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烈火中的青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烈火中的青春>>

13位ISBN编号：9787500475019

10位ISBN编号：7500475012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老鬼

页数：39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烈火中的青春>>

内容概要

1972年5月5日，内蒙古锡林格勒草原上的一场大火夺去了69位兵团战士的生命。
当年插队落户就在火场附近的知青老鬼，亲眼目睹惨烈场景，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认定这些为抢险救
灾而献身的青年人，是可歌可泣的英雄。
当时就暗下决心，有一天一定为他们写本书，将他们载入史册。
30多年之后，老鬼克服重重困难，逐一寻访了69位烈士家属中的66位。
他搜集了烈士的照片、书信、简历等资料，饱含情感地记述他们短暂的一生。
全书秉承老鬼的一贯风格，真实可信地再现了40年前内蒙兵团战士的英貌。
尽管年代已久，资料有限，但这部极具冲击力和感染力的新作，终于使被烈火吞噬的英魂得以再生，
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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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鬼，1947年生于河北，1966年高中毕业。
1968年赴内蒙古锡林格勒盟插队落户，1976年离开草原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
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1982年大学毕业，曾先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社工作。
现为自由写作者。
其代表作《血色黄昏》影响甚大。
 
    老鬼作品系列—— 
    《血色黄昏》（1987年） 
    《血与铁》（1998年） 
    《母亲杨沫》（2005年）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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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京知青1名　　杜恒昌（1945—1972）　　1945年11月生于河北省定县，汉族，原籍河北定县息
仲公社贾村，北京三十一中初中毕业，北京六中高中毕业，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11月赴
内蒙古西乌旗宝日格斯台牧场插队落户，曾任场革委会常委，1969年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
三团接管，任四连副政治指导员。
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英勇牺牲，享年26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一等功。
　　采访记录　　杜恒昌烈士的继母张玉英：　　我是他的继母。
他父亲1945年参军入伍。
他母亲是农村妇女。
恒昌3岁多时，母亲难产去世。
他由爷爷奶奶照看。
　　农村家人都很疼爱这个孩子。
1956年，老杜的大哥见农村条件不好，就把他带到太原，他当时11岁。
他父亲1956年调到北京工作，我们1957年结婚，1958年又把他从太原接到北京。
　　那天是我和他父亲去接的。
在车站月台上，他见了我就叫了声：“妈”，让我很感动。
当时他已经13岁。
　　到北京后他上小学四年级。
挺腼腆，一说话就脸红，比较爱哭。
后来考上了三十一中。
他脑子不大灵活，但刻苦。
老师对他评价挺好，有农村孩子的朴实。
高中考上了北京六中。
刚一上初中他就跟我说想入团，我表示支持，还说我入党，你入团，咱们比赛吧，看谁先入。
结果恒昌入团比我入党快，不久就当了班干部。
他为人厚道诚恳，同学关系很好，上高中时就入了党。
我们从来没有为他操过心。
　　恒昌有1米75的个儿。
很内向，不爱说话，从不张扬。
他长着一双笑眼儿，稍微动一下就是笑眯眯的样子，非常随和。
他没有特别的嗜好。
不怎么爱看小说。
父亲买了一把小提琴，他曾拉过，也没拉出名堂，就是自己乱拉。
　　老杜工作很忙，跟恒昌在一起的时间有限，有时也跟他聊聊。
记得那是他上初中时，有一次吃饭时为一点小事，父亲说了他，他默默地掉泪了。
我批评老杜，吃饭的时候不要说孩子。
你这么做孩子还吃不吃饭了？
我们大家还吃不吃饭了？
老杜则说我惯孩子。
我从没骂过恒昌一句，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
但我也不惯他。
家里就是粗茶淡饭，很少去饭馆。
他不爱吃零食，穿衣吃饭从不挑剔。
因为他是团支书，工作忙，再加上弟弟妹妹需要安静，上高中后就住校了，一星期回一次家。
他很少主动管我们要什么东西，因为当干部，工作需要，我们给他买了块手表。
　　“文革”中，他这个团支书也靠边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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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六中红卫兵打人这事儿，他很反感。
他曾在家中对我说，这么打把政治运动庸俗化了。
串联时他借了一些钱，后来也都还了。
这孩子没一点歪的邪的，跟他父亲一个样。
　　1967年10月，恒昌报名去内蒙古草原。
那次一起走的大约有400多人。
他先告诉了我要去内蒙古，我当时表示反对。
我说去哪里应由组织决定，不要自己先提出来。
组织如果让你上大学，你就直该上大学，这也是革命需要。
我认为应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能一种准备。
　　当时他父亲一个礼拜才回家一次，平时住在单位。
等他回来时，恒昌又对父亲说要去内蒙古。
他父亲同意了，我也就不再反对，给他准备了些物品。
他说我带些旧衣服就行了，简单点。
他父亲的军衣有些大，我用剪刀给剪错了。
他说没关系，给我缝起来就行。
　　走那天，在天安门广场有40来辆汽车。
我们全家都去送他了。
他神采奕奕，我和他父亲、弟弟、妹妹眼看着他上了汽车。
到了那儿以后，他来信说一切都好。
　　1969年初我们去“五七”干校。
一开始去牡丹江，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又去了贵阳“五七”干校。
他知道后来信问父亲，为什么去“五七”干校？
是不是犯错误了？
你一定要把真实原因告诉我，跟我说清楚。
如果犯错误，我将重新认识你。
　　其实下“五七”干校是一锅端，他父亲啥错误也没犯。
　　他下乡后，胳膊被马踢断了也没告诉我们。
我们看他字迹特别丑，歪七扭八，小学生一样，他父亲一再追问怎么回事？
他才说右胳膊给踢断了。
　　到了1972年春节前他告诉我们要回家探亲。
　　那时候，他父亲在空军后勤部第四研究所。
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扎根边疆，全家都搬到了贵阳。
他父亲原来是室主任，后来担任了科技处处长。
　　1972年春节，我们一家五口团聚了，共住一间房，一大床，一小床。
有人建议让杜恒昌住招待所。
我们说一家人凑在一起热闹。
我和老杜及两个孩子住大床，杜恒昌睡小床。
他与弟弟妹妹相处都很融洽，没事时就给他们讲内蒙古的风土人情和打狼的事情。
拆洗衣服时，他的伤残胳膊吃力，把大盆摔了，还坚持自己洗。
他的棉衣洗完后全成了碎片，烂了不能再穿，只好穿我的毛衣毛裤。
本想给他买身新棉衣棉裤，可贵阳竟然买不着。
　　每天晚上我给他做衣服时，我们就在一起聊天。
他讲有个老朋友刘凡刚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好像也是北京的，关系还没有确定。
这个刘凡是原场革委会副主任，杜恒昌胳膊坏了，就住在他家里养伤，他俩关系特别好。
后来当我们去内蒙古看望刘凡时，刘凡的小孩哭了起来，说是想念杜叔叔。
　　恒昌这次回家探亲，差不多两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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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之前，从里到外都给他买了新的。
返回兵团时，我们给他送到了汽车站，他父亲送得更远一些。
我们都没有掉泪。
　　两个多月后，当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我们惊呆了，全家人都大哭一场。
我们乘飞机从贵阳到北京，再到赤峰，从赤峰改乘汽车到西乌旗，再到四十三团团部，下到连队后，
四连的兵团战士夹道欢迎我们，高呼向烈士学习的口号，场面热烈，气氛悲壮，让人感动。
　　遗物有一条被子，一件蒙古袍，一把刀。
蒙古袍和被子现在我们都还保留着。
　　恒昌很老实，跟他父亲一个样。
他父亲就特别简朴谦和。
不管对干部还是战士，见面都打招呼。
而且闲不住，无论到哪里，总主动扫院子。
厕所有人不冲，他就端水冲洗干净。
特爱帮助别人，对面有个菜店，老杜常常帮他们卸白菜。
老杜1990年脑出血去世，才67岁。
上午抽血时，还帮护士贴标签，下午就不行了。
我们家孩子一点没沾他父亲的光。
恒昌的弟弟现在还开出租车。
　　恒昌跟他父亲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
老杜白头发多，恒昌也少白头；老杜比较瘦，恒昌也瘦；老杜从不跟人吵嘴，闹意见，恒昌也见了人
总和和气气，从没瞪过眼；老杜爱为大家扫雪、清理厕所等，恒昌也如此，公益的事抢着干。
这父子俩太像了。
　　恒昌很自律要强，也很省心。
你挑不出他什么毛病，他好像是个小大人，没犯过什么错误，我们很少说他，更没打过他。
他老是那么寡言少语，不爱讲自己，我们对他干了什么好事也不清楚。
　　到草原以后，曾有一个女生的马特别烈，他的马好，就把自己的马与那个女生换了。
结果他的胳膊给摔断，也不跟家里说。
我们是根据笔迹，发现太不像样了，一再追问，才知道他的胳膊坏了。
他自己受了什么苦，有什么困难，来信从不说，总说一切都好。
　　兵团曾经推荐过他上外语学院，他回绝了。
他说草原就是我的大学。
结果推荐了吴晓明。
恒昌从不张扬自己干的好事，所以他有什么事迹我也不知道，说不出来。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　　一　　杜恒昌的童年在农村度过。
11年的农村生活，养成了他朴实善良的个性。
　 　　他的父亲1956年调到北京空军后勤部工作，生活稳定后就把杜恒昌接到了北京。
按杜恒昌的年龄，应该上北京的小学6年级，由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差，他却上了小学4年级，所以就成
了66届。
两年后，1960年秋他考入了北京三十一中（在西单绒线胡同），很快博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好评。
他谦虚平和，遵守纪律，学习努力，敬重老师，性格敦厚，处处谦让，从不跟别人争吵。
他衣着朴素，又很整洁，没有农村孩子不讲卫生的陋习。
不久就当上班干部，并很快人了团。
那时候，初中每班仅有几个团员，能人上团很不容易，都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经过三年学习，他的功课慢慢赶了上来，顺利考入北京六中上高中。
该学校地处天安门旁边，是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有很多高干子弟。
　　从高一年级起，他就担任了班上的团支书，一直到高三毕业。
高一去南口参加夏收，他以身作则，处处抢重活儿、累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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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力弱或有病的同学关心体谅，从不埋怨责怪。
那时候，班里还组织同学去时传祥的单位当淘粪工。
大粪特别沉重，从小胡同的院子里淘厕所，再背着粪桶走到汽车处，把肩膀都压肿了。
可杜恒昌默默无闻地带头背粪桶，从不言苦。
别看他话不多，却以具体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同学。
结果，这些干干净净的中学生都争着抢着背粪桶，没人嫌脏怕臭。
　　高中的数学、物理课，他学起来比较吃力，成绩中等偏下。
但非常刻苦，下课了，别人都去玩，他还在教室里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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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用真实再现烈火中英雄之魂，以真情谱写又一曲青春之歌。
　　老鬼又一部与青春有关的著作。
　　他们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他们。
　　纪念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老鬼继《血色黄昏》、《血与铁》之后又推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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