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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

内容概要

本书以罕见的真诚和气概对一九五七年“反右”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诘问与描述，展现出一代知识分子
无端遭劫，身陷囹圄，心灵经受阉割的苦难历程。
作品以北京某大学的整风反右开篇，到一批知识者获罪落狱，几易劳改农场改造而收笔，通过对众多
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复杂故事情节的构建以及独特环境的烘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周文祥、冯俐、李戊
孟、吴启都等莘莘学子难以言状的炼狱生涯。小说不仅对大量惊心动魄且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做了充
分展露与描写，更对复杂人性中诸如善恶、生存、欲望、性爱等多个层面在特殊境遇下的异常形态做
了深刻揭示与剖析。是一代知识者的罹难史与心灵史。写得情景交融，催人泪下，具有强烈的思想震
撼力和艺术感染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小说以深远广阔的视角，以求真尚实的笔触，以质朴别致的艺术风格和从容而具张
力的文学语言，形象而又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在人们记忆中留了深重阴影的历史。正视这段历史并从中
反思，于当今社会之进步不无警示与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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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

书籍目录

1 中国一九五七
2 后记
3 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
4 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
5 龙凤伟主要作品
6 龙凤伟作品评论篇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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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

精彩短评

1、震撼。
2、是与非的挣扎，一个时代的堕落。
3、好的制度让强盗变成警察，坏的制度让警察变成小偷。
4、比历史更真实的小说
5、虽是小说，也有几分真实，可叹，诸多现象如今也有影子
6、这是近两年我读过的好书之一
7、太阳是黑的。
8、虽未臻完美，但是直面历史的现实关怀为中国当代作家罕见
9、荒唐年代的一声叹息
10、重读
11、很好的小说，值得一看
12、无尽悲哀。人生有多少个二十二年
13、看得后脊阴凉⋯⋯
14、我要牢牢记住这些人这些故事
15、尤凤伟 
16、内容曲折，让你跟着主人公一起走过，喜怒。好书！
17、不敢说什么
18、20130203 12月中旬开始读，前半本监狱受审讯回忆所犯罪行，篇幅太长，一直读不下去。后辗转
于几个农场劳改，见过太多无辜获罪和一夜暴毙，更多的则是不知所踪。没有重笔墨写妻离子散的惨
剧，一笔带过反而催人泪下。在读过的反右和文革系列小说中，没有太多的控诉，一切都结束时，白
茫茫一片真干净。
19、尤凤伟真是有担当的作家！好作品！那年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跃然纸上，令人沉思。
20、讲文革的书
21、那些敏感的话题，大家都知道，但是又用一些借口来掩盖转移知之不多的现实。这些运动进程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给国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非纪实的小说或许更有意义，因为本来就是无趣的折
磨和摧残。作者的手法很高明，总有种难辨真假古今虚实的感觉。既包罗万象，又处处显出管中窥豹
和意犹未尽。
22、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反右运动虽然已经平反，但道德审判依旧缺席，所以我们很难说是否会
重新经历这一切。
23、张元勋与林昭
“既然最后一定要说假话 开始为什么还要说真话呢?”我会这样回答周文祥：早知道说真话会有如此
后果 谁tm还说真话
岂不正是今日知识分子真实写照 真是噤若寒蝉
何时才能恢复元气 挺直脊梁?
24、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非我的写作原因，作者笔下的文字更加理性清醒，看后却愈发让人心痛。小建国的
亡故，吴启都一家的离散，李戍孟的惨死，一切的一切，让我深感沉重。哎，历史~~
25、一九五七
26、那是一个单想象就已觉恐怖的年代
27、和俄罗斯一比就不行啦。但关在中国看还是自有价值。
28、永遠無法忘懷逃課看這本書的一切哀傷和震痛
29、原型林昭
30、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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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

精彩书评

1、合上书，心里并没有觉得疼痛，只是说不出的压抑。所有荒唐的一切在作者冷淡的笔调下，变成
是正常发生的一件事。这种冷静常态的叙述，常常让我倒吸一口气。尤其是我曾经看过一些关于57年
反右的文献，那时候所受到的震惊在小说里感觉不到，但我知道作者的心如明镜和哀伤。关于半个世
纪前的政治运动，我们这一代是陌生的，即使经历过这个阶段的前辈说再多，我们的认知始终是在纸
面上，我们听不到当时人们绝望的呐喊。小说，是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它柔声细语又充满力量，让我
为出场的人们或喜或怒，让我无法相信也无法不相信这一段以及后面文革的历史。十页都不分一段，
让我已经习惯阅读短段落的人一下子不太适应，也很久没有感觉过那种一气呵成的味道。我相信小说
也许更反映被尘埃封闭的历史。不知道过去的分秒，但也可以描写那些可能发生的事，谁断定那就不
是历史呢？后来找到了张元勋（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人）的《北大往事和林昭之死》，我才知道
张元勋和林昭正是两个主人翁的原型，何曾相似的命运。历史，在小说里才是自由的，真实早已模糊
。
2、看完这本书，不知道脑袋里在想什么。人性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没有黑白了
呢？那么多曲折的故事，每一个犯人就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人生，一句不小心说错的话，一个不小
心说错的动作，都是锒铛入狱的原因。生命就那么不堪一击，不值得别人去珍惜吗？其中有一段:他念
的速度很快，像赶进度似的。念着念着，舌头一没打过弯儿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念成了“法西
斯专政理论”。话出口后大概他自己也觉得怪怪的不对劲儿，一下子停住了。几乎就在这一刹，张克
楠、赵不仁、董不善、吴复生、李左德一伙老积们像发现“马厩”里起火一般，跳下铺争先恐后逃命
而去。自不是起了火，也并非是逃命，而是去找管教报告高云纯的反动言论。我想从弗洛伊德的口误
理论来说，是高云纯的潜意识里是觉得那个时候的无产阶级就是法西斯。视人命如草芥，想杀就杀，
想打就打。大概我的知识太少了，思维不够，看了这么久，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又只剩下一脑袋的疑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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