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泥湖年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乌泥湖年谱》

13位ISBN编号：9787020074563

10位ISBN编号：7020074561

出版时间：2000-9-1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方方

页数：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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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泥湖年谱》

内容概要

Page 2



《乌泥湖年谱》

章节摘录

　　一 乌泥湖的地理环境　　在我的印象中，乌泥湖位于汉口的西北方向。　　我为了证实自己的印
象，便找出一本商务印书馆所出关于湖北的《地理词典》查看。这本书是我公公送给我的，他是该书
的主编。但令我惊异的是，书上认为，乌泥湖在汉口的东北方向。我对此颇为不解，因为从地图上看
，乌泥湖无论如何也是在西北部的。而且我小时候写作文时，一直说“我的家位于汉口西北大门的旁
边”。我想问问我公公，只是这时的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他不会记得究竟是汉口东北部还是西北部有
一个名叫乌泥湖的地方。于是我想，我的直觉毕竟不如编书的学者可靠，所以，便依了书中所说，让
乌泥湖在汉口的东北方向。　　乌泥湖应该算是汉口著名的后湖的一个部分。后湖并不是一个湖，而
是一群湖泊的名字。其实往更远一点的年代说，汉口当年都是沼泽和水泊。乌泥湖想必就是这些水泊
中的一个。　　一个被我们称为郗婆婆的老人总是说，她的爷爷以前告诉她，这湖下面的泥乌黑乌黑
的，像煤一样，所以就叫乌泥湖。但湖里的水却是极清亮的，里面的青鱼尤其肥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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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泥湖年谱》

精彩短评

1、可列入看过的当代小说前3名。小说以编年体的形式，写了长江流域规划设计总院及其乌泥湖家属
宿舍，在57年至66年间的人事沉浮。以一个样本之斑窥那十年荒唐岁月之社会全豹，那些知识分子的
思想变形过程令人唏嘘，从反右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则仿如文革前奏。是小说却胜史料!主人公丁子
恒阴差阳错的逃过了一个又一个浩劫，与周围同事的悲催遭际形成反差，可知那个惊心动魄的年代，
唯命运能主宰个人之生死，这种无力感比悲剧更令人压抑。看到写三毛和嘟嘟的可爱之处时，总恍惚
觉得作者要安排他们的悲剧下场，可是终究没有，现在的故事已经太悲哀了，已经是生命中不能承受
之哀了，特别是对丁子恒，他的崩溃只差一根稻草而已。
2、　　也许，人的确无法与命运抗争。在一个社会的大背景下，难以完全以自己的意愿生活。如果
命运真的无法改变，但是屈从命运还是与命运抗争，全在于自己的选择了。
　　你无法忍受哪种痛苦？是于心不安、平庸、压抑、无奈、谨小慎微的痛苦？还是与他人不同（甚
至为敌）、受人嘲笑、世人不解、遭人白眼的痛苦呢？
　　道路只有一条，无法取中。
　　选择的时间只有一瞬，无法长久思索。
　　命运迫着人，但许多时候，不是命运，而是我们的牵绊太多，是自己的心魔。
3、　　方方的小说一直都很吸引人,细腻的笔风,朴实的文风,读她的书。《乌泥湖年谱》是给我留下很
深印象的一本书，记得当时一口气把书看完了，情节很吸引人，人物形象生动，说话也轻松幽默，不
过加上一个深沉的历史背景后，情节也沉重起来，可以说是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了同的人生。才华横溢
的丁子恒和美丽聪慧的太太，以及他们可爱，淘气的几个孩子是小说中最吸引人的地方，我时常会让
他们的对话引的哈哈大笑，进入到情节当中，为他们一家人艰难的生活而担忧，也为他们的患难与共
、相互扶持而感动，还有丁子恒那一类人身上的理想和命运的感悟，长江三峡工程是他们毕生的精力
，也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人们在惊叹当年伟大领袖规划长江三峡工程的雄伟气魄和今天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的壮丽图景的时
候，可能不会知道长江三峡工程从５０年代中期开始规划设计，到７０年代初期决定兴建葛洲坝工程
，其间约有１５年的时间，尤其是从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到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个动
荡不安的年代。而这１０年，也正是各位工程师最艰难的时期，在理想和命运面前，他们应该如何抉
择，理想和生存确实是太沉重的选择，他们的心路历程那样沉重，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只有面对一切
，在读小说的同时，我似乎也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的痛苦，他们应该是在叹息，或许是对时代的感慨，
或许是对命运的无奈。可是无论怎样，还是得为了家庭，为了妻子儿女，面对这一切的突变。包括这
期间的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三年自然灾害、社教运动(作品中写的是设计革命)和嗣后发生的文化
大革命。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也毫无例外地写到了一些知识分子所蒙受的政治灾难。 
　　
　　　　作者用生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这些工程技术人员的家属子女，他们在亲人面对灾难的同时如
何艰难的成长，对于这些工程师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以一个普通的平常心去看
待他们的身上的故事。 
　　
　　　　读方方的作品，常常会感到她是在有意无意地进入到作者所描写的那个年代里，她的作品总
是结合着美学的因素，作为编写体小说，特定的角度上看，本书也具备了史学的特质，让人更能清楚
的看清历史，读懂过去，也能用最平常的心态去把握那个年代的人和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方方
以她从小耳濡目染身历心受的一段童年记忆和生活经历，再现了共和国最为多事的年代一群知识人所
经历的一场故事，让人在笑着的同时却总是会不由的叹息。 
　　
　　
　　http://www.xiaoshuo.com/jsp/shuping/index.jsp
4、　　用了两天时间看完了方方的《乌泥湖年谱》，看到最后一页的页码，吓了我一跳，587页。竟
然有这么长。
　　最初看方方的小说还是十几年前，是个短篇，叫《桉树和他的诗友们》，能记住这个是因为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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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泥湖年谱》

这个名字，很特别，但是对小说本身没什么印象了。然后就是惊艳的《风景》，即使到现在，那也是
方方最好的小说，也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中篇之一。
　　最后的印象是《桃花灿烂》，粞和星子，七十年代的长江之滨，七十年代的爱情，有死亡和宿命
轮回的味道，“大约九个月后，星子在预产期还差几天的一个日子里，生下了一个男孩。亦文欢天喜
地地拍回了电报。那时。他正在一个基地实习。星子抱着孩子，内心感到温暖无比。只是在半月后的
一天，儿子睁开眼睛迷迷漾漾地望着她时，她的心“格登”地跳了一下。那小小的、黑亮的眼睛是多
么奇特呵。星子想：我的天，那是他么！”。
　　
　　《乌泥湖年谱》很流畅，叙述文字有点象方方的一个小说名，行云流水。主角是一个参与三峡工
程前期设计选址的工程师和他的家庭，时间是1957年到19966年十年时间，从反右斗争开始，经历了大
跃进，三年灾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结束。
　　那是并不轻松的内容，一个时代的人，如何被剥夺了精神和肉体的尊严，生命只沦为卑微地活着
，“丁子恒始终渴望自己能过一种单纯清静有如自然的生活⋯⋯他不想关心别人有怎样的生活态度和
怎样的政治观点，他也不想有别的人来窥视他的一切。他不想抬起头来放眼张望这个社会究竟插着红
旗还是别的什么旗帜，他只想低下头去，做一份他喜欢和他能够做的事情。但是十几年来，他就是做
不到这一点⋯⋯他一次次被拉出去看风景，一次次被托起下巴抬起头，一次次被拖进各种各样的人事
中，然后被指派你必须做这必须做那⋯⋯你必须把政治放在首位⋯⋯你必须开会发言批判某某某。你
必须小组讨论检查自己并且把自己骂的狗血淋头。你必须写大字报⋯⋯你必须提意见⋯⋯你必须要说
这句话⋯⋯吞回那句话⋯⋯每个人都没有象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生活，每个人都不能自己⋯⋯你若要呼
吸，你就得服从。”
　　这是一个人如何在残暴的环境中挣扎求存的故事，最后，所有的生命本能都压缩为一个，活下去
，为家庭，为妻子孩子，放弃曾经的理想和一切思想，只求做一个工具。
　　近两年，看过几本关于那个年代的书，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等等，还有涉及到1957年大跃进和随后的大灾害方面的回忆录，悚然惊心，有资料说，三年自然灾害
（天灾，不过是人祸造成）期间，大陆饿死的人数在三千万以上，这已经超过了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
的伤亡（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二千一百万以上）。《乌泥湖年谱》中也写到，丁子恒做长途公共汽车下
乡，路上，常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不会起来，司机说，这一路常见，都是饿的。
　　在政治的名义下，生命成了最轻贱的东西。
　　还有精神。
　　经过了那一场又一场运动以后，丁子恒的同事、朋友或下放，或自杀，或身心俱伤，而他可能幸
存下来，却惶惶不可终日，生不如死。
　　那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但是我知道，那些幽灵们还在，只不过换了一副面孔而已。历史是多么
的教育人，偶尔会想，要是回到那个时代，我这样的人，一定是在劫难逃了，就是现在，也曾经因为
想做一个诚实的人大吃苦头。不知道若早几年了解这些，会不会好过一点。
　　大多数时候，并不敢放纵自己想这些。想一想，天就会灰暗起来，就象19966年的丁子恒，“他的
心已经麻木，或者说，他的心已经在麻木中归于平静。”
　　
5、　　�1957 整风反右运动
　　�1958-1960 大跃进
　　�1959-1961 三年自然灾害
　　�乌泥湖年谱，从1957年开始。
　　�这段历史，不会缺乏叙述者。它容易讨好读者，让作者显得深刻而又厚重。那个时代，与现在正
好是若即若离的距离，笼罩历史的迷雾缓缓移开，它的真面目慢慢显现，同时又被时间冲刷，不停后
退、缩小，遥遥看不真切。它已经流露出荒诞与偏执的气息，并愈演愈烈，但与接下来的十年相比，
却又一度让人以为是曙光已至，黎明不远。
　　�十年浩劫，我们震惊于当时人事血淋淋的荒谬和疯狂，集体理性的崩溃和秩序的混乱。社会究竟
是如何畸变成那样的形态？如果说举国上下骤然丧失理智陷入癫狂已着实令人畏惧，那么再发现这样
这般历时弥久的灾难其实是有迹可循，不外乎是酝酿到一定程度后的引爆，就更让人胆寒了。不可解
释的灾难就像突发意外，我们可以抱着最好的期望希望它不会再发生；而合情合理的灾难是可以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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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泥湖年谱》

的，为它创造足够的条件就可以再次上演。《River Town》中记录了一位过来人对那段浩劫的回忆，
大意是说那是荒唐的历史，但是以后的人看我们现在，说不定也会觉得荒唐。
　　�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是那个荒唐只是行为的荒唐，而不是发生地荒唐。
　　�承载历史的故事很难写，更何况这个历史还未褪色，它敏感而又争议不断，已为陈迹而又未行多
远，甚至不经意间还会惊闻受害者的惨呼萦绕不散。方方的故事很温和，她笔下的丁子恒一家显然是
幸运或是侥幸的家庭，尽管每况日下，但是周围总有更凄惨的陪衬。当故事展开，书中的世界鲜活过
来，细细观察人间百态，从一些对于不同人群心理的描刻中，我们能为此后发生的很多难解的行为与
心理找到答案。
　　�苏非聪因言遭祸后，丁子恒他们想到了断送：
　　�“有什么天崩地裂的理由，非得要一个个鲜活之人用前程和生命来饲养这种‘断送’呢？”
　　�这是政治斗争第一个怵目惊心的惨案，扯掉了由知识分子身份与地位带来的安全保障和理所当然
的秩序，没有“最坏的结果”的下限，足以让许多人畏首不前。
　　�1964年对张者也心态的描写：
　　�“现在已不是张者也之辈介意的年代，只要能放他一马，只要这一天能让他平安过去，他在心里
便已有十分的感激之情。”
　　�1966年皇甫白沙得知儿子死讯后：
　　�“皇甫白沙对自己的过去痛心疾首，就在这一天，他理解了为何有人对于上面的指示，有理无理
，都拼命地加倍地去执行，因为政治斗争铁面无情，因为人人都不想让家里出现皇甫浩，因为你活在
世上并非孤零零的一个人。一旦为良知而反抗，大祸殃及的绝不止你自己，它殃及家人，殃及儿女，
殃及子孙后代，甚至一代一代殃及下去，永无止境。你在这世界上，活的不止是你，而是你的家族。
”
　　�人的一生逃不脱各种苦难，壮志难酬是尤为悲切的一种，但比起自己和家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来
说又算得了什么。所以才有这样的感叹——“政治生命与肉体生命相比，重要得多，是不能有缺陷的
。”政治生命的残缺才是最为严重最值得扼杀的遗传病。
　　�严三姑和福气对于他们眼中拿高工资而没有作为的三峡工程师有如下讨论：
　　�福气：
　　�“这么说来简直像旧社会一样，太不公平。”
　　�严三姑：
　　�“你说得太对了，就是不公平。”
　　�1963年饭馆跑堂对于肯尼迪遇刺的评论：
　　�“这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劳动人民都痛恨那些帝国主义头子不是？不像咱社会主义国家，人人热
爱毛主席⋯⋯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也觉悟了是不是？⋯⋯当个美国人，可真是苦呀。”
　　�不同圈子不同阶层的人对于彼此的偏见，如果失去约束，会走向何方？起码不会是携手言欢的场
景。
　　�何民友发现吴松杰笔记本时内心狂喜，因为“革命就是让他这样的庸常之辈，在这个难得的瞬间
中成为划时代的人物。”他受不甘于平凡的驱动，还有人将私人恩怨付诸大众，抑或是发泄一贯的不
满。当事态愈演愈烈直至再也无法控制时，他们有人如愿以偿，大展小人嘴脸，将龌龊手段使得炉火
纯青；也不乏有人与受害者一起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在心理上支离破碎。
　　�在那个连技术人员都有没完没了的哲学班和思想培训的时代，有时“运动”、“革命”简直是以
娱乐活动的姿态登场的——“与枯燥无味的学习想必，看人批斗倒是有趣许多”、“生产任务对他们
来说陷入没有意义，眼下革命才是最要紧的，再说比起生产的辛苦，革命也要有趣得多”。多么合情
合理，将欢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本来就是许多人内心深处窃喜和抚慰的源泉，而受苦难的人不过是
可恨的“阶级敌人”、“反动分子”。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人群的偏见与互相的不满是社会的常态；集体无意识仍然具有不可小觑的操
控力；明哲保身的态度很容易就可以被教会。加点煽动，抽掉约束，可怕的“狂欢”能有多遥远。
　　�1966-1976 十年文革
　　�《乌泥湖年谱》在文革的序幕拉开时戛然而止，而下部似乎逾十载仍未面世。如果有下部，可想
而知，会是颇为痛苦的写作经历，一个个家庭的坠毁和一个时代的梦想的湮灭想来是无可逃避的，接
下来的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预知的未来无论如何黑暗，也不会光明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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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泥湖年谱》

6、很不多见的从反右写到文革开始的作品。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没有
文化的dang，是惧怕任何形式的所谓文化的。
7、方方何时续写下部
8、典型的流水账写法，通过一个群体，以了解一个年代的人和事。
9、只能以文带史了
10、建国前和文革时的风起云涌都是很多近现代作品的时代背景，而这中间的时光往往被忽略，乌泥
湖年谱正是记录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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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泥湖年谱》

精彩书评

1、觉得里面的名字有的真的好苏哦~丁子恒 苏非聪 林嘉禾 沈慎之 皇甫浩 皇甫白沙 吴安林 吴安森 刘
格非丁淳 丁朴 丁简 丁单肖之亦 邢紫汀很可爱的游戏，和我小时候玩得不一样。我玩得那个是从一到
十你拍一，我拍一，一只小猫坐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只小猫梳小辫你拍三，我拍三，三只小猫爬
雪山你拍四，我拍四，四只小猫吃鱼刺他这么一说，笑声便轰的一下，撒得江滩满是。（比喻赞！）
三毛：那个蛋糕很香嘛。我没有想吃，可是我肚子里的虫子很想吃，它们都在肚子里动来动去的。每
次挨骂，三毛都委委屈屈，说：“我的心很想改正这个缺点，可是我的脚他就是不肯改嘛。”雯颖说
：“那你就要用心去帮助脚来改正。”三毛说：“可是我的心很小，我的脚很大呀，大的就是不肯听
小的的话。”一番话说得雯颖不知道怎么答才好，最终只能又好气又好笑地收场。（三毛真是太可爱
了~）“选择”这个词，在他来说，已经是个奢侈品。属于他的除了“服从”，别无其它。忧愤太重
，诗气易戾。春水投竿，斜阳晒网，得钱沽酒，寻友论诗，与世无争。他现在已经弄懂了的是，一旦
决定了要批判你，是不必非得有什么理由的。他已经明白，这是一个不需要实实在在行动的年代，需
要的只是你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虽不能替代你实际工作中任何一个环节，但是它却大于一切。警惕
却是最没有用的东西，那些想要来临的事情，一点也不在乎人有没有警惕，它往往就踩着警惕的身体
大踏步而来。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命运仿佛埋伏在身边的困兽，一不留神便会扑过来大咬
一口，令你遍体鳞伤，永伤元气。一个人就这么简单地淡出了你的生活，而你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
候淡出别人的生活。“天公尚有妨农过，蚕怕雨寒苗怕火。阴，也是错，晴，也是错。”1957年的那
份惨痛，到了1966年，溃破成了他心头血淋淋的伤口，一生一世都流血不止，一生一世都不会弥合。
三熊大咧咧地说：“是呀，没有女生，以后岛上就没有妈妈。”静雅立刻打了他一巴掌，说：“不准
说不要脸的话！”(当时看到这段时，简直被萌死了~)说话前，他望着窗外一棵黄叶已然落尽的梧桐，
伤感地想，良知便是这一片孤独的树叶，秋风吹起，想不坠落都不行。那么就让今日的秋风把我的良
知吹落吧。编年体 1957——1966 十年间 反右 大跃进 三年自然灾害 文化大革命每一年前面都会有一首
诗来概括那一年的情感基调真得很有画面感，读时就像在看长篇情景剧，书上的字句、人物都成了可
以活动的角色、场景。（话说拍成电视剧，也很好啊，完全就是纪录片式的从丁子恒一家看那十年的
变化，从个体映照出大的历史变化）很喜欢看丁子恒一家的温馨片段，嘟嘟和三毛真是太可爱了。很
认同很喜欢丁子恒家的家庭教育，父母做得很棒，教出来的孩子也都聪明懂事。不认同的是丁子恒们
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农民的歧视，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他们。可能因为是农民的孩子吧，真的很讨厌
这种做法，很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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