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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

内容概要

《活着——为了天堂的钟声》的内容简介如下：
    韩雪的母亲因包力婚姻，嫁给了从未谋面的留苏学生，在孤独与盼望中苦度着人生，她默默支持着
搞地下情报工作的丈夫，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韩雪有文化，有理想，努力追求着自己的爱情，她同样
没能逃脱命运的捉弄。韩雪疯狂地爱上一个流亡白俄青年，却不知他的特工身份。在一个暴风雨之夜
，白俄青年只留下一只鞋和一摊血，从此失踪。韩雪走进了教堂，带着混血的孩子，在没有爱情的婚
姻中，备受煎熬。当她苦守暗夜，送走一个个亲人，绝望之时，中苏关系解冻，死而复生的恋人突然
出现。最终，父亲、丈夫、恋人留给她的只是三张政治平反证书。韩雪女儿肖婉如命运多舛，她因出
身不好上山下乡，重复着漂亮女人不同的悲剧人生。但是，她在成长中学会了反抗，学会了说不。
    拨开岁月的迷雾，沉下心来静静地聆听，你会发现，历史老人的脚步并没有走远。它就在我们身后
不远处徘徊，不时敲击着我们浮躁的心灵，以唤醒我们并不遥远的记忆，来聆听历史的钟声。
    《活着——为了天堂的钟声》由张雅文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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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

作者简介

张雅文，1944年出生，曾是国家一级速滑运动员，现为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国家政府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中国作家代表大会连续三届代表、全国自学成才
优秀人物。    著有《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韩国总统的中国“御
医”》、《绿川英子》、《玩命俄罗斯》等十余部作品；编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盖世太保枪
口下的中国女人》、《不共戴天》、《妈妈，拉我一把》等一百二十余集电视连续剧；发表《走过伤
心地》、《四万：四百万的牵挂》、《相见时难别亦难》等作品一百余篇，共创作了五百余万字。    
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获飞天奖；儿童电影《冰上小虎队》获华表奖；《韩国总统的中国“御
医”》、《走过伤心地》、《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等多部作品获黑龙江省精品工程及文艺大
奖；报告文学《四万：四百万的牵挂》获《北京文学》第二届“新世纪优秀作品”奖、中国报告文学
第四届“正泰杯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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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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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远去的背影第十四章  天堂的钟声后记  永远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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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

章节摘录

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年秋天。    肖思冰出命案的这天晚上，韩雪觉得外面的风刮得特猛，特瘆人，把电
线刮得鬼哭狼嚎的嗷嗷直叫，好像有无数个冤魂在哭泣。院子里的枯枝败叶被刮起来，摔到玻璃窗上
，发出“啪啪”的响声，好像有人在敲窗。    她心想：这风刮得这么瘆人，是不是西伯利亚又来寒流
了？    她害怕西伯利亚寒流，每次西伯利亚来寒流，她都会胡思乱想，都会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恐惧
之中。她一生中无法卸掉的生命之重，就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那是她永远无法忘却的痛。    当年，
她曾经疯狂地爱上一个不知是法西斯党徒还是苏联特工的白俄流亡青年。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流亡青
年在敌人的追杀中跑到她家里，却被她母亲发现了，用刀逼着他马上离开。就在他冲进暴风雨中的刹
那，韩雪听到了枪声，发现了流亡青年丢弃在马路上的皮鞋及鲜血⋯⋯    眼瞅着自己刚刚拥抱过，体
温还没有散尽的恋人，就这样在她面前永远地消失了，留给她的是一双略带忧郁的灰蓝色眼睛，还有
他那深情的求婚誓言：    “亲爱的，等战争一结束，我立刻带你走进圣·尼古拉大教堂，我相信你穿
上婚纱，一定美得像天使一样！”     “尼古拉·阿里克塞也维奇·岗察洛夫，你愿意娶韩雪为妻吗？
”他自问自答，“愿意！我非常愿意！我愿意一生一世爱她，呵护她，照顾她，直到生命尽头！”    
她的精神崩溃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神经恍惚，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害死了恋人，见着谁就向
谁请罪：“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她错把教堂司祭当成岗察洛夫，与他私
通并怀孕了。无奈，只好嫁给了一个国民党飞行员。后来，混血儿子下落不明，丈夫被打成右派，她
被收监⋯⋯    她害怕回忆，每回忆起这些往事，就像让她又经受一次疯狂与死亡一样。但是，人往往
就是这样，你越是害怕的东西，它却越像蛇一样缠着你，时不时地跳将出来，狠狠地咬你一口，让你
再领教一次痛不欲生的滋味儿。    多少年来，每逢遇到刮风下雨的夜晚，她就下意识地一次次地跑到
窗前掀开窗帘往外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人来了，是不是有人在敲窗？有几次，她甚至又出现了幻觉，
发现有人影在风雨中晃动，仔细一瞅，原来是院子里的沙果树被风刮得东倒西歪，好像是人影似的。 
  这天晚上，又像往常一样，她又跑到窗前往外看，就在她掀开窗帘的刹那，发现有个黑影在窗外一
闪就不见了。    她奇怪：这到底是我的幻觉，还是真有人来趴窗子呢？    她想开门看看，又不敢，怕
来坏人，只好趴着窗帘缝隙偷偷地盯着窗外，看看那人影会不会再次出现。很遗憾，瞅了半天也不见
人影。    她回到电视前，电视里正在播放电视剧《渴望》。她喜欢这部电视剧，尤其喜欢电视剧里的
那首主题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
究竟为什么？”    她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好像在写她，一辈子对爱情那么执着，执着得就像世界上只剩
下一个男人似的。她不知这种执着到底是对还是错，她觉得人世间的好多事情没人能说得清。    此刻
，西伯利亚的冷风又勾痛了她心中最敏感的神经。    像往常一样，她又开始心绪烦躁，坐立不安，只
见人影在屏幕上晃动，却不知电视里演的什么内容。    她觉得她这一辈子过得一团糟，糟透了。她就
像上帝手中的一块面团，被一双无形的大手肆意地揉来揉去，一直揉搓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上帝对她
终于玩腻了，放手了。她也老了，退休了，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电话响，她以为是女儿
婉如打来的。    来电话的却是一个陌生人，而且，又送来一个天塌地陷般的噩耗。    “什么？你、你
⋯⋯你说谁出了命案？”    韩雪变了调的惊叫声就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兔子，在摆放着紫檀雕花衣柜的
客厅里四处乱撞。她不相信老天爷会如此无情，总是跟她过不去。    “听着，我再说一遍！你家肖思
冰出了命案。他害死了新婚妻子被逮捕了。看守所通知家属，给他送去被褥和洗漱用品！他给我们的
电话是他妹妹肖婉如的。我们给肖婉如单位打电话，单位说她外出了，又给了你家的电话号码！这回
听明白了吧？”    “听、听明白了。他、他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啊？”    这无异是一张提前送达的死
亡判决书，欠账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几年前，失踪多年的儿子肖思冰终于回来了，在道里
中央大街开了一家公司，当起了小老板。做母亲的总算可以放心了。就在几天前，1992年国庆节那天
刚结婚，娶了一个小他十八岁的小媳妇。儿子并没有请她这位母亲去参加婚礼，让她很伤心。但是，
看到从小就野性十足的儿子总算成家立业了，今后守着小媳妇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她这个当母亲的也
就省心了。没想到，这个冤家又闹出了人命。    她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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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永远的钟声    张雅文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产生动意想写这部小说的，也许是十几年前，也许更早。    
但真正触动我心灵，让我沉下心来回望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认真思考那些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
生命，从中理出我的人物，编织出我的故事，从而挖掘出深刻的历史内涵，还是来源于近些年来的采
访。    我所生活的黑龙江是一个集聚了中国、俄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多个国家、多个民族的地区
，是一片流血的土地，曾长期被外寇奴役和欺凌，沙俄割地，日本入侵，伪满洲国，开荒团，细菌试
验，都曾发生在这里。但是，纯朴善良的黑龙江人就像一位善良而伟大的母亲，敞开她那虽然瘦弱但
却慈悲的胸怀，不仅接纳了数十万外国逃亡大军，包括沙俄的白匪军，而且也接纳了日本侵略者溃败
时所留下来的大批遗孤。这些漂泊在异国他乡的生灵，承载着不同时期的政治风浪，在这片美丽、富
饶的土地上生存下来，从而演绎出多少悲欢离合，演绎出多少催人泪下的心酸故事?我听到和见到的实
在太多了。故事中的人物命运所折射出的深刻内涵，远远超出了黑龙江地域范畴，超越了国界，成为
人类共性的东西。    在哈巴罗夫斯克，一个因“间谍”罪名被处决的俄罗斯小伙子，临刑前，他呼喊
着一个哈尔滨姑娘的名字：“余静，永别了，我亲爱的姑娘了!我们只能到天堂再相见了!”    在贝加尔
湖畔，一个中俄混血的中年汉子，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贝加尔湖畔，陪伴他的只有一条牧羊犬。当年
，他曾是一个帅气的混血儿小伙子，马上就要跟他心爱的中国姑娘结婚了，却忽然收到一张通牒令，
勒令他三天之内必须离开中国，否则将以特务论处!他只好与未婚妻挥泪告别，两人相约：“亲爱的，
我一定要回来娶你，你可一定要等我呀!”她哭泣道：“我一定等你!你可一定要回来呀!”    他回到了
贝加尔湖畔，等了一年又一年。夏天，人们经常看见他醉倒在湖边，唱着悲怆而绝望的歌：“冰雪覆
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劝他，中苏关系解冻了。你可以去中国找你心爱的姑娘
了。他却说：“找她有什么用?她早已成为别人的新娘了!”    人世间多少美好的爱情，都被黑龙江冻
死了。又有多少青男少女在期盼与守望中，苦度着短暂人生?    几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对马瑞连夫妇
。他们父辈的经历深深地震撼着我。马瑞连先生是个中俄混血儿，他是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
械厂的工程师。其父亲马员生是早期王若飞介绍入党的中共优秀党员，1927年被中共中央秘密派往莫
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第二年却被打成“托”派，从此，三次被捕，三次被判刑，在西伯利亚监狱度过
了二十六个年头。直到1955年，在董必武的过问下，他才带着刚刚几岁的混血儿子回到中国。后来，
中苏关系恶化，文化大革命，马员生又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在反省的牛棚里，他写出了三十万字的自
传《旅苏纪事》。    像马员生这样的中国青年，并不在少数。黑龙江有一批对国际情报工作做出了巨
大贡献的早期革命者，都被冠以“叛国罪”、“日本间谍罪”等诸多罪名，被判刑、被处死了。一位
叫高庆有的同志，曾经创建了沈阳和哈尔滨两个国际情报站，对共产国际情报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三十年代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了。其亲属直到八十年代才获知这一准确消息。还有的被冤死
后，至今连尸骨都没有找到。    在马员生父子身上，我不仅看到了残暴统治对一个中国革命青年的迫
害。而且，从他带回来的混血儿子身上，看到了一个从小被歧视、被压抑的孩子，在漫长岁月中所形
成的胆怯、卑微、处处谨小慎微的性格，看到他的言谈举止，让我感到心酸，几次落泪。    战争与残
暴的统治，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泯灭人性的杀戮。    多年前，我曾经深入采访过侵华日军第
七三一部队的罪行，准备写一部揭露日军罪恶的书。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在采访中，令我震惊的不
仅是日军用活人做试验的灭绝人性的行为，而且还有一些革命志士被冤屈、被埋没的历史真相。一位
满脸核桃纹似的老妈妈，流着泪，给我拿出厚厚一沓申诉材料，几十年来，她一直在为丈夫鸣冤叫屈
，说她丈夫是革命者，不是叛徒和汉奸。    真正触动我，让我沉下心来回望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并
决定酝酿这部长篇小说的，不仅是那些悲剧的故事，还有北方女性那种刚强、执着，不肯向命运低头
，不肯向丑恶屈服的强悍个性!    我见过太多的北方女性，她们平凡而伟大，强悍而柔情。为了给丈夫
的冤案平反，她们从满头青丝申诉到满头白发。她们的鞋底磨坏了一双又一双。她们的一生是在呼唤
正义中度过的。为了追求爱情，她们可以毅然决然地与家庭绝裂。为了革命，她们毫无惧色地面对敌
人的屠刀。在她们身上，无论是对爱情的坚守，还是对正义的呼唤，无论是承受苦难的能力，还是面
对生死的淡定，都深深地震撼着我，呼唤着我，激励着我的创作激情。    另外，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
，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有几千万同胞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没有留下名字，连尸骨都不知藏在
何处?有的甚至成了冤魂。为此，莫斯科红场立有无名英雄纪念碑，上面刻着：“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今天，我们再回望那段血染的历史，似乎觉得它已经走远了，只留下一个灰
色的背影。但是，拨开岁月的迷雾，沉下心来静静地聆听，你会发现，历史老人的脚步并没有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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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徘徊呢，不时敲击着我们浮躁的心灵，以唤醒我们并不遥远的记忆，来聆听历
史的钟声。    为了创作这部作品，我就像一条大章鱼，把触角伸到一切可以伸到的地方，哈尔滨、黑
河、呼玛、小丁村、富拉尔基、佳木斯⋯⋯去采访，去钻图书馆，查资料，进教堂，跟东正教徒们促
膝长谈，看阅《满洲黑手党》、《旅苏纪事》、《哈尔滨俄侨史》、《东正教史》、《我是日军翻译
官》等几百万字的资料及《古拉格群岛》等书籍。    2007年6月10日动笔，到2012年5月1日最后一稿，
差一个月历时五年。我跟我书中的人物形影不离，度过了一千七百多个日夜，白天与他们对话，夜晚
在睡梦中常常被他们唤醒。    我一边写一边不断地修改，究竟改了多少遍，无法统计，只记得从头到
尾大改动了六稿。2010年6月，请五位评论家及资深编辑，对书稿进行审读，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我又
对书稿大手术改了一年多。期间，请两位熟悉哈尔滨的资深编辑为书稿把关，请东正教工作人员对书
稿中有关宗教章节进行审阅，请资深编辑多次提修改意见。    在此，我向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的评论
家、编辑，向作家出版社编辑王宝生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谢谢他们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    此刻，
我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对这个即将出生的婴儿，寄予了无限的厚望。我期待着它的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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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黑龙江畔——一片充满苦难、流血而又浪漫的土地，曾生存聚集着中国人和无数的俄国人、日本人、
朝鲜人等，他们承载着不同时期的政治风浪，演绎出无数悲欢离合，催人泪下的心酸故事。张雅文编
著的长篇小说《活着——为了天堂的钟声》讲述了上世纪发生在这里的一家三代中国女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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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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