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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内容概要

小说《东方》通过对朝鲜战场和我国农村生活的描写，全面反映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解放军某部
连长郭祥回家探望母亲，得知美帝在仁川登陆的消息，与战友杨雪一同提前归队。他俩是童年的伙伴
，他暗中爱着杨雪，可是营长陆希荣骗取了杨雪的感情，还准备很快结婚。杨雪一心想上前线，陆希
荣则认为是郭祥从中作祟。这时连里出了逃兵，原来是有名的“调皮骡子”王大发觉得革命已经完成
，家乡又分了地，不能再让娘讨饭。郭祥关了他的禁闭。
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纷纷报名，王大发在团政委教育下也决心怀打败美帝不回家”
，团长邓军提前出医院归队。全团急驰龟城，决心打好出国第一仗，可是陆希荣却命令部队向公路两
侧散开，破坏了战斗部署。接着敌机来炸，郭祥忍不住用冲锋枪打，许多战士效法，打得敌机逃窜，
陆希荣却要处分郭祥，团长邓军肯定了郭祥和战士们的“积极防空”。经过第一战役，我志愿军终于
稳定了朝鲜战局。
在后方形势也很严峻，地主富农造谣破坏，村支书消极怠工，许多贫雇衣又穷得卖掉了分来的土地，
农村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上级及时号召试办农业社。前线战事加紧，麦克阿瑟吹嘘“圣诞节结束朝鲜
战争”，倾全部兵力开展总攻势，我军节节抵抗并部署了第二战役，邓军的团全歼了李伪第七师，又
奉命急行军140 里阻止美军三个师向平壤溃逃，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造成了美军“黑暗的十二月”
，结束了第二战役。
陆希荣到朝鲜后一贯表现不好，多次造成战斗损失，团党委决定给予留党察看处分。杨雪认清陆希荣
的面目很是痛苦。陆希荣更伪造现场，自伤腿部，被清除出部队遣返回国。郭祥在战斗中英勇负伤，
文工团女提琴手徐芳献血救活了他，伤愈后他又多次在战斗中立功。杨雪不幸在战场上被美国飞机夺
去了生命。直到 1953年7月郭祥的右腿被打断，被送回沈阳截肢，才离开了朝鲜战场。省委任命他担
任家乡的县委书记，邓军团长带给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和 “志愿军一级成斗英雄”的
勋章，女友徐芳也赶来看他，他激动地迎上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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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作者简介

著名作家、诗人，曾用笔名红杨树。1920年旧历正月十六日生。河南郑州人。汉族。1937年参加八路
军。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部队工作。曾任团政委、总政创作室副主任、北京军区文化部
部长、军区政治部顾问等职。是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作品有：散文集《谁是最
可爱的人》、《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壮行集》、《魏巍杂文集》、《魏巍散文选》等；诗集有
《两年》、《黎明风景》、《不断集》、《红叶集》、《魏巍诗选》；长篇小说有《东方》、《地球
的红飘带》、《火凤凰》等。其中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学。长篇小说《东方
》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地球的红飘带》获“人生的
路标”奖及人民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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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精彩短评

1、当年读时也曾热血澎湃。
现在来看，距离真相也许稍有点远？
2、在朝鲜战争进行之时中国也正进行着最广泛最深刻人一次土改
3、小时候看过的
4、其实书的一大部分我是带着略微的不屑和鄙视的情绪看的，尤其是关于朝鲜战争的部分，失真，
矛盾。前几天我特地去了解了作者魏巍的资料，生活的年代，写作的动机等等。我想，朝鲜战争只是
一个载体，人物塑造及作品能带给读者的影响，才是魏巍这样特殊的作家的本意所在。
5、读完之后爱国了一段时间
6、早年读过的关于抗美援朝的佳作，小说作者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尤其朝鲜战争更是艰苦和残酷。
是后人了解历史的好资料
7、【第一届】作者的才情为零，文章中没有任何情怀，或许真的翻译的一时社会风貌，但叙述手法
令人不喜。它能获茅盾文学奖，大概是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迎合了主旋律
8、抗美援朝时候中国军人的智慧和精神以及捍卫正义的勇敢让美帝国胆寒，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朝鲜
人民在共同作战时表现出的友爱让人感动。
9、小时看过多遍的书。纯真的爱情故事在那个时代是少有表现的。鲜明的人物群像。农村改革、抗
美援朝的巨著。
10、这部读完之后完全没有任何印象。隐约记得是抗美援朝。整部书没有立得住、记得起的人物。和
前一阵看的黄河东流去有点混淆，都是一个儿子的成长经历。
11、我看的竟然是残本，无语了。不过这本书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线索串联起来，文章的衔接处理有些
生硬，我不知道现实有没有写的那样又红又专，但感觉很幼稚。。但是也算是一部不错的书。
12、乡间和战场上的中国普通人
13、百看不厌的好读~
14、（2/6）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小说，不明白为何能入选茅盾文学奖，喜欢抗日神剧的小伙伴们
可以来阅读感受一下
15、乔大夯，只记住了这个人，夸父一样的人物
16、虽然农村阶级斗争的桥段太“无邪”，但到了抗美援朝魏老马上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战争题材，
脑洞大开。
17、喜欢男主
18、文笔流畅，人物鲜明，不愧为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通篇可以用“可爱”概括，令
读者"鸡血"沸腾，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人物过于脸谱化，对朝鲜战争的描述和评价过于片面。
19、私以为系描写朝鲜战争的巅峰之作，与宅在书房中脑补战斗的宅男不同，魏巍是真正上过战场、
见过死人的；无疑，魏巍的革命化、浪漫化与脸谱化叙事手法虽削弱了这部作品的说服力，但这只是
一部小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20、这是一部很主旋律的小说。但是整体有些散，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获得茅盾奖。
21、脸谱化的人物刻画，主要描写嘎子（郭祥）在朝鲜战场上的勇猛，杨大妈在女儿杨雪死之后又把
儿子送上战场，也刻画了很多朝鲜战场上的英雄形象，战争无情，英雄可敬
22、人民对于国家和民族有一种宗教的情怀，感人至深。叙事和修辞有着现代的影子。里面的对话非
常贴合生活，值得研究。建国初，众生相。单调的思维和世界时那个时代的问题，不仅仅是文人，政
客，而是所有人都是迷茫的。作者有时候会控制盒压制自己的思考，也会调节人的思考。。。
23、读不下去， 看得我起鸡皮疙瘩
24、最可爱的人肯定不陌生。 如果真的像书中描写的一样，不禁感叹战士的光辉形象，单纯正直，真
正过过那种苦日子也许就是这样吧。 想起项塔兰那句，最初我们什么都怕，怕动物、天气、树木、夜
空，但就是不怕同类，如今我们怕同类，却几乎不怕其他东西。  只是这样的时代，一去不返。
25、补标，还好吧，其实还挺好看的，至少小时候是这么觉得，不过作为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多少有些
虚。
26、只觉得当初人们的思想就是那么脆弱，像稻草一根，是什么一种力量在反复纠正？错误不是一措
而就的，而成功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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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27、黎川文化馆图书馆早年借阅的，关于抗美援朝的佳作！
28、要不要打飞机源出这里？一星
29、时代不同，很难共鸣
30、关于农村阶级斗争的描写相当白痴
31、时代背景下的书，那时候他们比现在更需要这种精神鼓舞
32、（属于社会主义文学） 写于1975-1976所以 我也理解你写成这样
33、这种东西还获茅盾文学奖？是我看的版本不对么..........
34、英雄气概和生活气息贯穿始终，为英雄们的大无畏牺牲和革命乐观精神所感动。不过本书创作
于50-70年代，人物刻画的脸谱化和程式化较为明显，也许这就是时代的印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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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精彩书评

1、这部长篇小说,描绘了抗美援朝,保卫家园这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壮丽斗争生活.作品通过对朝鲜战
场和我国农村阶级斗争的描写,展现了中朝人民进行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必要性.
2、总体来说，这本书展现了一个历史断面，主题是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合作社。由于这本小说的缘
故，那段不可理解的岁月也终于比较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虽和历史不同，但不能代表完全虚
构，那个时代的影子始终在书中闪现。从书中可以看到，抗美援朝之所以胜利，与战争的正义性和士
气是直接相关的。书中也可以梳理出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中共借着毛主席的个人魅力
型支配和刚建国的热情，意识形态的凝聚上可谓是大大胜过欧美。从书中也可以看到东西方对话的失
败和彼此的不理解，中国把欧美看做资本主义的剥削者，西方把中共看做共产主义的恶魔。让人动容
的，是那些平凡的人。让人不得不想，所谓的能动性到底有多大？人的精神力量和客观现实之间到底
是有多大的张力？然而，在这种火热理想的背后，世界似乎变的固化简单化，如童话一般简单，地主
一定是坏人剥削人，贫农一定是有追求舍己为人。在感动的背后，不得不警惕这种单一的思维。（随
笔写就，请谅解）
3、正面人物：郭祥关于郭祥。写这样一部书究竟要写个什么样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呢，这是写作时首
先考虑到的问题。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我们的部队中，我接触了这样一种人：他们受到长期战争烈
火的锻炼，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也能生活，再强大的敌人压他，他也不示弱。过去常称他们是“突破口
的干部”、“革命的好战分子”，他们也常常以此自豪。他们平时休整就感到寂寞，本来生病了，一
听说打仗就好了。他们身上有一种征服敌人的渴望，也就是他们说的“宁可在敌人头上尿尿，也不许
敌人在面前吐痰”。这种性格在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中都可以找到。我们常说那个团能战斗，就因为那
里有这样一批战斗骨干。如果我们将来还要打仗，那就少不了还要有这种人，没有这种人是不行的。
那么这是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呀？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人的出现，正是革命战争长期熏陶的
结果。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怕死不怕死，敢不敢为革命献身，这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在写这种人
的时候，还要有一个性格化的问题。作为艺术典型，应该包括共性与个性两个方面。只有个性没有共
性就没有普遍意义，这当然不行。但另一方面，只有共性没有个性，作为艺术典型就是不成功的，也
就是过去说的公式化概念化，形成千人一面，千人一腔。当然，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特别是搞好
人物的性格化，并不很容易。正因为不容易，这样的典型在文学作品中就比较少。这个问题的解决，
还是要很好地研究生活里边的人物，同时突出性格中主要的东西。郭祥是有模特儿的。一直到现在我
写东西还是觉得有几个模特儿比较放心，比较有个抓挠头。如果人物在你头脑中就没有活起来，你写
出来一定是概念的。说到郭祥，生活中有一些这样的人物。比如抗日战争申我参加晋察冀英模会，就
遇到过一个战斗英雄，很出色，性格诙谐，很逗人喜欢。我们过去睡在老百姓炕上，大家紧紧挤着，
叫“贴白菜帮”，谁要一起来就再也没空躺下去。他出了个“情况”，人们一惊起来了，他却躺下睡
了。还有一次，他到据点里去打一个伪军。当他走到这个伪军面前，只有几步远，伪军问：“你是什
么人？”他说：“自己人。”说着他就掏出枪来，想一枪就把他打死。谁知子弹臭了，伪军立刻端着
枪喝道：“自己人为什么开枪？”他坦然一笑说：“跟你闹着玩哩！”还有一个战斗英雄，打大同时
很英勇。我写过一首诗叫《英雄阵地》，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张家口一个姑娘看了他的事迹后
很感动，写了一封信，还给他送来一块表。可巧，这时候他正在禁闭室里蹲着哩，因为犯了纪律。我
在写《东方》时有过考虑，是写一个正经八百、不苟言笑的人物作主人公呢？还是写一个活泼一点的
？后来选择了后面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受封建影响太深，许多人性格比较古板，写这种性格对民
族会有好影响。当时文艺思想上有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是能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我想，只要我们
自己是热爱英雄人物的，总会想尽力写得好一些，不会随便来丑化他。而为了从生活出发，从特定的
个性出发，即使写了一些缺点，也不算什么问题，甚至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还是想把人物写得活一
些，更像是生活中的人物。生活中的人物，他身上的优缺点总是相统一的。我们一动笔往往就把那一
面取消了，只剩下一面。因此使人感到不真实。这是创造人物申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看没有必要非要
人物穿高底鞋，头上绕着光圈，丧失真实感。前面提到，有些作品往往主要人物反而不如次要人物突
出。我看主要原因是顾虑过多，老是考虑这是主要英雄人物呀！可别把他写坏了！所以就特别地慎重
。慎重并不坏，但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心理上压力大，过分拘谨，就会写成四平八稳
的人物。就像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过分溺爱，缺点也成了优点，反而不能很好地分析他、了解他了。
反面人物：陆希荣关于反面人物陆希荣的塑造。这个人物也是从生活中接触到这类人物后才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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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我写这个人物的基本构思，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写个人主义的毁灭。小说出版之前，我去工厂听阅读
小组的意见，一个工人说，陆希荣这个人物还不如让炮弹炸死算了，后来还回了国，又当了小伙计，
生活还不错嘛！心里觉得不解气。实际上他从无产阶级队伍分化出去，当了资产阶级的帮闲，这就说
明他已经从精神上完蛋了。我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歌颂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
如果这个界限划不清，那就很糟糕。在冲击封建主义方面，资产阶级作家们很英勇。他们用个性解放
、个人主义去冲击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今天，虽然我们生活申遗留的封建
的东西还很多，但是今天反封建残余，也还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反。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
期，赞扬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在革命的历史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经常发生冲突的．因为闹个人主义，必然使集体受到损害，
并且最后导致个人的毁灭。比如历史上的张国泰就是一个典型。他参加过“五四”运动，也搞过早期
的工人运动，以后担任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长征中，他看到中央红军力量削弱了，就野心勃勃地要分
裂党，最后成了可耻的叛徒。这种人当年在革命队伍里也扮演了一些角色，但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终
于离开党完事。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有不少因个人主义毁灭的例子。所以我就想写这样一个例子，一个
典型。因为这对我们的生活有教育意义。将来战争来了，这类人物还是会出现的。《东方》既然是为
未来战争作准备的，就有必要写这么个人物，同主人公作一个鲜明的对照，也是对正面人物的陪衬。
决不能说一个人一参加革命就十全十美，但不少同志在革命斗争中把个人主义的东西扫除了，至少是
减少了。也有些人没有，学了一些马列主义词句，当作装饰品，把自己的个人主义伪装起来，到某种
时候就暴露了。在《东方》里，我又用另一个人物刘大顺来跟陆希荣对比。他是个解放战土，对共产
党很感激，但因为入朝时他对新的战争不认识，起点不高吧，在战争开始他就趴下了，郭祥要揍他。
但这个人和陆希荣不一样，他不是掩饰错误的人，他起点不高，但越来越高，渐渐对战争有了认识。
这两个人物对郭祥都是陪衬，都是为了深化主题，从世界观、人生观上让人想一些问题。一个人哪怕
起点低、觉悟不高，但只要忠诚老实，肯于改造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战土。反之，虽有才能
但不注意改造，也不行。群众英雄：杨大妈下面讲讲杨大妈这个人物。这是一个真正的群众中的英雄
。这种人物是在血和泪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也是我们这个政权的最可靠的支柱。所以我把这个人物
作为群众的代表。她是普普通通的劳动群众，在旧社会一肚子辛酸。我在抗战时期曾看到这样的英模
人物，正像她说的，“提起旧社会，真他妈的没一条好处”。她和郭祥一样，都是旧制度旧社会的对
立物、掘墓人。这种人靠共产党、八路军来了以后才解放出来，她们和党完全一条心，同生死共患难
。所以我写她看不到八路军时就感到寂寞了。那跟有些人就不一样，你住他家的房子，他确实不高兴
。像杨大妈这类人物，在根据地生活期间，我也认识了几个。如“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冀中子
弟兵的母亲”李杏阁，还有大清河北被称为“官大妈”的。“官”是大家的意思，也就是大众的母亲
。这几位根据地的母亲，我都是同她们接触过的。不是自己的母亲，想叫她“娘”是很难出口的，但
她们其中一位我确实叫了“娘”。把她们写在文学作品中，是我早就有的愿望。我也考虑过这些革命
母亲在文学作品。中不少人都写了，我写时应有所不同。怎么做到有所不同呢？就要通过性格化，表
现个性。有一位大妈性格泼辣直爽，坦白又精明。半夜八路军来了，老大爷就去开门，带路啦，叫人
啦，张罗些杂事；她则和那些游击大队长商议军情大事，披衣坐在炕上颇像一个指挥员。所以我就着
重从这个方面写她的性格。她的这种性格也是大清河北斗争环境的产物。那地方斗争很残酷，平、津
、保三角地带是敌人的必争之地，一直到平津战役，一些干部还在地道里蹲着呢。当时大妈最怕的是
那样些人，头天在她家吃了饭，第二天就叛变领着敌人来抓她。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不是她那种性格就
很难应付。因为我比较熟悉她，写到她也就顺手些。其它人物书中其他一些人物，有的也有模特儿，
比如里面写到一个贫农叫小契，我确实在他家住过。合作化初期，我在一个村子住，按照老根据地的
风习，我到每家轮流吃派饭，这是个很好的了解群众的机会。这个小契家的情况就像我描写的，他的
那个院子没有墙，就有个门楼。所以我说走遍天下也找不出这样的家。我是很热爱这个人物的。开始
写作最好有模特儿。像画家似的，最初可以多搞一些人物速写，搞些积累。写长篇不妨先搞人物传记
，每个人物都给他立个“档案”。创作以前，不能是对人物没有什么想法就往下写。当然写时会有发
展、变化，但不可事前没有准备。有同志问：关于傻五十这个人物，着墨不多，印象很深，是怎么写
出来的？这种人写出来并不困难。每个村子都有这种人物。过去在一些贫农家庭，父母早年去世，没
人教育，又缺个心眼，但是本质上很憨厚可爱。能不能把这种人物写进作品？按照一种观点，就是歪
曲了人民解放军的形象。但我想，只要从总的方面说，作品符合人民的利益，就不要让许多条条框框
限制住了。这个人物的塑造主要靠典型的细节。好细节的珠子如何串在人物性格的线上？一个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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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点就是服从人物的性格。只能适合他，不能适合第二人，才最好。如果用不上，宁可先库存起来
。有同志问：《东方》的故事是怎样编起来的？郭祥、陆希荣、杨雪之间的爱情描写，当初是否有顾
虑，怕不怕人家说是写三角恋爱呢？最初，怎么把抗美援朝的生活组织起来，确实是个难题。当时我
很想从生活中找个现成的故事加以改造，将材料串起来。过去文学作品有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但是，
我能找到的只是报上登的一个志愿军未婚妻的故事。线条太单了，负担不了我要表达的内容。后来，
只好自己结构了。虽然汲取了一些文学作品的手法，不过人物是新的，它还可以表达我的意思。当初
写爱情的确有不少条条框框，就是不写“三角”也容易受到指责。但是因为主题的必要，我还是这样
写了。有的同志问，是先有人物还是先有故事、先有战争过程，尔后让人物在其中活动？作为一个长
篇，纯粹表现战争过程会显得很枯燥，如果单是写个人命运的一个故事，和战争进程脱离了，也可能
会显得单薄。当时我很想把二者结合起来，把战争发展过程和人物命运结合起来。至于是先有人物还
是先有故事，当然还是先有人物，故事是人物行动的结果。你先有故事，然后把人物往里装，这是不
好的。事实上这两个是交错进行的。技素常的说法是从人物出发。
4、这本书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接触过，写得很好，有的场景很感人，所以在以后又读了两遍，由于都
是从图书馆借的，没有收藏，现在又想读了，却找不到了。
5、本人曾经拥有此书，却被人传丢了！！悔 悔 悔 悔 悔 悔！我曾多次试图再买此书，均无结果，望
有此书讯同仁帮个忙，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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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东方》的笔记-第1页

        决不能说一个人一参加革命就十全十美，但不少同志在革命斗争中把个人主义的东西扫除了，至
少是减少了。也有些人没有，学了一些马列主义词句，当作装饰品，把自己的个人主义伪装起来，到
某种时候就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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