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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

内容概要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
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
，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
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象也会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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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

作者简介

冯骥才：男，浙江宁波人，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1942年生于天津。初为画家，专事摹古。文革间饱
受磨难，做过工人、业务推销员、教师等，心中有感而发，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为
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1985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作品题材广泛，
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八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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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

书籍目录

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前记
终结文革
拾纸救夫
附件：《浏阳遇险》
崇拜的代价
我到底有没有罪？
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我这三十年呀
绝顶聪明的人
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
我不是右派，是左派
失踪的少女
我变了一个人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
市井人物
神鞭
三寸金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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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

精彩短评

1、已读kindle
2、不可思议吗？荒谬吗？我突然想起了食指的那几句诗:“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
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3、真的是看了才知道有多黑暗，那十年就是一些人的一生。
4、抑郁时候看的 压得透不过气 发现自己的烦恼不值一提
5、第一次了解文革的书
6、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浩劫一次二战关于全人类，还有就是文革关于全中国！无论何时何事一旦做
到极致就会出现极度扭曲的事实，对于政治，对于宗教都是一样！极度扭曲的时代会无限放大人性的
罪恶，为了自我，旁人如同草芥，对于生于这个时代的人深感无奈，无助，作为一段历史，以史为鉴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乱世人不如犬！言论自由的前提是尊重他人的言论，而不是为一家之言而
毁众家之言！希望读后得到的不是愤怒而是珍惜现世生活！
7、恐怖
8、一本好书啊，很多人用国别看人，说哪里哪里的人坏透了，而我以前持的观点是，人性本来就是
黑暗自私又愚痴的。你看这一个个人，那是岁月流下来的鲜血啊！一滴又一滴的。他说“黎明前的黑
暗又黑又长！”我回答是啊“黑的侵入骨髓，长的直刺人心。”全是痛，外来的伤残肢体，里面的摧
残人心。
9、下雨，湿冷湿冷的，在这样的一天我把这本书剩下的一部分看完了。心情如同天气，异常沉重，
思绪很多，却也理不清楚。
10、“在创造罪恶并承受罪恶上，中国这个民族确实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华。也许还不止于此。在创造
罪恶以后死不认账上，在遗忘罪恶和开脱罪恶上，中国人的智慧和才华才更加超群脱俗。” 2000年的
历史负担太重了，我们早学会了及时放空自己，忘记过去，什么背叛不背叛，什么责任不责任。幸福
的生活，才是我们需要的生活。别说，别看，别想，呆呆地活吧，每天开心最重要，拿到offer最重要
，脱离单身最重要，别他妈废话谈别的，就让我们开心地活下去吧。
11、拾纸救夫+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神鞭
12、历史以那样的姿态出现并不是偶然，然而人们是善忘的，读书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个人是何等渺
小，为生活在和平年代感到庆幸。
13、高三读。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14、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有点窒息的感觉。我觉得应该去了解那段历史，非常必要。
15、难过。
作者在末尾说的一句话，偶尔是画蛇添足了。
16、每个故事都读得甚是沉重。没有这样的作品，我们这些后人就难以直观地想象和反思，那个离我
们并不遥远的，人性扭曲，疯狂的时代。
17、没有什么是比口述史震撼人心的了
18、历史是姑娘，历史更是一块橡皮泥，我甚至怀疑，昨天我做了什么，刚刚我说了什么;不关心明天
，但是我渴望有人可以告诉我昨天发生了什么
19、我真是个要考托福的人吗，嘤嘤

20、每每想起，热泪盈眶。
21、文革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最阴暗的时期，多少恶魔借着领导人的保护色为私利打击身边人，无所不
用其极。而且我看到的美是，在极度险境中演绎了多少坚贞美好的爱情，也许是文革中最美最伤心的
风景。
22、爱情既然都是爱自己所爱的，实际都是爱自己。
23、63号监狱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疯狂起来竟然胜过史前期的文明
！
24、无论何时都不应该忘记
25、越看越 心疼 看不下去
浪潮之下人人说是为自保 但何尝不是释放人性中的暴戾和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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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

26、2017/1/3
27、岂止一百个人⋯点到面⋯
28、最近因为校对的工作刚好还看了王蒙先生关于文革的文字，那真是一个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年代
。书中刚开始的故事还略带轻松，越到后面故事越是沉重。多少人的人生，不止是人生轨迹，甚至整
个人的性格都在这十年里被彻底改变，往不好的方向。
29、这是一场没有人能预料何时结束的惨案。余华说活着就是好的，其实活着是因为有憧憬。
30、难受死了！人呐！
31、文革，一段极其残酷和黑暗的历史，也是被刻意遗忘和忽略的现实。在这个已经完全物质化，人
们全力追求财富和幸福生活的时代，文革已经离我们那么遥远，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32、过去的如果就这么过去了，那事情只会越来越糟
33、还是沉重吧
34、读完之后压抑恐惧笼罩着我。仿佛是听爷爷讲年轻的故事一样，真实，现实却比书中更残酷
35、讲当代的老师推荐的 她没多说什么 只是让我们读一读 可悲惊觉 即便是在今天 直言不讳依旧不易
36、这些，都是我不曾知道的事。身边人对这十年的集体失忆，让我常常怀疑这些的真实性。如此触
目惊心
37、去他妈了个逼的，啥也不说了。
38、扎心了，老冯
39、看的心碎，握住这笔充满血与泪的财富，千万千万不要忘。
40、不是怕死，而是怕活，这便是那个时代的荒唐。
刚开始看，好多地方都看哭了，有时候我也在想，明明刚刚过去没有很久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却都
当做没有发生过一样。
看的很沉重。
41、好奇这些人都去哪里了？这么多年，他们的良心受过折磨么？几个曾经是红卫兵的人提到他们会
忏悔但不会后悔，因为在当时他们的认知里，自己做的是一件正义无比的事情，我想这在当时应该是
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只是到了中后期才渐渐醒悟，而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醒悟，这才是最大的可
悲。而引起这些悲剧后面的原因是什么？这么多年，这些原因得到很好的剖析了吗？有相应的防范措
施了吗？
前面人所遭受的苦难，要成为后人的精神财富。不知道作者的好意会不会得以实现。但如果这些苦难
没有很好的总结、归因并加上有效的流传，那么，愿望能实现的程度则堪忧。
突然有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个人，对在那些年代里虐待过别人的人，进行跟踪、采访，
用BEI的手法，聊聊当时他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想的、什么感受？也许，这样的书籍，更能震人发聩
？
42、心情很沉重
43、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圣徒受骗，对孩子的欺骗更是悲哀
44、忘记了，记忆里看的挺震撼的当时
45、初识文革 人斗太可怕
46、这段历史 太沉重 太可怕
47、 “看烧女巫，义和团，文革这类历史时，我们总是自动带入受害者、反抗者的角色，并感到害怕
。可如果人人都是受害者，这样的历史怎么会一再出现？我现在年纪大了，意识到真碰上那样的时候
，我不太可能是反抗者，有可能是加害者，最可能是混在人群里随风向而动的人。这让我感到更加害
怕了。” 
48、震撼，最可怕的不是这些单纯的苦难，而是它们竟然全部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令人害怕的不仅仅
是人性那些丑恶，而那些人性的追求光荣的一面也令人害怕
49、这是我认识老冯的开始
50、文革十年不是不谈就不存在的。多少人成为了权力斗争的恐怖牺牲品。多少人因为无知和愚昧做
出来毁灭另一个人的行为。看书的时候我有些害怕啊，现在身处的安会不会只是风雨欲来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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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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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

章节试读

1、《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293页

        上帝从来没有说忏悔可以洗清罪过。

2、《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64页

        人的本性，其实一半以上是来自后天。

3、《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298页

        上帝从来没说忏悔可以洗清罪过。

4、《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330页

        挑灯夜战，历数资本家在农村的的种种表现多了一个“的”字

5、《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134页

        也不知准写的应为“也不知谁写的”

6、《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15

        看的断断续续的。但是很少跳跃。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各种复杂心情的时候去看这本书，看过了所有复杂的心思都不在了，就一个想
法，我是多么的幸运。
因为没有这样乌七八糟的“政治自由”来带来我的不自由。能够站在这个时间点回头望，看清他们的
苦难，我有多残忍，有多自私，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虽说历史无法倒流，我也无法经历那些惨痛的人生，现在自己每日里经历的一些事儿，却也有说不
出的苦。
其实，我就是借着这写笔记的机会，来倒到我的苦水的吧？⋯⋯

最近的生活，没有了发言权一般，无论你怎么挣扎，都有人把你死死地往水里按。我拒绝过，但是没
等我说完话就被剥夺了资格。“就是你了，恩，决定了。”或者有的时候，连这句话都不给我，一切
已然成了定局。但我不发怒，每次在脑中描绘我发怒的样子，想到之后还有那样一个残局要去收拾，
就觉得累。何必呢？给自己增添麻烦。于是，我就忍下来了。一次又一次。昨天忍不住在被子里哭，
哭了半天倒是忘记了哭的原因了，很久很久以前那些委屈的心酸的事儿一下子哗的都冒了出来。也不
去多说。总觉得难受。心脏压着呢。

最近不是有原配被小三和劈腿jp男逼死的事儿么。我又在豆瓣看到更不争气的原配将男人拱手相让的
。种种的种种，都让我心酸。哎。女人啊。要不要这么傻。于是为了这些傻缺的原因，又哭了一次。
估计吧。这段时间是缓不过来了。那就这样了吧。我也是傻妞一个，明明生在这么好的年代，还瞎折
腾。

7、《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86页

        在灭绝人性的时代，人性的最高表达方式只有毁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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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

8、《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崇拜的代价

        我这个文革的受难者，反而被样板戏—这个文革文艺怪胎救了，多荒诞！人生总是充满了无数的
荒诞。
那些天真善良的孩子的真诚，叫人感动。

9、《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103页

        黄土地的悲哀----它一边遭受践踏，一边依旧赤诚地奉献果实。

10、《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91页

        快乐是很难记住的，痛苦往往被牢记下来。

11、《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前记

        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12、《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100页

        沉痛！
这样的历史不要再来了！

如果这个罪只是属于那四个人的，四个人，八只手，怎么能施这么多罪恶呢？
如果都是受害者，施害者又在哪里呢？
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反省呢？

13、《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说不清楚

        比荒诞感浓浓的《笑的故事》还喜欢。嘛，可能是相似感。“有种悲剧性的东西潜伏在我血液里"
。

14、《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75页

        ＂文革＂的发生，一半是因为封住了人们的嘴巴

15、《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352页

        “当历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来重演一遍的可能。不然，你写这本书干什么？” 《苦难意识流
》

“我们不烧纸，只是看着。在人间得不到幸福，还能去哪里得到。”

“多亏咱闺女学医，有这法儿。” 《我到底有没有罪》，在全家谋划自尽时，作为医生的女儿想出了
切断颈动脉这一快速方法。

“夕阳想用它最后的光，照透这个世界。”《我这三十年呀》，铁路设计院高级工程师的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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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虽然那时我受了那么多苦，我不怨谁，怨也没用。就盼着像我们这样老老实实的老百姓，
可别再倒霉。老百姓没权没势，倒了霉没办法，只能受着。我自己现在挺满足了，人没死，一家人又
团圆了，又有一个小孩儿，挺招人喜欢，我知足了。这么对待‘文化革勹命’行吗？”  《一对夫妻
的三千六百五十天》。这是我觉得全书最沉重的篇章。飞来横祸，平民的十年冤狱。没有权势，没有
钱财，没有可以自豪的知识技术，也没有睥睨世间群丑的豪气。动乱结束，政策也落实不到他们头上
。不记恨，却不愿回想。

《拾纸救夫》、《崇拜的代价》。作者说把前者作为首篇，是因为它是一个留下了希望的故事。而我
想说，后者也是。尽管离散，尽管改嫁，终究还有不灭的力量。

读到《牛司令》，才觉出作者“绝不雷同”的承诺，字字郑重。逃过了文革大难，之后就能一路平安
么？将一段历史标上“过去”，孕育它的土壤就消失了么？

“今天自己的问题虽然解决，他娘的那帮人不正之风搞得更凶了，叫你看得睁不开眼，你说咋办呀！
我说应该全国到处设绞架，凡是祸国殃民、给党抹黑的，就除了他。我这当然是气话。孩子说我这是
极左。”《我不是右派，是左派》
想起了万历年间海瑞恢复洪武旧制的主张：“剥皮囊草”，“枉法八十贯论绞”。

“孩子，你别怕，你没死，他们这是在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想起在1997年的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中，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父亲也这样对他的孩子说：这只是
一个游戏，坚持到最后的人，会得到一架坦勹克的奖励。

此书的作者认为自己写的是严格于纪实的纪实，我并不认同。这本书的真实性充其量是口述历史。在
漫长的岁月中，记忆会掩盖，会矫饰，会悄然改变抹杀或者披上美好的外衣而不自知。比如《笑的故
事》和《鬼剃头》，就让我觉得文学性超过了历史性。然而除此之外，我从不怀疑作者和受访者的真
诚，包括上面的两篇，尽管作者从未核实受访者所述的真假。正如作者所言，亲历者彼时叙述的那种
悲怆，无可模仿，无可做作。而真实的人性，无论时代地域如何，从来都惊人的相似。

全书最让人震动和惶恐的，是附录。《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记录了二十个年轻人对于文革的
看法。赵××（1977年出生，19岁，男，工人）
    中国不会再发生文革，现在的人市场观念特重，为了钱人心都散了，谁也甭想把人们再号召起来，
除非用钱才能把人吸引住。文革倒是注重精神，听说那时上上下下为了什么事，都感动得流泪，特真
诚，真棒！如果说这些人为了私欲互相残害，我看不可能。还有就是样板戏比老京剧好看，也蛮感动
人。如果说“彻底否定文革”，我看样板戏首先就不能否定。

林×（1984年出生。12岁，女，小学五年级学生）
    我不知道文革是哪一年的事。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文革时打人我知道，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吧，打
的是日本鬼子吧⋯⋯不，是蒋介石反动派！我听说过“四人帮”，有毛主席的媳妇，还有林彪，别的
就不知道了。 

田××（1979年出生，17岁，男，高中二年级学生） 　　
    可是我并不懂，为什么对文革好像有点回避呢？考历史时，老师说：“不考这块，甭准备了。”这
块就是课本上文革的内容。家里的爷爷奶奶也常嘱咐我们对文革这些事：“千万少说！” 

于××（1978年出生，20岁，女，打工妹）
    在农村听说过文革，不多。庄稼人对政治没兴趣，没心思打听，不碍吃喝就行了。文革好像是反左
吧！别的就不知道了，知道了也没用。

16、《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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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忍受不了,就想死,但房子里空的,连剖静脉管的小硬片片也找不到.我就想了一个法子,因为房子脏,
我便放开一点窗子,让苍蝇飞进来,再打苍蝇,然后一把一把地吞吃死苍蝇,一天最多吃下几百只死苍蝇,苍
蝇菌多,我想得霍乱痢疾,拉肚子拉死,但奇怪的是,吃了这么多死苍蝇,却毫无动静.

17、《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35页

        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18、《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126页

        他捧这好十来斤重的瓷像走子一天应该是“走了一天”

19、《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102页

        我只能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子弹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20、《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我们，陷阱中的千军万马

              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之后，也就是70年，国民经济完全搞垮了。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给两千万知
青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冠冕堂皇的口号
，把我们放逐四方。于是我们这支曾经为他们冲锋陷阵、赤胆忠心的千军万马，统统落入安排好了的
陷阱里。尽管我们曾经悲哀至极，尽管我们吃了苦头，但连国家都挑不动的担子，叫我们十几岁孩子
们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们撑住这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国家大厦的坍塌。

21、《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9页

        

22、《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13页

        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
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棵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
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
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乎愚者的赤诚。

23、《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1页

        当上海作家赵丽宏发现年轻的一代对仅仅结束十年的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剧一无所知，我们难道还
不应该敲响这警钟吗？只有叫后代人知道过去的一切，他们才会更透彻认识到现实的一切，不迷失于
身边纷杂的生活里，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把个人的人生信念和人类生存的永恒真理相统一。这赤诚
而又愚昧的时代画面，真实又荒谬的文革文化，将把一个个关于社会弊端、文化劣根和自身弱点的问
题摆出来，迫使他们做出思考和解答，并唤起他们文明生存所必须的良知、义务和人格力量。这样，
他们才能不再像父辈祖辈那样因盲目而盲从，因无知而无畏，因愚昧而重蹈灾难的覆辙，以清明透彻
的科学头脑投入强我中华的现代化事业中去。幸福不会带来任何教益，苦难却能改善人的性格，这是
我最积极的生活体验了。

24、《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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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不会带来任何教益，苦难却能改善人的性格。

25、《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拾纸救夫

        人总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把别人说成错的，以此对比来显示自己；为了自己不被抓成右派，
瞪大了眼睛举报别人唯恐自己落了后。抓错误按数量来论成绩原本就是错的，可惜大家都处在乱世中
谁会顾得上这些逻辑。那么多冤案出现，除了社会和政治因素，人性的另一面也在暗中促使了悲剧的
发生。

26、《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240页

        晚上吵得入睡不好觉是“人”不是“入”。。。

27、《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74页

        必然是必然的偶然，偶然是偶然的必然。

28、《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205页

        你还想当党委书汜是“书记”啦&gt;&lt;

29、《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第308页

        什么是命运？就是冥冥中你无法左右它，但它却在强有力地左右你的那个东西。

30、《一百个人的十年》的笔记-死脸

        但封建这东西，单是上边是搞不成的，它需要下边配合。您不认为中国的土壤是封建主义的？尽
管我也相信“文革”很难重演。但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文革”不会重演只是因为没人肯当导演，
但中国不缺乏“文革”演员。因为文革时所有人都上了舞台。如果都是受害者，哪来那么大的悲剧？
让我想起《浪潮》这部电影，身陷其中时，有几人能够冷静分析而保持独立的思考？清楚知道纳粹历
史的德国学生都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那我们呢？对文革的了解永远来自于长辈的只言片语，永远不
清晰，东拼西凑而已。若换了与时代相符的外壳，我们如何能够辨认？好与坏往往只有一念之差，这
真的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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