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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郭小川（1919—1976），河北丰宁县人。
1937年参加革命，后长期在新闻、宣传、文艺部门工作，并坚持诗歌创作。
先后发表《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白雪的赞歌
》、《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等诗作。
郭小川作为一位著名的“战士诗人”，他的诗歌始终与时代共同着脉搏，从中可以“看到时代前进的
脚步，听到时代前进的声音”。
他曾采用阶梯式、民歌体、自由诗、新辞赋体等多种诗体形式进行创作，尤其是在学习我国民歌和古
代诗歌、词赋的表现手法，倡导与实践新格律体诗歌创作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本书就是郭小川的生平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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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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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家在燕山深处(1919—1936)  一、书香门第小户人家  二、逃亡北平积极救亡  三、诗兴勃发才华
初现第二章 投入抗战洪流(1937—1945)  一、参加八路军  二、激越的诗情  三、奔赴延安  四、真实的恋
歌第三章 峥嵘岁月稠(1945—1955)  一、“年轻的老干部”  二、武化士兵到文化战士  三、文艺战线上
的狙击手第四章 火红的年代(1956—1958)  一、“投入火热的斗争”  二、为“社会主义政策”鼓而呼  
三、经风雨见世面第五章 在斗争的漩涡中心(1958—1959)  一、“大媳妇”也要受气  二、另类声音  三
、官不易做诗难写第六章 由射手到靶子(1959—1961)  一、在头脑发热的日子里  二、寄意寒星荃不察  
三、开枪，为他送行第七章 难得“自由身”(1961—1965)  一、深入基层  二、创作诗歌精品  三、山雨
欲来第八章 逃不过的劫难(一)(1966—1976)  一、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  二、子规啼血  三、再起祸
端第九章 逃不过的劫难(二)(1966—1976)  一、天低云垂  二、等待黎明  三、烈焰腾空第十章 郭小川的
“黄昏恋”  一、奇闻怪谈  二、事实真相  三、赔礼道歉  四、法律维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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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年轻的老干部”1945年深秋，受上级派遣，郭小川回到光复后的承德热西解放区。
阔别故乡近13年，这是他离开凤山后第一次返回故里。
  北山还是那样光秃，文庙的红墙已经斑驳，兴洲河水日夜流淌，东河套的一片树林也显出一派生气
。
这一切，于他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
不过，对于故乡来说，郭小川已经不是原来那样血气方刚的少年书生了，他现在是一位在革命的风暴
中和共产党培养下成熟起来的劲健的革命干部——丰宁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
郭小川离别家乡时，本想在外面奋飞，并未想再回家乡。
但是组织上要他回家乡开展工作。
领导对他说：“你那里熟悉，你有解放那里人民的义务。
”他是服从组织分配，高高兴兴回到家乡工作的。
面对繁忙的工作和斗争，他不可能有什么“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伤。
这时，郭小川刚26岁，已经能够熟练地领导实际斗争，可谓是“年轻的老干部”。
妻子杜惠也同时被调丰宁，担任了县妇联主任。
郭小川面对的现实是严峻的。
他看见：“大烟鬼铁青色的脸，在旧势力面前驯服得像狗似的眼睛，那些有头有脸的人，还是穿着长
袍马褂，新鲜的是黄色的协和服。
而不远处，还盘踞着国民党的军队，随时准备反攻，夺回旧势力的天堂。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他说：“我，一个绅士的儿子，今天对你们绅士，却怀着很大的敌意，我看见和听见的，却是另外的
事物⋯⋯”凤山的老乡记得，在解放的那年初冬，千千万万的穷人聚集在凤山戏楼前参加第一次清算
复仇斗争大会。
郭小川站在讲台上挥动着手臂大声呐喊：“今天，我讲三个问题，第一是复仇！
第二是复仇！
！
第三还是复仇！
！
！
”这当然是复阶级的仇，是广大贫苦农民复地主阶级的仇。
当时国民党仍盘踞着凤山，地主武装——伙会在附近不断骚扰，群众怕变天，不敢起来和地主富农作
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群众是很艰巨的工作。
郭小川带领工作队夜以继日地访贫问苦，走家串户，发动群众。
先找最贫困、最苦大仇深的人，进行个别说服教育。
院落、地边、炕头，都是和贫苦农民谈话的场所，有时一边干活一边谈话，慢慢启发他们的觉悟，敢
于起来诉苦、斗争，改革土地制度。
经过艰苦细致深入的工作，做通了一些人的思想，扎下了根，通过他们串连更多的人，渐渐地把贫苦
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再团结更多的人，包括一部分中农，共同和地主、富农进行斗争。
在郭小川的带领下，广大劳动人民向地主阶级清算复仇的浪潮在整个丰宁县迅猛地掀起。
人们斗地主，分田地，打土匪，清恶霸，毫不留情。
以县长郭小川的名义发出的镇压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布告出现在街头，贫苦群众热烈欢呼第一次有
了人民自己的政府，有了人民自己的县长。
为了便于发动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郭小川根据当地的风俗人情，制定了《土改工作人员守则》。
守则规定，到群众家里上炕要脱鞋，吃派饭不准用手抹碗筷，不能随便用老百姓烟袋抽烟⋯⋯这些细
微小事他都注意到了，足见其工作的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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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山的老乡还记得，这位出自本乡本土的年轻人，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一点也不像过去的“县长大
人”。
他穿着一身更生布的八路军旧军服，有时棉衣露出棉花，布鞋露m脚趾；他把原伪县政府的大堂、二
堂以及轻便舒适的耳房都让给文书和其他办公的同志住，自己则吃住在县大队，和普通战士毫无两样
。
他领导的县武装支队，在清匪反霸斗争中，奋力作战，予敌人以重创，被敌人称为“郭部”。
除了武装保卫政权，郭小川还十分重视经济和教育工作，他在动员工商业者正常营业的同时，还亲自
组织了“人民”和“裕丰”两家商店，方便了凤山的群众。
他还多次到凤山小学为学生讲课，在自己的县政府办公室里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
生活上的困难。
并且，他一面把县里进步的知识分子聘请到机关和学校工作，一面还举办“农民政治干部训练班”，
把一些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培养成革命的骨干力量。
这时，他还写了长诗《老家》，记录了他重返故土的感受和对这段战斗生活的体验。
1946年春，郭小川被调热西专署任民政科长。
同年8月，国民党部队向热西解放区发动猛烈进攻，人民军队主力奉命西撤。
郭小川又受上级派遣回到承德西部和承（承德）张（张家口）交界地区，领导地方武装力量进行游击
战争。
这时杜惠已快临产，为服从战斗需要，郭小川让妻子独自去到后方。
尽管在妻子产后第47天的下午，他得到了儿子出生的消息，为此还特意写了一首《祝儿子的诞生》，
记下了“这年轻的父亲，默默地感受这不平常的欢喜”，但是，毕竟紧张的斗争生活使他无暇去细细
品味这亲子之情，以至他第一次看到早已脱离了襁褓、能够说笑跑跳的儿子时，竟感到有些突然，居
然对妻子说：“真奇怪，我怎么有了个孩子，成了爸爸呢？
”的确，他实在是全身心沐浴在斗争的风雨里，沉浸在革命的感情中，这正如他写于1946年10月的一
首诗《让风暴更猛烈地吹吧》中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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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郭小川传》终于完成了。
时在中伏，心里也感到一丝凉意。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这里没有说书稿“终于写完”或“终于改完”，而是说“终于完成”，这是有
原因的。
199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我一本《郭小川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因为写得匆忙，出版也很粗
糙，排版错讹不少，留下太多遗憾。
尤其是，每当想起郭小川夫人杜惠同志对这本《评传》的支持，书出后还亲自抱着一摞书到人民大会
堂去展卖（正赶上开“两会”），我就十分愧赧，总想什么时候有机会把这本书修订一下重新出版。
然而，机会一直没有出现，转眼十几年过去，别说是时过境迁，我自己都有些心灰意懒了。
没想到今年初，湖北人民出版社找来，说是想出一本郭小川传。
这时候还有人愿出这样的书？
出版了有人看吗？
我想。
回答是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
我立即答应，于是签约，定的是半年交稿。
我把消息告诉了杜惠同志，老人十分高兴，还和上次一样，再一次对我表示极大的信任、鼓励和支持
。
她忙上忙下，把这些年郭小川研究的许多成果和材料收拾好交给我，还说“有什么事情尽管说！
”可以看出，这不但表现了她的无私，更表现了对郭小川的真挚深情。
那天，她又让小女儿小蕙为我们拍了合影。
当时我就说，出书时，这张照片应该放在封里，不只是作为纪念，也表明她为出书付出的心力。
现在，书稿算是完成了。
这本书稿，对于原先那本《评传》而言，不是另起炉灶（所以我不说“写完”），但也不是简单的改
写修订（所以我不说“改完”），而是在那本《评传》的基础上，作了大量删削、扩充、改动；而且
，最主要的是全书角度作了根本的调整。
如果说，原先那本《评传》是以‘评”为主，是以传主的“创作”带生平；现在则是以“传”为主，
以“生平”来带创作。
这样一来，就必然大量删削、压缩原先《评传》中对作品的分析评价，大量增加、补写传主的生活经
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既不是一本从未出版过的全新的书，又确是一本过
去没有的面貌一新的书。
因为和原先那本《评传》的关系（说“渊源关系”、“承传关系”，都行），我原想把《评传》中的
两部分内容作为附录放在这本书后。
一是《论郭小川的诗》，原是那本《评传》一书最后的“结语”，是我对郭小川诗歌创作的总体认识
和总体评价。
既然现在这本书不是以创作为主，原先《评传》中对诗的总体分析评价，仍能充分体现传主的价值，
我觉得虽然时间过去了十几年（近20年了），现在看来其中有些词语和观点的某部分（不是某个观点
）虽不一定恰当，但我却不认为完全过时，想一仍其旧奉献给读者，见仁见智，以供大家参考。
另一是原书的《后记》，其中说了我为什么对郭小川的诗感兴趣，何时开始学习和研究郭小川的诗以
及写那本《评传》的前前后后杜惠同志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许多话是本书也应该交代的，不如干脆把
那篇《后记》附录书后，读者更可以看得清楚。
但考虑到书的篇幅，为了简洁，就取消了原想，许多话就不哕嗦了。
又因为这本书确是一本过去没有的、面貌一新的书，所以有些话还必需在这里说几句。
最主要的是我要再一次感谢杜惠同志，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没有她为我提供的丰富的材料，我要完
成（更不用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本《郭小川传》是不可能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郭小川传>>

因为有她提供的材料，我才得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和掌握郭小川的生平经历，特别是她和郭小川相识相
爱的经过，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就基本上是她写的《恋歌》的内容，其中对延安“巴尔干半岛”的景色
描绘原非本书必需，也因文字实在太生动形象，令我不忍割爱，便一字不落地移入本书。
至于郭小川在反右倾时挨整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遭遇，还有郭小川“文革”后期在河南林县的情
形，也完全是根据郭小蕙编的《郭小川1957年日记》、《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
字》的材料，许多干脆就是把编者的穿插语（关于郭小川的经历情况）照搬过来。
还有，郭小林写的两篇怀念父亲的文章（《凭吊团泊洼》、《泪捶绝壁》）不但内容充实，思想深刻
，对我理解郭小川有很大助益，且文字相当流畅漂亮，《泪捶绝壁》中关于太行山的一段描写，简直
精妙之极，我也不忍割爱，原封不动地搬移到我的书里。
正因此，现在这本《郭小川传》，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通过我的手加以整合，是凝聚了许多人心血的
结晶，也是我们这些热爱郭小川的人对诗人的纪念。
今年是诗人郭小川逝世31周年，诞辰88周年，如果他还健在，正好是米寿。
如果不是那次意外，他应该还健康活着。
只不过，面对现在的社会生活，不知道他会写出些怎样的诗歌？
 2007年10月6日于北京北太平庄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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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郭小川传》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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