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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是一项反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巩固、发展、繁荣做出杰出贡献的
历史人物光辉业绩的宏伟工程。
　  它的主人公包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
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卓著的元帅、将
领，参与新中国创建大业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个方面的著名爱国人士，贡献突出的著名科学家、
文学家、艺术家、劳动模范，以及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
。
　  这些传记的意义远远超越记述个人生平的范围，它们是新中国开国史、建国史，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奠基史、创业史的浓缩，是中华民族一份永远值得倍加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
    《赵树理传》经中共山西省委批准立项，由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组织编写。
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及赵树理一系列文学作品，再现了享有盛誉的人民作家赵树理扎根民间文化土壤
，汲取“五四”新文化的给养，执著地实行文学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追求的一生，以及他为中
国现代文学史做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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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树理（一九○六－一九七○）山西省沁水县人，享有盛誉的人民作家，“山药蛋派”的创始人。
历任工人出版社社长，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山西省沁水
县委、晋城县委副书记等职。
他直接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成功地解决了“五四”以来文学大众化问题，并在长期创作实践中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和鲜明的审美特征。
在他的笔下，中国农村的现实和农民的命运被反映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人们称赞他是写农村生活的“
铁笔”、“圣手”。
从赵树理开始，中国农民才真正结束了“被描写”的时代和命运，真正开始能够自己描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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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山村农家子　一、穷困的童年　二、崇拜“江神童”　三、参加共产党　四、初登讲台第二
章　萍踪异乡客　一、重新执教　二、辗转晋豫　三、《打倒汉奸》第三章　脱颖《万象楼》　一、
四区区长　二、《韩玉娘》和《邺宫图》　三、杂家办报　四、《万象楼》第四章　巨星耀太行　一
、传世之作《小二黑结婚》　二、登上创作高峰——《李有才板话》　三、史诗般的《李家庄的变迁
》第五章　“文摊”苦求索　一、《福贵》　二、赵树理方向　三、《邪不压正》第六章　“打入天
桥去”　一、主编《说说唱唱》　二、《登记》　三、发现陈登科　四、谴责侵略者第七章　情系《
三里湾》　一、重回太行山　二、往返于城乡之间　三、《三里湾》　四、“问题小说”第八章　评
书《灵泉洞》　一、《开渠》　二、改编《三关排宴》　三、与曲艺的不解之缘　四、《灵泉洞》（
上部）  第九章　正气留人间　一、抵制浮夸风　二、《锻炼锻炼》和《老定额》　三、倡扬实干精
神第十章　遭厄《十里店》　一、《三关排宴》的再改编　二、文艺标兵　三、《互作鉴定》和《卖
烟叶》　四、《十里店》的风波第十一章　岁寒知松柏　一、创作《焦裕禄》　二、山雨欲来　三、
“三类半”干部　四、沁水呜咽结语　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者　二、书写农村生活的圣手
　三、“山药蛋派”的创始人赵树理生平大事年表赵树理主要作品简表主要参考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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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山村农家子一、穷困的童年沁河，古称少水，发源于山西省沁源县西北50公里的二郎神
沟，自太行山与太岳山的相连处，由北向南蜿蜒而下，流经沁源、安泽，进入沁水县。
沁水县为晋豫交通要道之一，据清嘉庆年间修纂的县志载：“沁水境内延袤六百里，地旷人稀，幽岩
邃谷，人迹所不到者，命盗案固所不免，又况南接阳城，人豫之孔道也；西邻翼城，则河东六郡所必
经。
而兹邑介乎其间，使节往来，几无虚日，自元年用兵川楚，而役行尤多⋯⋯”沁水县在汉代名端氏县
，后魏孝明帝于此置泰宁郡，后齐废郡改为永宁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为沁水县，唐宋金
元俱属泽州，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属泽州府，民国迄今县名仍之。
沁水县城位于县境西部偏南，出县城向东行45公里，便是端氏镇。
从这里沿沁河南下，行17.5 公里，可以见到一个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小村庄——尉迟村。
尉迟村原名吕窑，村里建有一座“尉迟庙”，是村民为了纪念唐朝开国功臣尉迟恭（又名尉迟敬德）
而建。
相传为人正直的尉迟恭（李世民做了皇帝后被封为“鄂国公”）愤于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杀戮忠良，
盛怒之下杀了赃官，潜逃出京，隐姓埋名，流落于此，并将编簸箕的手艺教给这里的村民。
后来尉迟恭返回故里朔县，人们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为了纪念他，遂将村名改为“尉迟”。
尉迟村是由沁河冲积而成的一块河川平地，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相传唐代即有手工缫丝、织绢
、榨油等手工业；这里交通便利，人流密集，自古为著名的商贾要道，南来北往的商人们都会在这里
停留住宿。
1906年9月24日（农历八月初七），尉迟村农民赵和清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取乳名“得意”。
他们家曾生过几胎，都是女孩，只活下一个。
祖父母早就盼着生个男孩，这个男孩的诞生，当然使两位老人感到分外“得意”。
到孩子五六岁开始读书时，起官名“树礼”，字“齐明”，又作“齐民”。
1930年从国民党“山西省自新院”出来后，改名为“树理”。
据说，他改名是要“破封建社会的'礼'，立马克思主义的'理”'。
赵家原居尉迟村对岸的武安村，后迁居于尉迟村。
原修有“棋盘四院”，后只剩东院、西院。
赵树理即生于西院，据说为“清太学生赵钟恩”之七代孙。
赵家当时有七口人，16亩地。
赵钟恩之弟赵钟勋，是东院的主人，清朝的武举人，官至五品。
说明赵树理的远祖在清乾隆年间是有一定功名地位的人，只是从赵树理的祖父开始，家道才逐渐中落
，遂成为普通农民家庭。
祖父赵中正，小名东方，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元1847年1月1日），有文化，好读医
卜星象的书。
早年在河南省归德府（今商丘市）经商，30多岁后，弃商回家，买薄地务农，开过私塾，曾与续弦的
妻子一同加入“三教圣道会”（原“三华堂”一支）。
所谓“三教”，指儒教，佛教，道教。
这个会将三教合而为一，宣传“儒重忠恕，释重慈悲，道重感应”，常用大幅布幕画上“二十四孝”
、“九幽十八层地狱”故事，挂于集会，进行宣传。
赵树理的父亲赵和清，小名双全，生于1884年8月4日（清光绪十年六月十四日），迷信鬼神，会算卦
，外号“小孔明”；除种地外，兼编簸箕，喂蚕养蜂，粗通医道，人称“万宝全”。
母亲王金莲，生于1885年9月8日（清光绪十-年七月十九日），入“清茶教”，吃素。
据赵树理的三妹赵玉琴讲：“父亲和爷爷不同，是个农业生产的多面手，也是家里唯一的劳力。
他扶犁耕地、摇耧下种，样样拿得起；拉锯、修工具、打铁、做木活、补锅，样样都会干。
他还念过易卜星象之类的书，能诊脉开方，外科更行；还会看风水、测字，喜好凑热闹、闹红火，是
我村'八音会'的一名拉弦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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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间，父亲在村里称得上'文武双全'，又有'小孔明'外号。
他对我哥哥写《小二黑结婚》里塑造'二诸葛'的人物形象有一定作用（这里主要是指有关观象、测字
算命方面生活的熟悉情况，实际上我父亲根本不以此为业，遇事也根本不像书中'二诸葛'那样迷信书
本，而很讲究实际）。
我的母亲王金莲，是一位端庄、贤惠、精明能干的农村妇女。
她勤俭朴素，平易近人，出色地操持料理着家务，是个善于忍耐受活的人。
”据赵树理讲，他们家是一个有宗教关系的下降的中农兼手工业者的家庭。
他的爷爷和父亲为人诚实，除种地外，农闲时还动手编织柳条家具，如簸箕、柳篮、柳筐及针线笸箩
、笊篱等，这些编织物都卖给邻村村民，所得零钱用以补贴家用。
赵树理从小跟着父亲学医、识字，十分认真，在编织技术上比他父亲有所改进。
赵树理参加革命后编过报纸和刊物，因此，他戏称自己家算是“编辑世家”。
赵树理的启蒙教育是由祖父承担的。
从6岁开始，由祖父教他念仨字经》和一些封建、宗教道德格言。
不让他和其他孩子玩，并且要他身体力行能为他所理解的那些道德准则，例如拜佛、敬惜字纸、走路
不左顾右盼、见人要作揖、吃素等。
祖父晚年，强调积福行善，不做亏心事，赵树理也都认真践行。
小时候，他把做的好事坏事都记录下来，开始是划杠杠，做了好事划竖杠，做了坏事划横杠；后来改
成放豆子，做了好事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
所谓好事，如修桥补路、掩埋尸骨等，坏事有不忠、不孝、损人利己、不洗手即在祖宗牌位前上香之
类。
赵树理对这些信条都忠实地履行，在他的罐子里，总是白豆多于黑豆。
这些，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
他的诚实做人、不说假话的品德和是非分明、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小的时候就已经基本养成。
祖父所施行的严格的传统教育极大地束缚了赵树理的儿童天性。
由于祖父将赵树理圈在四合院，平常不准出门，赵树理对墙外的事物很少了解。
这使童年的赵树理变得孤独、拘谨。
同时也影响了身体发育，八九岁了还是很瘦弱，并且经常闹病。
在赵树理10岁时，祖父去世。
为给祖母治病和举行葬仪，家中积蓄消耗殆尽，一家生活甚感困难。
父亲把他送到村里的私塾读书。
私塾馆设在赵家东院西北堂屋的两间厅房里，屋内设有讲台，仅有一张八仙桌，几条板凳。
约有20个学生。
先生是位老秀才，名叫赵遇奇，郭南村人，60多岁，中上等个儿，长方脸，瘦瘦的，面色青黄，表情
严肃，学生见了他就怕。
早晨，他坐在桌边，领着学生念《四书》（称“号书”），号完书回家吃早饭，饭后回来背诵昨天教
的书。
这以后，几乎再不见这位先生的面，因他躲进隔壁东房抽大烟去了。
东院虽然不大，环境还算清幽。
“院中放着几口花缸，里面栽着四季常青的柳叶桃，四五月里，粉红色的花朵开满枝头，砖垒的花池
子里种着各种花草，争芳斗艳，石榴树、海石榴的花色金黄，蓬勃向上，红火热烈。
天冷了，各家的花都移到屋子里，外面冰天雪地，屋内十月阳春，书声朗朗。
赵树理那时很少讲话，身穿蓝土布长袍，与其他孩子一样，剃光头不留发辫，身体比较文弱。
但他聪明好学，《四书》之类背得滚瓜烂熟。
”圈在自家四合院过了十年的赵树理，第一次和村里的孩子们相接触。
在这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里，那些孩子都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欺生。
他们常常联合起来欺侮他。
据赵树理回忆：“因为自己家庭寒酸，无力给大同学进贡（送吃零食），大同学集体来对付我，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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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生活就开始了，他们要我当差，哪一次不从他们的要求，他们便集体到先生面前告状，说我坏话
，使我挨无故的打骂。
开始也曾反抗过几次，但先生因此反认为我是最顽皮的学生，一和别人发生纠纷，处罚总是无例外地
落在我头上。
”好在这种生活只持续了一年。
但赵树理觉得一刻也不能再延长，来年便在父亲面前表示誓死不再入私塾，父亲怕他真的寻死，就不
再坚持，母亲是早就被他说动了的，也帮他说话。
这样，赵树理离开了使他备受屈辱的私塾。
二、崇拜“江神童”离开私塾后，赵树理回家当了一个“小农民”，跟着父亲学种地。
放牛、拾粪、担炭，无所不干，生活虽然仍很艰辛，但使赵树理感到欣慰的是，他能与很多读不起书
的农民的孩子相接触，而且一改先前被侮辱被伤害的境况，与穷孩子们平等相处。
在他后来写的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开头所写的七个穷孩子到离村二里远的三角坪放牛的情景，便
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他们每次把牛赶到坪上，有时是赶着毛驴，先要商量玩什么。
往常玩的样数很多——掏野雀、放垒石、摘酸枣、捏泥人、抓子、跳鞋、成方⋯⋯这一天，他们商量
了一下，小伙伴小囤提出个新主意：说咱们唱戏吧！
于是，七八个孩子便开始大演其戏。
张仁义和栗守田在《赵树理同志与上党戏曲》一文中曾写过他们当时唱戏的情景：“大约是1918年前
一个春天吧。
沙滩后边的一溜柳树，已经抽出了嫩芽，长长的柳条，点缀得大地生气盎然⋯⋯（他们）一个个'雄赳
赳、气昂昂地头上插着'雉尾'、腰中系着'丝绦'（都是嫩柳条条），手执'长枪、短剑'，正在进行'激烈
的战斗'。
那个'指挥官'（也可叫做'导演'吧），大伙都叫他'得意'，总有十二三岁，瘦瘦的脸上，镶着两只忽灵
灵的大眼。
他决定谁装张飞，谁演罗成，谁当牛皋，谁扮焦赞。
让'张飞'和'罗成'开打，'牛皋'和'焦赞'拼杀，大家都'冬仓冬仓'地用嘴念着锣鼓点，红火紧张，煞是有趣
。
直到玩了个尽兴，才各人赶上各人的毛驴，上煤窑去驮煤。
今日如此，明日还是如此，除非是犁开了地，牲口不去驮煤，才不能搞这个'张飞打罗成'的游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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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赵树理传》，是《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重点项目之一。
2003年上半年，即由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当代山西研究所所长卢海明主持启动了这项工作，主要由傅惠
成负责。
2004年上半年完成资料收集工作，同年下半年由傅惠成动笔撰写，到2005年4月写出初稿。
经院、所、室领导及有关专家对初稿进行审阅后，在山西省史志研究院樊吉厚院长和李茂盛副院长的
主持下，于同年6月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征求意见座谈会。
会上，副院长李茂盛、当代山西研究所所长卢海明、原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小池、当代
山西研究所二室主任杨松同志提出了宝贵意见。
会后，根据此次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对初稿作了进一步修改，于同年9月.完成送审稿后。
又在赵树理的家乡沁水县召开了“赵树理生平与思想研讨会暨《赵树理传》审稿会”，山西省赵树理
研究界有关专家、学者共30余人参加了会议。
吸收大家的意见，几易其稿，于2006年4月始告完成。
然后，又由卢海明、杨建中等对文字、图片作了进一步的编辑和审改。
6月底，由李茂盛、卢海明终审定稿。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有关领导、有关专家、有关单位和同志们的关心和支持。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政协原主席郑社奎，以及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波、山西
省文联党组副书记高国俊、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成茂林、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秦海轩等
亲赴沁水参加了“赵树理生平与思想研讨会暨《赵树理传》的审稿会”。
晋城市政协副主席申会、中共沁水县委书记常国荣、中共沁水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良等领导同志为
沁水会议的召开及本书的出版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山西省赵树理纪念馆馆长王作忠同志
和长治市赵树理文学研究会会长张文君同志以及山西省图书馆的领导和同志们为本书提供了大量文献
和图片资料；刘玉太、卢祎然同志进行了图片的拍摄、制作；郝世文、焦永萍同志对文字进行了认真
校改；赵文静等同志参加了后期的编务工作。
在此谨对为本书付出辛劳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赵树理之子赵二湖同志对本书送审稿进行了审读，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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