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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40 年代末，中华大地发生了解放

战 争 、土 地 改 革 运 动 等 一 系 列 重 大 历 史 事

件 。 我 们 的 父 亲 周 立 波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历

史 背 景 下 创 作 了 长 篇 小 说《暴 风 骤 雨》。 小

说 聚 焦 土 地 改 革 运 动 ，描 写 了 元 茂 屯 村 民

在 土 改 工 作 队 带 领 下 ，夺 回 土 地 、当 家 做 主

的故事。

亲身参与并生动记录巨大变革

《暴风骤雨》的创作，取材于周立波在东

北从事土改工作的真实经历。在周立波前往

东北前，我们的母亲林蓝已随土改工作队先

期到达，夫妇二人相聚于当时的松江省元宝

镇，也就是小说中元茂屯的原型地。关于元

茂屯，小说开头的描写充满烟火气：“豆叶和

西 蔓 谷 上 的 露 水 ，好 像 无 数 银 珠 似 的 晃 眼

睛。道旁屯落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正

从 黄 屋 顶 上 高 高 地 飘 起 …… 轱 辘 滚 动 的 声

音，杂着赶车人的吆喝。”俨然一幅夏日乡景

图。这段生动自然的描写，正是来源于周立

波前去接林蓝的马车之行。几十年后，周立

波对此依然记忆犹新，作诗纪念这次被写进

作品中的寻亲之旅：“松花江上重逢日，握手

言欢谊似山。”

在东北期间，周立波全身心地投入土改

工作。《暴风骤雨》中土改工作队队长萧祥的

生活原型，正是周立波自己。为了更好地开

展 工 作 ，他 和 农 民 同 吃 同 住 ，打 成 一 片 。 土

改 前 ，当 地 农 民 生 活 十 分 艰 苦 ，有 些 人 家 只

能 吃 橡 子 面 和 野 菜 ，甚 至 穿 不 起 裤 子 ，条 件

略 好 的 ，一 日 三 餐 也 只 有 苞 米 碎 粒 和 咸 菜 。

小说人物“赵光腚”也来自现实生活，而非作

家 的 虚 构 。 艰 苦 的 条 件 加 深 了 工 作 队 与 当

地群众的感情联系，也巩固了土改工作的群

众基础。

经过半年不懈努力，当地土改工作接近

尾 声 ，周 立 波 夫 妇 离 开 元 宝 镇 ，调 往 哈 尔

滨。林蓝提议，可以把参与土改工作的经历

写成书，为后人呈现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社

会变革，周立波欣然同意。由于写作不在事

先计划之列，几个月的农村生活没有留下详

细的记录，但是周立波对土改工作记忆犹新，

同事们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亲身参与的农

民生活更是不曾淡忘，火热的土改工作已经

为创作积累了大量鲜活的素材。

虽然如此，仅凭记忆描写这场巨大变革

显然是不够的。为此，周立波专程回到元宝

镇，收集了 3 麻袋之多的材料。格外幸运的

是，林蓝做了不少土改工作笔记，正好派上用

场。小说中广为人们称道的《分马》的情节，

就是基于这些日记材料创作出来的。

为了又好又快地完成小说，周立波在上

级领导支持下一心扑在写作上，仅 3 个月就

完成小说上部，于 1947 年 12 月起在《东北日

报》连 载 。 随 后 ，他 用 6 个 月 写 出 下 部 。 一

部 生 动 反 映 中 国 土 地 改 革 运 动 的 文 学 经 典

由此诞生。

以通俗明快的语言再现时代壮举

《暴风骤雨》重点 描 写 了 消 灭 封 建 剥 削

制度过程的跌宕起伏、艰辛复杂。土改工作

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改变人们落后的思

想，这在当时谈何容易。对元茂屯不识字的

农 民 来 说 ，任 何 新 思 想 都 必 须 通 俗 易 懂 ，符

合 日 常 生 活 逻 辑 。 工 作 队 以 满 腔 的 热 情 和

集体的智慧发动群众，让农民知晓自己的利

益，清楚其中的道理，从而与旧思想、旧观念

彻底决裂。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暴

风 骤 雨》巧 妙 使 用 方 言 土

语 ，文 风 沾 泥 土 、带 露 珠 、

冒 热 气 ，为 这 部 严 肃 题 材

作 品 增 添 不 少 活 泼 泼 的

生 命 活 力 。 如《分 马》的

故 事 讲 述 生 产 资 料 的 重

新 分 配 过 程 ，语 言 生 动 ，

人 物 形 象 鲜 活 逼 真 。 老

孙 头 性 格 可 爱 ，有 点 自

私 ，表 面 上 说“ 还 没 定 弦 ”，

心里其实早已打定了主意，想

挑 走 栗 色 小 儿 马 ，如 愿 以 偿 后 ，骑 着 马 得 意

洋洋却摔到屁股，引得大家发笑。农会干部

郭 全 海 作 为 分 马 工 作 的 带 头 人 ，领 导 力 强 ，

公平公正。他在分马前干练的陈述，既交代

清楚了事情原委，又烘托出村民们急切的心

情。分马后，300 多户人家欢天喜地，只有老

王太太有些失落。郭全海及时招呼积极分子

说：“先进的要带动落后的，咱们算先迈一步，

老王太太落后一点点，咱们得带着她走。”当

老王太太挑走本属于田家的沙栗儿马后，郭

全海牵着自己的青骒马来到田家：“开春下了

崽，马驹子归你。”

小说中，蕴含着进步思想的现代词语，不

着痕迹地融入人物对话，与当地方言结合得

浑然一体，丝毫不让人觉得突兀。“土地还家”

就是一个例子。书中，农民干部白玉山与妻

子聊天，白大嫂子听不懂“剥削”一词，在她看

来，“土地是地主家的财产”。在旧观念的束

缚 下 ，农 民 如 何 摆 脱 一 直 以 来 的 穷 苦 生 活？

白玉山参加过工作队主办的党训班，用起了

刚学到的新观念。他说：“土地也是穷人开荒

斩草，开辟出来的”“房子、粮食、衣裳都是劳

力造出来的”“咱们分地，是土地还家，就是这

道理”。经过这样一番解释，白大嫂子终于认

清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本质。

小说语言质朴接地气，对背景、事件、人

物 的 描 摹 缜 密 细 致 ，作 家 笔 下 的 人 物 形 象

鲜 活 可 感 。 在 读 者 眼 中 ，白 大 嫂 子 真 实 可

信 ，就 是 世 世 代 代 扎 根 土 地 、辛 勤 劳 作 的 农

民 的 缩 影 。 而 白 玉 山 作 为 率 先 接 受 进 步 思

想 的 农 民 代 表 ，也 没 有 高 高 在 上 地“ 教 育 ”

白 大 嫂 子 。 他 这 番 通 俗 的 解 释 令 人 赞 叹 ，

艰 涩 的 道 理 也 可 以 用 如 此 生 动 活 泼 的 语 言

表 达 出 来 ！ 劳 动 者 树 立 新 观 念 、获 得 思 想

武 器 的 具 体 过 程 由 此 可 见 一 斑 。 周 立 波 充

满 激 情 地 写 道 ：土 地 改 革 就 是 要“烧 毁 几 千

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

火里产生！”

通 俗 明 快 的 语 言 风 格 让 小 说 在 当 时 产

生 了 巨 大 影 响 。 在 当 年 东 北 的 土 改 工 作 队

中，《暴风骤雨》近乎人手一册，成为土改工作

的必读书，对土改工作的推进起到春风化雨

的积极作用。

从红色经典中汲取精神力量

源 于 周 立 波 亲 身 经 历 的 人 物 和 故 事 ，

冒 着 热 气 来 到 读 者 面 前 ，也 润 物 无 声 地 推

动 思 想 进 步 ，这 正 是《暴 风 骤 雨》超 越 一 般

写实作品之所在。

经典的力量历久弥新。上世纪 50 年代，

《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奖金数额非

常可观。周立波和林蓝希望这笔奖金像《暴

风骤雨》一样发挥更大作用，于是将其全部捐

献给国家。最终，这笔捐款为在朝鲜作战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购买了数十万册苏联

文学名著《普通一兵》，激励战士们英勇作战、

夺取胜利。几十年后，有志愿军老兵把这本

上过战场并被一直珍藏的书，回赠给周立波

以示敬意和感谢。

1956 年，连环画《暴风骤雨》由上海人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生动的情节有了更直观的

表现形式。之后，由袁阔成演绎的评书《暴风

骤雨》，通过广播走进千家万户。上世纪 60
年 代 ，由 林 蓝 担 任 编 剧 、谢 铁 骊 执 导 的 电 影

《暴 风 骤 雨》上 映 。 演 员 们 大 都 亲 历 土 改 工

作，电影呈现出浓厚真实的生活气息，于洋饰

演的肖祥队长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直至

近年，《暴风骤雨》被改编为电视剧，让如今的

观众走进那段历史。

今天，我们的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不会忘记

万丈高楼起于平地，不会忘记老一代革命者

和建设者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壮举——这

些壮举值得后人不断回味，不断从中汲取精

神力量，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

讲师）

左上图为电影《暴风骤雨》海报，下图为

小说《暴风骤雨》封面。

制图：赵偲汝

小说《暴风骤雨》——

扎根火热生活 书写伟大变革
周小仪 舒莉莉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是长篇小

说《暴风骤雨》中元茂屯的原型地。1968 年，

我从老家山东到这里投奔亲戚，从此扎根这片

黑土地 50 多年。

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是来元宝村之前。小

说里元茂屯的村民在暴风骤雨中推翻了封建

土地所有制，成功进行了土地改革。小说描绘

的人物、场景、故事情节，让同样出身于贫苦家

庭的我感同身受。特别是“赵光腚”赵玉林这

一角色，全家没一件完整衣衫，“他一年到头，

顾上了吃，顾不上穿，一家三口都光着腚”，这

是过去穷苦日子的真实样貌。如今，赵玉林原

型人物的曾孙赵雪春，是村里一家铅笔厂的车

间主任，他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他和妻子除了

在村里工作，还耕种着家里的 10 多亩地，每年

收入超过 10 万元，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赵光腚”后人的勤劳致富，是元宝村从一

穷二白走向“亿元村”的缩影。这里的村民，都

有着小说人物那般的质朴勤劳，都在为着好日

子不懈耕耘。经常有人问我：“元宝村发展的秘

诀是啥？”我的回答就 10个字——“时刻听党话，

永远跟党走”。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无论是

小说中所描写的土地改革运动，还是改革开放

以来元宝村集体经济实现快速发展，都是党团

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生动写照。

我几十年的经历，见证了元宝村跟党走的

脚步。小说中的萧队长始终是我精神上、行动

上的榜样。他踏实为民、讲究策略、处变不惊，

团结带领村民完成土改，站起来。我的志向是

接过接力棒，让元宝村村民过上好日子，富起

来。1983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辽阔的黑

土地上，村民们的干劲空前高涨。1985 年，元

宝村人均年收入已从 1977 年的 42 元提升到近

500 元。当时已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我，觉得

不能满足于此，要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才不

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在村办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我还曾意外

收 获《暴 风 骤 雨》对 元 宝 村 的“ 恩 惠 ”。 1987
年，通过挨家挨户动员，元宝村集资 54 万元

建起了村卫生筷子厂。我背着马扎，带着煎

饼，坐着绿皮火车走遍大半个中国推销我们

的 产 品 。 上 世 纪 90 年 代 ，村 里 开 始 发 展 铅

笔 产 业 。 记 得 有 一 次 去 上 海 的 贸 易 公 司 推

销 ，自 报 家 门 后 ，这 家 公 司 的 老 板 一 脸 茫

然。“就是《暴风骤雨》里的光腚屯！”我灵机

一动，这样介绍道，对方恍然大悟，竟和我激

动地探讨起小说内容，生意也随之谈成。没

想到取材于元宝村的《暴风骤雨》，凭借深入

人心的经典力量，反哺了这个村子致富。

从那时起，我更加珍惜小说给元宝村带

来的“金字招牌”。这块招牌不是物质上的金

银财宝，而是为了美好生活不懈奋斗的精神

力 量 。 从 曾 经 的“ 光 腚 屯 ”到 现 在 的“ 亿 元

村”，美好生活是乡亲们用勤劳的双手一点一

点干出来的。

村里的产业办得越来越红火，精神富起

来、文化活起来渐渐成了村民们的心中所盼。

2003 年 9 月，元宝村开始筹建《暴风骤雨》纪念

馆。在急需纪念物品时，周小仪向纪念馆捐赠

了周立波的珍贵遗物。经过两年筹备、布展，

2005 年纪念馆正式落成开放，不仅帮助人们更

好地理解小说及其表现的土改历史，更传递出

红色经典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元宝山上，林木茂盛，松涛阵阵。村民们

说：“这里边有元宝村的未来。”

（作者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黑龙江省尚

志市元宝镇元宝村党总支书记，本报记者刘梦

丹采访整理）

“这里边有元宝村的未来”

张宝金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高度重视和切

实 加 强 文 艺 评 论 工

作。”文艺评论是引导

创作、推出精品、提高

审美、引领风尚的重

要力量。为适应新时

代文艺发展新形势新

要求，中共中央宣传

部等五部门近期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文

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

见》，要求加强和改进

文艺评论工作，明确

提出要把好文艺评论

方向 盘。

一部热门电视剧

观者众多，评说纷纭，

好 在 哪 里 ，差 在 何

处？围绕“流量艺人”

新闻不断，这类现象

怎 样 产 生 、如 何 看

待？数字化趋势愈加

明显，对文艺生态、文

化生活产生了怎样的

影响，如何顺应趋势、

趋利避害？……持续

追踪、及时回应这 些

文艺话题，不仅是文

化 管 理 者 和 研 究 者

的重要课题，更关乎

人 们 的 文 化 生 活 质

量 和 精 神 世 界 建

构 。 把 好 文 艺 评 论

方向盘，事关创作方

向 、审 美 风 向 、价 值

取向，至关重要。

把 好 文 艺 评 论

方 向盘，首先要把稳

正确导向，要掌握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思 想 精 髓 和 基 本 方

法。文艺作品作为精

神文化产品，往往以

艺术的审美的方式表

达对世界、现实和人

生的看法。站在什么立场，主张什么价值，秉持什么

态度，都有意识形态属性。有的作品歌颂英雄、高扬

正义、倡导平等，应当给予肯定和鼓励；有的作品虚

无历史、宣扬拜金、渲染暴力，违背社会价值底线，必

须予以坚决批驳；有的作品本着求真向善的态度，探

讨变革时代的人生、社会、未来，进行艺术探索创新，

需要关心包容和深化讨论。这类评判难度更大，也

更凸显批评的价值和功夫。总之，文艺评论中，价值

判断不能缺席，目标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社会风尚；不为低俗、庸俗、媚俗作品和泛娱乐化等

推波助澜是必须坚守的底线。

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审美差异是客观评价文艺

作品、把握文艺现象、文艺思潮的基本前提。这就

对文艺批评者的阅历、眼光、水平提出了要求，只

有博学、博览、博识，才能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文艺

作品和文艺现象时入乎其内、发而中节，不至于用

狭隘的个人好恶来评判宽广的艺术光谱。当然，既

要尊重审美差异，也要重视审美标准，达没达到这

类创作的“金线”，突破在哪里、不足在何处，多是

可以达成共识的，对此看得准、说得透，才是有效有

益的文艺批评。

发挥好文艺评论的“方向盘”作用，关键在文艺

评论的话语能力建设。评论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好读

者、好观众，在大量阅读、观赏、鉴赏基础上锤炼敏锐

的审美感受力；评论者还要能够站在创作者的立场，

体会创作的甘苦，感悟创作的要领和规律。但评论者

毕竟不只是好读者、好观众和创作者的知心人，更是

话题的设置者、讨论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文艺评论文

章的创作者，在文艺洞见的提炼上、审美判断的阐述

上，都要高出一筹，做到话题吸引人，行文抓住人，思

想启发人。

当前，新的文艺生产方式、新的文艺形态不断涌

现，文艺新现象、新思潮层出不穷，亟须具有穿透力

和阐释力的文艺评论提供正确认识、发出权威声

音。文化产品空前丰富、舆论环境复杂多变，加之传

播的分众化、趣味的多元化，都给达成文艺对话和审

美共识带来难度，这种情况下，实践“批评精神”有挑

战，更有必要。文艺评论者要迎难而上、有所作为，

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

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

上敢于表明立场，坚持说真话、讲道理，坚持褒优贬

劣、激浊扬清，为文艺繁荣发展厚植肥沃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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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的文艺生产方式、
新的文艺形态不断涌现，文艺新
现象、新思潮层出不穷，亟须具
有穿透力和阐释力的文艺评论
提供正确认识、发出权威声音

■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