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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瑪 女 19 歲，芷族學員。
肖  紅 女 23 歲，女軍學員。
沈  牛 男 21 歲，工農兵學員。
文若洲 男 56 歲，黃河大學水利系教授。
周  浩 女 34 歲，教師。
於  梅 女 40 歲，江濤愛人，黃河水利機械廠工人。
小  梅 女 7 歲，江濤女兒，小學生。
韓小非 男 22 歲，工農兵學員，韓凌之子。
喬伯仁 男 56 歲，黃河大學黨委副書記，革委會主任。
薛耀宗 男 60 歲，黃河大學水利系教授。
韓  凌 男 57 歲，省委書記。
宋  平 男 45 歲，省革委會祕書長。
姚明力 男 38 歲，省水利局技術幹部，反革命分子。



　　一座牽山跨河的黃河大壩。
　　壩上，龍門吊的巨大吊鉤徐徐升起。
　　滾滾的激流從大壩底部的施工隧洞呼嘯著奔湧而出；洶
湧澎湃，濤聲震天，大浪淘沙。
　　浪濤中躍出兩個鮮紅的大字——《反擊》。
　　一道絢麗的彩虹，飛掛在蒸騰瀰漫的水霧中。
　　……………………………………



第一章
一

　　一九七五年夏。
　　黃河大壩工地。
　　一個頭戴安全帽，身穿工裝的人吹著哨子，搖動著手中
的紅綠旗，不時地喊著：“閃開——，預備——”那宏亮的
嗓音在山谷裡發出連續的回聲。
　　這是黃河大學黨委書記，工宣隊負責人江濤。他四十開
外，濃眉大眼，身材魁梧。
　　“放！”隨著江濤的小旗一揮，一號隧道洞口爆炸，二
號隧道洞口爆炸，濃煙從洞口滾滾而出。
　　江濤又一揮小旗：“放！”
　　大壩一、二、三、四號底孔先後爆炸，硝煙瀰漫。
　　江濤又一揮旗：“放！”
　　八個底孔同時吐出滾滾的濃煙……

二
　　大壩上。
　　硝煙過後，五十多歲的工人老耿興沖沖喊著走來：“江
濤——”
　　江濤：“老耿！”
　　老耿興奮地：“一切都很好？壩身情況正常。”他們邊
說邊穿過勞動的人流。並排朝前走著。
　　老耿：“今天的爆炸試驗證明，三結合小組提出的打開
底孔和隧道的衝沙方案是完全可行的，這一來，淤在水庫的
泥沙就可以排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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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濤：“這是開門辦學，向工人階級學習的成果。”
　　他們從隧道洞口前走過。
　　隧道洞口處，人們在緊張地按裝閘門提升設備。
　　一個身穿印有黃河水利工程隊的工人吹哨指揮徐徐移動
的龍門吊車，龍門吊上，在著醒目的大標語：“認真學習無
產階級專政理論。”

三
　　大壩工地上。
　　推車，拉車，推土的人群往來如梭，一片歡騰。
　　芷族女學員卓瑪汗流夾背，拉著滿滿一車爆炸碎的水泥
渣子跑來，後面緊跟著穿海軍衫的蕭紅也拉車跑過來。
　　一個社員，開著拖拉機從工地上駛過。
　　周潔老師也拉車跑來。
　　穿著印有“黃河大學”背心的學員鍾大闖拉著空車迎面
跑來：“周老師！”
　　周潔：“大闖！”
　　大闖指了指；“看，田大娘來了。”他朝手指方向喊了
聲，“田大娘……”
　　六十多歲的田大娘和她的小孫女挑著綠豆湯，擔著裝黃
瓜的籃子向學員們走來。
　　田大娘熱情地：“大闖，同學們，來，大熱天喝點綠豆
湯，還有剛摘的黃瓜。
　　同學們圍上來，七咀八舌地和大娘打招呼。
　　小女孩熱情地舉著籃子：“這有剛摘的嫩黃瓜。”
　　蕭紅接過黃瓜，一撅兩半吃了起來。
　　田大娘邊給學員們添湯邊說：“孩子們，多喝點，去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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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卓瑪身邊旁：“小卓瑪，你們在家愛喝那叫什麼油
茶？”
　　卓瑪：“酥油茶。”
　　田大娘：“對，對，酥油茶。這個，好喝嗎？”
　　卓瑪：“好喝！”
　　文若洲按著滿頭大汗走來。
　　田大娘：“文教授，你這麼大年紀了，還和大家一塊
幹！”
　　文若洲：“鍛鍊嘛，和這些青年人在一起，我也覺得年
青多了啦。”
　　田大娘：“你們開門辦學，辦到貧下中農的心坎上啦，
你看，自打洋專家修了這個壩，咱們貪下中農遭了難，淤了
一水庫的泥沙，把咱的好地都上了鹼了！打不出糧食，不能
給國家多作貢獻，俺貧下中農心裡難受哇。自打老江帶你們
來了，整天攀山下河，風裡來，雨裡去，一個心眼要把這黃
河的泥沙治住。如今這大學辦得好呀！”
　　文若洲誠懇地：“我們做得還不夠，還要請你們多提意
見哪。”
　　田大娘：“意見？哎，就捨不得他們走哇！”她看看學
員們。大闖、沈牛和學員們互相對視、輕聲議論。田大娘從
籃子裡捧出一堆荷包。
　　卓瑪欣喜地：“這是什麼？真好看！”
　　田大娘散發著，叨唸著：“這是咱村幾個老婆子連夜給
你們繡出來的，一人一個，留個念星兒吧。”
　　大闖接過荷包，念著上面繡著的字：“要把黃河的事情
辦好。”他用手掏出荷包裡裝著的土，驚奇地，“土？大娘，
您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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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大娘：“這是黃河邊上的土，這土裡有窮人的淚，有
烈士的血，有貧下中農的汗哪！帶著它，沉甸甸，熱呼呼的，
走到哪裡，也不要忘了黃河啊……”
　　大闖走上一步、捧著荷包激動地：“大娘，畢業後，我
們哪兒也不去，就在這塊土地上紮根兒了。”
　　田大娘稍愣，微笑著說：“你們的心思，大娘知道…
…”
　　大闖激動地：“是真的、大娘！”
　　沈牛跑步上前，抖開一張決心書：“大娘，看！我們向
院黨委表示畢業以後留在黃河，當工農的決心書！”決心書
充滿了整個畫面。

四
　　工棚裡，一張紅紙椎在桌上，幾個同志寫著：“做限制
資產階級法權的促進派，申請畢業當工農”的決心書。
　　蕭紅向窗外看了一眼，回身對屋裡喊：“卓瑪，快，江
濤同志到門口了！”
　　江濤進門，摘下安全帽，放下紅綠旗。迎著他的是一張
張興奮的臉，一份份申請當工農的決心書。
　　忽然，裡屋門開了，周老師推擁著穿著芷族服裝的卓瑪
走進來。她雙手託著一卷紅紙，一步一步走到江濤面前，莊
重地：“布穀鳥飛到草灘，是為了報告明媚的春天；寫給黨
的話語，是為了表達真摯的心願。”
　　江濤擦了擦手，鄭重地接過，打開看，是卓瑪要求畢業
回西芷當牧農的決心書。
　　江濤心情激動地仿著卓瑪的話說：“黃河深淺，看看浪
花就知道；翻身農奴的心願，看看行動就知道。”他微笑著
示義大家坐下；深情地說：“同學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

—4—



為了我國人民子孫歷代永遠沿著馬列主義路線前進，在日夜
操勞，……”江濤那深邃的眼裡格外明亮，“不久前，在一
個瑞雪紛紛的晚上，毛主席想著祖國的未來，想著革命的千
秋大業，想著，想著，想了整整一夜，當旭日臨窗的時候，
他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了偉大號召……”江濤走到醒目的
毛主席語錄前，深情地仰望著……
　　毛主席語錄特寫：“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
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
使全國知道。”
　　師生們的眼裡閃著激動的淚花。
　　江濤：“就是在那個自稱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引導青年
向特權階層發展的時候，我們的工農兵大學生卻自願與工農
劃等號，這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偉大創舉，是學習無產階級專
政理論的巨大收穫。”他興奮地望著學員們，“你們是幾個
報春的，經過幾番風雨，必將萬紫千紅！”

五
　　工棚外。
　　隨著江濤的話音，出現了貼滿工棚的色彩斑斕的大字報，
人們圍得裡三層外三層。
　　喬伯仁和薛教授走來。
　　喬伯仁：“開門辦學，辦吧！你看，都不想回去唸書了，
還要畢業後當工農……”
　　薛耀宗：”是啊，喬主任，這大學畢業當工農，那還辦
大學幹什麼？”
　　喬怕仁：“說不清楚，聽說教育要整頓了，到時候再看
吧。”
　　一陣電話鈴聲，喬伯仁趕忙進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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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工棚裡。
　　喬伯仁拿起電話：“省委？宋祕書長？對，伯仁……什
麼？哎呀，太好了！……”
　　韓小非和同學們議論著走過窗下。
　　同學甲：“小非，畢業的事你想過沒有？”
　　小非：“我？我隨便，反正現在是讀書，將來再說…
…”
　　喬倫仁招呼著：“小非，你爸爸官復原職了，還是省委
第一書記！”轉過頭對電話，“什麼，明天下午兩點的班機？
好，好，我一定去，我一是去……”

七
　　一架銀灰色的民航機降入跑道。
　　滑行的飛機化為一輛紅旗牌小轎車在馬路上飛跑駛。
　　小汽車內坐著省委第一書記韓凌，祕書長宋平和喬伯仁。
　　剛從北京回來的韓凌，按耐不住地狂笑著，對喬伯仁：
“這次小平同志特地把我找去他家吃飯，他說文化大革命後，
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個整頓問題，要我們這些老傢伙敢字當頭，
不要怕嘛，啊，哈哈。”
　　喬伯仁深有感觸地：“教育是應該整頓了。”
　　韓凌進一步煽動：“嗯，工交，科技，四個現代化都和
你們有關、不能拖後腿呀。小平同志很重視教育，他說當前
的主要危險是不讀書，要我們從這裡開刀。”
　　喬伯仁：“從教育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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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凌：“你好好體會吧，文化革命是從哪裡開始的？嗯，
小平同志還指示，整個整頓工作要以三項指示為綱。老喬，
要有氣魄！”
　　喬伯仁：“可我們學校的江濤……”
　　韓凌打斷他：“這你放心，現在形勢不同了，再硬的石
頭擋不住我們的路……”
　　話音未落，汽車“嘎”的一聲停住了。人們猛烈地搖動
了一下。
　　從車窗看，黃河大學開門辦學的師生隊伍扛著紅旗、勞
動工具，正穿過馬路。
　　韓凌氣急敗壞地：“這就是大學，這也稱是大學生？”
他拍拍司機的後背，喝道，“倒車！”
　　汽車倒行。
　　韓凌：“宋祕書長，回去立即召開省委會。全面貫徹小
平同志的指示。”

八
　　省委樓梯上。
　　省委會議室門外，門“砰”的打開。
　　韓凌一臉慍怒，咀裡，“真不象話！”他邊走邊拉小提
色的拉鎖，怎麼也拉不上。
　　宋平上前接過色。
　　韓凌對身邊一干部說：“這個班子不能貫徹新精神，必
須加以整頓。”
　　省委會議室內。
　　委員甲乙正收拾東西。
　　委員甲要趕上要離去的委員乙。
　　甲：“老黃，今天的會開得太緊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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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是啊！”
　　甲：“趙大姐和老江的意見是很值得重視的。”
　　乙：“可是‘整頓’和‘以三項指示為綱’是韓書記從
北京帶回來的喲。”
　　省委樓梯。
　　江濤、趙昕走下樓梯，兩人都在思考著剛才在省委會上
的情景。
　　江濤：“趙大姐，我真沒有想到這股風來得這麼猛。”
　　趙昕：“這回你們學校又是首當其衝，你在思想上可要
有所準備，啊！”
　　江濤：“好，趙大姐，我走了。”
　　江濤騎上自行車，從門前一排小轎車中間穿過。
　　趙昕攏了一下頭上的白髮，看著江濤飛逝的背形。

九
　　韓家大院。
　　紅旗轎車繞過一盤水池，塔松，停在一座高級的小樓前。
　　一服務員打開車門，韓凌鑽出車。
　　韓凌走上臺階，穿過假山、水池，別緻的走廊，只現出
一座華麗別墅庭院。
　　韓凌進門，門口一服務員接過帽子，邦韓凌脫下外衣。
　　韓凌走到百頁葉門前，又一服務員“唰”的一下打開百
葉落地門。他走進去，躺在安樂椅上。
　　屋內有一座小巧的滴水泉。
　　韓凌在安樂樓上閉目養神。
　　泉水滴嗒。
　　一個金魚池內，幾條金魚游來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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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凌睜開眼問：“怎麼拉的，這個滴水聲，怎麼沒有從
前清脆悅耳了？啊！”宋平在門口對一服務員：“這滴水聲
你們怎麼調的！不知道水聲不對，韓書記就睡不著覺嗎？趕
快調去！”
　　一服務員進來：“韓書記，喬主任和薛教授來了。”
　　韓凌：“嗯。”從安樂椅上起身。
　　一盤蘋果（特寫）
　　韓凌畫外音：“關於教育要整頓的問題，薛教授聽說了
吧？”
　　薛耀宗：“道聽途說，感覺到一點。”
　　韓凌：“人的感覺這個東西是很厲害的呀！”
　　小非推門進來。
　　小非：“喬叔叔，薛教授，爸爸。”
　　韓凌：“嗯，怎麼樣，工農兵大學生，這幾個月有點什
麼進步？”
　　小非走到書架旁，一邊翻閱內部書，一也回答：“學習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參加工廠、農村的階級鬥爭。”
　　韓凌：“我沒問你這些。”
　　小非拿著書走到三人跟前，倚在沙發背上說：“我們還
批了知識私有、上智下愚；要和工農劃等號，做普通勞動
者。”
　　韓凌：“我問你文化理論學得怎樣，材料力學，流體力
學，彈性力學……學到什麼地方啦？”
　　小非：“江書記說，結合治沙任務，學習專業理論，記
得牢用得上，收穫大。”
　　韓凌跳起來：“收穫，收穫，簡直是一塌糊塗。我問你，
大學生當工農，那還要辦大學幹什麼？聽起來挺革命，完全
是小資產階級狂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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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耀宗為了緩和空氣：“是啊，是啊，韓書記，其實，
責任不在小非，小非的學習是很努力的，就是江濤這人。”
　　韓凌：“嗯，以後要多聽喬叔叔和薛教授的話。”
　　喬伯仁：“好啦，好啦，吃蘋果。”
　　喬伯仁拿起一個大蘋果正要遞給小非，被韓凌拿去。
　　韓凌舉起那個大蘋果問小非：“小非，這大蘋果在街上
賣幾毛一斤？”
　　小非：“四毛。”
　　韓凌又拿起一個小蘋果走向小非：“這個小的呢？”
　　小非：“兩毛。”
　　韓凌：“都是蘋果，價錢還不一樣，大學生怎麼能和工
農劃等號！”
　　小非沉思。
　　韓凌踱著步對喬伯仁、薛耀宗說：“教育不整頓怎麼得
了。”
　　喬伯仁：“我看這次整頓先從調查教學質量入手。”
　　韓凌：“好。”
　　喬伯仁：“我打算明天把開門辦學的人都抽回來。

十
　　幾輛滿載學生的卡車從林蔭道深處駛來，駛進“黃河大
學”校門。
　　卡車駛過綠樹成蔭的校園，劃過一座掛著銅鐘的古亭，
卡車停在教學樓前。
　　涼臺上。一個老師扯嗓子喊道：“同學們，不要走，馬
上到主樓教室集合。”
　　學生們紛紛跳下車，拿下行李、揹包，向主樓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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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門口，已經放了一堆揹包，學生們陸續走入教室，
環形階梯教室裡，已坐滿學生。大闖，文教授，周老師坐在
第一排課桌前。
　　蕭紅從第二排探身問大闖：“大闖，開什麼會？”
　　大闖：“不知道。”
　　蕭紅：“文老師，你知道嗎？”
　　文若洲：“不知道。”
　　喬伯仁站在教室的講臺上說道：“同學們，安靜點。”
他提高噪門說：“根據省委領導的指示，為了貫徹教育整頓
的新精神，我們首先要對教育質量加以調整研究。現在就請
向學們進行一次臨時測驗。”
　　學生們譁然，不滿地議論著：
　　“怎麼，考試？”
　　“什麼新精神？”
　　周老師：“文老，這是怎麼回事？”
　　喬伯仁畫外音：“周老師，請到前面來。”
　　喬伯仁、薛耀宗走下講臺，周老師走到他們跟前。
　　喬伯仁將考卷給周老師說：“周老師，請你把這考卷發
給大家”。
　　周潔拿著考卷沉思。
　　薛耀宗走過來：“來，咱們一起發。”
　　周潔拿了一份考卷遞給文若洲。文若洲看看考卷，皺起
眉頭。
　　薛耀宗發考卷，他走到文若洲身邊。
　　文若洲站起身問：“老薛、這是誰出的考題？”
　　薛耀宗：“怎麼？”
　　文若洲：“這不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脫離實際的那一套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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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耀宗：“喬主任說，這是省裡的義思。”說完轉身離
去。
　　學員們仍然議論紛紛。
　　薛耀宗：“不要講話了。現在宣佈考場紀律：一、不準
交頭接耳；二、不準看書；三、不準延長答卷時間……。”
　　教室一片哄亂，周老師走到大闖跟前，問：“黨委
呢？”
　　大闖搖頭：“你快找江書記去。”
　　周老師點頭離去。
　　講臺上，喬伯仁翹著二郎腿正看文件，聽到學生們嘈雜
的議論聲，他站起來重重地拍了幾下桌子。教室安靜下來，
他又坐下來看文件。
　　小非起勁地在答卷。
　　沈牛思索著，大闖欲起又坐。
　　後面，蕭紅捅了捅大闖，大闖回頭，蕭紅在考卷劃了個
大“？”號，豎起給他看。
　　大闖轉回頭，沉思著，又看另一邊。
　　沈牛指著考卷背後寫著的“這是為什麼？”幾個字，卓
瑪焦急地用目光期待大闖的回答。
　　薛耀宗嚴厲地：“不準搞小動作，這是考試？”他說著
走過大闖身邊，大闖騰地站起來，氣憤地：“這是突然襲
擊！”
　　喬伯仁驚奇地抬起頭。
　　薛耀宗回頭驚愕。
　　大闖：“我們找黨委去！”
　　學員們：“對，找黨委去！”
　　喬伯仁喝道：“鍾大闖！”他急步走下臺階，走到大闖
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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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伯仁：“你身為黨委委員，帶頭衝擊考試，破壞教育
整頓，矛頭指向誰？”
　　大闖堅決地：“誰走回頭路就指向誰！”
　　江濤畫外音：“說得好！”
　　大闖回頭。
　　同學們聞聲回頭，閃開一條路。
　　江濤出現在教室的臺階上。
　　學生們興奮地議論著：“老江，老江來了。”
　　江濤穩步地走向前來，周老師跟在他身後。
　　江濤走到喬伯仁跟前，說：“大闖提出的問題值得深思
啊。老喬，這場考試說明什麼問題，應該讓大家充分發表意
見。”
　　文若洲：“老江，我說兩句。”
　　學生們讓開路，文教授走上前來說：“大闖說得很對。
這次考試的確和文化大革命中批判過的做法差不多。”
　　薛耀宗：“文老，如果把這次考試和否定文化大革命聯
繫起來別人就不好講話了。”
　　江濤思考著。
　　喬伯仁畫外音：“我們應該面對現實嘛”
　　江濤轉頭看著他。
　　喬伯仁走到文若洲跟前：“教學質量低，就老老實實認
低，採取切實措施加以整頓”，說著又走到薛耀宗面前：
“趕上去就是了嘛！答不上來就罷考，總不是解決問題的辦
法吧？”
　　薛耀宗點頭：“是啊，”他走到大闖跟前說；“如果學
得紮實，底子厚，為什麼怕考試呢？”
　　江濤邊聽邊思索著：“怕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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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大字報欄，一張貼上的大字報。標題是《這場考試說明
了什麼  ？》同學們都圍攏去看大字報。
　　韓小非在一旁也貼了一張大字報，標題《大學生要作大
貢獻》。副題、堅次擁護這場考試。

十二
　　薛教授家。
　　明光淨亮的穿衣鏡裡，薛教授正梳著頭。
　　薛教授站在穿衣鏡前，妻子邦他整了整衣領。
　　薛妻：“耀宗，你不是身體不舒服嗎？不要去了”。
　　薛耀宗：“唉，你懂什麼，今天是教授會，很久沒開這
樣的會了，一是要去。”

十三
　　主樓前。
　　喬伯仁和一位五十多歲的幹部王堅走來。
　　喬伯仁憤憤地：“王堅同志，你是校黨委副書記，又是
多年校教育的老同志，你怎麼能同義江濤這樣做呢？”
　　王堅：“老喬，這不是江濤同志個人的意見，這是黨委
的決議。”
　　喬伯仁：“好，好，我保留意見。”說完向前走去。王
堅看著喬伯仁遠去的身形，搖搖頭笑了。

十四
　　校園林蔭道。
　　朝陽透過濃密的樹冠，灑下條條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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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們三三兩兩結伴而行。
十五

　　古亭旁。
　　薛耀宗衣冠楚楚，笑容可掬走過來。
　　一教師同他打招呼：“薛老，參加接待外賓啊？”
　　薛耀宗：“不，不，參加一個重要會議。”

十六
　　教室裡。
　　教授們走進來，陸續入座。
　　薛耀宗坐在考學生時大闖的坐位上，自栩得意，等待開
會。
　　江濤：“同志們，近幾天在我們學校裡，圍繞一場考試，
展開了激烈地大辯論，情況大家都已經瞭解，據說搞這場考
試是為了調查教學質量，進行教育整頓嘛，既然是調查嘛，
就應該是全面的。”
　　教授們聆聽，薛耀宗喜形於色。
　　江濤：“所以，經過校黨委研究，就請在坐的同志們，
也來參加一次考試。”
　　薛耀宗愕然。
　　教授們面面相覷。
　　文若洲點點頭表示贊同，他看了看薛耀宗。
　　薛耀宗正用食指撓著鼻樑溝，十分尷尬。
　　江濤走下講臺說：“試題呢？公平合理，就用上次考學
生的題。現在請同學們髮捲。”
　　大闖和同學們髮捲。
　　薛耀宗接過考卷，“這，這，沒有準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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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闖：“嗯，學得紮實，底子厚，用不著準備。”
　　教室一片嗡嗡聲，教授們交頭接耳，低聲議論。
　　大闖學著薛耀宗的語調：“現在宣佈考場紀律：一、不
準交頭接耳……”
　　江濤微笑地看著教授們的反映。
　　大闖：“二、不準看書；三、不準延長答卷時間……”
　　蕭紅和卓瑪學著監考官的樣子，揹著手走著。
　　薛躍宋捧頭若思。大闖走過薛躍宋身邊，牆上的掛鐘時
針正指向九點。
　　掛鐘時針指向十點半。
　　薛躍宋頻頻擦汗。
　　江濤暗自發笑。
　　一個教授神色難堪，他想了想，在捲上劃個大“〇”。
　　文若洲已在捲上寫了三句詩。
　　“突聞考試實堪驚，
　　憶昔思今倍覺醒。
　　歡呼路線至歸正。”
　　文教授的筆寫上最後一句：
　　“教育革命萬年青”
　　教授們在答卷，不少的人狠狽不堪洋相百出。
　　江濤：“好了，我宣佈：考卷不論答得好壞，教授都可
以繼續當下去。單憑這種考卷是衡量不出同志們的實際水平
的，但是，它可以證明那種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和教學方法
是十心愚蠢的。有人說這是讓大家出醜。不對！這是對修正
主義教育路線的批判。……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十三
年前，也是在這個數室。……
　　（化入）
　　十三年前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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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青的江濤在答卷，他身穿黃河水利機械廠的工裝。
　　環形教室的幾根大柱子上掛著牛頓、愛因斯坦、伽利略
等一類科學家的大幅畫像和“名言”。
　　薛躍宋西裝革履，神色嚴峻，在考場上走著。
　　前排的女學生劉曉華，臉色蒼白，顏上滲出豆大汗珠，
一陣眼暈，她跌倒在地。
　　江濤丟下考卷，急忙攙住劉曉華，叫著：“曉華，曉
華。”
　　幾個同學也邦著扶起她，議論著：
　　“不要考了，攙回吧。”
　　“這次不考怕要留級了。”
　　“留級，還得退學。”
　　薛躍宋：“就得退學，分數面前，人人平等。”
　　學生們把劉曉華抬出教室。
　　江濤顫抖地著拾起劉曉華那張染血的考卷。他臉上的肌
內抽搐著，念念地：“這是吃人，是摧殘青年！走，找黨委
去！”
　　喬伯仁辦公室內。
　　門砰然而開，江濤等闖入辦公室，喬伯仁愕然。
　　江濤激動地：“喬校長，我抗議，你們不管學生的死活，
搞突然襲擊，把那麼多的工農調幹生趕出學校，這是為什
麼？”
　　喬伯仁拍案而起：“江濤，我宣佈，從今天起，你不再
是我們學校的學生了。限你即日起離校！”
　　林蔭邊上。
　　樹散迅速掠過江濤的臉，他揹著揹包疾走著，神色顯得
剛毅、倔強、激憤。
　　“江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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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濤回頭轉去，洋學生打扮的姚明力氣喘吁吁久跑上前
來：“你這是何苦呢？工廠只送咱三人來上大學，你只要給
喬校長認個錯，就會留下來，我們在學校裡的前途遠大
啊！”
　　江濤有力回擊：“認錯？!”他們逼死了劉曉華，這個學
校不是我們來的地方！”
　　（化出）
　　教室。
　　兩張考卷，其中一張帶著血跡。
　　江濤：“值得深思的是……時間過了十三年，可這兩種
考卷卻完全一樣。”
　　眾人驚愣、思考、憤怒……
　　江濤：“這種資產階級專我們政的歷史教訓，我們決不
允許重犯。大家想一想，這次考學生，究竟意味著什麼？”
　　薛躍宋狼狽地擦汗！
　　江濤繼續講：“這難道不是否定教育革命的方向，翻文
化大革命的案嗎？”

十七
　　校園，黃昏，夕陽似火。
　　排球在空中滾動。
　　大闖用力托起排球，喊著：“接住！”
　　排球場上，周老師和學生歡快的託排球，沈牛接住球，
喊著：“卓瑪！”傳給卓瑪。
　　卓瑪接球，喊著：“蕭紅！”又傳給了蕭紅。
　　蕭紅沒接住球，一個踉蹌，身子向後倒在地上。
　　同學們都笑起來。
　　卓瑪埋怨地：“蕭紅，你怎麼沒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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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紅邊笑邊爬起來學著薛躍宋擦汗的樣子；“這……沒
有準備。”
　　球在地上滾。
　　沈牛揀起球：“唉，學得紮實，底子厚，用不著準
備。”說著把球傳了出去。
　　師生們在歡樂的笑聲中繼續託排球。
　　笑聲中。
　　趙昕和江濤並排走著。
　　趙昕拍著江濤的肩：“哈哈，江濤，這種精神你貫徹得
不錯，不及格也沒有關係，劃個圈也是受教育，對他們要多
邦助。”
　　江濤：“是啊，趙大姐，資產階級打過來的這拳被咱頂
回去，他們是不會甘心的。”
　　趙昕：“說得對，現在鬥爭越來越複雜。關鍵是要警惕
我們黨內和資產階級坐在一條板凳上的人物。”
　　一個排球飛過表，趙大姐閃開，江濤接住球。
　　江濤：“嗬！好熱鬧啊！什麼事這麼高興。”
　　大闖：“打退了資產階級的進攻當然高興了。”
　　蕭紅：“歡迎您和趙主任參加我們慶祝勝利的活動！”
　　江濤收斂了笑容：“勝利，當然是應該慶祝的，但是，
這只不過是無產階級在迂到資產階級突然進攻時的一場小小
的前哨戰。”
　　大闖：“好，繼續戰鬥。”用力的托起了球，排球戰鬥
繼續著。
　　江濤、趙昕喜悅地笑著。
　　趙昕：“要堅持教育革命的方向，發展大好形勢。”
　　江濤：“我們明天就把被他們 回來的學生，送回開門辦
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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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八

　　學校主樓前、鑼鼓喧天、人群歡騰，大闖正在興奮地擂
鼓。
　　大幅紅色樓標上寫著“開門辦學就是好。”
　　一輛輛卡車滿載著開赴開門辦學點的革命師生，披紅掛
綵，卡車車邦的紅標上寫著：“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
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
　　卡車在歡送的人群中緩緩駛過。
　　江濤、王堅站在主樓前的臺階上熱情地揮手送別。

十九
　　劇場。
　　舞臺上，一個苗族姑娘歡快起舞。
　　首長席上，韓凌、喬伯仁、宋平低聲交談，根本沒有看
戲。一陣熱到的掌聲；幕落。
　　韓凌懶洋洋地問：“剛才 的什麼？”
　　宋平：“舞蹈《阿妹上大學》。”
　　韓凌：“哪個阿妹呀？”
　　宋平：“一個苗族的農村姑娘。”
　　韓凌：“她通過考試沒有？”韓凌冷嘲地向喬伯仁歪了
歪身子，“嗯？”
　　喬伯仁：“考試？哼！”他委屈、忿怨地，”第一炮就
打歪了！”
　　韓凌燃起一支菸，吐噴著，煙霧中“嚴禁吸菸”的燈標
隱約可見：“沒有打歪。態頓工作，只要扣住‘三項指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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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這個核心，歪炮也是歪打正著。”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煙，
向宋平：“輿論界人士呢？報社總編來了沒有？”
　　總編答應著，換坐位坐到韓凌身邊。
　　宋平抓了個空，側身對喬伯仁：“韓書記小女兒在農村
插隊，快一年了，韓書記注意撤響，從來不提……”
　　喬伯仁：“沒問題，今年上大學。”
　　親手似乎出於無心地：“我兒子剛好和她在一個隊…
…”
　　喬伯仁頻頻點頭：“一塊辦。”
　　總編輯拿著幾份黃河日報的校揮向韓凌介紹：“這是社
論《教育必須整頓——一論‘三項指示為綱'》”這是韓小非
等工農兵學員的大字報《大學生要做大貢獻》，準備明天一
起發。
　　韓凌：“把韓小非的名字去掉，換上黃河大學工農兵學
員。”
　　總編：“接下去，二論工業、三論農業、四論科技、五
論文藝……”。
　　韓凌生氣地打斷總編的話：“發那麼多的社論幹什麼？
你們就是不疼得鬥爭藝術，有些方面的問題可以以工農兵的
名義發表文章嘛！總之，要想盡一切辦法把全面整頓的工作
推動起來。”
　　總編擔心地問：“韓凌同志，《人民日報》、《紅旗》
雜誌可沒有宣傳、‘三項指示為綱’，全面整頓的精神…
…”
　　韓凌：“你怕什麼？小平同志的指示不 精神？社論還要
加個編者按，教育技不好，關鍵在於領導，在於某些人對抗
黨的方針。嗯！就是這個意思，明天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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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校園。
　　《黃河日報》特寫，社論：《教育必須整頓——論“三
項指示為綱！》，大字報轉載：《大學生要作大貢獻》。報
紙一合，露出喬伯仁、薛躍宋的笑臉，他們正在古亭邊散步。
　　薛躍宋：“形勢大好啊，這七、八年的水媳婦可熬出來
了。”
　　喬伯仁：“這七、八年，我們跑快了，攆上了錯誤，跑
傷了吧，得，錯誤又攆上了我們。”
　　說著他們走上古亭，下義識地撫摸著亭內懸掛著的古老
銅鐘。
　　喬伯仁長吁了一口氣：“唉，這七、八年啊……”
　　薛躍宋走到斑斑駁駁的亭柱前，看著黃河大學的校園感
慨萬端“黃河園啊，你的青春回來啦。”
　　銅鐘發出嗡嗡低吟。

二十一
　　開門辦學點，工地。
　　一張大字報，標題醒目：《省報在為哪個階級說話？》，
署名者密密麻麻，帶頭的是沈牛和蕭紅。
　　一群學員爭論著。
　　小非正車刷自己的大字報，題目是《教育必須整頓——
省報說出了我們的心裡話》！沈牛、卓瑪等同學圍了過來。
　　沈牛雙手卡在腰上，壓制著怒火，對小非：“小非！我
問你，到底要整什麼？為什麼要整？往哪裡整？”
　　蕭紅：“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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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整的多啦！”小非也不示弱，拉著脖子喊：“開門
辦學，上來下去瞎折騰，畢業當工農、簡直是極左！”
　　沈牛：“啊，怕當兩毛的蘋果，是不是？”
　　多數人鬨笑，也有人不以為然。
　　小非：“怎麼，不當就是不當，大學生和工農就是不能
劃等號！”
　　周老師：“小非，你過去也總說，向工人農民學習，說
他們是國家的主人，今天，還是你，用商品差價來說明人與
人的關係，你把咱們和工人、農民比作四毛、兩毛的蘋果，
不覺得可恥嗎？這一套你是從哪裡揀來的？”
　　小非；“上面的精神，誰敢反對？”
　　學員甲：“什麼上面的精神，還是你老子的精神？”
　　學員乙：“哎，我論問題嘛，是他老子的精神又怎麼
啦？”
　　沈牛：“哼！過去全省鼎鼎大名的走資派，我看現在也
沒有改多少！”
　　“你說什麼？”小非一把揪住沈牛的衣領：“你們抗拒
上面的指示精神，還攻擊老幹部……”
　　沈牛一把拉下小非的手：“整頓，整頓，我問你，教育
革命，‘五·七指示’、‘七·三一’指示，毛主席的一貫教導，
還算不算數！”
　　小非：“我就知道現在是‘三項指示為綱’！”說完離
去。
　　沈牛趕上兩步，切齒道：“‘三項指示為綱’……”

二十二
　　黃河水利機械廠，鍛工車間。氣錘有力地鍛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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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濤的妻子於梅手持《黃河日報》和老耿氣憤地議論起
來。
　　於梅：“我看不對味！”
　　老耿：“哼，有的人，文化大革命批什麼，他們現在就
幹什麼；文化大革命樹什麼，他們現在就整什麼。”他想了
想問：“江濤最近回來沒有？”
　　於梅：“嗯。他還問起咱們廠的情況。”
　　突然，汽錘停了下來，一隻手按在閘門上。
　　老耿：“誰？！”
　　姚明力高舉手中的報紙說：“同志們，看到報紙沒有？
開門辦學問題很多，省裡指示，黃河大學設計的這個放水排
沙方案是缺乏足夠科學根據的，因此，閘門提升設備不造
了。”
　　老耿：“那水庫裡的泥沙怎麼辦？”
　　姚明力：“省裡已決定，從西方國家進口挖泥船排
沙。”
　　工人甲：“明明我們自己的大學生掃出了排沙的辦法，
為什麼還要向洋大人伸手？”
　　於梅：“是呀，進口挖泥船這個方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
早就批判過了嗎？”
　　周圍的工人們紛紛議論。
　　姚明力：“這，我不管！”溜走了，
　　老耿雷吼似地：“啊，他們這是想一槍穿兩眼兒，一頭
在工廠授管、卡、壓，一頭堵人家教育革命的路、這辦不到，
同志們，咱們幹！”
　　兩個汽錘，象兩隻鐵拳、上下錘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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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夜、江濤家裡。
　　《黃河日報》的社論和韓小非的文章，被粗大的紅鉛筆
重重地打上了兩個大大的問號。鏡頭拉開，搖出桌上打開的
馬列、毛主席著作，以及《紅旗》雜誌，讀書筆記等。
　　江濤手裡拿著中央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
憑窗遠眺。
　　江濤畫外音：“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
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
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
　　江濤小女兒清脆的喊聲：“爸爸！”
　　江濤回身：“小梅，怎麼還沒睡？”
　　七歲的小梅爬在床上，雙手託著兩腮，神祕地：“爸爸
你來，我跟你說句話。”
　　江濤鄭重地走過來，站在小梅跟前認真地聽著。
　　小梅眨著一雙眼睛：“爸爸。什麼叫整頓呀？”
　　江濤略顯驚訝地：“小梅，你聽誰說的？”
　　小梅：“我們老師吵架了。王老師說整頓好，李老師說
整頓不好，……到底好不好呀？”
　　江濤點點頭：“噢、你說呢？”
　　小梅歪著頭：“我說不好！”更她看看爸爸，一骨碌坐
起來。”
　　說在整頓好的王老師，明天不讓我們去工廠勞動，還說
長大了不用上以下鄉就上大學。”
　　江濤仔細琢磨著小梅的話，扶小梅躺好，給她蓋上被單，
說：“整頓就是不按毛主席說的做，反對新生事物，當然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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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又欲起身：“那你也反對整頓嗎？”
　　江濤：“嗯，睡吧。”
　　小梅滿義地閉上眼睛：“我也及對。”
　　江濤緩懷地踱了幾步，小梅突然又睜開了眼睛：“爸爸，
那你們也吵架？”
　　江濤笑了笑：“不，是鬥爭。”
　　“那我也要鬥爭，鬥爭……”小梅喃喃地說著，進入夢
鄉。
　　輕輕的敲門聲。江濤開門，王堅走進來。
　　江濤：“沒睡呀，老王？”
　　王堅搖搖頭：“省委宋平來電話，要求我們這期學報轉
發，省報社論和小非他們的大學報……”
　　江濤眉毛一聳，又眯起眼睛沉思了一刻：“你看呢？”
　　王堅輕輕把手一揮：“不理它。”
　　“這還不夠，”江濤興奮地：“咱們發五、一六《通
知》，和他們對著幹！”
　　“好！”王堅激動地：“全文轉發！”隨著他拿起桌上
的《紅旗》：“還有這裡批宋江投降派的文章即篇。”
　　江濤：“對，那篇文章很有針對性！”他拿起一份稿子，
“再加上學員們的大字報！”
　　王堅：“好極了。”
　　江濤：“走，咱們開個黨委和工宣隊員會……”

二十四
　　報亭。
　　《黃河大學學報》的封面。（特寫）
　　學報落在報亭前爭相購閱的人們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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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知識分子模樣的人擠著把錢塞入窗口，長龍般的隊
伍裡有人喊：“哎，同志，排隊呀！”
　　“對不起，對不起，我要出差趕火車……”那人接過學
報就跑。”
　　“喂！找你錢！”營業員探出頭來大聲喊著。
　　兩個幹部模樣的人急不可待地打開學報來看。
　　甲：“把這幾篇文章聯繫起來看，裡邊有名堂。”
　　乙：“我看是對著省報的。”
　　甲不由得一伸舌頭：“不要命了？”
　　他們的聲音很低，但卻正好被剛剛買出一大捆學報的老
耿聽到了。老耿指著櫥窗的省報說：“你們也看看他們是衝
著什麼去的！”
　　邱往全夾著一大疊省報走來，熱心地推銷著：“省報，
省報，看吧，看吧，這裡有新精神、白送……”

二十五
　　韓凌辦公室。
　　宋平急上，把一份學報甩在韓凌的桌子上：“亂了，全
市都亂了。這是全省的理論刊物，要是傳到鄧副總理那兒…
…”
　　韓凌瞟了宋平一眼，放下手中的雜誌，也是一本黃河大
學學報。
　　他不緊不慢地問：“有什麼反映？”
　　宋平：“有的人說，把五、一六《通知》和三項指示為
綱一對照，就覺得不對勁，好象有人篡改黨的基本路線。…
…”
　　韓凌心虛地：“誰？他們說誰要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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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平搖搖頭：“還有轉載《紅旗》雜誌的那篇文章，有
人讀完以後老是問：“現代投降派指的是誰？是誰要妄圖屏
晁蓋於一百另八人之外？是誰一上臺就把‘聚義廳’改成
‘忠義堂’，篡改黨的路線？是誰受了招安就去打方臘？鎮
壓革命造反派？……”
　　韓凌：“是誰，是誰？你不要為古人擔憂。現在講的是
安定團結，哪有什麼投降派！”
　　宋平：“不過在這個時後發表毛主席評論《水滸》的指
示，一定是有所指的，我總擔心……”
　　韓凌色厲內茬地：“神經過敏！你叫宋平，不叫宋江！
通知一下，這期學報停止發售，賣出去的全部追回。組織人
認真查一下這期學報的背景問題，對攻擊‘三項指示為鋼’
的要嚴肅處理！”

二十六
　　報亭。
　　報亭的窗板“啪”的一下關上。“學報停售”的牌子掛
了出來。
　　排隊買報的群眾不解地議論。
　　“為什麼不賣？”
　　“為什麼停售？”
　　“這裡面肯定有問題！”
　　大闖和兩個同學蹬著一輛滿載學報的平板車，邊蹬邊嚷：
“閃開！閃開，同志們，學報來了！”
　　群眾一聽是送學報的，紛紛拿錢要買。
　　大闖一愣：“我們是給報亭送的。大家要買，請到報亭
排隊吧。”
　　一群眾：“他們不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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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群眾：“報亭掛出停售的牌子！”
　　大闖驚異地：“不買了？！”
　　群眾又圍上來，懇切地要求著：“你們就賣吧、賣
吧！”
　　學員甲：“大闖，明們賣吧？”
　　大闖當機立斷：“賣！”
　　學報飛快地到了群眾的手裡，人們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二十七
　　湖邊。
　　一輛北京“130”卡車嘎地剎住，車上的於梅朝著前面騎
車駛來的江濤大聲喊住著：“老江！”
　　江濤停車問：“什麼事？”
　　於梅：“省裡把老耿的廠革委副主任給撤了，還說要開
除他的黨籍呢！”
　　江濤氣憤已極：“啊，他們憑什麼？！”
　　於梅：“因為老耿帶著大家學了《黃河大學學報》轉載
的幾篇文章，我們對‘三項指示為綱’提出了不同看法，他
們就說老耿煽動工人反省委，反黨，反中央……”
　　江濤：“嗯，我馬上去省委！”說罷飛身上車。
　　自行車輪子在飛轉，江濤嚴峻的臉上佈滿了汗珠。
　　突然，那兩個和大闖一起賣學報的學員迎面跑來，他們
的衣服被撕破了，氣喘吁吁地邊跑邊喊：“大闖被一夥子壞
人抓走了！”
　　江濤猛猛剎車：“在哪兒？”
　　學員甲：“報亭。”
　　學員乙：“賣報時，有個留小平頭的傢伙帶了一夥壞蛋，
又打又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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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濤焦急地推車便走。
　　報亭前，平板車輪子朝天，還在轉動著。學報散落一地。
　　江濤對兩個學員說：“你們先回去，我馬上去省委。”

二十八
　　韓凌的辦公室。
　　韓凌皺著眉，緊張、急躁地翻看秀才們為他準備的材料，
說：“都用不上嘛！”
　　宋平為難地：“馬列的著作都找遍了，沒……沒有找到
論、三項指示為綱’的。
　　韓凌說：“你們就是不下功夫，差不多，類似的也可以
嘛！江濤他是個工人，沒多少文化，他懂多少馬列？”他翻
著《列寧選集》，突然喜出望外：“你看，你看，我一翻就
翻到了，這句話就很不錯嘛！多有力量！”
　　宋平奉承地：“韓書記的水平在那裡嘛！”
　　韓凌踱著步：“你們就是不認真啊！”他在臺歷前停下
來，用筆在上面寫了幾個什麼字，突然問宋平：“今天是九
月十七號？”
　　宋平：“是呀！”
　　韓凌猛地拉下臉來，把鉛筆往桌上一扔，“呵，九年前，
也是今天吶，江濤帶著一夥子工人衝進來造反是不是？”
　　宋平：“對，就是他帶頭鬧的事。”
　　韓凌從鼻子裡哼哼冷笑幾聲，拿出一張照片，自己看了
看說：“你看！”
　　宋平接過照片。
　　照片特寫：當年批判韓凌的大會上，江濤在發言，會標
上寫著《批判走資派韓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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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凌：“這就是鐵證。”宋平翻過照片背面上用毛筆寫
著：“歷史將證明我無罪。”
　　韓凌繼續說：“哼，哼，九年九年，歷史跟我們開了個
大玩笑，今天該收場啦！……”
　　韓凌的話音未落，門砰然被推開。高大魁梧的江濤屹立
在門前，目光中射出兩道憤怒的光焰。韓凌眼前迅速地閃現
出九年前江濤戴著造反隊員的袖章衝進韓凌辦公室的情景。
韓凌的眼睛裡掠過一道凶惡的目光，隨之又對江濤笑了笑：
“坐。”
　　江濤抑制著內心的怒火，一字一頓地說：“一個老工人，
因為不同義你們所謂的整頓，被你們又撤職又批判；這期的
學報，因為發了幾篇批判修正主義的文章，就被你們扎壓查
封。我不明白，這究竟是為什麼？鍾大闖因為賣學報就被你
們抓起來，這又是為什麼？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
　　韓凌：“什麼罪？今天和這個對著幹，明天和那個對著
幹，現在又跟省委、跟中央幹上了！一會兒要大學生當農民，
一會兒整教授，這次又反起‘三項指示為綱’來了。”宋平
遞過學報，韓凌翻開學報：“你看鐘大闖這篇文章寫的是什
麼？！”‘某些人打著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旗號反對批判資產
階級法權，’這某些人指的是誰？！”
　　江濤：“誰把資產階級法權當作命根子，就對著誰，難
道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有罪嗎？”
　　韓凌一副為民請命的腔調：“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多革
命啊！可你有足夠的物質基礎嗎？你能解決衛星上天嗎？能
解決自動化，機械化問題嗎？文化革命亂了九年，全省幾千
萬老百姓，他們盼什麼，盼著菜籃子裡裝上更多的豬肉和青
菜，住上更寬敞的住房，穿上更漂亮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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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濤：“韓凌同志，你講的對我很有啟發，”江濤走到
書櫥前抽出一本書，“我也想起了一段有名的話：“堯有革
命的衝動是不夠的……”
　　韓凌緊接著：“就是嘛，那是空談，是假革命！”
　　江濤不動聲色地繼續念：“堯有革命的衝動是不夠的，
我們還需要一盤土豆燒牛肉的好菜，需要有書和良好的往宅
……我們應當有更多的吃的、更多的好菜，學校和芭蕾舞…
…”江濤“啪”地把書一合，露出封面：《赫魯曉夫言論
集》。
　　韓凌象捱了一巴拿似的，臉上，脖頸的肥肉不自由主地
抽搐了一下。
　　江濤：“你們想把不搞現代化，不關心群眾生活的帽子
扣在這些好同志身上，可是，是誰踏遍了黃汙幾千裡找出了
治沙方案？是誰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地生產治黃河的機械設備？
是誰裝著黃河兩岸的幾千萬人民？正是他們！正是被你們撤
職、批判、鎮壓的人！”
　　韓凌地從沙發上站起來，惱怒地走到一旁。
　　江濤繼續激動地說：“我們是要搞現代化，可是我們更
懂若不抓階級鬥爭，不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黨就要變修，國
就要變色！在那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裡也搞現代化。可是，
衛星上天，紅旗落地，那裡的革命者，住的是監牢，戴的是
腳鐐、手銬！”
　　韓凌的臉漲成豬肝色：“你不要扯遠了”，說著伸出三
個指頭：“我們講的‘三項指示為綱’，是既講政治，又講
經濟的！”
　　宋平：“而且是有理論根據的。”說著把《列寧選集》
遞給韓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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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凌：“聽聽列寧是怎麼說的吧！‘從政治上看問題和
從經濟上看問題有同等的價值，二者都可以採用！’也就是
說政治和經濟都要放到綱的位子上。嗯，《列寧選集》一九
七二年版，第四卷，第四四一頁。老祖宗的話沒有錯吧？”
韓凌把書往桌上一攤，得意地坐在沙發上：“同志，要多讀
點馬列的書阿！不然會出大笑話。”
　　江濤定眼看看韓凌，爆發出一陣大笑：“念下去，接著
念去！”
　　韓凌愕然地看看江濤，趕快再看看自己剛才念過的那段
話，江濤從韓凌手裡拿過《列寧選集》說：“韓凌同志，你
剛才唸的那段話是列寧引用布哈林的話，”韓凌面色蒼白，
十分尷尬。“而後面就是列寧對布哈林這個觀點的無情批判，
我來幫你念吧！”如果以為從政治上看問題和從經濟上看問
題有同等的價值，二者都可以採用，這就忘記了馬克思主義
最起碼的常識！江濤合上書：“韓凌同志，你把布哈林當成
自己的老祖宗啦！”
　　韓凌、宋平面面相覷，無言以對。
　　宋平趕緊說：“這是疏忽。”
　　江濤嚴肅地：“這絕不是偶然的疏忽，說明省報上鼓吹
的這套東西是老機會主義的破爛！”
　　韓凌絕望狂叫：“你放肆！你要考慮考慮後果，三項指
示都是毛主席的話。”趙昕走進來，仔細地聽著江濤的話。
　　江濤：“毛主席從來講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
　　趙昕：“講的好啊！”
　　江濤：“趙大姐。”
　　趙昕拍拍江濤的肩膀，走到韓凌面前，她把一疊信件放
在韓凌面前：“你看，我們已經收到了幾百封工農兵的來信。
人心、黨心、黨員之心是不喜歡你們一套的，剛才絕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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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都來了，對你不經過常委討論就扣壓黃河大學學報，大
家都很氣憤、堅決要求把這件事向毛主席、黨中央報告，同
時坤印五萬份學報，把毛主席的思想送到廣大群眾的心
裡。”
　　江濤眼睛發亮，緊緊握住趙昕的手。
　　趙昕對江濤：“老耿已經恢復了職務，大闖也回學校去
了。”
　　江濤：“好！咱們看看他們去。”說著兩人走出。
　　屋內，過了半晌，韓凌才從沉重的打擊下甦醒過來，突
然，他把工農兵來信往茶几上一扔，從沙發上跳起來，撥動
紅色電話機：“接北京，鄧副總理。”

　　歌聲起：
　　校園，古亭前，大闖等同學潮水般的湧來，趙昕、江濤
激動地和大家握手，笑著。
　　印刷廠，滾筒飛速旋轉，學報源源而出。
　　水力機械廠。學報特寫。老耿手拿學報慷慨激昂地發言。
牆上醒目的會標：“評《水滸》，狠批投降派。”周圍群眾
高呼口號。
　　黃河邊。沈牛等手技測量花杆、儀器，在黃河邊上忙碌
地工作著。
　　黃河浪濤奔騰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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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二十九

　　韓家的庭院裡。
　　小非揹著書包走在甬道上。迎面，一位男服務員驚訝地
理怨：“小非，你怎麼自己回來了？你爸爸交待過，你回來
時，打個電話，派小車去接你。”
　　小非淡淡地笑著，點頭走過。一位阿姨託著空盤子從一
邊走來。她同小非打了個招呼，帶著幾分神祕地說：“唉，
聽你媽媽說，你爸爸要送你去外國去唸書，說那樣才能學到
什麼真才實學……”
　　“留學？”小非精神一振。
　　阿姨還繼續著自己的話：“真不明白，外國大學比咱們
的……”
　　小非：“我爸爸呢？”
　　阿姨收住話，向一邊一指：“釣魚呢。”
　　飄著斑爛浮萍的魚池邊，韓凌懶洋洋地半躺在尼龍躺椅
上，把裝好魚餌的釣鉤甩進魚池。他身邊的茶几上擺著清涼
飲料、香菸、茶具和一個顯眼的進口小冷芷瓶。喬伯仁和王
堅系坐在韓凌兩側。
　　王堅神色嚴峻，注意著韓凌的談話。
　　韓凌：“……作為一個老同志，我一直想挽救他，使他
能同我們的工作合拍、不致於在這些年極左的泥塘中越陷越
深。但，事與願違啊……”
　　喬伯仁敲著邊鼓：”是啊，韓凌同志對他真仁至義盡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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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堅起身踱步，思考著，突然，他停住腳步憤怒尖銳地
問：“直說吧，你們到底要對江濤怎麼樣？”
　　韓凌瞥了王堅一眼，從茶几下層取出一份文件，遞過來，
“老王，你先看看這份文件，這是我同中央通話的記錄，鄧
副總理批評我們啦，不果斷，太手軟，是呀……”
　　王堅看著文件，驚愕地：“掛職不放？這和撒職有什麼
兩樣？”
　　韓凌仰面朝天，“可以自己去理解嘛。”他拾起身子面
向王堅道：“江濤這幾年排擠、打擊老幹部，你也身受其害，
應當起來大膽揭發。”
　　王堅壓抑著怒火，對韓凌：“你這是……挑唆，七八年
來，我們一起工作、學習，他從來沒有壓過我！”他轉向喬
伯仁，激動地：“也沒有壓過喬伯仁！他從來是真誠地幫助
我，鼓勵我，愛護我……”他深情地沉思片刻，“從他身上，
我看到一個共產黨員的堅定立場；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培養鍛
煉出來的新幹部的反潮流精神！”他凝視著，走向韓凌：
“我沒想到，你會對他作出這樣的決定，這是迫害！”說完
大步走去。
　　韓凌滿面憤怒，把魚杆一扔，盯著王堅遠去的身影，招
呼著：“老喬。”
　　喬伯仁走到韓凌身邊坐下，傾聽著。
　　韓凌：“撒掉江濤以後，立即宣佈撤銷開門辦學點，首
先是大壩工程！”他狠狠地低語著：“看來，王堅也靠不住，
乾脆一起撤掉！”
　　喬伯仁倒吸了一口涼氣：“他是老幹部哇。”
　　韓凌：“不聽話的，新的老的一塊捋。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當然，也要有個步驟。”
　　喬伯仁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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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凌：“今天晚上，你協助宋平……”
三十

　　黃河大學黨委會議室。
　　群眾聚集在黨委會議室門外，低聲議論，有人“噓”了
一聲。
　　人們屏住呼吸，向屋裡傾聽著。
　　宋平的畫外音；“好，我繼續宣讀。”
　　會議室裡，宋平得意地捧著文件?讀著：“……免去工宣
隊張楷同志黃河大學黨委副書記的職務。免去工?隊黃新、李
大成、於永泉校黨委委員職務，調回原單位工作……”
　　委員仍驚愕，憤怒的神情。
　　會議室外，群眾情端激烈，文教授和周老師忿忿不平地
交換著眼色。
　　宋平的畫外音：“……希望你們……”
　　會議室裡，喬伯仁的目光擋視著會場，聽著宋平的?讀。
觀察著反映。
　　宋平：“……回到工廠以後，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多做
貢獻。
　　張楷同志主管的教改工作，由薛耀宗教授負責。
　　薛耀宗矜持地笑笑，同目光交觸到的人點著頭。
　　王堅憤怒地：“說說理由嘛！”
　　宋平看看喬伯仁，喬伯仁道：“很清楚，為了要充分發
揮教師的作用嘛。”
　　一片嘈雜。
　　宋平用空茶缸敲敲桌面：“我接著?讀：第四，江濤同志
……”他的目光從文件上溜向江濤。江濤正安祥、泰然地注
視著他，他慌忙收回目光，念道：“破壞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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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提極左口號，給省委施加壓力，對抗‘三項指示為綱’，
對抗全面整頓，破壞安定團結，錯誤是嚴重的。省委決定，
江濤同志掛職不放，由喬伯仁同志代理黃河大學黨委書記職
務。”
　　群眾，無比義憤，大闖拍案而起，“省委這個決定是錯
誤的！”
　　王堅：“我抗議這種迫害行為！”一道閃電，“要求省
委撤消這個文件！”一陣雷聲。
　　宋平沒料到反映會這般強烈，心驚膽顫地溜出會場。
　　“不知道這是黨委會嗎？”他喝問臺階上議論著的群眾。
　　工人甲氣憤地：“薛教授不是黨員可以列席，我們是黨
員怎麼就不能聽！”
　　宋平：“什麼……”
　　學員乙：“噓！江書記講話呢！”
　　江濤屹立案前：“同志們，掛職下放也好、全面整頓也
好，無非是一個意思：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搞的一切都不
行；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一套都是好的。但是，他們忘記了一
個真理，那就是：復闢倒退行為從來是短命的，新生事物不
可戰勝！”
　　掌聲雷動！
　　江濤：“我們的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她經歷
了十次路線鬥爭的考驗。她屹立著，像黃河的中流砥柱，迎
接著一千次，一萬次的挑戰！”
　　又是暴風雨般的掌聲！
　　電話室裡，正在做著電話記錄的宋平慌忙捂住電話，氣
急敗壞地，“不，他們是給江濤鼓掌呢，局面不好挖劑，…
…對，對，我就是這個義思，只要把首長精神一傳達，群眾
一定會覺悟的。是，韓書記，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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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精神抖撒地放下聽筒，轉過身來，看到電話室的老服
務員正在鼓掌，湊上去，訕笑著說：“老大爺，別鼓掌了，
你上當啦！”
　　老服務員白了他一眼，更加起勁地鼓著掌。
　　黨委會上，江濤繼續發言：“同志們，這幾年的路是怎
麼走過來的？……是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過來的。這是
條嶄新的路，艱苦的路，這條路我們走定了，原有的九十七
個開門辦學點，一個也不準撤，門要越開越大！”
　　群眾鼓掌。
　　王堅：“同義江濤同志提議的舉手。”說看自己首先把
手舉起來。
　　一層，二層從會議室到院子裡，人們都莊重地舉起手。
　　宋平：“同志們！不要上他們的當。江濤，你不要執迷
不悟了，掛職下放，這是給你的悔過機會。”他轉對大家：
“他在煽動大家反對黨中央！明確告訴大家吧，省委 62號文
件是有來頭的，是按照鄧副總理的指示精神決定的！”
　　文若洲、周潔等愕然。
　　江濤緩緩站起，巍然挺立；“同志們，不管有多大的狂
風惡浪黃河的水絕不會倒流，我們要為真理而鬥爭。”
　　悲壯的國際歌旋律中，人們眼含熱淚拼命鼓掌。
　　王堅：“江濤同志”，他奔向江濤，握住江濤的手。群
眾一個個熱淚盈眶。
　　江濤走著，老服務員迎上前一把握住江濤的手，他無限
深情地望著江濤好久才說出一句話來：“江濤同志，看大家
都在等著你呀！”
　　江濤隨著老服務員走到小院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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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外。江海走出會議室，群眾緊緊圍上去。大家爭著和
江濤握手，文若洲、周潔握著江濤的手，懷著崇敬的目光看
著他。
　　天空烏雲翻滾。

三十一
　　黃河邊。
　　濁浪排空。
　　風捲殘雲，黃河的怒濤在咆哮。
　　江濤心潮澎湃，在岸邊來回踱步。
　　江濤心聲：“喬伯仁為什麼敢把十七年批臭了的東西又
搬出來？
　　江濤踱步，激浪翻滾，濤聲震天。
　　江濤心聲：“韓凌為什麼明目張膽地標文化大革命的帳，
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江濤心聲：“鄧小平能代表黨中央嗎？”
　　江濤心聲：“毛主席說：要驚惕出修正主義，特別要警
惕中央出修正主義。”
　　狂風把樹梢吹得來回搖曳。
　　江濤頂風疾步。
　　柳樹枝條飛舞著。

三十二
　　江濤家。
　　江濤開門進屋。
　　小梅光著腳“噠噠噠”地從屋裡跑了出來，叫著“爸
爸！”
　　江濤雙手拉住小梅問：“這麼晚了，還沒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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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爸爸，有人說你犯了大錯誤，說你是野心家，
想當大官……”
　　小梅流出眼淚。
　　江濤一邊用手揩去她的眼淚一邊說：“爸爸可不喜歡眼
淚。”
　　小梅：“爸爸，咱們回工廠去吧，耿大爺他們都喜歡你，
媽媽說要接你回工廠。”
　　江濤抬頭往裡屋看。
　　裡屋。於梅坐在床邊，知道江濤看她，站起，背過身擦
眼淚。
　　江濤抱起小梅走回裡屋，放下小梅，說：“小梅，你睡
覺去吧。”走向於梅。
　　於梅含著淚，揹著江濤。
　　江濤：“於梅，你這還是頭一次來接我的吧。”
　　於梅低頭不語。
　　江濤：“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是我你送我上戰場。搞
合作化、治黃河、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你都是送我去戰
鬥，可從來沒有把我從戰場上往回接呀。”
　　於梅：“老江。”她的眼睛溼潤了，強忍住淚水，聲音
顫抖著：“回工廠一樣鬧革命，咱們工人抱成一團跟他們
鬥。”
　　江濤：“於梅，工人階級登上上層建築是毛主席派我們
來的。
　　要是毛主席問咱們為啥回工廠，你說咱們該怎麼回答
呢？”
　　江濤扶著於梅的肩膀深沉地說：“在我們國家，哪一個
人不受教育。哪一個家庭沒有學生？我們如果不把學校辦成
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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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象蘇聯那樣，專門培養精神貴族，成為復辟資本主義的
工具，牢牢地佔領學校這塊陣地；是咱們工人階級的光榮和
義不容辭的責任呀！”
　　於梅：“可現在有人說：你是反省委、反黨、反中央”。
　　江濤：“你相信嗎？”
　　於梅搖搖頭。
　　江濤：“是啊。”他停頓了一下又說：“毛主席領導我
們黨進行了十次路線鬥爭。陳獨秀、劉少奇、林彪都是打著
中央的旗號，今天的鄧小平能代表中央嗎？”
　　他們邊說邊走向窗口，窗外電閃雷鳴。
　　於梅：“當然不能。”
　　江濤：“我們就是要和廣大群眾一起同修正主義對著
幹。”
　　窗外一陣霹靂，一道閃電，接著下起瓢潑大雨。
　　宿舍外，大雨如注。
　　老耿穿著雨衣，向單元樓走來。
　　老耿走進樓裡，姚明力匝了上來。耿師傅瞟了他一眼，
脫掉雨衣，使勁一抖，向前走去。
　　姚明力掏出筆記本寫著。
　　老耿開門，叫著“江濤”。急步走進屋，江濤大步匝上
來，兩雙手緊緊握在一起。於梅走來叫了聲：“老耿”接過
雨衣。
　　江濤：“老耿同志，你怎麼來了？”
　　老耿：“昨晚，他們就把省裡 62號文件傳到了工地上，
大夥壓根兒不理他們的茬。同志們讓我連夜趕來，叫你頂住！
整個工人階段都和你站在一起。”說著從懷裡拿出疊好的一
面紅旗遞給江濤，說：“還要我把這個帶給你。”
　　一抹晨光，透過明亮的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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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濤激動地抖開紅旗，滿懷激情地：“老耿同志。”他
看著老耿、於梅，回憶起風雷激盪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回憶起工人階級登上上層建築的情景，心潮起伏，熱淚盈眶。
紅旗抖動，上面寫著：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旗上染著斑
斑血跡化著以下畫面：
　　工宣隊的紅旗迎風獵獵。
　　工人宣傳隊隊列整齊，浩浩蕩蕩開進黃河大學。
　　江濤站在隊伍前列，向後揮手。
　　老耿高舉紅旗衝上樓梯，槍響。
　　老耿臂膀受傷，血染紅旗。
　　江濤一個箭步衝上來，扶住老耿，接過紅旗，把老耿交
給另一工宣隊員。
　　江濤高舉紅旗急奔向前，把紅旗插在樓頂上。
　　紅旗迎風揚。
　　（化入）江濤緊緊握著老耿的手：“老耿同志，這面紅
旗留下了我們工人階級的鮮血，上層建築這個陣地我們要永
遠佔領下去，要不停頓地向資產階級進攻。”
　　江濤激動地走向窗子，晨風撲面，太陽就要出來了。

三十三
　　黃河工地。
　　豎立在工地的大字報欄前圍滿了人。
　　大學報標題：
　　署名江濤的是：《走資派還在走》。
　　署名鍾大闖、沈牛的是：《不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署名卓瑪，蕭紅的是：《從奴隸主的皮鞭到走資派的整
頓》。
　　署名周潔、文若洲的是：《要害是復辟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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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濤還在張貼大字報。
　　兩個人在低聲議論著。
　　甲：“老江這麼幹，我真替他捏把汗。”
　　乙：“怕什麼，天塌不下來。”
　　周潔畫外音：“老江。”
　　周潔急匆匆地跑來。
　　江濤從人群中擠出來：“出什麼事啦？”
　　周潔：“喬主任到劉家渡撤點了。運器材的汽艇也給卡
了。”
　　大闖上前：“那還行，沒有汽艇，起重設備怎麼上
來？”
　　江濤沉思了一下，果斷地：“走！”
　　眾：“我們也去！”
　　田大娘提著漿，大步流星走來：“大娘搖船送你們！”

三十四
　　劉家渡辦學點。
　　烏雲密佈。同學們正在緩慢地拆帳篷，收拾東西。旁邊
停著四輛大卡車和一輛上海牌小橋車。
　　喬伯仁叫喊著：“快，快裝，抓緊時間，不想走也不行，
這是上級的命令。”
　　薛耀宗在一旁指手劃腳，催促同學們搬運東西。
　　老耿坐在石頭上，動也不動地抽著悶煙。
　　黃河。
　　江濤，田大娘等奮力地划船前進。
　　劉家渡辦學點。
　　帳篷基本已拆完，東西正往車上裝。一部分同學已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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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伯仁和薛耀宗走向老耿說：“老耿，再見啦。給你們
添了不少麻煩，請多提供寶貴意見。”
　　老耿敲敲菸袋站起來：“喬書記的義思是讓我說幾句，
行啊，我說幾句。”
　　喬伯仁：“簡單點，風快上來了，別讓學生們淋了
雨。”
　　老耿：“我們送去的學生淋不壞。”轉向學生：“我說
你們這些學水利的，也要學學辯風向，是東方風兒，還是西
北風兒，掀順風浪還是掀逆風浪。”
　　喬伯仁急了：“行啦，就講到這兒吧。”
　　老耿啐了一口唾沫：“我還接著剛才那個話茬說。同學
們，黃河水不管拐多少彎，總是要流進大海的。我相信，經
過這場風雨，你們會回來的！”
　　同學們紛紛把行李扔下車來，圍擾過來。
　　大家爭先恐後地和老耿握手。
　　喬伯仁和薛耀宗衝文若洲等人喊：“你們幹什麼，幹什
麼，第一輛車光開走。”汽車開始發動了。
　　遠處傳來江濤的喊聲：“不要走！”
　　發動機聲又停上了。
　　眾驚喜若狂：“老江，老江來了！”
　　江濤等人跑來：“老耿。”
　　老耿迎上來：“老江，你可來了。”二人握手。
　　喬伯仁尷尬地走近。
　　江濤：“老喬，要撤點？”
　　喬伯仁：“是的。”
　　江濤斬釘截鐵地：“黨委決定，一個點也不準撤。”說
著，繼續往前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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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伯仁迫著說：“江濤，你應當明白，現在是我主持黨
委的工作。”
　　江濤繼續往前走：“那就請你按著黨委的決議，帶領大
家沿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走吧！”
　　喬伯仁無言以對：“江濤，你……”轉身對薛耀宗、文
若洲說“薛老，文老，咱們先走。”
　　文若洲：“咱們走不到一塊了。”
　　喬伯仁：“哼，咱們走”。拉起薛耀宗就走。
　　文若洲看著江濤。
　　江濤：“同志們……”
　　江濤站在汽車踏板上，對著大家：“……為保證三天之
內完成第一階段工程項目，這個點的師生，統統集中到大壩
工地上去打殲滅戰，實現毛主席，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
偉大號召！汽船卡了，怕什麼，咱們肩扛人拽，頂著風雨前
進！”
　　天空電閃雷鳴。
　　雨點打在黃河水面上，濺起無數個水花。
　　無數雙腳，在有力地蹬地，前進。
　　號子聲起，低沉有力的號子聲，撕裂夜幕，衝破雨簾，
直上雲天：
　　頂逆風，鬥狂瀾，
　　一根纖繩連萬肩。
　　不怕鬼，不信邪，
　　革命理想，高於天！
　　共產黨人鋼鐵漢，
　　自有紅日照心間。
　　踏碎黃河萬里浪，
　　排山倒海齊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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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向前！齊向前！
　　雨中，江濤和文教授一前一後的拉縴向前。
　　浩浩蕩蕩的拉縴隊伍頂著狂風暴雨在河灘上挺進。
　　鏡頭前掠過老耿、大闖、沈牛剛勁有力的臉：掠過蕭紅、
卓瑪大娘、周老師堅毅沉著的臉。
　　風雨中，江濤剛勁的面孔。
　　風雨中，老耿蒼勁的面孔。
　　暮色中，拉縴隊伍緩緩而行的剪影。
　　烏雲滾滾，雷聲隆隆。
　　雨過天晴，彩霞滿天。
　　從畫面底部出現拉縴的隊伍
　　隊伍迎面走來充滿畫面。

三十五
　　韓家庭院。
　　宋平同喬伯仁急匆匆走來。
　　花園裡，擺著一排苔鮮班駁，奇花爛漫的盆景。韓凌閒
散地往盆景裡澆水。
　　宋平走到韓凌身後：“韓書記，江濤他沒有一點服軟的
樣子，王堅也和他一樣，還在對著幹。”
　　韓凌漫不經心地：“嗯，好。”說著繼續往其它盆景裡
澆水。
　　宋平：“大字報貼滿工地。說你是走資派還不夠，又發
明了什麼走資派還在走。”
　　韓凌：“什麼？又把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搬出來了。”
　　喬伯仁上前：“叫江濤這麼一折騰，辦學點一個也沒撒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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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凌氣急敗壞地把水壺一摔，惡狠狠地說：“難怪鄧副
總理批我們手軟，把王堅撤掉。”說著他揹著手走到烏籠前，
思索了一下江濤嘛，我給他安排個合適的地方。”

三十六
　　夜幕垂下來。一輛黑色轎車駛下黃河大壩，駛向村口，
驚得村狗都咬起來……。
　　田家門口。
　　一隻手急促地拍著大門。門砰然而開，田大嫂出現在門
口。卓瑪氣喘籲呼地：“大娘，他們把江濤同志抓起來
了！”
　　田大娘：“啊，下毒手了？走！”
　　村街上。
　　田大娘，卓瑪，社員們，學員們象潮水般湧出村街。
　　人們喊著：“江濤——”“老江——”
　　老槐樹下。
　　黑轎車急駛而過，一溜煙跑了。
　　人們追趕著，大闖、沈牛抓起大坷垃咬著牙朝轎車扔去。
　　土塊象雨點般地朝轎車扔去。
　　大娘撥開人群擠出來，喊著“江濤——”，悲憤交集，
狠狠地罵道：“還鄉團！”
　　牢房。
　　江濤猛地被推來，他回頭罵道：“還鄉團!”
　　大鐵門“砰”地關上。
　　老槐樹下。
　　田大娘含著淚水罵道：“還鄉團！”
　　社員、學員圍在大娘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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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二十八年前，就在這棵老槐樹下，還鄉團也抓過
人啊那時後，韓凌是土改工作隊的，到這兒來檢查工作，一
天晚上………”
　　——二十八年前，夜色沉沉，秋風肖瑟，槍聲、狗叫聲
響成一片，在沖天的火光中映出了村頭的老槐樹。
　　兩個還鄉團荷槍押著韓凌走來，他臉色蒼白兩眼呆滯地
回頭看了看閃著寒光的刺刀，閉上了眼睛。
　　遠處，十五六歲的江濤和另兩個兒童團員手持紅櫻搶、
木棍跟了上來。
　　江濤透過樹杆，盯著前方，回頭向兩個兒童團員示義。
　　團丁押著韓凌從樹前走過。
　　江濤等衝下去……。
　　江濤用紅櫻槍猛刺一團丁……。
　　另兩個兒童團員用木棍打另一團丁頭部。
　　韓凌回過頭，驚往。
　　江濤從團丁屍體上拔下紅櫻槍，拾起槍，拔下刺刀、割
斷韓凌的繩子。
　　槍聲傳來。從村中閃出一串火把。
　　江濤對兩個兒童團員：“你們帶著他快跑！”
　　兩個兒童團員：“那你？”
　　江濤：“快！”
　　兩個兒童團員扶起韓凌朝後撤走。
　　江濤看了看追上來的敵人。拔下團丁的石手榴彈向相反
方向跑去。還鄉團嚎叫著，追趕著。
　　江濤依在一塊石頭後，端起了槍。
　　“砰！”
　　傳來一聲嚎叫。
　　火把亂了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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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濤又舉起槍，已經沒有子彈了。
　　還鄉團伴著狗叫聲又追了上來……
　　另一方向的韓凌拔開樹枝驚恐地看著……
　　小江濤跑到黃河邊上，他從腰上拽出手榴彈來。
　　“砰！”小江濤脖頸上中彈。他踉蹌欲倒。
　　團丁們狂叫著：“捕活的！”追上來。
　　江濤用力甩出手榴彈。
　　一聲爆炸，團丁鬼哭狠嚎。
　　火光閃閃，映紅了小江濤的臉，他怒視著又衝上來的還
鄉團，轉身跳進了滾滾的黃河。
　　韓凌和另兩個兒童團拔開灌木叢，心情顯得格外難過。
　　黃河怒浪滾滾，一個羊皮筏子上，三十多歲的田大娘吃
驚地看著水面。
　　小江濤游水過來。
　　田大娘把小江濤拉上了皮筏。
　　田大娘驚異地：“江濤！”
　　村口槐樹下。
　　田大娘感慨萬端：“這二十多年，人們走的道不一樣啊
……”
　　同學們和群眾在靜靜地聽著。
　　田大娘：“那個被江濤救過的韓凌，解放後進城當了大
官，慢慢地和咱們黃河人民心越來越遠了。砍合作社有他，
大搞‘三自一包’有他，文化大革命中鐵鎮壓群眾也有他…
…沒想到哇，當年被還鄉團抓過的韓凌，今天他也成了還鄉
團……”
　　卓瑪激動得熱淚盈眶，撲向田大娘：“大娘。”
　　田大娘扶起卓瑪：“孩子，別哭，要象江濤那樣、和他
們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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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牢房。
　　鐵窗外雪花飛舞，樹樹迎風挺立。
　　江濤憑窗眺望，少頃，回身坐下來寫信……

三十八
　　熊熊燃燒的篝火。
　　江濤感情而有力的畫外音：“……每天我站在小窗前向
外望著。白天我想，你們一定在大壩上鬥爭著，工作著；夜
晚我想，你們一定在老槐樹下繼續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
　　槐樹前，篝火旁，田大娘懷裡抱著小梅，文教授邊聽邊
擦眼鏡、大闖摯著信，抹了把淚水。
　　江濤畫外音：“田大娘，過去你總問我，為什麼象韓凌
這樣的老革命，一到勝利後，總和我們想不到一塊去呢，過
去我也總想這個問題，今天，我越來越清楚了，他們在民主
革命時期是，我們的同路人，搞社會生義了，舉革命到他們
自己頭上了，他們就反對，成了革命的絆腳石，但，革命的
洪流是阻擋不住的……不管現在鬥爭怎樣艱難，我相信，毛
主席一定會帶領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開展對修正主義大反
擊的！”
　　伴看熊熊的篝火，響起歌聲：
　　篝火熊熊喲遍地燃，
　　火焰燦燦喲驅風寒。
　　革命火種毛主席抪，
　　烈火定要燒紅天！
　　歌聲中，蕭紅和卓瑪在看《列寧選集》。

—51—



　　歌聲中，文教授在寫入黨申請書，……
　　鏡頭回到篝火上，烈焰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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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三十九

　　篝火騰起熊熊烈焰。
　　（急推）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什麼‘三項指示為綱’，
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
目。”
　　語錄化為萬杆旗，化為奔騰的黃河。
　　豪邁、高昂的主題歌起：
　　《毛主席率領我們大反擊》
　　啊——
　　黃河怒濤拍天起，
　　奔騰咆哮幾萬裡。
　　汙泥沉沙擋不住，
　　毛主席啊率領我們大反擊！
　　鄧少平要搞復辟，
　　我們和他鬥到底。
　　走資派在哪裡走，
　　我們就在那裡大反擊。
　　征途縱有千重險，
　　頂風踏浪無所懼。
　　反擊、反擊、反擊，
　　迎接那光輝燦爛的共產主義！
　　歌聲中出現以下畫面：
　　紅旗前導，歡慶的人群如潮奔湧。
　　郵局旁門裡，呼啦啦衝出一群身穿綠郵裝，騎著腳踏車，
載著喜訊的郵遞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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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邊，擠滿了販買《人民日報》、《紅旗》的人群。
工作人員興奮地忙碌著。
　　黃河大學的大字報區，許多我們熟悉的人在張貼大字報。
鏡頭閃過一串大字報標題。
　　小梅和另外兩個紅小兵用磚頭墊著腳，貼出革命兒歌：
《鄧小平就是胡漢三》，群眾圍看：“
　　鄧小平就是胡漢三，野心勃勃想變天，
　　我學冬子舉柴刀，消滅地主還鄉團。”
　　一雙大手把《人民日報》疊在一起。老耿將報紙揣生在
胸前口袋裡，對圍在一起的工人一揮手……

四十
　　一輛轎車在通過市區洪流般的人群。歌聲止，轎車中坐
著趙昕，田大娘，於梅和小梅。
　　田大娘拉著趙昕的手：“聽了毛主席的話，我一宿沒合
上眼。
　　我想著，幾個月了，黃河凍了，又化了，可江濤還是一
點音訊也沒有。咱們看他幾回，回回不讓見，真狠哪！”
　　司機側過頭，念念地：“他們抓了江濤，連趙主任也不
放過，硬給逼著去蹉什麼點，還在下面煽動人整她。”
　　汽車駛進一個冷靜、森嚴的院子。
　　深長的走廊一端，趙大姐等人神情激動地等候著。
　　小梅悄聲問：“媽媽，爸爸在這兒開會嗎？”
　　於梅抑制住眼眶裡的熱淚，搖了搖頭。
　　走廊盡頭的轉彎處，傳來了一陣腳步聲，一個高大的身
形出現了。
　　小梅突然尖叫一聲：“爸爸——！”閃電般地撲了過去。
　　趙昕，田大娘，於梅緊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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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緊緊摟住江濤的膀子。
　　江濤激動地握著趙昕的手、妻子的手，大娘的手。
　　田大娘拉著江濤，抬起淚眼端詳著。用顫微微的手撫摸
著江濤。突然江濤的眉頭聳動了一下，大娘義識到了什麼，
一把拉開江濤的衣領。
　　一道紫紅的血痕，迭在還鄉田團槍擊過的疤痕上。
　　大娘悲憤的目光。
　　趴在江濤肩頭的小梅臉上掛著淚珠，眼睛瞪的園園的。
幼小的心靈，埋下仇恨的種子。
　　趙大姐把一份報紙遞給江濤。
　　江濤的目光飛快地掠過報紙上的社論標題，頓時燃起兩
柱火熱、熾烈的光。心中有千言萬語在翻滾著，他無限幸福，
歡悅地輕聲道：“毛主席……”
　　趙大姐：“毛主席為咱們說話了。”
　　窗外，群眾歡騰的聲音隱隱傳來，江濤大步向前，猛地
推開窗子。
　　一陣歡騰聲浪象洪水一般向窗裡噴湧出來。江濤探身窗
外，他看見——在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引導下，英雄的人民，
似不盡的黃河水，滾滾東流。對面樓上，一幅巨大的毛主席
畫像，親切，慈詳地喥望著一切。滿腔的熱血在他的胸中沸
騰著。千言萬語終於迸發出來——“毛主席萬歲！”

四十一
　　省委走廊。
　　趙昕與江濤邊談邊走。不時有人從他們身邊走過，打電
話聲、打字聲依希可聞。
　　趙昕：“毛主席一聲令下，群眾馬上發動起來了，這充
分證明翻案不沒人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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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作人員：“江濤同志，那份要下發的文件您修改定
了沒有？”
　　江濤拿出文件指點著說：“為了使運動深入下去，要特
別強調學習理論，研究政策這兩條。”
　　一工作人員：“趙大姐，北京電話。”
　　趙大姐去接電話，江濤走到打字室，拿起一份打印好的
文件務看閱著。老耿、大闖探頭走進。
　　老耿：“我到處找你，問誰都說你在，可誰都說不準你
在那兒。老江，大夥合計了，建議咱們省的各系統批鄧大會
就在大壩上開”。
　　江濤：“好：讓黃河給咱們助威。省委也有這個想
法。”
　　老耿：“咱又報喜，又批判；先放水，後發言。”
　　江濤對大闖：“學員們的情況怎麼樣？”
　　大闖：“開批判會，寫大字報，學理論，查資料，搞社
會調查，勁可足了。”說到這裡一笑，“沈牛他們要揪鬥喬
伯仁。”
　　江濤：“我們的矛頭是要對準鄧小平，老喬的錯誤是嚴
重的，但我們還是要通過批鄧把他教育團結過來，你先找老
喬談談，順便把最近幾份學習文件帶給他。

四十二
　　趙昕辦公室。
　　趙昕放下電話，對江濤：“毛主席、黨中央一再打招呼，
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站在鬥爭第一線，帶頭揭發、批劃：對幹
部真是愛護的無微不至啊！……可惜韓凌是一句話也聽不進
去。

—56—



　　江濤：“運動一開始就抱病不出來，他究竟是什麼病？
我看他是一搞修正主義就拼命，一搞社會主義就生病，在生
病的掩護下繼續和革命人民拼命。”
　　趙昕：“他是越滑越遠，實在是很危險吶，……我們還
是要再找他談談。”說著遞給江濤一份材料：“這是最近一
期的《激情動態》，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複雜了。”
　　江濤著著看著脫口而出：“姚明力？”恰巧，江濤看到
姚明力與小非並肩，從半開著的門前閃過，他放下手中的材
料，急步來到走廊。
　　江濤：“小非！”
　　小非：“老江！”
　　姚明力：“江濤啊！再見。”和小非小聲地說了句什麼
匆匆走去。
　　江濤扶著小非的肩膀，語重心長地說：“小非，你覺得
姚明力這個人怎麼樣？”
　　小非：“沒什麼，對我挺關心的。”
　　江濤：“你瞭解他嗎？”
　　小非：“工人出身，在蘇聯留過學，怎麼啦？”
　　江濤：“這個人值得警惕啊！小非，在現實的階級鬥爭
中，一個人如果不願和工農劃等號，那麼，反革命分子就可
能找他，劃等號了。”
　　小非：“有那麼嚴重？”
　　江濤：“不僅嚴重，而且十分明顯。”
　　小非：“……”

四十三
　　韓家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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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凌正在專心地打太極拳。宋平走進，未敢打擾。韓凌
用眼角
　　的餘光看到了宋平，仍在打著，直到收式。
　　宋平：“這是寄給您的。”
　　畫面：一本油印小冊子：《為保衛四個現代化而奮鬥》。
落款：保衛四化委員會。
　　韓凌：“保衛四化委員會？不是不準搞群眾組織嗎？”
　　宋平：“但是群眾還是要組織，並且必然會找到他們自
己的領袖。”
　　韓凌：“主要是些什麼觀點？”
　　宋平：“認為批判鄧副總理，實際上是破壞了四個現代
化的宏偉遠景。口氣激烈了點……。”
　　韓凌：“憂國憂民嘛！難免有偏激情緒。”他又指著小
冊子的一段話說：“也在耽心打開隧洞會引起大壩斷裂；還
惦記著進口的挖泥船。群眾很瞭解情況嘛！”
　　喬伯仁畏畏縮縮地走進，韓凌將小冊子塞進衣袋。
　　韓凌對喬伯仁：“你越來越難請了，薛教授呢？”
　　喬伯仁：“他說他感冒了。”
　　宋平：“老泥鰍！老喬，這兩天風是大了點，你可不能
風大就縮頭啊，不然風過之後，又怎麼說呢？鄧副總理還在
工作嘛！”
　　韓凌：“我主要是想問問你這個打開隧洞閘門放水，到
底怎麼樣？”
　　喬伯仁：“我以前也是覺得不行，可是現生越深入瞭解，
越覺得成功的可能性極大。”
　　韓凌：“還是叫群眾去判斷吧！”
　　喬伯仁回身，驚恐的目光落在了不遠的一個月亮門上。
　　一陣門鈴響過，趙昕、江濤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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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昕：“老韓，疼好些嗎？”
　　韓凌：“謝謝，謝謝，進展不大。”他招呼著，讓座。
　　江濤：“老喬也來了，在談什麼？”
　　喬伯仁：“啊……在談這個……批鄧大會。”
　　趙昕：“那就一塊談談吧。韓凌同志，剛才接到中央電
話通知，指示我們要以階級鬥爭為綱，排除干擾，深入批鄧，
我彙報了咱們這次大會的準備情況。”
　　韓凌：“那很好！”
　　趙昕：“中央的指示很及時，這是省裡運動的幾份情況
通報。”她從皮包中取幾份材料遞給韓凌又說：“階級敵人
在活動，社會上有一些攻擊運動的謠言，還有人揚言要破壞
這次批鄧大會。”
　　韓凌：“破壞當然是不允許的。但是運動來勢很猛，群
眾一時不理解，有些糊塗觀點，絕不足為怪。
　　江濤：“韓凌同志，小撮有嚴重問題的傢伙、新老資產
階級分子，沒有改造好的金建分子公開跳出來對抗批鄧，矛
頭指向毛主席、黨中央，你卻把他們葉做群眾，還說是不理
解，這不是很奇怪嗎？”
　　韓凌：“噢，噢？是這樣？……久病臥床，太閉塞了，
跟不上形勢啊！”
　　趙昕“閉塞？恐怕你並不那麼閉塞吧！”
　　韓凌：“你這話裡有話呀！”
　　江濤：“你心裡很明白。在你病假期間、社會上謠言四
起……，他也拿出一份《保衛四代委員會》能印油小冊子，
韓凌一怔。江濤繼續說：“這裡的許多謠言，同你對運動的
暖昧態度，以至某些言論，是直接相關的。”
　　韓凌竭力剋制住自己的感情，氣急敗壞地：“你還想說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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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濤：“我還要提醒你，他們不僅有言論，而且有組織、
有行動，還和省委的某些人有聯繫。”轉對宋平：“省委機
關裡有個叫姚明力的，最近活動十小猖狂。宋祕書長不會不
知道吧！？”
　　宋平驚慌失措。
　　韓凌：“還有什麼問題？”
　　趙昕：“希半你能根據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明天的批鄧
大會上，有一個旗幟鮮明的態度。”
　　韓凌：“當然，當然！”
　　趙昕，江濤走了，韓凌的臉一點點地露出凶相。他叫了
一聲：“老喬！”回頭一看，人去座空，那個月亮門大敞著。

四十四
　　一盞用報紙做罩的電燈發出微弱的燈光。
　　房屋內，華貴的傢俱擺設得很不得體，煙霧騰騰，杯盤
狼笈。
　　在床上，沙發上，桌角上，窗分上散亂地聚著七、八個
人。
　　姚明力推著小非走進，滿面春風地：“介紹一下，韓書
記的公子，一位有頭腦有熱血的青年。”
　　彪子踉蹌地走近小非：“小非，還認得老兄吧？過去一
塊療養、避暑……哼，文化大革命毀了我爸爸，今天又輪到
了你爸爸……”
　　姚明力握住小非的手：“韓渡同志現在的姿態對我們很
有利啊！”
　　小非惑地看看周圍，問姚：“你不是說討論實現四個現
代化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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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彪子冷笑一聲：“四個現代化？！首先是權！你看看這
個！”
　　他拋給小非一本小冊子：“天安門前已經行動起來
了！”
　　小非一翻就驚呆了：“這不是反……”
　　姚明力：“該反的就得！”
　　彪子狂叫：“事成之後，第一個絞死江濤！”
　　“還有那個趙老太婆！”姚明力神氣活現地：“同志們，
現在是乾柴已備，只待點火，我們拯救四化委員會要在鄧副
總理的領導下、搞真正的社會主義……”
　　彪子舉杯：“弟兄們，乾杯！”
　　小非面色蒼白，跌坐在沙發上，耳邊響起江濤的畫外音
“你不厭惡和工農劃等號，僅革命分子可能就要和你劃等
號！”
　　小非騰地站起，向外走去。
　　姚明力逼近小非，眼裡露出凶光：“進了這個屋，就是
我們的人了。”然後又拍拍小非肩膀說：“這個時後，我們
需要你和你爸爸，而你也需要我們，為了拯救中國的前途和
命運，咱們大幹一場吧！”
　　突然，門外一隊巡邏民兵走過。屋裡的人們露出了恐懼
神色。
　　民兵過後，姚明力惡狠狠地：“今天夜裡誰也不準回家，
明天早晨一塊上大壩！”

四十五
　　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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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壩下民兵的萌形，一抹紅霞照在身著工裝的工人民兵、
穿對襟褂、扎羊肚毛巾油公社民兵和穿雪白的海軍服的蕭紅
臉上。
　　會標《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大會》。
　　卓瑪等持著綵綢，沈牛等抬著大鼓從人群中走過。
　　工地上一片緊張、忙碌、喜氣洋洋的景象。
　　工地指揮站。透過指揮所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大壩和會場。
　　一個工作人員能進來，對江濤說：”韓凌同志來電話，
說身體不好，今天的大會不要等他了。”
　　江濤沉思了一下：“咱們照開！”他對著語筒：“同志
們，為了確保放水排沙成功，我們在大會召開之前，再進行
一次試驗。各組報告準備情況。”
　　大壩上傳來喊聲：
　　老耿：“吊車檢查完畢！”
　　周潔、沈牛：“水利測量準備完畢！”“觀察儀準備完
畢！”
　　一聲哨子：“嘀——”。
　　“不準放水！”突然傳來一個粗野的聲音。過玻璃窗，
可以看見，農民打扮的彪子飛快地跑到起重機旁……

四十六
　　黃河岸邊的韓凌別墅。
　　宋平用看遠鍾正向大壩方向張看。
　　韓凌得意地坐在沙發上，隨著留聲機放著的舊戲唱腔，
用手打著拍節，“我正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城外亂紛紛…
…”
　　宋平：“這齣戲不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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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凌：“哼！我看你江濤怎麼收場！”說完，接過宋平
的望遠鏡，向大壩看去。

四十七
　　大壩上。
　　農民打扮的彪子拉開上衣，大喊著：“你們打開隧洞，
這個山坡就要塌，大壩就要垮，你們就是黃河人民的死對
頭！”
　　圍觀社員吃驚地：“啊，那下游幾個縣就全完啦！”
　　大闖：“這是你們煽動鬧事，我們做了幾百次試驗，大
壩決不會垮！”
　　雜亂的人群中，小非看到親人們喊了起來：“大闖、耿
……”
　　他身邊的兩個彪形大漢，一下把他擠到身後。姚明力見
勢不妙，突然亮了一下證件：“鄉親們，我是省裡的，我不
能昧著良心說話！
　　打開隧洞，大壩就要垮、韓書記明明從國外進口了挖泥
船，為什麼江濤不讓用？”
　　人群中，富裕中農張老三擠了出來：“這事我可聽說了，
挖泥船挖出的肥料讓大夥隨便拉！”
　　老耿：“老鄉，別想自己的小日子，忘了階級鬥爭這個
綱！”
　　張老三：“管它什麼缸（綱），能裝糧食過日子就是好
缸（綱）！”
　　眾社員議論紛紛：“張老三這個富裕中農就是財迷腦
袋！”
　　“不過省委書記說的還能錯？”
　　“是呀，大壩一裂可不是鬧著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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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明力見群眾稍有騷動，便大聲煽動著：“同志們，韓
書記正是為了咱們過上好日子，而江濤為的是打擊老幹部，
……我們，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今天的大會，要由我們拯
救四化委員會主持……”
　　沈牛怒指姚明力：“你反動！”
　　損失的要求！姚明力，這些情況你是知道的，你現在又
提出挖泥船的問題，是別有用心。”
　　群眾質問他們：“拯救四化委員會是幹什麼的？為什麼
造謠？”
　　姚明力驚呼：“大家別上當！”
　　江濤：“同志們，現在我代表省委宣佈，所謂拯救四化
委員會是個非法的反革命組織。他們今天的活動決不是孤立
的。這幾天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有一夥反革命信徒也是這樣乾
的。”
　　群眾憤怒了。
　　大闖：“什麼？他們敢在毛王席居住的地方鬧事？”
　　卓瑪氣得眼淚直轉：“天安門廣場是毛主席當年檢閱我
們紅衛兵的地方，是我們翻身農奴日夜嚮往的地方……”
　　群眾振臂高呼：“堅決鎮壓反革命！”“保衛黨中央、
保衛毛主席！”
　　大闖等人阻住了姚明力等幾個反革命分子的胳膊。

五十
　　一輛紅旗牌橋車爬上大壩，韓凌出場了。
　　被群眾扭著胳膊的小平頭，看見韓凌如見親爹，喊了起
來“韓書記，你可要替我伸冤哪！”
　　韓凌看了他一眼，走向工地指揮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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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凌在話筒前說：“同志們，我來晚了一步，出現了這
樣的局面，我是有責任的！“停頓了一下，”今天的大會，
是省委批准召開的！”
　　眾議論紛紛，彪子瞪園了眼睛：“他媽時，怎麼他也唱
這個調另一個傢伙瞪了他一眼：“你懂了屁！”聽著韓凌接
著說：“當然羅，也不要抓人嘛！”
　　姚明力突然用力掙脫了胳膊。
　　韓凌：“革命群眾中間出現了不同意見，乃至錯誤的意
見，應該允許自由辯論嘛！”
　　姚明力突然狂叫起來：“江濤鎮壓革命群眾絕沒有好下
場！”
　　“堅決擁護韓書記的領導！”
　　江濤騰地站起來，對韓凌：“你這是為敵人講話，我們
決不能給反革命分子以言論自由！”
　　韓凌眉毛一皺，但馬上又舒展開來，懇切地：“江濤同
志，一個新幹部要學會正確對待群眾運動，這個方面我是有
教訓的……”
　　江濤：“你是正確對待群眾？！文化大革命頭一年，你
一夜之間把幾百名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去年七、八、九月份
你大刮右傾翻案風，對革命群眾進行了殘酷鎮壓。你曾說過
要正確對待群眾？今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要奪共產黨的權
了，你倒說是群眾運動，你保護的群眾到底是哪個階級的
人？”
　　韓凌：”你這是政治陷害，他們是革命群眾！”
　　江濤手指會場：一股濃煙沖天而起，主席臺上“批判不
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大會”的舞紅會標已理被“保衛四化
誓師大會”的黑色橫幅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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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濤怒對韓凌：“他們書寫反動標語，行凶打人，惡毒
攻擊毛主席、黨中央，這是革命群眾？！他們擁護鄧小平，
還抬出你這個大官來做他們的領袖，而你又自願充當他們的
保護傘，你又是什麼人。這是無產階級和走資派、反動派的
階級衝突！你死我活的大搏鬥！”
　　江濤說到這裡，猛抬頭只見大闖已經飛快地攀上掛會標
的梯子，鮮血順著他的臉流下來，他仍然以頑強的毅力向上
攀著。江濤趕緊衝向梯子。
　　大闖攀到梯子頂端，撕下反革命分子掛的黑色橫幅。他
抬頭看去，暴徒們圍著梯子團團轉，叫喊著，大闖把橫幅向
他們頭上狠狠摔去。
　　他擦一把臉上的血跡，看著鮮紅的會標，又看了看祖國
的大好山河，露出欣慰的笑容。當他向下攀緣，突然眼前一
黑，順著梯子滑落下來……
　　江濤不顧一切地搶上去，接住了大闖。大闖傷傷睜開雙
眼，見是江濤，猛地抓住江濤的肩膀。
　　這時，小非見此情景，要衝過來，姚明力拉住他的肩頭，
威脅地亮出匕首。小非狠狠地給了他一記耳光，一股勁跑到
江濤，大闖處。他看看江濤，又看看受傷的大闖，百感交集，
眼淚奪眶，“老江！大闖：“我錯了，這夥反革命！……”
　　江濤：“立即投入成鬥！”小非堅決地點點頭。
　　卓瑪等學員熱情地挽起小非的手臂。
　　江海懷著滿腔仇恨，對身旁的老耿說：“命令民兵立即
開上大壩，鎮壓反革命！”

五十一
　　指揮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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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凌一手壓住電話，對耿：“我是省委書記，沒有我的
命令不許調動民兵！”
　　江濤、田大娘等扶著頭上扎著白綢帶的大闖進來。
　　江濤怒對韓凌：“上次省委會上怎麼講的？壩上一旦有
事，立即出動民兵，這是省委的決定！”
　　韓凌氣急敗壞地按住電話：“你！你知道這電話一打出
去會出多麼殘酷、可怕的情景嗎？你手不軟、心不跳？”
　　田大娘滿腔怒火，猛地拉開江濤的衣領露出了傷疤：
“韓凌！你抓江濤時手軟過嗎？”她又用顫抖的手摸了摸大
闖頭上的紗布：“你看見他們被打、受傷、心跳了嗎？你到
底疼的是些什麼人？”
　　韓小非衝進來，在同反革命分子的搏抖中，他也受傷了，
衣服也撕破了，他一步一步逼近韓凌，咬緊牙關迸出幾個
字：”我今天才真正認識了你：“還——鄉——團！”
　　田大娘一把甩開韓凌按在電話上的手，說：“江濤，發
話！”
　　韓凌又一次撲到電話機前，狂叫、“你們這是根據哪一
條？！這是違反黨紀國法！”
　　江濤：“根據哪一條，根據馬列、毛主席的一貫教導，
必須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沒有這一條護身，我們就要掉腦
袋！你反對這最根本的一條，就證明你是無產階級的叛徒！
如果你繼續阻攔，就是現行反革命！”
　　江濤的話，有如沉重的鐵拳，打得韓凌一屁股坐在椅子
上，他眼裡燃燒著恐懼，絕生和凶狠的火焰。
　　江濤威嚴地拿起電話：“全體民兵立刻出擊！”
　　汽笛怒吼！
　　於梅帶領著黃河水利機械廠的民兵向會場奔來……
　　黃河大學的民兵隊伍向會場奔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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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明力驚惶四顧，拉出對講機天線，壓低聲音暴躁地呼
叫著：“0020，0020，我是 0010……啊，我們已經開始行
動了，我們已經把他們都吸引過來了，你們馬上行動！”
　　省委大樓門前，一群暴徒狂叫著，向臺階上衝去。
　　火光、濃煙，掠過趙昕辦公室的窗前，趙昕憤怒的目光
離開窗口，威嚴地向守候在電活機旁的幾名工作人員點點頭，
他們一起抓起電話……
　　城市街邊上，從許多工廠、商店、路口、湧出一隊隊的
城市民兵。一輛輛解放軍公安人員的摩托車急駛而過。
　　工地上，一輛敞篷吉普改裝的廣播車旁，彪子按著了打
火機……
　　蕭紅伸開雙臂，威嚴地守衛著一輛大型廣播車門口，她
為軍服不見了，怒目環顧著。突然，傳來一陣排山倒海的吼
聲，暴徒們狼奔豕突，如鳥獸散。蕭紅抬眼看去，欣慰地笑
了。
　　強大的工人民兵隊伍，從四面八方出現了。
　　廣播車繼續燃燒著，老耿緊握方向盤，向正在一張被抬
起來的桌子上發表渲說的小平頭衝去！黑煙烈焰中，江濤屹
立著真理的聲音劃破濃煙，從他身後的喇叭中傳出來，響徹
工地：“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聽著，你們必須立即繳械投降。
想在中國大地上製造匈牙利事件，只能是自取灰亡！工人民
兵，人民警察，解放軍戰士，同志們！無情地鎮壓反革命，
用鮮血和生命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
　　“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口號聲匯成黃河怒濤…
…
　　“黃河大學民兵師”“黃河水利機械廠民兵師”大旗閃
過，分成兩路；從大壩兩側包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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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壩俯瞰講頭：民兵和群眾組成十幾個包圍圈。暴徒們
魂飛魄散，跪地求饒……
　　地下，丟下一堆匕首，反動傳單，印油印冊子，手榴彈，
汽油瓶……

五十二
　　大壩主席臺上，紅旗飄揚，陽光燦爛……
　　韓凌、宋平坐在主席臺右側，他們身後站著一串狼狽不
堪的反革命分子。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解放軍戰士威嚴肅
立，臺下，民兵坐成整齊的方隊。
　　江濤：“同志們，過去我們常說要警惕和平渲變，今天
的事件又說明，社會上的反革命分子依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
路的大官，就可以公開地用暴力向我們奪權。”他蔑視地看
了韓凌一眼，”但這是痴心妄想！同志們，北京的反革命分
子也遭到了同樣的可恥下場？天安門反革命事件被粉碎
了！”
　　群眾振臂交呼：“狠批鄧小平、鎮壓反革命！”
　　江濤繼續講：“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
知道資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一條大標語從起重機上垂下來，正好懸在韓凌頭上；
“走資派還在走！”
　　韓凌臉上的肉不自由主地抽搐著：“我要向中央控
告！”
　　江濤微微一笑：“你說的中央，光非是鄧小平。但是決
定中國命運的不是一兩個小丑，而是經過文化大革命鍛鍊的
億萬人民！”
　　突然傳來熱烈的鑼鼓聲，人們向公路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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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彩車組成的軍隊向大壩開來，駛進會場。趙大姐容
光煥發站在第一輛裝有擴音口的宣傳車上，興奮地揮舞著手
中的報紙，車還未停穩，就大聲地向人們宣佈：“同志們！
同志們！”毛主席、黨中央發佈了央有重大歷史義義的兩個
決議！”
　　群眾激昂、歡聲雷動、韓凌軟在椅子上。
　　主題歌起。
　　講頭推出《人民日報》登載“兩個決議”的特寫。
　　大壩工人群眾傳遞閱讀著《人民日報》，喜悅萬分。
　　鞭炮齊鳴，群眾揮舞綵綢，敲鑼打鼓。
　　江濤手持報紙，站在大壩上，看著萬里黃河，對群眾說：
“你們看這奔騰不息的黃河，它要把一切阻擋革命洪流的沉
沙、汙泥衝進汪洋大海！讓我們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大邊上，
迎接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對資產階級的反擊戰吧！”
　　伴隨著江濤的話音，閘門開起，一股激流裡挾著大量泥
沙，呼嘯而出，聲震天地，一瀉千里，奔向五色彩虹的遠方。

（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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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the reading or further copying of the copies you make or distribute. However, you may 
accept compensation in exchange for copies. If you distribute a large enough number of copies you 
must also follow the conditions in section 3.



You may also lend copies,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stated above, and you may publicly display 
copies.

3. COPYING IN QUANTITY

If you publish printed copies (or copies in media that commonly have printed covers) of the 
Document, numbering more than 100, and the Document's license notice requires Cover Texts, you 
must enclose the copies in covers that carry, clearly and legibly, all these Cover Texts: Front-Cover 
Texts on the front cover, and Back-Cover Texts on the back cover. Both covers must also clearly 
and legibly identify you as the publisher of these copies. The front cover must present the full title 
with all words of the title equally prominent and visible. You may add other material on the covers 
in addition. Copying with changes limited to the covers, as long as they preserve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and satisfy these conditions, can be treated as verbatim copying in other respects.
If the required texts for either cover are too voluminous to fit legibly, you should put the first ones 
listed (as many as fit reasonably) on the actual cover, and continue the rest onto adjacent pages.

If you publish or distribute Opaque copies of the Document numbering more than 100, you must 
either include a machine-readable Transparent copy along with each Opaque copy, or state in or 
with each Opaque copy a computer-network location from which the general network-using public 
has access to download using public-standard network protocols a complete Transparent copy of the
Document, free of added material. If you use the latter option, you must take reasonably prudent 
steps, when you begin distribution of Opaque copies in quantity, to ensure that this Transparent 
copy will remain thus accessible at the stated location until at least one year after the last time you 
distribute an Opaque copy (directly or through your agents or retailers) of that edition to the public.

It is requested, but not required, that you contact the authors of the Document well before 
redistributing any large number of copies, to give them a chance to provide you with an updated 
version of the Document.

4. MODIFICATIONS

You may copy and distribute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Documen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ections 2
and 3 above, provided that you release the Modified Version under precisely this License, with the 
Modified Version filling the role of the Document, thus licensing distribution and modification of 
the Modified Version to whoever possesses a copy of it. In addition, you must do these things in the 
Modified Version:

• A. Use in the Title Page (and on the covers, if any) a title distinct from that of the Document,
and from those of previous versions (which should, if there were any, be listed in the History
section of the Document). You may use the same title as a previous version if the original 
publisher of that version gives permission.

• B. List on the Title Page, as authors, one or more persons or entities responsible for 
authorship of the modifications in the Modified Version, together with at least five of the 
principal authors of the Document (all of its principal authors, if it has fewer than five), 
unless they release you from this requirement.

• C. State on the Title page the name of the publisher of the Modified Version, as the 
publisher.

• D. Preserve all the copyright notices of the Document.
• E. Add an appropriate copyright notice for your modifications adjacent to the other 

copyright notices.



• F. Include,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pyright notices, a license notice giving the public 
permission to use the Modified Version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in the form shown 
in the Addendum below.

• G. Preserve in that license notice the full lists of Invariant Sections and required Cover Texts
given in the Document's license notice.

• H. Include an unaltered copy of this License.
• I. Preserve the section Entitled "History", Preserve its Title, and add to it an item stating at 

least the title, year, new authors, and publisher of the Modified Version as given on the Title 
Page. If there is no section Entitled "History" in the Document, create one stating the title, 
year, authors, and publisher of the Document as given on its Title Page, then add an item 
describing the Modified Version as stated in the previous sentence.

• J. Preserve the network location, if any, given in the Document for public access to a 
Transparent copy of the Document, and likewise the network locations given in the 
Document for previous versions it was based on. These may be placed in the "History" 
section. You may omit a network location for a work that was published at least four years 
before the Document itself, or if the original publisher of the version it refers to gives 
permission.

• K. For any section Entitled "Acknowledgements" or "Dedications", Preserve the Title of the 
section, and preserve in the section all the substance and tone of each of the contributor 
acknowledgements and/or dedications given therein.

• L. Preserve all the Invariant Sections of the Document, unaltered in their text and in their 
titles. Section numbers or the equivalent are not considered part of the section titles.

• M. Delete any section Entitled "Endorsements". Such a section may not be included in the 
Modified Version.

• N. Do not retitle any existing section to be Entitled "Endorsements" or to conflict in title 
with any Invariant Section.

• O. Preserve any Warranty Disclaimers.
If the Modified Version includes new front-matter sections or appendices that qualify as Secondary 
Sections and contain no material copied from the Document, you may at your option designate 
some or all of these sections as invariant. To do this, add their titles to the list of Invariant Sections 
in the Modified Version's license notice. These titles must be distinct from any other section titles.
You may add a section Entitled "Endorsements", provided it contains nothing but endorsements of 
your Modified Version by various parties—for example, statements of peer review or that the text 
has been approved by an organization as the authoritative definition of a standard.

You may add a passage of up to five words as a Front-Cover Text, and a passage of up to 25 words 
as a Back-Cover Text, to the end of the list of Cover Texts in the Modified Version. Only one 
passage of Front-Cover Text and one of Back-Cover Text may be added by (or through 
arrangements made by) any one entity. If the Document already includes a cover text for the same 
cover, previously added by you or by arrangement made by the same entity you are acting on behalf
of, you may not add another; but you may replace the old one, on explicit permission from the 
previous publisher that added the old one.

The author(s) and publisher(s) of the Document do not by this License give permission to use their 
names for publicity for or to assert or imply endorsement of any Modified Version.



5. COMBINING DOCUMENTS

You may combine the Document with other documents released under this License, under the terms
defined in section 4 above for modified versions, provided that you include in the combination all 
of the Invariant Sections of all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s, unmodified, and list them all as Invariant 
Sections of your combined work in its license notice, and that you preserve all their Warranty 
Disclaimers.
The combined work need only contain one copy of this License, and multiple identical Invariant 
Sections may be replaced with a single copy. If there are multiple Invariant Sections with the same 
name but different contents, make the title of each such section unique by adding at the end of it, in 
parentheses, the name of the original author or publisher of that section if known, or else a unique 
number. Make the same adjustment to the section titles in the list of Invariant Sections in the license
notice of the combined work.

In the combination, you must combine any sections Entitled "History" in the various original 
documents, forming one section Entitled "History"; likewise combine any sections Entitled 
"Acknowledgements", and any sections Entitled "Dedications". You must delete all sections 
Entitled "Endorsements".

6. COLLECTIONS OF DOCUMENTS

You may make a collection consisting of the Document and other documents released under this 
License, and replace the individual copies of this License in the various documents with a single 
copy that is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 provided that you follow the rules of this License for 
verbatim copying of each of the documents in all other respects.
You may extract a single document from such a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e it individually under this 
License, provided you insert a copy of this License into the extracted document, and follow this 
License in all other respects regarding verbatim copying of that document.

7. AGGREGATION WITH INDEPENDENT WORKS

A compilation of the Document or its derivatives with other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documents or
works, in or on a volume of a storage or distribution medium, is called an "aggregate" if the 
copyright resulting from the compilation is not used to limit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compilation's 
users beyond what the individual works permit. When the Document is included in an aggregate, 
this License does not apply to the other works in the aggregate which are not themselves derivative 
works of the Document.
If the Cover Text requirement of section 3 is applicable to these copies of the Document, then if the 
Document is less than one half of the entire aggregate, the Document's Cover Texts may be placed 
on covers that bracket the Document within the aggregate, or the electronic equivalent of covers if 
the Document is in electronic form. Otherwise they must appear on printed covers that bracket the 
whole aggregate.

8.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is considered a kind of modification, so you may distribute translations of the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section 4. Replacing Invariant Sections with translations requires special 
permission from their copyright holders, but you may include translations of some or all Invariant 
Sec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original versions of these Invariant Sections. You may include a 
translation of this License, and all the license notices in the Document, and any Warranty 
Disclaimers, provided that you also include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License and the 



original versions of those notices and disclaimers. In case of a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is License or a notice or disclaimer, the original version will prevail.
If a section in the Document is Entitled "Acknowledgements", "Dedications", or "History", the 
requirement (section 4) to Preserve its Title (section 1) will typically require changing the actual 
title.

9. TERMINATION

You may not copy, modify, sublicense, or distribute the Document except as expressly provided 
under this License. Any attempt otherwise to copy, modify, sublicense, or distribute it is void, and 
will automatically terminate your rights under this License.
However, if you cease all violation of this License, then your license from a particular copyright 
holder is reinstated (a) provisionally, unless and until the copyright holder explicitly and finally 
terminates your license, and (b) permanently, if the copyright holder fails to notify you of the 
violation by some reasonable means prior to 60 days after the cessation.

Moreover, your license from a particular copyright holder is reinstated permanently if the copyright 
holder notifies you of the violation by some reasonable mean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 have 
received notice of violation of this License (for any work) from that copyright holder, and you cure 
the violation prior to 30 days after your receipt of the notice.

Termination of your rights under this section does not terminate the licenses of parties who have 
received copies or rights from you under this License. If your rights have been terminated and not 
permanently reinstated, receipt of a copy of some or all of the same material does not give you any 
rights to use it.

10. FUTURE REVISIONS OF THIS LICENSE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may publish new, revised version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from time to time. Such new versions will be similar in spirit to the present version, but 
may differ in detail to address new problems or concerns. See https://www.gnu.org/licenses/.
Each version of the License is given a distinguishing version number. If the Document specifies that
a particular numbered version of this License "or any later version" applies to it, you have the 
option of following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either of that specified version or of any later version 
that has been published (not as a draft)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f the Document does not 
specify a version number of this License, you may choose any version ever published (not as a 
draft)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f the Document specifies that a proxy can decide which 
future versions of this License can be used, that proxy's public statement of acceptance of a version 
permanently authorizes you to choose that version for the Document.

11. RELICENSING

"Massive Multiauthor Collaboration Site" (or "MMC Site") means any World Wide Web server that 
publishes copyrightable works and also provides prominent facilities for anybody to edit those 
works. A public wiki that anybody can edit is an example of such a server. A "Massive Multiauthor 
Collaboration" (or "MMC") contained in the site means any set of copyrightable works thus 
published on the MMC site.
"CC-BY-SA" means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 license published by 
Creative Commons Corporation, a not-for-profit corporation with a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in 

https://www.gnu.org/licenses/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as well as future copyleft versions of that license published by that same 
organization.

"Incorporate" means to publish or republish a Document, in whole or in part, as part of another 
Document.

An MMC is "eligible for relicensing" if it is licensed under this License, and if all works that were 
first published under this License somewhere other than this MMC, and subsequently incorporated 
in whole or in part into the MMC, (1) had no cover texts or invariant sections, and (2) were thus 
incorporated prior to November 1, 2008.

The operator of an MMC Site may republish an MMC contained in the site under CC-BY-SA on the
same site at any time before August 1, 2009, provided the MMC is eligible for relicensing.

ADDENDUM: How to use this License for your documents

To use this License in a document you have written, include a copy of the License in the document 
and put the following copyright and license notices just after the title page:
    Copyright (C)  YEAR  YOUR NAME.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If you have Invariant Sections, Front-Cover Texts and Back-Cover Texts, replace the "with … 
Texts." line with this:
    with the Invariant Sections being LIST THEIR TITLES, with the
    Front-Cover Texts being LIST, and with the Back-Cover Texts being LIST.

If you have Invariant Sections without Cover Texts, or some other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merge 
those two alternatives to suit the situation.
If your document contains nontrivial examples of program code, we recommend releasing these 
examples in parallel under your choice of free software license, such as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to permit their use in free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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