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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

前言

　　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我们作为新中国
成立最早、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素有&ldquo;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
始&rdquo;之誉，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从业已
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汇集成&ldquo;人民文学出版社&middot;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
典藏&rdquo;一次性推出。这些书目的选择，兼顾历史评价、专家意见、读者喜好，以及题材和思想艺
术风格的丰富性，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
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阅
读或收藏，均富有价值。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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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

内容概要

《艳阳天(1-3)(套装共3册)》内容简介：《艳阳天》是最能显示浩然五、六十年代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
的代表作。它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
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精细地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
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小说的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
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小说自然带有不可避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60年代初期“左
倾“思潮的影响显而易见。可贵的是《艳阳天》里塑造了众多可信可爱的贫苦农民的形象和真实生动
的落后农民的形象，更为可贵的是，浩然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
”的坚强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
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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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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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

章节摘录

　　乌云遮不住大阳　　&mdash;&mdash;民谚　　真金不怕火炼　　&mdash;&mdash;格言　　第一章
　　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　　都说&ldquo;二茬子&rdquo;光棍儿不好过，萧长春本身
还沉得住气，最心急的人，倒是他爸爸萧老大。　　儿子的婚事成了老头子的心病啦！这些日子，他
只要见到对劲的人，就要唠叨一顿：&ldquo;你们总说拥护长春，拥护，拥护，他有难处，你们都看着
不管！&rdquo;　　有人故意逗他说：&ldquo;老萧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还有什么难处呀？&rdquo;
　　老头子拍着大腿、喷着唾沫星子说：&ldquo;唉，我看你们是骑驴的不知道赶脚的苦哇！事情不是
明摆着：一家子人筷子挟骨头&mdash;&mdash;三条光棍，没个娘们，日子怎么过呀！不论办什么事儿
，长春都是听你们的，你们应该撺掇他赶快说个人呀！&rdquo;人们说：&ldquo;这是老萧的私事，外
人可不能干涉。&rdquo;老头子把大眼泡子一眨巴说：&ldquo;嗬，什么公事、私事？我就不信这一套
生平常日子，这家生孩子，长春给请老娘婆，那家没有买盐打醋的钱，长春转着腰东摘西借；他敢干
涉你们的私事，你们就不敢干涉干涉他呀！&rdquo;　　说实在的话，在东山坞农业社里，关心萧长春
婚姻事儿的人并不少，真心实意帮忙使劲的人更多，光当过媒人的就有十几个。说过的人家，不是这
一头不随心，就是那一头不如意；加上萧长春本人没白天黑夜地忙工作，实在顾不上在这种事情上多
花脑筋，就拖拖拉拉地搁下了。　　这几天，韩百仲的媳妇大脚焦二菊正在热心地跑腿说媒。她给萧
长春说的这个人，是她姨表嫂的娘家侄女，住在南庄；二十六岁的坐家女，心高眼高，一般男子，一
般人家，全都瞧不上。萧家原籍在离庄，距南庄很近，根底全都知道；一打听萧长春这个人，更没有
别的话说了；东山坞今年生产又搞得特别出色，附近村子没有不喝采的&mdash;&mdash;三事加一功，
那个姑娘点头乐意了。问起女方的人才相貌，大脚焦二菊更是满打满包。她说：在东山坞最漂亮的闺
女要数焦淑红，最手巧的人要数焦淑红，可是南庄那个人儿，只能在焦淑红以上，不会让她比下去；
要说缺欠，就是思想差点劲儿，文化不高；话儿说回来，萧家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并不是选举干部
，思想、文化怎么样，自然不能算大缺点了。大脚焦二菊还说，光凭媒人的嘴说好说坏不行，最重要
的还是当事人当面瞧瞧；她说，只要萧长春跟那人一碰面，她这个大媒人就算当成了。　　这一回可
乐坏了萧老大。　　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罗锅腰挺直了；走路脚步更有力了，说话的声音更宏亮
了。他三十七岁就死了老婆，守着萧长春这根独苗过了几十年，儿子是他的无价宝。那时候，穷日子
就象张开血盆大嘴的饿狼，追的他东跑西颠逃活命，受的那份罪就无法儿说了。闯来闯去，最后只好
在东山坞落户安身。东山坞是萧长春的姥姥家，亲戚虽穷，总还可以帮衬一点儿；加上边区政府在这
边一扎根，过了几年萧长春又当了民兵，沟北有些富裕户也不敢欺负外姓人了，父子俩才算站住了脚
跟。萧老大省吃俭用过日子，顿顿紧，口口攒，存下三斗红高粱，给儿子买了个童养媳妇。实指望办
一件对得起儿子的事儿，哪知道反而给儿子找了个心病&mdash;&mdash;两个人不对脾气，见了面就象
冤家对头一般，吃饭不肯在一个桌上，儿子宁可光着脚丫子走路，也不穿媳妇做的鞋。那年秋后，萧
老大硬强着给儿媳妇上了头，小两口没在一条炕上睡两夜，儿子就参军走了，一去两年没回家。到了
大军进关第二年冬天，儿子从湖北来了信，说是在那儿休整练兵。萧老大打点了盘缠，带着儿媳妇去
看望儿子。当时萧老大是抱定这样一个主意去的：眼下是新社会了，新社会要讲究婚姻自由，你们两
个当着面说说痛快话，愿意在一块儿过下去呢，就从此和美，这更好；不愿意一块儿过下去呢，好说
好散，各奔前程，谁也别耽误谁。经过好些日子的艰苦行程，总算找到了儿子，小两口一见面，媳妇
就哭了，哭得老头子怪难受，又插不上话儿。闷了一会儿，儿子开口了，他说：&ldquo;别哭啦，咱们
都是穷人，都是受过害的，我往后再不嫌弃你了。&rdquo;一句话把个萧老大说得起心乐，两年兵没有
白当，儿子变了！小两口恩恩爱爱地住了半个月，回来就给萧老大生了个意养媳正式结婚的时候，俗
称上头。　　胖孙子。又赶三年，儿子复员回来了，眼看就要过起团圆美好的日子，不料想媳妇命薄
，没半年就暴病死去。萧家门里开始过起没有娘们的日子。其实呢，儿子要是不当干部，把心思都扑
在过日子上；就算当干部，也别象眼下这个样子，一头钻进去什么都不顾，把自己的事情看重一点儿
，续上个媳妇还成问题吗？儿子偏偏不能使他随心如愿。萧老大是个爱脸而的红脸汉子，他不反对儿
子当干部，儿子为公家搭心搭力搭东西，他从来都不心疼，更没说过半句拉后腿的话儿。他说
：&ldquo;就凭咱们顶着一脑袋高粱花的泥腿子，如今在八、九百口子人里边说啥算啥，走区上县平趟
，先头那个社会，做梦你也梦不着，不好好干对得起党呀？就是自己的事情，能想想，也得想想；说
个媳妇，也碍不着你办公事，真就这点工夫都拨不出来呀！&rdquo;儿子不张罗，萧老大张罗，他时时
刻刻不忘这件事儿，见到过心的人就说，见着可靠的人就求。为这类的事情，儿子没少说他。说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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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

，你自己不办，别人办你还管呀！萧老大又不想包办，媳妇给你找好了，让你们对面相，让你们心甘
情愿，这不就行了！　　行了，萧老大没有白费一片心，事情总算张罗成了，他怎么会不高兴呢！　
　从打去年秋天起，东山坞就象一盆火炭，越烧越火爆了。一入夏季，满地的麦子随着风长，长得出
奇了，萧老大活了六十五，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麦子。庄稼人过日子指望个什么呢？当然是好收
成了，有了好收成，就有了好光景，这是一宗大喜事。儿子的亲事又有了眉目，等到订妥，收下麦子
过了门，萧老大的一桩心事就了却啦！儿子有了伴儿，孙子有了妈，自己也有人伺候，也能够吃口现
成的，喝口现成的，成了有福的老头子了。这可是喜上加喜呀！　　老头子这几天正在不停脚地忙碌
着。　　头一宗事儿，应当是请媒人。萧老大既好面子，也是热心肠的人，这个&ldquo;场&rdquo;自
然不能丢下，手头再紧，一也不能让人家在这大忙的日子里白跑腿儿。　　大脚焦二菊连忙推辞说
：&ldquo;大姐夫，您怎么把我当外人看了？我可不是那种跑媒拉纤的行家。长这么大，还是大闺女坐
轿头一遭儿。我什么也不图，就想办一件好事儿。外甥终年累月地为我们大伙儿忙，顾不上自己的家
，我给他办办这件事儿，表表我的一片心，也是理所应当。往后，有个人把家给他挑起来，叫他塌塌
地把咱们农业社搞好，就什么都有了；不嗦嗦您的筷子，跑断了腿，我也心甘情愿！您要是为这个破
费钱，我可要生气了！&rdquo;　　萧老大要办的第二宗事儿，就是赶快叫儿子去相亲。眼下儿子没在
家，到渠道工地上带工去了，离东山坞抄近走还有四十里，见不到，喊不应，老头子挺着急。　　大
脚焦二菊给他出主意说：&ldquo;工地上要干部有干部，要党员有党员，外甥离开儿大也没事儿；捎个
信去，说得急一点儿，不就回来啦！趁热打铁，这种事情不能搁着，搁凉了再出个什么岔子，就难办
了。&rdquo;　　萧老大立刻跑到农业社办公室，找到会计马立本，托他赶快给儿子萧长春带个口信。
　　这一天，会计马立本奉了副主任马之悦之命，正要给萧长春写信，当下便答应把萧老大的意思挂
在信上；后来，不知是忘了，还是故意没写上，反正要萧长春回家相亲的这件事儿一字未提。　　三
天以后，大湾供销社的一位业务员把这封信带到了工地上。　　这个时候正是一九五七年春蚕结茧、
小麦黄梢的季节，本县东北部二十几个乡联合挖渠引水的工程搞得很火热。　　这条渠从城北牛儿山
北边的潮白河引出来，沿着山根东下，直伸到这个县最边沿的东山坞、章庄一带。河水引过来以后，
这边靠山区的土地干早问题就解决了大半，还能排泄一部分低洼地的积水。这个工程是在广大农民普
遍要求下开始的，足足表现了高级农业社成立以后的新气魄；虽说劈山越岭、工程艰巨，但是所有来
到工地的千部和社员都是信心十足，都掏出全部力气劳动。　　供销社的业务员打听到东山坞小队驻
扎的村子，在办公室里扑了空；那儿的炊事员告诉他，老萧的&ldquo;办公室&rdquo;在工地上。业务
员又折回工地，好不容易才找到东山坞的工段。河床的形状已经在山沟、平地上出现了。高山被劈开
，棱坎被削平，沟谷被填满，河床直冲过来，伸进山前边的平原上。在这绿色的世界里，它象一条黄
色的巨龙，摇头摆尾地游动着，显得特别的精神。　　刚起晌，民工们正干得起劲儿。刨土的，开石
的，推车的，挑筐的，还有背石头的；你来我往，你呼我叫，加上呼啦啦飘动的红旗，唱着评戏的广
播喇叭，热闹非常，真是一幅动人的图景！　　业务员转着身子，在人群里寻找萧长春。人来人往，
就是不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他拦住一个挑土的民工问：&ldquo;喂，同志，东山坞的萧支书不在这儿
吗？&rdquo;　　那个挑土的民工把担子换了换肩，和善地看了他一眼，又朝后边一指，说：&ldquo;
在这儿，那不是上来了！&rdquo;　　在一道被水冲开的土沟那边，有一队背石头的人正从河槽里边往
上爬。他们都是很壮实的庄稼汉子，光着肩膀，背着木棍拼成的背架，背架上绑着大块石头，在那陡
立的坎子上，弯腰哈背、吭吃吭吃地移动着脚步。这里边同样没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　　业务员朝
他们喊一声：&ldquo;萧支书在哪儿呀？&rdquo;　　背石头的人大口地喘着气，谁也顾不上回答他。
直到爬上坎，打头的那个人，抬头朝他看看，紧走几步，又跨到一旁停住．等到身后的人都走过去之
后，才跟他答话说。&ldquo;同志，您找我吗？&rdquo;　　业务员转着身子仍在人群里寻找，随口说
；&ldquo;我找东山坞的萧支书。&rdquo;　　那个背石头的人把身子微微一蹲，把背架放在一个小土
坎上；又从背撑里抽出两只粗壮的胳膊，活动活动肩膀，一纵身，象一只小鹿似的，轻轻巧巧地从沟
那边跳了过来。他站稳之后，抽下腰带上的毛巾，一面擦着满脸的热汗，一面和气地说道：&ldquo;我
就是萧长春。您有什么事呀？&rdquo;　　业务员听他这么说，就象不相信似地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位党
支部书记。他刚刚调到大湾供销社，没跟萧长春见过面；可是老早就听到人们议论过萧长春。在他的
想象里，萧支书应该是另一个样子，到底该是什么样子，他也说不出，反正眼前这个人不大象。　　
萧长春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子，穿着一条蓝布便裤，腰间扎着一条很宽的牛皮带；上身光着，发达的
肌肉，在肩膊和两臂棱棱地突起；肩头上被粗麻绳勒了几道红印子，更增加了他那强悍的气魄；没有
留头发，发茬又粗又黑；圆脸盘上，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对精明、深沉的眼睛，特别在他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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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

的时候，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很引人注日&mdash;&mdash;整个看去，他是个健壮、英俊的庄稼人。
　　业务员一面好奇地打量着萧长春，一面从背包里掏出一封用报纸糊成的信，说：&ldquo;这是马主
任让我捎给您的。里边可能说的是重要事儿，他要我亲手交给您。&rdquo;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
，&ldquo;还有一封，半路上碰见一位女同志，她托我带给您的。&rdquo;业务员走后，萧长春急忙打
开马之悦的信。只见上边写着：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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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说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东山坞农业合作社麦收时节十余天时间里发生的故事：麦收前，萧长春
回村和马之悦、弯弯绕等人斗争，否定土地分红，制定出分配方案&rarr;准备麦收，马之悦等人不甘心
失败，萧长春调整领导班子，斗争日趋尖锐&rarr;麦收开始，阶级敌人蓄意破坏，杀人、抢仓、拉牲口
，萧长春领导贫下中农继续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艳阳天（1~3）（套装共3册）》是一部取材
于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它以宏大的规模、细致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
生活形态，展示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既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一个珍贵的标本，又使我
们从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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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

精彩短评

1、浩然死了，艳阳天还在。
2、只是当时已惘然
3、竟然是小时候读过的。当年。。。。
4、中学时期读的。
5、居然没有mark过这本书！当代文学史，喜欢的为数不多的文学类课程，居然读完了这本文革时期
的代表作。还是从清华借来书，75年的书跟新的一样，有种我是第一个读者的感觉，不禁想吐槽清华
的中文系⋯
6、也是小时候读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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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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