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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李厚光老先生，无需用华丽的辞
藻。此文动笔之初，我们就没想艺术地再
现这位出生在南京却半个多世纪生活在
北方的老人，因为所有的刻意描写，对他
来说都是多余的。老人沧桑的一生，不是
一幅画、不是一首歌，而是一部老电影，演
绎了近一个世纪。

李厚光先生生于世宦之家，家学渊
远，幼即广读经史，战乱时于颠沛中完
成学业并投笔从戎奔赴国难，然而在艺
术创作的黄金时期，却又惨遭政治迫
害，遂开始了他悲凄漫长却又不改初衷
的坎坷人生。

当年，是历史的大手击碎了李厚光先
生原本宁静的生活和消磨了他对文学追
求的黄金时代，纵然百般磨难，但李厚光
不惊宠辱、淡然面对；纵然学识渊博，但他
始终虚怀若谷，感悟生活的同时不断求
索；纵然历经无数风霜雨雪，他依然微笑
前行、矢志不渝……

如今，老人在镇赉县四方坨子生活了
近60年。作为当年受“胡风反党集团案”
牵连的一员，政治的旋风把李厚光从南京
文联一下抛到了大东北，盐碱地的大风沙
吹走了他的回乡梦，却吹不散他的文学情
怀。他以血泪为墨、生平为纸，完成了多
部文集《逝水萍踪》、《半间书屋诗存》、《闲
吟残笺》，以文为喉，向我们倾诉了他亲历
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

一
湖南益阳，人杰地灵。1927年阴历

七月十五，李厚光出生在益阳的一个名门
望族，其父在助左宗棠收复新疆失地的征
战中屡立战功；在西征时，李厚光的太外
公周开锡曾担军需重任，并因功升任甘肃
布政司，后署里巡抚，继而实授，成为封疆
大吏、正二品加侍郎衔;李厚光的母亲毕业
于湖南名校周南女中，是一名小学老师，有
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同时，李母也是
一位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知识女性，她
教育李厚光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失去民族气
节。李父当时在湖南教育厅任职，良好的
家庭环境和坚持不懈的求学经历，让李厚
光从小就养成了“刻苦求学、诚实做人”的
秉性。在校期间，他已经开始办文学报，
组建文学社团。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随后国内战争爆

发，这期间，李厚光和他的同学们在颠沛
流离中躲避炮火，在流动学校里坚持学
习，虽然校园外炮声隆隆，但校园内依然
书声琅琅。

1946年，李厚光考入上海法学院法律
系，当时沈钧儒任该院教务长。也就是在
上海法学院学习期间，李厚光接受了进步
思想，期间与杨辉、屈元和潘思采等同学
交往甚密，这几位都是1947年“五·二0”
学生运动中的领导人物。他们推荐给李厚
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持
久战》等进步书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
厚光才知道，他们家乡妇孺皆知的毛泽东
就是这些书的作者。在进步同学的引导
下，李厚光积极参加各种学运活动，并起
草《告全市同学书》等各种材料。

1949年在南京学生运动中，学生与
国民党反动派发生冲突，多人受伤，酿成
了南京“四·一”惨案。因李厚光积极参与
其中，被特务列入黑名单。4月10日，组
织上安排李厚光辗转香港至北平，从此李
厚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
北平解放后，李厚光进入第四野战军

南下工作团，从事机关报《改造报》工作。
当时“南工团”被称为新中国干部的摇篮，
团政治部主任是谭政，副总团长是四野政
治部副主任陶铸和后来担任江西省委书
记的邵式平。作为穆青的4个助手之一，
李厚光与穆青有过较深的交往与工作合
作。1949年，李厚光作为新华社四野总
分社的记者经历了长沙和平解放、衡宝战
役、挺进粤桂边，随部队一直打到海南，
10个月的时间走遍了中南大半个地区，
行程达数千公里。李厚光在这期间得到
了历练，也增长了新闻及创作的才干。

1950年，一场疟疾击倒了李厚光，组
织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部队工作，
将他转业到南京市文联，成为文联期刊
《文艺》的编辑。自此，李厚光扎根于这片
肥沃的艺术土壤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充实着自己的文学素养。

因工作原因，李厚光与南京曲艺界人
士经常有来往，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为
了避免老曲艺工作者流失，文联成立了南
京市曲艺团。这期间，李厚光也经常陪同
相关领导和艺术家到剧场观摩演出。

解放前的南京是中国曲艺的重要集
中地，名家名戏名曲流唱大江南北。
1951年1月，正值省市一级戏改部门要
选定一个地方剧种作戏改实验，经多方考

查，最后决定以扬剧为戏改的实验剧种，
成立南京市扬剧实验剧团，多才多艺的李
厚光被临时抽调进入编导组。按上级要
求，在一个月内编写出一部思想性、艺术
性都有一定高度的新剧，作为剧团成立的
献礼演出。随后，由李厚光担任主创的扬
剧《双脚狐》、《笑面虎》、《庐江怨》相继登
上舞台。该剧成为改革扬剧的开端，为扬
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其中，李
厚光是功不可没的，他在创作中摸索出一
套改编历史扬剧的经验。

因为有了创作改编扬剧的基础和经
验，李厚光又尝试创作京剧。1954年，
李厚光与陈大护合作编写的京剧《还
剑》，荣获华东地区戏曲调演演出与剧本
双一等奖。李厚光也成为刊物《新戏曲》
的编外主编。

1951年，针对田汉的《江汉渔歌》，李
厚光写了一篇《我对〈江汉渔歌〉的几点意
见》，敢对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演出上百场
的名剧加以评论，实在需要学识和胆量。但
时年才24岁的李厚光，却中肯地对该剧指
出了瑕疵之处并提出修改意见，引起了文
化界的广泛注意。没想到文章发表后，田汉
同志亲自给李厚光写来一封信，并邀请李
厚光到京与他面谈。直到两年之后，李厚
光才因事到京见到田汉。田汉夫妇在家
中接待他，俩人从此成为忘年交。

三
1955年，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李厚

光因政治运动，卷入莫须有的“胡风反党
集团案”。1956年，离开新婚一年的妻子
调离南京，远赴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改造锻
炼。金宝屯农场筹备处成为他落脚东北的
第一站。这是一个被称为“东大荒”的地

方，开发面积不过几十平方公里。在这里，
李厚光遇到了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
工程系的黄雨田工程师、毕业于天津南开
大学数学系的赵宜振等人。看到这么多社
会精英和自己一样到这样一个不毛之地

“改造锻炼”，令李厚光感慨万千，懂得劳
燕之苦、关山难度的残酷现实，更感慨时
代与个人命运永远息息相关并紧密相连。

当年，只有一块牌子的金宝屯农场筹
备处，经过开垦和发展，金宝屯农场初见
雏型，开始设立综合医院、子弟学校。就在
金宝农场走向繁荣兴旺的发展之路时，文
化大革命如疾风骤雨席卷中国大地，远在
东北部偏远的金宝屯农场也未能幸免。
李厚光又被诬陷为美蒋特务被隔离审查，
又一次经受了精神和人格的双重打击。

在爱情的河流里，有鸳鸯佳侣的甜
蜜恩爱，也有孤雁独飞的落寞哀伤。
1962年，感到再很难返回家乡的李厚
光，为了不耽误妻儿，毅然向生活在武
汉的妻子提出离婚。虽然夫妻感情深
厚，但毕竟更改不了南北相隔的现实。
毕业于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
的妻子青蕾只能忍痛接受离婚这个现
实，自此与李厚光弦断音绝。

时光推移，1970年，金宝屯农场更名
后划归吉林省，李厚光和200多单身职工
统统调入镇赉劳改总队（现吉林省监狱管
理局镇赉分局），这其中有95%的人是刑
满释放人员。

虽然，李厚光在其后又有过在北山里
当盲流的5年经历，也曾经想通过自己的
劳动在北山里站稳脚，并改变自己的贫穷
面貌，还被聘为一所中学的老师。但最后，
他还是回到了镇赉劳改总队，这里成了李
厚光人生最后扎根的地方。（下转二版）

人物写真人物写真

李厚光先生在书房。李厚光先生在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