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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内容概要

《丁玲》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丁玲——二十世纪飞蛾扑火般追求真理的女性作家，她的受难史、抗争史
、创造史。1975年5月18日。北京秦城监狱。一条长长的甬道。一名高个子军人走动的背影。一串“嚓
嚓、嚓嚓”皮鞋底敲击地面的声音，在长长的甬道里沉沉回响。走到甬道尽头，他向立在甬道里值班
的女看守示意，打开一间单人囚室。
高个子军人：“7054号，收拾你的衣服、用品，跟我来！”
囚室里，鬓发斑白、倚在床头看书的老年女囚摘下老花镜，迟疑地抬起头来说：“换号子吗？”
高个子军人：“不该问的别问。动作利索一点！”
女囚怔怔地：“是。”
不一会，女囚提着一个小旅行袋，跟在高个子军人身后，来到一间办公室，低着头立在墙边。
坐在办公桌前的那位五十来岁的监狱首长与高个子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一边用铅笔轻轻敲击着办公
桌上的那块大玻璃，一边说道：
“你就是丁玲？坐吧。”
丁玲微微抬起头来，轻轻“啊”了一声，仍站在那里。
监狱首长：“进来五年了吧，嗯。上级指示，从今天开始，你被释放了。”
丁玲一惊：“是么？”
那位监狱首长点了点头，又说：“你的问题，专案组已有了结论，因为没有发现新问题，给出路嘛。
”
高个子军人走近办公桌。拿上一份早放在桌上的铅印件，对丁玲说：“这是释放通知书，你签字吧。
”
丁玲缓缓地从口袋里掏出眼镜，坐下来伏在茶几上，颤颤巍巍地在那份通知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轻轻问：
“回北大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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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作者简介

涂绍钧，笔名柯葳。汉族。1947年6月出生于湖南临澧县。中共党员。1964年因病于临澧一中高中肄业
后，历任临澧县鳌山完小、柏枝中学语文教师，临澧县文化馆文学专干，中央党校林伯渠传记组成员
，常德地区群众艺术馆文学组组长。现为中国丁玲研究会、丁玲文学创作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
究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常德市政协委员。著有长篇传记文学《林伯渠》、《风雨征程》及丁玲
研究专著《走近丁玲》，中篇小说《残月》等；其中《林伯渠》、《走近丁玲》二书分获第二届、第
六届丁玲文学奖一等奖，《死别生离未许愁》一文被译成日文在日本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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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书籍目录

引子第一章　伶仃孤女第二章　少年叛逆者第三章　展翅高飞的鸟儿第四章　闯荡北京第五章　初登
文坛第六章　出版《红黑》受挫第七章  “文艺的花是带血的”第八章  踏上新的征途第九章　身陷囹
圄第十章　抗争在魍魉世界第十一章  “今日武将军”第十二章　初抵延安第十三章　奔赴抗日前线
第十四章　西战团在西安第十五章　窑洞岁月第十六章　转折第十七章　桑干河上第十八章　走向世
界第十九章　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第二十章　风云突变第二十一章　到北大荒去第二十二章　把心
磨出厚厚的茧子第二十三章　太行山下第二十四章　重返文坛尾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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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伶仃孤女1黑压压一大片鳞次栉比的青砖瓦房。道士们超度亡灵的木鱼声、鼓乐声，伴着抑扬
顿挫的念经声从屋内飘出。两扇漆黑厚重的大门上贴着白色挽联。大门内前后三进堂屋及天井两旁的
厢房四壁，都挂满了白绫祭幛。上堂屋是灵堂。供案上陈列着祭品和香烛，满屋香烟缭绕。长明灯后
，供着灵牌，上书“故显考蒋公保黔大人之灵位”。灵牌后面，黑纱悬绕的镜框里，蒋保黔身着东洋
学生服，英俊年少。灵堂前，八个道士分立两旁，正做法事。少顷，门外爆竹声骤起。几位绅士模样
的人鱼贯而入。身穿孝服，坐在堂屋太师椅上守灵的死者的两位堂兄蒋保川、蒋保滇起身迎客。蒋保
川：“高大人，张老爷，请，请！”蒋保滇：“林少爷，王相公，请！秋蝉、菊香，看茶！”女佣秋
蝉等执茶托献茶，众人人座。绅士甲：“二位老爷，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三老爷怎么这样就——”绅
士乙：“保黔兄英年早逝，可惜，可惜，一个人才啊！”绅士丙：“可不是？前两年我们去东洋留学
，学友中就数他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壮志未酬，遗恨九泉哪⋯⋯”蒋保川：“多谢各位
赏脸。人嘛，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没有办法的。只是他这样撒手一去一留下孤儿寡母，作孽啊。”
众人作悲戚状，连连摇头。绅士甲：“三太太呢？”蒋保滇：“我三弟命里不该绝后，三太太又怀上
了蒋家的血脉，在内房歇息。”绅士乙：“如此说来，我等前来吊唁蒋公，也该给二位老爷道喜了，
蒋门祖德阴功，继业有后啊！”蒋保川：“道什么喜呀，三弟欠下这一屁股账去了，三太太将来拖着
一双儿女，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绅士丙：“保黔兄多少给三太太留了几个吧，再说，他名下不
是还有三百多石田产么？”蒋保川：“哼！三百多石，恐怕三十多石还不到了呢。唉，想我们蒋家，
世代为官，享尽了荣华富贵，二房的这一份家业，想不到竟败在他手里。你们想想看，他生前虽开了
个药铺，自己也常给人看病，遇上揭不开锅的，不但汤药钱全免，还得倒搭上一两块光洋，对吧。再
加上两口子都不会理财，家里天天牌九不断，烟灯都要三四盏，坐吃山空，再大的家业也要败啊！”
众绅士听罢，慌了神，忙问：“那，欠我们的光洋呢？”蒋保滇：“各位老爷，这个嘛，请尽管放心
。他名下虽然田产不多了，还有几十间房产呢，不是钱么？”蒋保川：“对，也不光是欠各位老爷的
，欠我们本家兄弟也不少呢，只要我们有，少不了各位的。”祭幛后，女佣幺妈在偷听。绅士甲：“
好！如此说来，我等就放心了。”众绅士：“对，放心，放心。⋯⋯”灵堂里，法事又起。2蒋家三
太太余曼贞卧房。富丽堂皇的红木家具。宽大的雕花床上，头裹白绸带的三太太悲戚的倚靠在床头，
苍白的脸上满是泪痕。一个约摸四岁的小女孩，穿着孝服孝鞋。两个翘起的小辫儿上扎着白色的绢花
。小女孩手里抱着一个金毛小洋狗，走到妈妈床前。曼贞伸手搂住女孩的头，脸贴着女儿的脸，眼泪
又夺眶而出。“姆妈，你怎么哭了？”“瞎说，妈哪里哭了？”“骗人，姆妈眼里还是湿的呢！”曼
贞用手绢擦了一下眼睛，说：“冰之，你去把幺妈叫来。”“呃！”幺妈和秋蝉双双来到曼贞床前：
“三太太。”曼贞松开怀里的孩子，问：“幺妈，刚才是谁作吊来了？”秋蝉：“以前常来打麻将的
高大人、张老爷他们。”幺妈：“呸！都是些白眼狼，作鬼吊，来讨赌账的。”曼贞：“啊！大老爷
，二老爷他们怎么说？”幺妈：“别提了，听大老爷二老爷的口气，将来三老爷名下的田产、房子，
恐怕都保不住呢！”秋蝉：“这些人真没良心，三老爷升天还没两天呢！”曼贞：“你们别说了，账
，俺一定都还。”说着，眼里又涌出了泪水。幺妈：“三太太别伤心，莫动了胎气。古人说得好：留
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还有一对儿女呢。”外面，爆竹声又起⋯⋯3蒋家阴森的上堂屋。供案上
仍是蒋保黔的灵位、遗像、长明灯。四壁祭幛、挽联已取去，露出一幅幅抱柱鎏金长匾。中堂屋八仙
桌上，是一席颇为丰盛的酒菜。秋蝉、幺妈在一旁忙碌。门帘掀起，曼贞从屋内走出，说：“秋蝉，
家里的几位叔叔伯伯都请到了吗？”“三太太，都请了。就会来。”“笃笃笃！”有人敲门。冰之忙
跑过去开门，叫道：“大伯，二伯！”“冰之乖！”蒋保川、蒋保滇等几位本家和太太走进门来。曼
贞：“嗬！客人都到齐了，伯伯叔叔婶婶们都入席吧，今天是宗大满月，请各位来喝杯薄酒。”来者
中两位太太扫了桌面一眼，相对撇了撇嘴，作不屑入席状。蒋保滇：“三太太，酒嘛，我们今天不喝
，坐一坐吧。”众人入席。蒋保川：“保黔走了也快几个月了吧。三太太，他欠的那些账，你是知道
的，人家高大人、张老爷那边逼得紧，我们不好交代啊！”另一本家，嗓门更粗：“什么时候还钱，
说个准日子吧。”一位太太说：“是呀，有钱钱交代，没钱话交代。三太太，您也是知书识礼的人哪
⋯⋯”曼贞此时立在一旁，一手搂着冰之。待他们说完，缓缓地说：“各位叔叔伯伯请放心，杀人偿
命，欠债还钱，这是古之常理。我们孤儿寡母就是典房子卖田，也一定会把保黔留下的账还清。”蒋
保川：“好！痛快。到底是书香之后，说一句就是一句。”曼贞：“看起来，这蒋家我们是没有福分
住下去了，我打算带着孩子回常德娘家去。大伯、二伯，保黔名下还有三十几石田地，只留几块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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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其余的，加上这所房子，全托二位典卖。反正这些原本是蒋家的，我分文不要，不够，我还有一点
陪嫁首饰，也全搭上！”蒋保滇：“三太太，保黔欠的账嘛，我心里有数，这田产加房子，里里外外
我看也差不多了，哪能动用三太太的首饰呢！”“是啊，三太太您今日个又何必这么认真呢？怎么说
，大家还是个‘蒋’字掰不破嘛！”两位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推推搡搡把男人推出了门。幺妈“砰”
的一声关上门，牵着冰之的手说：“呸！看你这些没良心的叔叔伯伯们，你爹在世时，天天来吃来喝
来赌；人一死，一个个就六亲不’认了！”冰之不解地望着幺妈说：“他们怎么不吃我家的饭呀？”
幺妈摇摇头：“唉⋯⋯”曼贞跌跌撞撞走进上堂屋，扑通一声跪倒在丈夫灵前，悲痛欲绝地哭道：“
保黔，你看见了呀？这就是你们姓蒋的本家兄弟呀！你尸骨未寒，他们就这样逼我们孤儿寡母，保黔
，你听见了吗⋯⋯”4乡间，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四个轿夫抬着轿子走在石板路上，曼贞娘家派来的
余管家尾随其后。一阵风吹来，把轿帘掀起，露出曼贞凄苦的面容。她怀里抱着幼子宗大，冰之倚在
妈妈膝上。轿夫走上石阶，上山。山坡上突然冒出两名穿长衫的男子拦轿。轿子停下。余管家上前打
招呼，和拦轿人争吵起来。余曼贞掀开轿帘，说：“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轿内冰之骇得哭了，
曼贞哄住她。拦轿人说：“请三太太稍停，族长老爷还有一点事情。”曼贞怀里抱一个，手上牵一个
孩子从轿里走出来说：“有什么事情，说吧！”拦轿人：“我们是族长老爷家当差的。老爷说，您家
三老爷在世时，欠我家老爷八十块光洋。蒋二老爷告诉族长老爷，说三太太今天要回常德，我们家老
爷差我们来讨账。”曼贞听罢，面带怒容，大声说：、“胡说，我家田产房屋都卖光了，所有债务都
还得清清楚楚。还欠你们什么账？你们这是欺负人，要讨账，叫你们老爷跟我到安福县衙门去讨，去
呀！”拦轿人见要去县衙，连忙陪笑道：“三太太，我等⋯⋯不过是族长老爷家当差的⋯⋯”余管家
：“哪有这样拦轿讨账的？莫太欺人了。回去跟你们老爷说，有账，去找蒋家大老爷去讨，我家姑奶
奶谁也不欠了。让开，莫耽误我们赶路！”轿子继续在山路上行进。轿内，曼贞若有所思，两颗晶莹
的泪珠滚落下来。冰之懂事地抽下妈妈胸前扣绊上的手帕，轻轻擦去妈妈脸上的泪水，不解地——“
妈，姆妈——”曼贞搂紧女儿：“冰之乖，姆妈没事。”轿子渐渐远去⋯⋯5天已渐黑。常德古城大
西门，轿子从城门中通过。轿子通过街市，店铺大都关门。但店铺门前都挂着灯笼，红红绿绿的招牌
、酒幡依稀可见。十字街口一家茶馆里，一卖唱青年女子正唱着常德丝弦《孟姜女寻夫》，茶馆里不
时荡出喝彩声。轿子穿过一条小巷，经过一家院子，高墙内飘出《四季相思》的笛声。轿子来到一条
较宽的街道，在一座石库门前停下。但见门额上挂着一个大红灯笼，灯笼上“余太守第”四个大字分
外醒目。余管家叩响大门上的铜环。大门打开，轿子抬进大门，穿过前厅天井，一直进到上厅，落轿
。几盏灯笼同时走出来。余管家对着年轻潇洒的主人余云卿说：“老爷，姑奶奶接回来了！”余云卿
快步走到轿前，一手扶住出轿的曼贞，叫道：“五姐！”“云弟！”余云卿一手举起冰之，亲了亲说
：“冰之小姐长高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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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后记

1979年初，我接受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约稿，完成一部临澧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传记文
学的书稿。3月2日，我来到飘飞着鹅毛大雪的北京。不久，在采访老作家白薇时，得知丁玲刚从山西
回到北京，就住在离她家不远的和平里文化部招待所。我想，丁玲和林老是同乡，相信她不会拒绝我
的采访。于是，我打电话和陈明先生联系，告知丁玲已住医院。经中国作协办公室介绍，丁玲出院后
，已搬到友谊宾馆暂住。我马上打电话到他们住的房间，是丁玲先生接电话，让我4月20日下午去她的
住处。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我约了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秉元一道前去访问。在友谊宾馆东北区7217
房间，我第一次见到丁玲先生。陈明先生开玩笑说，“老丁，你们安福县（临澧旧称）人真有办法，
刚搬家嘛，这么快就找到了我们”。那天，丁玲先生不仅热情地为我们回忆了林老在保安和延安的一
些往事，谈到林老给予过她的关怀，还为我们谈到毛主席、周总理，谈到彭老总、向警予⋯⋯谈了整
整一个下午。面对老人的侃侃而谈，我作为她家乡的文学后辈，没有感到丝毫拘谨。她那天所谈，我
曾写过一篇小文章予以记叙。倏忽之间，时间虽已过去近30年了，丁玲先生留给我的印象，依然是那
么强烈——特别是她那双深邃而明亮的大眼，她的案头的一毛钱一支的竹杆圆珠笔！尽管岁月的年轮
爬满她的额头，在一位久历磨难、已是75岁高龄的老太太身上，却读不出半点哀怨和颓唐；她在回忆
往事的同时，对社会上刚刚冒头的一些不正之风，又时而露出隐忧并予鞭挞。不能不使人感到，无论
是北国边陲的风刀霜剑，还是秦城监狱的铁窗生涯，都没有销蚀掉她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湖湘文化赋予
这位文学前辈的率真和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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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
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 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
度隐现云湍，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殒落了。 　　——孙犁 在
她的晚年，不止一人说她保守，叫她“老左”，我们同学中就没有一人对此表示过同感，就是因为我
们了解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真务实、热情坦直、快人快语的丁玲，我们看着她为此付
出了过重的代价。 　　——邓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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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编辑推荐

《丁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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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精彩短评

1、可以当作一部不入流的小说来看，如果以为这是丁玲的传记，那就和我一样呗欺骗了。
2、2009年读的，风入松。“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虽曾迷茫，丁玲仍不啻为一位伟大的
理想者、探索者。当然，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时过境迁，文艺流入倒淌河，人们纷纷“小团圆”，
我们当记住“曼哈顿街头夜景”如今也出现在陆家嘴，出现在金融街。怀念她主持《解放日报》文艺
副刊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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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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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