更加难过、痛苦。这种特殊时代、别有用心的个人所带来的痛苦是更加让人难以忍受的吧。眼睁
睁看着年华老去，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是太过短暂了。文中的“蓝袍”指代意义还是很明晰的，对于人
与人性是一种束缚与压迫。那个穿了又脱，然后再穿上，一直再没有脱下的过程，让人看了觉得痛惜
与难过。那些与生俱来的枷锁，毕竟他没有勇气打破......看完书感觉到一种郁闷与解脱，郁闷的是书
中的人生，而解脱则是因为那毕竟是书中的故事，是过去的人物与过去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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