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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来过

查找资料过程中发现，丁玲1958年6月来北大荒实属第二

次，此前的1948年7月的到来，才是第一次。

第一次，丁玲前后待了将近一年；第二次则不同了，她在北

大荒生活了近十二年。

也许是宿命，丁玲活了八十二岁，在北大荒竟生活了十三年。

就是说，丁玲把自己生命的六分之一交给了北大荒这片黑

土地。

北大荒，是个笼统的区域地名。据《东北古今地名辞典》

释：“指今黑龙江嫩江流域，以及黑龙江河谷和三江平原广大荒

芜地区。”说白了，北大荒就是如今的黑龙江省，甚至还涵盖了

吉林省的一部分。

这样考证北大荒的片量，无非是想证明丁玲在解放战争时

期，曾经在北大荒留下过脚印。

对于这段历史，丁玲本人谈得比较多的是《太阳照在桑干河

前　言
QIAN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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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出版。而丁玲的传记，同样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

中浓墨重彩，其他作品中大多轻描淡写。

描述得最为详细的，要算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和儿媳李灵源的

《我的母亲丁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书中

这样记载：

“那是在妈妈来东北之前。（1948年）5月份的一天上午，

我去看舒群同志，他是东北局宣传部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住

在奉天街东北局宣传部。他说：‘走！跟我去改善改善生活。’

我们去了道里的一个西餐馆，长条餐桌边坐了二十多人，原来是

《生活报》创刊约稿的宴请。坐在主人位置上的是主编宋之的，

他旁边是舒群，我挨着舒群坐着，听起来这份报纸是针对萧军及

《文化报》的。我只管开洋荤。”

1948年9月，丁玲与儿子蒋祖林重逢于哈尔滨市合影

转自《我的母亲丁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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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涉及一段关于批判萧军的历史公案。而且，在后期，丁玲

也成为参与者。

萧军于抗战胜利后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重返东北。他是“东

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并著有《八月的乡村》，深受广大青年

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曾赴佳木斯东北大学担任鲁迅艺术文

学院院长。后辞去院长职务，来到哈尔滨，创办鲁迅文化出版

社，并于1947年5月4日，创办了《文化报》，中间因参加土改休

刊，在1948年元旦复刊。

1948年5月4日，东北局宣传部在哈尔滨创办《生活报》，并

在创刊号上刊文《今古王通》，主要针对《文化报》发表的《新

年献词》等四篇文章进行批判。

萧军随即在《文化报》发表《风风雨雨话王通》进行申辩。

1949年3月，丁玲与陈明合照

转自《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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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报的笔战一直进行到10月份。

同年11月20日，由于东北局停止供应用纸，并且不准各机关

单位订阅与代销，《文化报》终刊。萧军携家赴沈阳，翌年去抚

顺煤矿体验生活。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1949年2月23日，《东北日报》在头版刊载消息《东北文艺

界广泛开展思想斗争，批判萧军反动思想，巩固与提高文艺战线

的原则性，对东北文化运动发挥推动作用》。同时，时任东北局

宣传部副部长的刘芝明，在一版发表署名文章《关于萧军及其文

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由于文章达三万余言，当日报纸破天荒

地临时增加了两大版。

丁玲作为主席主持了东北文艺界批评萧军错误思想座谈

会，其他参加者可以说都是重量级人物，如：陈学昭、严文井、

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手迹

转自《丁玲写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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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君武、范政、吕骥、张

庚等。丁玲做了最长的个

人发言，内容如下：

我 们 对 萧 军 的 批

评 ， 并 不 是 现 在 才 开 始

的 。 1942年 鲁 迅 逝 世 纪

念 日 ， 我 们 在 延 安 曾 经

开 了 个 会 ， 纪 念 鲁 迅 先

生 ， 批 评 萧 军 思 想 ， 会

开 了 九 个 钟 头 ， 我 那 天

当主席。

在 文 抗 ， 曾 经 讨 论

萧军思想，批评个人英雄

主义，那天的会也是我当

主席。

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开这个大会，又是批评萧军，又是我当

主席。

这样的会，今后是不是还会开呢？我想很难免，还会开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队伍在往前走，有许多新生的力量加进来，也一

定有一些老朽的掉下去。我们不希望有人掉队，不愿意开这样的

会，但是这样大的队伍，掉队的人总会有的。为了使我们的队伍

不受这些落后分子的影响，我们就要开这样的会。

如何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工作历史较长的人不掉队

呢？如何使我们跟上时代，不被时代的大浪潮打下去呢？这就必

丁玲《一个未出膛的枪弹》出书预告

摄自1949年《东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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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我们在思想上解决几个问题。

文艺工作与别的工作不同的地方，就是容易使个人突出。写

了点东西，有了一定的工作历史，就会受到别人的鼓动。只要写

的东西还多多少少有点用处，就一定有人说“好”。这鼓励的意

思，是说你做得对，应该继续走下去。但文艺工作者很容易把这

种鼓励变成包袱，背在身上。萧军就是背上了这个包袱。这个包

袱别人是不是也有呢？我想也是有的。

另外，做文艺工作久了之后，容易有自己的一套。他所认为

对的、不对的，喜欢的、不喜欢的……都有一套。他这一套是从

经验中和工作中得来的。他把这一套表现在创作中，而创作又有

了一点成绩的时候，这种东西就固定下来，他就不容易接受人家

的批评了。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我们应该认清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文艺工作在革命工作中究竟占何等地位？

有人总是觉得文艺工作不被重视，文艺工作吃不开。这种思

想很多人都是有的。而萧军则把这种想法夸大起来，强调起来，这

一点上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因此也就容易得到那些人的同情。

其实文艺工作并不是什么特殊高贵的工作。你写了一部好作

品，也不过和工厂里出了斯塔哈诺夫运动的劳动英雄一样，并没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领导和群众“看不起文艺工作”，而是我

们常常不自觉地要求人家把文艺特别加以重视。因为我们有了这

样的想法，所以就喜欢去和别的部门的同志比地位，比待遇，就

像萧军说的，“算是哪一级”呢？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是没有

为工农兵服务的意志的表现！我们不应该计较这些东西！



7

前　

言

当然，也有个别地区不够重视文艺工作，或者虽然重视文艺

工作，但不懂得我们进行工作必须有什么条件，致使我们在工作

中碰到困难。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党不重视文艺工作，不懂文艺工

作。为了顺利地进行工作，我们要求一定的条件，那是可以的，

应该的；但这只能是为了工作，而不能是为了别的，不能是为了

个人。

你写了一部作品，就算是写得好吧，试问在整个革命事业中

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我看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文艺工作能够发

挥作用，不是靠一部作品、两部作品，而是靠整个文艺工作。任

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比别人特别高出一等。

我到苏联，法捷耶夫同志同我说过：“作家是人类灵魂的

工程师。”但是，我写文章时有意地省去了这句话，没有写。因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各种中文版本

转自《图本丁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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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我们中国总觉得是一种了不

起的人物。其实“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不过和其他部门的工程

师一样，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他所担当的工作是改造、提

高人们的思想罢了。做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却不关心

整个人类的事情，不关心前方打仗，不关心后方生产……而只是

关心自己，关心个人的名誉地位，那还叫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我看根本就不配！自己的灵魂都是肮脏的，哪里还谈得上

改造别人，教育别人！

妨碍我们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使

得别人对我们文艺工作者不满意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思

想性，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我们的理论水平很低。例如，萧军

在《文化报》上发表反动的、落后的言论，我们许多同志也都看

到了，互相谈起来也批评，但是写文章的就没有好多人。这是什

么原因呢？是因为写文章就要有理论修养，而我们的理论水平很

低，所以就避重就轻，把重担子让别人去担，最后是刘芝明同志

写了有系统的批评文章。这在我们说来，是可耻的！或者有人认

为我们有分工，批评文章应该让搞理论的人去写。其实这是借

口，是我们懒惰，没有责任感，没有热情！

在创作上也是如此。别人总认为我们的作品不好或不够好，

而我们的确忙得很。号召下乡，我们就下乡，到工厂就到工厂，

上前方就（上）前方，但回来写出东西来，人家还是不满意。这

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政治水平不高，不能批判当时的生

活，批判工作中的缺点。我们的水平，顶多抵得上当时的县、区

干部的水平，所以当文章写出来之后，当时的工作已经有的被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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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我们的作品也就落在现实的后头了。所谓赶上现实，是说不

论写过去也好，写现在也好，所反映的问题必须能教育当前，要

走在现实前面；而我们则因为政治水平不高，不认真学习，所以

总是走在现实后面！

这是不是有办法克服呢？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挫折道路

上坚持下去，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

即使精通马列主义不易做到，但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通它几通。这

是唯一的出路。

其次，萧军犯了错误，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的队伍往

前走下去，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革命进入了新的环境之

后，就必然要发生这样的事，必会有掉队的人。萧军的思想并

不是到东北后才坏的，在延安时也并不好；我们在延安也批评

过他。但是尽管如此，他在延安却没犯过这样大的错误。为什

么呢？因为在延安，环境比较单纯，他在那里没有读者，没有

群众，没有人支持他，因而他也耍不出什么花样来。到东北后

情形就不同了。东北是新解放区，旧社会的东西还很多，萧军

就和这些旧东西结合了。他的那一套在东北有人叫好，于是他

就觉得有了支持，有了力量，因此就发展了他那极端的个人主

义，犯了大错误。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十分警惕的。革命形势越

开展，局面越大，我们碰到的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也就越多。过

去我们从上海到陕甘宁边区，曾经以“洋包子”的资格吓唬过

“土包子”，现在我们在乡下待了很久，重新进入城市，也一

定有人把我们当作“土包子”来欺侮的。新解放区有很多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其中也许有的看我们的东西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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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说我们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如果我们不能坚持为工

农兵服务的方向，我们就要受人欺侮！另外，敌人会拿旧社会

的一套，吹吹拍拍，金钱美女，来腐蚀分化我们的队伍。如果

我们不严加警惕，就容易传染上这些东西，被人家拉走！要保

持我们队伍的纯洁，要不被这些东西拉走，我们就只有坚持为

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老老实实为老百姓

做事情，用我们正确的、工农兵的东西抗拒一切非人民大众的

东西。

最后，我谈谈萧军是否有前途的问题。

萧军的个人英雄主义在群众面前已经彻底垮台了，纸老虎

已经拆穿，人们看到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肚子腐化

的、堕落的、反动的东西。那么，今后他是否有前途呢？我说只

要他有决心改正错误，向工农兵学习，跟着共产党走，他就有出

路。否则，他就没有前途。

我们希望萧军能够跟上来，我们愿意帮助他改正错误，但如

果他不来，那也就算了。（摘自《东北日报》，1949年3月16日第

4版）

座谈会上，刘芝明做了重点发言，题目是《几个不能忽视的

问题》，接近八千字。

1949年3月18日，《东北日报》发表草明的署名文章《工人

座谈萧军的反动思想》。同日，刊发读者来信《读〈关于萧军及

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以后》。

1949年4月2日，《东北日报》发表张如心的署名文章《反对

萧军思想，保卫马列主义——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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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3日，《东北日报》用一个整版刊发张如心的署名文章《是

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评萧军的社会观与人性论》；同年4

月5日，《东北日报》用一个整版刊发张如心的署名文章《是“萁

豆相煎论”，还是阶级斗争论？——评萧军的政治观》；同年4

月6日，《东北日报》用了近乎一个整版刊发张如心的署名文章

《是仇视人民反共反苏，还是热爱人民拥共拥苏？——评萧军对

人民、共产党、苏联的态度》；同年4月7日，《东北日报》用了

近乎一个整版刊发张如心的署名文章《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还是

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评萧军的个人主义》；同年4月8

日，《东北日报》用了近乎一个整版刊发张如心的署名文章《结

论：只有马列主义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1949年4月，东北书店出版刘芝明批萧文章《关于萧军及其

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的单行本。

批判萧军在逐步升级。

不久，东北文艺协会发表了《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

的结论》；东北局最后发表了《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给他加

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名。198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

部与宣传部批复北京市委组织部与宣传部《关于萧军同志的复查

结论》，为萧军平反。时隔三十多年之久，萧军才恢复名誉，重

返文坛。

这是一场悲剧。

陈明对这段历史做了特别说明。这段话很特别，他是在讲到

“去东北”这段经历时，在与萧军毫无瓜葛的情况下，突然插入

的。令人感到突兀。这应该是陈明替代丁玲因参与批判萧军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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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案所做的解释。陈明是这样讲的：

顺便说一说萧军在东北的情况。

萧军初回东北时一度受到批判，是有历史原因的。在延安

的时候，有一次纪念鲁迅的大会上，他就说过，我一支笔要管两

个党，共产党和国民党。当时正是整风、批判王实味的时候，他

就是这么个态度，他反对批判王实味。丁玲反驳他说，你是孤家

寡人，共产党有千军万马，你一支笔怎么管？舒群、罗烽、白朗

也都觉得他过分了。他的夫人后来写回忆录，说萧军当时挑灯夜

战，舌战群儒。那不符合事实，根本没有“挑灯夜战”。那次会

是在黄昏时散的，散会后胡乔木、柯仲平、丁玲和我四个人一起

走，柯仲平对丁玲说：“丁玲，你今天的表现有点‘左’。”胡

乔木接着说：“丁玲一点也不‘左’，倒是你有点‘右’。”

抗战胜利后，我们党派了大批干部去东北。由于日本军国主义

统治时间比较长，搞奴化教育，东北有一部分人有洋奴思想，认为

什么都是日本的好。针对这一情况，我党感到，新的文化教育十分

重要，所以派了很多文化人去东北，东北籍的文化人首先被挑选。

萧军、舒群、罗烽等就这样去了东北。萧军回东北比较早，当时交

通困难，是彭真用车把他接去的。他对当时驻在东北的苏联红军有

部分人不守纪律、乱搞女人非常不满，公开批评。他提出要办报，

中央批准了，他就在报上批评。罗烽、宋之的等东北作家觉得萧军

不识大体，不是说我们容忍这样做，而是当时的形势下批判苏联红

军不合适。当时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刘芝明正是出于这样的

考虑，对萧军提出批评。我认为刘芝明不是极“左”类型的人，丁

玲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接受审查时，搞什么活动都不让她参加，而



13

前　

言

刘 芝 明 只 要 有 什 么 文

艺活动都邀丁玲参加。

他对艾青也很好。有人

对他在反右时的表现不

满，反右时刘芝明已经

在文化部工作，他找新

凤霞谈话，要她和吴祖

光划清界限，说如果不

划清界限，右派帽子就在

这里，可以随时给她戴

上。吴祖光对他不满，也

对丁玲不满，因为丁玲有

一篇文章讲了刘芝明的好

话。我觉得吴祖光的态度

可以理解。

彭 真 对 萧 军 一 直

很 好 ， 也 比 较 理 解 。

后来萧军想到北京来，但是没有东北局的介绍信，没有介绍

信就不接收。他就自己跑到北京来了，还是找到彭真，彭真

那时是北京市市长，就安排他到北京的参议会。萧军这个人有

骨气、直爽，有他的长处，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东西太过头

了。丁玲与萧军私人关系挺不错，他们俩有个共同点，那就

是：直，有什么话，当面直说。（陈明口述，查振科、李向东

整理《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195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丁玲被打成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首要分子。1956年夏，丁

玲与陈明住到颐和园云松巢去写申诉和检查，照片摄

于云松巢走廊上

转自《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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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在参加社会活动之外，作为作家，丁玲在东北收获了三部

书：大连光华书店出版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东北书店

出版的纪实散文《陕北风光》和故事《一个未出膛的枪弹》。这

是她惬意的收获。

毋庸置疑，丁玲参与了对萧军的批判。那么，她收获的还有

什么呢？

六年后——

1955年9月底，丁玲被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主要

成员。

八年后——

1957年6月，丁玲被划为“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

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道

转自《图本丁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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