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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张石山先生，是在友人家认识的，后来成为好友。
　　听石山先生说，他是云南人，祖上经营矿业，是当地的巨富。
家中多人先后参加革命，成为一个革命家庭。
石山自幼跟随家人到上海读书，后参军、入党，长期在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工作。
他酷爱文学，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与熏陶，立志要撰写一部大型文学作品。
因为种种原因，直到退休后才有时间着手进行，可以说是大器晚成。
　　长篇小说《骊珠记》，就是以他家庭为背景，父辈们的革命活动轨迹为主线，穿插其他社会资料
，进行艺术加工和虚构而写成的。
小说从构思酝酿，写出初稿，到打印征求意见，反复进行修改，历时十余载，呕心沥血，百折不挠，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这种精神和毅力，令人敬佩。
　　小说集中描写青年陶文澜，从云南家乡到上海求学，其间加入中共地下党，不久赴苏北抗日根据
地工作。
因受当时内部肃反扩大化影响，被迫离开苏北回到云南家乡，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直到壮烈牺牲。
青年陶文澜的人生道路，极具典型意义。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风云急变，外族入侵，国土沦丧，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境地，大批热血青年，不
顾家庭阻拦，不顾生命安危，离乡背井，参加抗日、反蒋斗争，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他们把个人的
前途命运和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和民族解放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这部小说要表
现的积极意义。
&ldquo;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rdquo;。
强烈的爱国情怀，是文学创作中值得永远高扬的。
　　云南是我国边陲重地，有众多能歌善舞的兄弟少数民族聚居。
那里山川壮丽、景色秀美，文化多姿多彩，极具特色。
小说反映了四十年代云南社会各个阶层的丰富生活，人物众多，有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工人矿主、
山寨土司、军警特务、马帮烟农等等，应用尽有。
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事关系纠缠难解，大千世界，千姿百态，皆有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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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骊珠记》是以作者家庭为背景，父辈们的革命活动轨迹为主线，穿插其他社会资料，进行艺术
加工和虚构而写成的。
小说集中描写青年陶文澜，从云南家乡到上海求学，其间加入中共地下党，不久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工
作。
因受当时内部肃反扩大化影响，被迫离开苏北回到云南家乡，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直到壮烈牺牲。
青年陶文澜的人生道路，极具典型意义。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风云急变，外族入侵，国土沦丧，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境地，大批热血青年，不
顾家庭阻拦，不顾生命安危，离乡背井，参加抗日、反蒋斗争，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他们把个人的
前途命运和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和民族解放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这部小说要表
现的积极意义。
&ldquo;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rdquo;。
强烈的爱国情怀，是文学创作中值得永远高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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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石山，1939年出生于云南省石屏县一个工商业者家庭，祖、父两代在锡都个旧经营矿产。
解放前，家中有数人先后革命。
本人在石屏及昆明度过童年，1947年随中共地下党员的叔父到上海求学。
1967年高中毕业时被上海财经学院录取，因与志向不符而未去就读，旋即走上工作岗位。
1959年参军，1964年复员后进入上海市政府机关，&ldquo;文革&rdquo;期间下放&ldquo;五七&rdquo;干
校，1972年调至科技系统。
1999年退休前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进修学院副院长。
 本人自幼酷爱文学，曾受到前辈诸多名家的熏陶，青少年时期便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
虽无缘于文学专业，但始终未曾放弃对其爱好与追求。
退休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构思创作了一部带有家族史与自传性色彩、反映20世纪前半叶中国（
尤其是云南）政治风云变幻和先辈斗争历程的长篇小说《骊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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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苏联&lsquo;契卡&rsquo;领导人捷尔任基曾经说过：&lsquo;无产阶级专政犹如一把出鞘的利剑，是
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然而有时它沉重而锋利的剑刃也会落在无辜者的头上。
&rsquo;这话听起来有些恐怖，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革命斗争中出现某些偏差，误伤了一些同志，是在所难免的。
　　&ldquo;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济世良方，那么现在庸医乱用虎狼药，这与药方何干呢？
共产主义制度令人向往，千百万人为之前仆后继地奋斗，决非偶然。
当所以我真心地希望你能振作精神，从笼罩着你的阴影中走出来。
&rdquo;　　文澜被梁兄的真诚所感动，变得心平气和了：&ldquo;也许可以这样说，叫做&lsquo;歪嘴
和尚念真经&rsquo;，经是好经，只是被歪嘴和尚念坏了。
自从我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那天起，就树立起牢固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丝
毫没有疑义的。
&rdquo;　　梁兄抬头望着渐渐升高的太阳，认为谈话应该告一段落：&ldquo;你看我们光注意
到&lsquo;形而上&rsquo;的脑子，忘了还有一个&lsquo;形而下&rsquo;的肚子需要去关心呢！
&rdquo;　　文澜认为自己理应尽地主之谊：&ldquo;今天风和日丽，我们何不仿效古时文人雅士
，&lsquo;一日看尽长安花&rsquo;呢！
&rdquo;　　&ldquo;好的。
&rdquo;　　&ldquo;那就说定了，余下的时间我们要活得轻松一些，把那些沉重的话题暂时抛到脑后
去吧！
&rdquo;　　&ldquo;同意。
&rdquo;　　文澜带着梁兄到一家熟人开的店铺，向老板借了两辆脚踏车。
这样在一天时间里，他们可以将昆明市内及近郊的几处主要景点都逛到。
　　昆明的名胜古迹如同散落一地的珍珠，俯拾即是。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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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骊珠记》由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他并没有消失什么，　　不过感受了一次海水的变幻，　　化成了富丽珍奇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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