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史(第二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创业史(第二部)》

13位ISBN编号：9787500601609

10位ISBN编号：7500601603

出版时间：1977-06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柳青

页数：4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创业史(第二部)》

内容概要

《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小
说，着重表现这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
程。柳青同志生前计划写四部，仅完成了两部。第一部写互
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和巩固。它们既
是互相联系的，又是各自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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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史(第二部)》

精彩短评

1、柳青写得真是辛苦，如此辛苦地制造矛盾，推动情节，让读者读来也甚是拧巴。
2、受蛊惑看的
3、我说最后矛盾正激化着，怎么就戛然而止了，原来柳青已经不可能再挣扎着写完了。书里的真诚
颂扬与书外的坎坷蹉跎，验证了一个中国50-70年代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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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史(第二部)》

精彩书评

1、在自习室里呆到十点，总算触摸到这本因为距离我们现世的生活遥远而显得晦涩难懂的创业史2的
最后一页。很奇怪结尾并不像我所想像的那样圆满，反倒是遗留着一个棘手的问题，等灯塔社主任梁
生宝来解决，可能是因为柳青宏图未展便抱憾撒手人寰的缘故，四卷创业史仅仅完成了第一卷，第二
卷的校对都尚未完成，蛤蟆滩的灯塔合作社刚刚成立，困难重重⋯⋯着实留给我们读者一个不小的想
象空间。如果不是老师的要求，我想在可预见的不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不会辛苦地去图书馆寻了近一
个小时还只是寻到柳青文集的第三卷——就是这本绿色封皮朴素干净的《创业史 2》。开头读的很辛
苦，因为没有第一部作为阅读的基础，虽说是独立的故事，但因为主要人物是贯穿其中的，所以关于
他们的身家背景，以及在他们身上已经发生的可以让读者记忆犹新并且从中能窥视到他们性格的事件
，在我脑中是一片空白。加之人物众多，名字又拗口，关系错综复杂，所以读了几十页我仍旧不能将
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身份地位对应起来，还好耐着性子看下去，人物渐渐明晰，故事的脉络也一步步
呈现，便不自主地被吸引了。仿佛我也是渭源县蛤蟆滩的一员了，生活在建国初的十年里，经历着翻
天覆地超出一般农民可以想象的革命、改革、运动。在时代的洪流里恪守着一个最卑微却又是最强大
的历史的缔造者的农民的本分，兴奋着他们的兴奋，抱怨着他们的抱怨，迷惑着他们的迷惑。现在我
从国家倡导在农业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建合作社的1954年走来，目睹着一群憨厚忠诚积极热情的人民克
服种种困难建合作社，并取名“灯塔”寄予美好的愿望，以一个叫梁生宝的优秀小伙子为首，据说这
个小伙子曾是土改时的民兵连长，农业互助时互助组的组长，高增福，冯有义，杨振华，韩培生等积
极拥护支持，人太多，一一说清他们的身份以及性格特征于我实在是一件太大的挑战，总之知道他们
是蛤蟆滩的主要人物就行了，他们中大多是贫雇农，少数是中农，他们都怀有一颗虔诚的心和满腹的
热情，还有无私的奉献精神不怕苦不言累的可贵品质，这是一群走近了就会让你感动不已的人物，感
动于他们的执着与坚持，感动于他们的真诚与朴实，连他们身上小农阶级固有的狭隘与落后你都不忍
心去责怪，去批判。其实可以当作历史来读，因为文本的故事性不是很强，整部小说并没有一个集中
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比起严肃呆板的历史书来说，我更愿意选择这样一本小说来了解我们的那个时
代，不是冷冰冰的历史学家的阐述，而是一群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苦有乐的活生生的那个时代的见证
者在讲故事给我们听，他们的创业故事。由不得我们不感动不震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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