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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修改老版本中全部错漏，新增内容近三分之一，是作者唯一认可的正版图书。

20世纪80年代母亲在接受广东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晚年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
她说：我很佩服卢梭，很佩卢梭敢讲真话的勇气。
所以也打算把自己的一生，尽可能大胆地写出来，以一个真实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不愿意像有
些人那样总把自己装扮成完美无缺的人。
实际上，一个人总是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内心不一定很健康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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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波，笔名老鬼(插队时外号)，1947年生于河北，1966年高中毕业。
1968年赴内蒙古锡林格勒盟插队落户，1976年离开草原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
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1982年大学毕业，曾先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社工作。
现为自由写作者。
其代表作《血色黄昏》影响甚大。

    老鬼作品系列——
    《血色黄昏》(1987年)
    《血与铁》(1998年)
    《母亲杨沫》(2005年)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2009年)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母亲杨沫>>

书籍目录

说说杨沫（代序）
前记
1.缺少温暖的家
2.抗婚与失业
3.进步青年的熏陶
4.入党
5.战火中的锤炼
6.疾病的折磨
7.动笔写《青春之歌》
8.迟迟出版不了
9.书的反响
10.遭到批判
11.电影《青春之歌》
12.老区的乡亲情
13.“文革”的开始
14.被迫揭发妹妹白杨
15.一批大字报摘编
16.成为“假党员”
17.恢复组织生活
⋯⋯
附录1：儿子老鬼
附录2：杨沫大事年表
后记
《我的母亲汤沫》——《母亲杨沫》增修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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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缺少温暖的家1914年8月25日(阴历七月初五)，杨沫生在北京，原名杨成业，在家里
排行老二。
哥哥杨成勋，大杨沫]2岁。
二妹杨成亮，小杨沫4岁。
三妹杨成芳，即白杨，小杨沫6岁。
杨沫是个圆脸，大金鱼眼睛，扁鼻子，阔嘴，胖乎乎的。
白幼有点“笨”，3岁才会说话，少哭少笑，安安静静，外号“老乖子”。
杨沫的母亲叫丁风仪，湖南平江县人，出身书香门第，曾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俊美出众，懂诗
文，远近闻名。
杨沫的父亲叫杨震华，湖南湘阴人，出身地主，中过举，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曾任北
京新华大学校长。
他头脑聪明，以办教育为名，募集到了一大批捐款，低价在热河省滦平县买了不少土地，收取农民地
租，很快发达起来，成为大地主。
之后，渐渐沉醉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管全家老小。
很多人都羡慕大户人家，其实大户人家的孩子并非个个都幸福。
杨沫虽然有亲生父母，事实上却好像是个孤儿。
衣服破了，没人缝；生病了，没人照料；身上长了虱子，没人管；季节变化，该换衣服了，没人提醒
⋯⋯平时吃饭、睡觉都和佣人在一起。
她衣衫褴褛，处境还不如阔人家里的一条小狗。
母亲杨沫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父母不和，他们都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儿女。
我幼年虽然生活在这个大学校长的书香之家里，家中有时还有几个佣人，人们还管我叫着大小姐，可
是，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袜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
流着脓血。
浑身长满虱子，成天和街头捡煤渣的孩子一起玩，一起在寒风中乱跑。
夏天，母亲嫌我麻烦，把我送到舅舅家里去寄养，表兄弟多，他们欺负我没人疼，骑着我，打我，唾
我，骂我是杨老狗。
”这些孩子还像踢皮球一样地踢着弱小的杨沫，恣意取乐。
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温暖的、光明的、舒服的场所。
但对杨沫来说，却是个冰冷的、阴暗的、不堪回首的地方。
她下学回家，母亲丁凤仪总不在，即使在家也冷冷冰冰，不理睬她。
她得了痢疾，拉肚子拉得面黄肌瘦，母亲丁凤仪无动于衷，不闻不问。
还是嫂子悄悄用自己的钱托人买药治好了她的病。
但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热恋。
她没怎么照顾垂危的妈妈，却成天去找张中行，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
这个自小缺少亲情温暖，日夜渴望爱抚的女孩，现在为爱所包围，天天都沉浸在甜蜜的愉悦里，望着
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她甚至没怎么觉得难受。
在她少女的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冰冷，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太多的伤害，张中行给了她呵护和尊重
，让她尝到了从没感受过的、巨大的、令她晕眩的幸福。
张中行在杨沫的心目中，简直光芒四射。
他待人认真负责，处事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杨沫与他的恋爱，是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
势不可挡，很快就怀了孕。
当她喜悦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中行时，谁知他的脸色立刻阴沉起来，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
惊。
随之，对他极为不满。
后来，据张中行对徐然姐姐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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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了她⋯⋯”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
自己疏远了。
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
年底，母亲丁凤仪病逝，这个家也随之就散了。
杨沫没掉一滴眼泪，挤也挤不出。
因杨震华另有外遇，丁凤仪的后事他根本不管。
家中没钱办，丁凤仪的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卧室里。
次年年初，为给丁凤仪出殡，哥哥带杨沫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变卖杨震华的土地。
得了一些钱后，才给放了两个多月的母亲出了殡，姐妹三人还分了一些剩余。
1932年春，14岁的二妹杨成亮嫁到东北，给一个律师做姨太太。
这个人是她在天津打官司时认识的。
以后音信全无，仅在“七七”事变前来了封短信，说她在长春的生活没意思，并寄来一张相片。
不久，1938年因病去世，年仅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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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所出的几部书中，《母亲杨沫》一书是跟出版商闹得最不愉快的一次。
    2005年，这部书稿被一个熟人介绍给了号称“著名出版家”的刘某，说他是某文艺出版社顾问。
一俟签完合同，“著名出版家”即不再理我。
他删改多处原稿之后，竟不给我本人审阅就直接送印厂印刷。
当我向他提出要看清样时，他推说要赶在9月份图书节前出版，来不及给我看了。
    等出版后，我才发现该书有多处严重错误：绝大多数是编辑上的错误。
    显而易见，编辑校对排版极其粗糙马虎，或许根本没有校对。
    我当即质问刘某为什么不给我看清样，否则，这些错误完全可以避免。
刘某支支吾吾，无法自圆其说。
鉴于他擅自在封一、封二、封底及环绕纸条等多处印上了“北京硕良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策划”，
我又在电话中质问刘某：我写这本书，从没跟你商量过，你怎么策划这本书了？
他吞吞吐吐说，是社里让他写上策划人的，这样便于发行⋯⋯最后，经过跟长江文艺出版社多次交涉
，他们答应出5000改错本。
    但我在北京的各大书店中发现，所卖的仍然是粉色封面的版本。
各地读者朋友反馈也均如此。
市面上根本看不见改错版本。
几年来到底印了多少也从不通知作者，说是印5万册，卖了5年多至今还在市面销售。
真正的印数，恐怕只有出版商们心里明白。
    本次再版有以下重要更正补充：    1)母亲保留的原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同志的照片被我误认为是许
晴烈士，酿成大错。
感谢新四军研究会的同志向我指出，这次修订本更正了许晴的照片；    2)2006年6月终于找到了抗战时
的堡垒户王寿云大娘的后代，了解了母亲与她的交往，并得到了一张王寿云大娘的照片，补充进书中
；    3)补充了父亲所写的马敦来烈士生平介绍：    4)补充了于洋及崔巍的女儿崔嵬谈电影《青春之歌》
的一些情况；    5)补充了母亲与一些朋友的友谊：    6)补充了母亲晚年帮助我的一些事例；    7)补充了
对母亲捐献版权行为的分析和反思：    8)全书由头版32章，增加为35章；    9)更正了头版的错误；    10)
补充了母亲所写《儿子老鬼》；    11)补充了邵燕祥老师写的一篇书评。
    《母亲杨沫》头版发行后，受到了评论界及各方的好评。
但也有人说我这是借写母亲的隐私来吸引读者。
对此，简单回应几句：    作为孩子，母亲在单位的工作情况，在社会上的活动情况都不甚了解，最了
解的是家里发生的事，所以本书有些家庭方面的内容。
如果这就是写母亲隐私的话，那只好任人说去。
    其实，写名人传记不应回避隐私。
隐私是一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最能反映出这个人的真实灵魂。
很多在社会上道貌岸然的先生，回到家中，才显出了真正面目。
所谓白天教授，晚上禽兽也。
要真正认识一个人必须看看他在家庭生活中怎样表现。
尤其名人更要公开隐私。
比如收入、存款、健康、住房、婚恋、有无情人等等。
你既是名人、公众人物，民众就有权知道你的私生活。
    因此，为了写出一个尽可能真实的，不走样的母亲就必须要写母亲的家庭生活、情感生活，否则这
个母亲就不完整，不真实。
我的写作原则是可以牺牲一切却不能牺牲真实。
人物传记尤其不能掺假，不能拔高，不能隐恶扬善，不能借口反对写隐私而只说好不说坏，为死者讳
。
无论世人如何看待，我都奉行真实第一，真实至上，以真实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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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强调一下：名人没有隐私。
他们的错误有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不更也，人皆耻之。
有些名人干了不体面的事又借口隐私而不许人说，不许人提，非常无知可笑。
公众人物由于声名显赫获取了巨大好处，为此就要付出代价，就得容忍各类媒体、出版物对自己私生
活的报道和议论。
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公开透明，扶正去邪，遏制腐败，健康发展。
    希望能看到更多，更真实的人物传记出版问世。
    老鬼    2011年3月26日延庆县里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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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的母亲杨沫》给读者深刻的印象，撞击更为巨大，写出了造成亲情泯火、母性淡薄的种种原因。
有关母亲失去母性、亲人失去亲情的描述，委实足极左政治渗透于家庭之后，如何使社会肌体细胞病
变的一个典型个案。
它以一种严酷义痛苦的真实，记录了一个特别人物和一个特别家庭的悲情，最终记录了一个时代和一
段历史的悲剧，具体小可替代的重要性。
　　——《北京晚报》推荐【高级记者赵李红】一个真实的杨沫是她那一代作家的典型代表，在她身
上浓缩着一个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历史的烙印深深显现在杨沫不同的人生阶段。
　　——《新京报》推荐【书评家一泓秋水】杨沫早年热情地为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而奋斗，晚年又
回到婴求改革、要求民主的自由立场上业，中间走了弯路。
胡绳晚年说自己“四十而惑”一惑三十年，其意类同。
　　——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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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母亲杨沫》：《血色黄昏》之后老鬼最重要的代表作畅销书《母亲扬沫》增修本，著名作家邵
燕祥、白烨倾情推荐红色经典——《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坎坷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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