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名论坛

在“知识流放”中吟唱
孙越生和他的“干校诗”

李　　辉

1

几年前 ,我在关于五七干校的一篇文章

《旧梦重温时》中感慨过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和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中两大社会迁

徙 ,但知青中走出了一个个作家 ,知青文学由

此引人注目 ,而五七干校的生活 ,除了几本回

忆录外 ,却几乎没有产生引起轰动的作品。一

场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历史变动 ,仿佛没有在

那些当事者中激起多少浪花 ,仿佛一夜之间

轰然而起的骚动 ,又在一夜之间趋于平静 ,趋

于沉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 ,

譬如年龄、环境、心情等等 ,两代人会有很大

差异。但是 ,我仍然不能想像 ,千千万万“五七

战士” ,思想都已枯竭 ,情感都已苍白 ,面对

“文化大革命”惨状、面对历史困惑 ,他们会死

一般沉默。

当然不会。顾准的思想与人格重新引起

关注 ,证明了在那段历史的场景中 ,一直有着

坚毅的身影在闪亮。在那些为数不多的、值得

今天人们敬重和研究的前辈知识分子中 ,孙

越生无疑有着特殊价值 ,值得我们重视。他对

官僚政治的系统研究 ,他在干校期间偷偷创

作的诗歌 ,在当代思想领域、在当代文学领

域 ,都具有特殊的价值。

2

第一次知道孙越生的名字 ,是读了他的

一篇杂文《蚯蚓现象》。 1988年 ,他以这篇杂

文获得《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举办的“风华杯

杂文征文”一等奖。以蚯蚓的以首生身、以身

生首的生理现象 ,来概括中国两千年封建官

僚政治 ,让我看到了一位学者的敏锐与深刻。

在他看来 ,专制君主与官僚政治是相互

依存的。用他的话来说: “大小官僚们帮助大

皇帝打天下 ,坐天下 ,树立起`真命天子’的偶

像崇拜和`替天行道’的绝对权威之后 ,他们

从中分一杯羹的特权地位也就有了依据 ,有

了庇荫 ,有了保障。”那些年里对“文革”批判

的文章有过不少 ,但还很少有像他那样以一

篇千字文来对历史现象做出精粹概括的。

我认识了他 ,并且知道了他是我国老一

辈经济学家王亚南的弟子。 他告诉我 , 1945

年 ,他在厦门大学听王亚南讲授政治经济学 ,

从此 ,在恩师的指导下 ,开始研究经济学 ,后

又研究中国官僚政治制度。 王亚南的学术名

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当年就是由他用毛

笔从头到尾誊清的。正是这样一种学术经历 ,

才酿就了他的与众不同的随笔。

后来 ,在 1993年出版的《散文与人》 (邵

燕祥、林贤治编 )第一辑上 ,我兴奋地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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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越生的《历史的肖像 读曹吉冈的〈长城

组画〉》 ,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没想到 ,研

究政治学、经济学的他 ,对美术也是行家里

手。这是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散文。没有

刻意作文 ,更没有在体裁上做过多选择 ,他只

是随思想的流动而潇洒挥笔 ,把自己对中国

历史的研究 ,和对长城的认识 ,酣畅地表述出

来。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

学者 ,他的这篇谈论绘画的随笔 ,却具有凝重

的历史感与史识 ,成为他理解和描述《长城组

画》的厚实背景。只有在体味到他对中国封建

社会政治的认识和对长城的理解之后 ,我们

才会从那些对“组画“所做的生动细致而形象

的描述中 ,感到一种深沉的美 ,看到了理性与

印象在文字上完美的结合。 这正是他的随笔

最引人注目最值得评说的地方 ,他以自己杰

出的才能 ,为随笔创作增加了一种难得的凝

重和酣畅。

他想走进长城的灵魂深处 ,而在他看来 ,

长城魂实际上就是中华魂的一个象征、一个

缩影。在他的笔下 ,长城的悲壮就是中华民族

悲壮历史的象征: “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

的大一统官僚政治造成的这种伟大的苦难和

苦难的伟大 ,就像钢爪攫物、恶梦缠人一样 ,

紧紧抓住、牢牢束缚中华民族二千多年的历

史和亿万人民。这就是悲壮的中华精魂之所

在。”文章的最为酣畅之处 ,莫过于他对中华

魂与长城魂的渲染 ,以及对两者之间关系的

描述:

　　中华魂就是善与恶的共生 ;

中华魂就是祸与福的互倚 ;

中华魂就是最悲壮的美与最卑鄙的

丑的相互渗透 ;

中华魂就是最大的忍耐和最暴烈的

造反的不断交替 ;

中华魂就是人性的激昂高扬同兽性

的执著狂热不断地发生冲突 ;

中华魂就是一个人最大的自由和亿

万人最大的不自由的结合 ;

中华魂就是最高度的统一和最大的

分散的奇妙的合生 ;

中华魂就是以几亿人的规模、几千

年的时间跨度、几百万平方公里的空间

距离在搬演形影不离的最伟大的成就与

最伟大的破坏 ,最伟大的压榨与最伟大

的奉献 ,最伟大的智慧和最伟大的愚蠢!

明白了中华魂的精义 ,就不难理解

长城魂的所在。

由一块块分散的城砖砌成为一个伟

大整体的万里长城 ,就是建立在最分散

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这个大一统专制官

僚政治的活生生的写照 ,齐整整的同构。

长城是人类文化的丰碑 ,也是人类

野蛮的记录。

长城是帝王家天下的不朽涉及 ,也

是平民百姓为之牺牲的伟大坟场。

在长城身上 ,帝王个人的野心和千

万苦役者的耐心都创造了世界无双的记

录。

当他写出这些满腹忧愤的感叹时 ,他就

不再是一个冷静的书斋学者 ,而是一个充满

激情的政治诗人。读过不少学者的文章 ,但还

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着诗人的气质。

3

他真的是一个诗人。虽然他从未有意当

诗人 ,也没有人把他看作诗人 ,但在万马齐喑

的年代里 ,在思想被扼杀人性被阉割的日子

里 ,他却写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诗。

知道这一情况是在读了他的杂文之后。

当时我找到孙越生 ,建议他编选一本随笔集 ,

收在我当时正在为华侨出版社主编的“金蔷

薇随笔文丛”第二辑中。为取书稿 ,我到他家

去 ,这是认识他好久之后第一次去登门拜访。

交谈中 ,才知道他当初曾习练绘画 ,后才由美

术而转为经济学、政治学的。一间小书房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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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着几幅水彩画 ,画面是乡间景色。他告诉

我 ,这些是当年在五七干校时画的。更令我吃

惊的是 ,他送我的一摞书中 ,都是与美术有关

的 ,如《俄国风景画家列维坦》、《巴比松派风

景画》、《俄国画家列宾》等 ,都是他翻译的。他

把编选好的书稿交给我 ,这便是 1995年出版

的《历史的踌躇》一书。

他为这本《历史的踌躇》准备的代序是一

首诗 ,这下子我才知道 ,他不仅画画 ,而且还

写诗。这首诗是 1972年 2月为那幅水彩画

《雪后初晴》而写的。画面上一排小树倔强地

挺立在开始消融的雪地中。诗中有这样两段:

　　落日在残霞里回顾 ,

　　这是别离的踌躇 ;

初晴在阴霾中显露 ,

　　这是希望的踌躇。

无权的知识在无知的权力下哭泣 ,

　　这是科学的踌躇 ;

渺小的智慧求伟大的愚蠢宽恕 ,

　　这是民主的踌躇。

即便写诗 ,他还是表现出学者本色。他在

那种特殊情形下用诗与画的形式来寄寓他的

思想。第一次读这首诗和看他的画 ,我的确感

到震动。我同他商量 ,从这首诗中取“历史的

踌躇”来作为这本随笔集的书名。他欣然同

意。这是一个很好的书名。 不仅仅映照出一

个知识分子的心绪 ,更是他的思想与生活的

一种历史的联系。

去取书稿那天我和孙越生谈得很多。 他

说 ,他重新拿起画笔是在五七干校期间。特殊

环境中 ,学术的研究已无可能 ,他有一种思想

的痛苦。而大自然的美丽 ,才让他感到真正的

安慰。不仅仅画画 ,他还第一次写起了诗。说

着 ,他从房间里拿出几个笔记本给我看 ,上面

有当年的日记 ,有零散写下的诗句。它们中的

一部分 ,他后来整理出来 ,这便是收录在后来

出版的《干校心踪》 (诗配画 )中的那些诗作。

他在五七干校期间思想从来没有停止过

思考。 他从来没有让沉重的现实把自己的精

神压垮。尽管他不得不和所有人一样劳动 ,生

活的空间是那么窄小 ,可是他的精神却时常

拥有一个无比自由的空间。 他可以独自一人

思考 ,他可以在散步田野时让思想的翅膀自

由飞翔。何况 ,他有一支画笔 ,伴随画笔的还

有政治诗人的思想与灵感。

我把他称作“政治诗人” ,是因为他的这

些写于五七干校期间的诗 ,几乎每首都贯穿

着他的政治思考。和那些当年歌颂五七干校

的诗人完全不同 ,孙越生从来没有在诗中陶

醉于所谓的田园风光之中。 即便描写风景的

那些作品 ,其实也体现着他的批判精神。他从

那些美丽的风景背后 ,看到了当年农村的贫

困 ,他从芸芸众生的生活万象中 ,思考着分

配、权力制衡、民主等政治研究的课题。他的

画和诗 ,记录着一个学者思想与艺术的美。阅

读着它们 ,不能不让人仿佛看到一个孤独的

身影 ,徘徊在历史的远景中。

4

读孙越生的诗和画 ,总是让人感到他与

所倾心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颇有些相似与相通

之处。 也就是说 ,他在干校期间 ,能够沉静下

来 ,不让精神陷入茫然 ,并拿起笔创作诗歌 ,

与他对俄罗斯文化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入了

解和体味有着直接关系。

孙越生早年喜爱美术 ,后来虽然改学经

济和政治学 ,但对美术的兴趣从来没有完全

消失。 他学习英语、俄语 ,长期参与外文刊物

和外国学术资料的翻译、编辑工作 ,业余爱好

之一就是不断翻译美术方面的著作 ,特别是

有关俄罗斯画家的传记和回忆录。去世前 ,他

先后翻译出版了《俄国风景画家列维坦》、《巴

比松派风景画》、《俄国画家列宾》、《列宾回忆

录》等著作。 列维坦、列宾等人身上所体现出

来的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特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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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特别是列维坦。

列维坦是十九世纪俄罗斯著名风景画画

家 ,他的风景画被认为不仅具有娴熟的技巧 ,

能够在最平凡的景色中揭示出无限的美 ,而

且 ,他的不少风景画 ,以具有深邃的思想性和

政治性而著称。尤为著名的是他的那幅描绘

流放者通往西伯利亚的道路的杰作《弗拉基

米尔卡》。

研究列维坦的专家说过 ,在俄罗斯民歌

中 ,在普希金到布洛克的百年来的俄国诗歌

中 ,道路这一题材被描写得生动尽致 ,它和对

祖国的命运的深思紧密地联系起来 ,并且象

征着人民的生活。 列维坦在《弗拉基米尔卡》

一画中 ,就继承了这一传统 ,他以道路为题

材 ,借助于由道路而引起的关于流放和“囚徒

的悲哀”的诗意联想来表现丰富的社会思想

和深刻的感情。他的一位朋友回忆列维坦创

作《弗拉基米尔卡》的过程。他们打猎回来 ,走

在弗拉基米尔卡大道上 ,景色非常优美 ,道路

像一条白色的长带 ,穿过小树林子伸向蓝色

的远方。在道路的远处可以看到两个女朝圣

者的身影 ,一根倾斜的墓顶十字架带着被风

雨侵蚀的圣像 ,说明这是古老时代的遗迹。这

一切看起来是多么温柔、惬意。 但是 ,就在此

时 ,列维坦说: “请停一停 ,这就是弗拉基米尔

卡 ,从前 ,沿着这条道路 ,有多少不幸的人 ,在

叮当的镣铐声里 ,走向西伯利亚。”他当场朗

诵阿· 托尔斯泰《带足枷的囚犯》中的诗句:

　　草原上夕阳西沉 ,

远处的羽茅草金光如焚 ,囚徒的脚

镣 ,

扬起道路的灰尘……

列维坦很快完成了这幅《弗拉基米尔卡》

的创作。画面上 ,阴云沉沉 ,凄凉而晦暗 ,画面

中央 ,一条坑洼不平的道路 ,伸向遥远的天

际 ,伸向阴云覆盖的尽处。 当时 ,它就被视为

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风景画。在沙皇专制实

行恐怖统治的年代 ,列维坦用描绘哀悼流放

道路的作品 ,来向专制挑战。

孙越生一直对列维坦的人与画非常喜

爱。早在 1957年 ,他就翻译了关于列维坦的

回忆录和传记交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在后

来的日子里 ,列维坦和列宾这样一些俄罗斯

优秀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师有意无意之间成为

他的精神支柱。“文革”时期 ,与那些备受折磨

遭受囹圄之灾的人相比 ,相对来说孙越生受

到的冲击和迫害要小得多、轻得多。但是他作

为一个思想家 ,一个曾经师从王亚南研究封

建官僚政治的学者 ,对五七干校这种惩罚知

识分子、贬斥知识的方式 ,他在精神上感到难

以接受。他熟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 ,在他

看来 ,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其实是另外一

种意义上的“流放”。便是在这种情形下 ,他在

列维坦这样的俄罗斯画家那里找到了精神寄

托 ,那些一代又一代被流放的俄罗斯知识分

子的伟大形象 ,在他的心中闪现。 1983年《俄

国风景画家列维坦》经他修订和补充后重新

出版时 ,他在“译后记”中便这样写到在干校

时列维坦带给他的影响:

　　记得在那实行“知识流放”的痛苦年

代里 ,我曾独个儿拉着板车走在夕阳西

下、径路茫茫的田野上 ,那时我是多么感

谢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卡》这幅画给我

带来的慰藉。我真奇怪 ,列维坦作为一个

想像的旁观者 ,竟能如此深刻地体验当

事者的心灵与情绪。我的现实中的痛苦 ,

被移情后的诗意缓解了 ,我的眼前的动

荡不安 ,被永恒自然中的宁静催眠了 ,使

我顿悟到只有自己内心的信念 ,即随着

自己而被流放的知识 ,才是驱使自己永

远移动双脚奔向未来的根本动力。

孙越生便是这样拿起画笔 ,画干校周围

的风景 ,同时为每幅画配诗 ,开始了一个“知

识流放者”的精神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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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越生在干校期间创作的诗 ,目前所见

共三十一首 ,均收录于《干校心踪》 (诗画配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997年 )。

在诗中他思考得最多的是知识与权力的

关系。他在多处用几乎相似的句式、语言来写

出自己的忧思、困惑与质疑。除了前面引过的

那首《雪后初晴》中的诗句外 ,他在另外几首

诗中也这样写道:

　　我被发配到

知识的流放地五七干校

无知在知识的宝座上狂舞

知识在无知的淫威下哀号。

《夏寨之秋》

无权的知识

和贫困的农村相结合 ,

有多少建设性成果?

让受教育者看到

教育者无知的苦 ,

却不能消灭这种苦……

《潘庄早春》

我觉得 ,下面写于 1972年 4月的这首

《晚霞 ,心灵留恋的苍茫》 ,最为集中地反映出

了孙越生的政治诗的特点。

　　天边的晚霞 ,

散发出余烬的光芒 ;

我拉着板车 ,

孤独地走在田径上。

卑微的身躯 ,

在瑰丽的自然中神伤 ;

无权的知识 ,

在无知的权力下彷徨。

为什么今天又要用渺小 ,

去渲染伟大的荣光?

还要用愚昧 ,

来塑造圣殿的辉煌?

生命多么短促 ,

生活多么乖张 ;

在那长眠的墓地 ,①

黑梦也不能悠长!

晚风阵阵吹来 ,

余霞渐渐烧光 ;

只有求知的心灵 ,

留恋自然的苍茫。

风景与心境、思考交融一起 ,感性与理性

相辅相成 ,产生出诗的力度。一句“只有求知

的心灵 ,留恋自然的苍茫” ,把作者那种不甘

沉沦、与命运抗争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 ,表

现得富有意境 ,漫溢出醇厚诗味。

读这些写于五七干校的诗 ,我感受着一

个学者的思想分量。在我眼里 ,孙越生可敬可

爱。他身处极为艰难的处境 ,却在艺术世界里

找到了寄寓心灵的地方。他没有让思想沉寂。

在当时情形下 ,他是思想的孤独者 ,但并不寂

寞。他有自己精神自由的天空。“我并非画家 ,

亦非诗人。 但因孤独的痛苦而感到亲近自然

的乐趣 ,使我产生强烈的愿望 ,要拿起未经科

班训练的画笔和用初次尝试的诗句来记录心

灵和自然的对话。这是一种特殊社会历史条

件下痛苦心灵和美丽自然的对话。” (《干校心

踪》序 )

说得多好。

72 当代作家评论　 2000年第 1期

① 在林彪下达 “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 516分子 ’统统挖出

来”的动员令后 ,有位学员不堪逼供信的冤屈和凌辱而自

尽。此处所指墓地 ,即是其葬身之所。但入土当晚即被人掘

开 ,剥光衣服和塑料布 ,暴尸荒野。后由学员再次掩埋。途

经此坟 ,每有同悲。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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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8月 ,一天孙越生打来电话 ,很

高兴地告诉我 ,说是他的一本《干校心踪》 (诗

画配 )出版了 ,要送我。我说去取 ,可他却执意

要送来。第二天一大早 ,年逾古稀、重病缠身

的他 ,真的拿着一捆书来了。天气很热 ,他大

汗淋漓。他一下子送给我十本 ,说他很乐意让

我转送给可能感兴趣的人。 那天他看上去很

疲倦 ,但也很兴奋。书只印了六百册 ,而且是

他自费的。他把书交给我 ,就匆匆走了。谁想

到 ,三个月后 ,他就因病重与世长辞。 他实在

还有不少课题要做 ,他在 1989年完成的《官

僚主义的起源与元模式》 ,也一直未能出版 ,

每想到此 ,便令人悲痛而遗憾。

但他毕竟留下了书稿 ,留下了这批干校

的诗。 前些日子 ,我仔细阅读了《官僚主义的

起源与元模式》的手稿。 在这部完成于 1989

年的专著中 ,他仍然充溢着激情 ,继续着在五

七干校时期开始的思考。当然 ,更为系统 ,更

有理论性。他的侧重点在当代社会 ,他的思考

背景是“文革” ,但是 ,他的眼睛注视着未来。

这样的人 ,从来不会失望 ,不会冷却激情。 读

这样一本政治学专著 ,我却仍然感到了他滚

烫的心。

我在那篇《旧梦重温时》中还曾经说过 ,

在干校的知识分子 ,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亲身

经历 ,根据周围发生的一切 ,来重新认识自己

在生活中所处的尴尬和无奈。于是 ,干校的种

种 ,对于他们就不再是被动的承受 ,而应是某

种意义上的催化。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许

多干校中人 ,才有可能从一片懵懂中走出来 ,

开始冷静地思索自己 ,思索“文革” ,思索历

史 ,从而为后来的彻底否定“文革”做了最好

的历史铺垫。不同领域的人 ,正是在干校时期

开始了他们对“文革”、对历史的反思。个人崇

拜逐渐淡去 ,务实精神重新得到重视 ,这样的

反思 ,为哲学、经济学、政治等方面注入了前

所未有的活力。我们难以想像 ,没有这样一批

人的影响和积极参与 ,“文革”后的中国 ,会在

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时表现得如此活跃 ,如

此充满勃勃生机。

我在写这样一些话时 ,脑海里闪现出的

一些身影中有孙越生鲜明的影子。如今 ,重新

读他的诗 ,读他的手稿 ,他的身影更加清晰。

在《干校心踪》的扉页上 ,孙越生写了这

样一句题辞: “献给在文革中受我连累而共担

痛苦的家人”。其实 ,当他用笔写下他所有的

思考的时候 无论诗还是文章 ,他便把一

个正直、热诚的知识分子的全部热情、人格、

思想献给了今天和明天的人们。

人们会渐渐认识他的价值。 因他所写的

一切 ,人们将不会忘记他。

我希望如此。也相信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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