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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十一节杨匡满、郭宝臣、陶斯亮、张书绅 杨匡满（1942— ）、郭宝臣（1942— ）创作的
中篇报告文学《命运》，是反映和批判“文革”的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十年“文革”，中国政治
上的颠倒、混乱，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但在那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年代，仍有不少真正的勇士，
敢于直面现实，为民请命，勇于抗争，追求真理和正义，他们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乃至被杀。“文革
”结束后，报告文学以其特有的敏锐性，去反思和批判这个沉重的历史现实，在这个情牵万家的问题
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命运》大胆地以那场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为再现的对象，以一种“全
景”式的俯瞰，将周恩来逝世到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为这一牵涉到国家和个人命运的事件平反
，作了纵向的多侧面的描写，呈现出历史的沉痛与新生的希望。作品大量使用了当时的新闻、小字报
、信件等历史材料，涉及的人物上自周恩来、邓小平等高端人物，下至积极参与事件的李西宁、贺捷
生、范曾、贺敬之等普通百姓，地点则从北京扩展到上海、南京；写作手法上或正面叙述，或侧面描
写，视角变化多样，结构灵活，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气势，充分展示出历史大转折关头人民群众对国家
民族命运的关注和责任感，深沉地赞美了他们与逆历史而行的反动势力斗争的勇敢、机智和热诚。 作
品的结构气魄和“全景”式视野，在当时都是少见的。这是一部特殊的民族赞美诗。 穆青、陆拂为等
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叙述了植棉模范吴吉昌从受周恩来嘱托解决棉花落桃问题始到研究终获成
功止，长达11年间艰难、坎坷的曲折历程及其所受的非人迫害。“吴吉昌为了完成任务，就像从事地
下工作那样，只能偷偷地干。”作者抓住了那个时代惊心动魄、动荡不安的时势特征，在揭露“四人
帮”反动、残酷、愚昧的一套给吴吉昌造成的灾难同时，赞扬了他身上那种为了信念而百折不回的普
罗米修斯般的献身精神。 作品始终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和扣人心弦、一波三折的情节，细腻地刻画出了
吴吉昌那忍辱负重、顽强坚韧的忠直性格和痛苦复杂的心情。 穆青等人这时的作品，继承和发挥了以
往报告文学在写人上的优良传统，去除了过去创作中的政治痕迹，在艺术上是比较成功的。 陶斯亮的
《一封终于发出去的信》，也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部作品。 作者以给父亲陶铸写信的形式，沉浸于对
往事的回忆和感受中。边叙事，边抒情，在满含深情和悲哀的笔墨中，再现了这位老革命家面临迫害
时的遭际和苦涩难言的心情，诉说着对父亲的怀念，表达着对父亲蒙冤受屈的愤怒和抗议。作品娓娓
叙述的笔调和浸润其中的深情，都使之像一篇深沉哀婉的散文，感动读者。 1979年5月，张志新的事
迹被报道出来后，许多以张志新事迹为描写对象的报告文学作品出现，其中张书绅的《正气歌》较为
出色。 张志新原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多才多艺，生活美满。在“文革”期间，因挺身
反对对老革命家刘少奇的诬蔑、迫害而身陷囹圄，备受折磨。但在狱中，她从没有丧失做人的尊严，
坚持真理，宁折不弯，“每次她都理妆整容，从容地步入审判厅。审判员指令她坐下，她不坐，不让
她坐，她却坐下来，好像在家里一样安然自如。每一次她都郑重声明：我没有罪，我不是罪犯，你不
可以用对罪犯的口气同我说话。”最后竟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切断喉管枪杀。作品写出了一个
有血有肉、坚持独立思考的英雄人物及其人格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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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由此揭开了神州大地崭新的一页；同时，“五四”所开
创的中国“现代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长期以来文学界曾以“建国”为界，将“五四”至此
前的文学称作“现代文学”，而把此后的文学则称为“当代文学”——这种界划，究竟有无道理？是
否妥当呢？刘锡庆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上)(精)》为你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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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当代卷写得那叫一个东拼西凑啊，把我最喜欢的那几个散文家全糟蹋了，不能忍，直接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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