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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版书影。

1958年1月版书影。

1979年版书影。

202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复刻版书影。

红 色 经 典 的 铸 成
——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修订与版本

1954年6月，杜鹏程《保卫延安》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迄今已经走过 70年的风
雨历程。有必要对这部红色经典的修订与版
本情况作一鸟瞰。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作
家反复修改已经公开出版的作品，是一个常
见而特殊的文学现象，直接带来的问题，就是
需要考察和辨析其修订和版本流变（同一本
书的不同版本）的情况，对杜鹏程《保卫延安》
的修订与版本流变的考察与辨析，进一步深
入认识这部当代红色经典长篇小说，是非常
有意思的事情。

清样修订

作品能够出版，这是对作家精神劳动的肯
定，也是精神劳动的物质体现。1953年年底，
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正式出版《保卫延安》，杜
鹏程继续埋头在清样上进行修改，在《回忆雪
峰同志》中，他说：

雪峰同志和出版社编辑部同志们，给“打字
稿”提了意见，我用了两个星期把稿子加以修改
之后便付印了。第一校清样，我几乎通篇作了
大修改，以致只好重排。编辑部的同志说，
二校清样千万别大改。可是拿到二校清样，
又改得非常乱，于是不少章节又得重排……
因此，原来这书三月出版，结果六月份才改完，
预计七、八月份才和读者见面。

——《杜鹏程文集·回忆雪峰同志》卷三
一般来说，作者在清样上只是做些文字校

订工作，不大涉及内容的改动。然而，杜鹏程
却在第一校清样上“几乎通篇作了大修改”，

“拿到二校清样，又改得非常乱”，不言而喻，他
主要是改动了小说的内容。

冯雪峰同志看过《保卫延安》修改后的清
样，对杜鹏程说：“看了清样，看到你把作品修
改得更好了，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你把稿子反
复修改，非常赞成，可是编辑部的同志说吃不
消。这是一个矛盾！”为了消除这个矛盾，杜鹏
程表示暂不发排继续修改，反倒是冯雪峰鼓励
他：“将来你还可以不断修改。我之所以说修
改要在将来而不是现在，是因为这个作品不足
之处反映了我们现有的文学水平，等将来我们
水平提高了，你的经验也多了，自然有能力把
它搞成与古典杰作争辉的作品。”

杜鹏程认真听从了冯雪峰同志的建议，
《保卫延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初版

1954年6月，由“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
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的
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初版本终于问世。书
封面为浅军绿色，除书名、作者、出版社外，还
印有“解放军文艺丛书”字样，以及一幅两位持
枪士兵靠背而坐捧书阅读的封面画。书中前
边有《陕甘宁边区简图》，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地理坐标和敌我态
势。书脊印有书名、作者、出版社。小说正文
全部采用繁体竖排版，共计 608页，约 34.7万
字，小32开本。扉页注明该版本为“一九五四
年·北京”版，背面印有内容说明：

1947年3月初，蒋介石匪帮以数十万兵力
对我延安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我人民解放军和
陕甘宁边区人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从防御
转入进攻，并在沙家店等有名战役中歼灭数倍
于我的敌人，取得了当时西北战场具有决定性
意义的辉煌胜利。

这部长篇小说真挚动人地描写了这次保
卫延安战争中几个著名战役，描写了彭德怀
元帅，描写了指战员中不少奋不顾身的英雄
人物。这是一部描写我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有
力作品。

这篇 176个字的内容说明，简明扼要地概
括了《保卫延安》的主要故事情节，并给予高度
的艺术评价。《保卫延安》首印10万册，立即受
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好评，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
响。对这部以战争实感见长的小说，周恩来总
理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我们部队打仗就是这
样，彭总这个人也就是这样’。”（《杜鹏程文集·

〈保卫延安〉创作的一些情况》卷三）还有什么
比这更好的赞誉呢？当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
社第2次印刷，而1955年3月，已经是第6次印
刷，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要。冯雪峰同志
在《文艺报》发表长篇评论《论〈保卫延安〉的成
就及其重要性》，文中指出“《保卫延安》具有古
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保卫延安》获
得史诗的称誉，全国不少报刊同时发表了大量
肯定性评论文章。

《保卫延安》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功。

修订版

应广大读者争读争购的需要，1956 年 1
月，杜鹏程对 1954年版《保卫延安》进行过一
次比较大的改动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
2个版本。这个版本相比初版，发生了很大变
化，重新设计了封面，封面左上方印有延安宝
塔山和一面鲜艳的红旗图画，书脊为淡绿色的
装饰花纹，大方而庄重。此版沿用了初版的内
容说明，为大32开本。书前的《陕甘宁边区简
图》却删掉了，全书共 504页，约 36.8万字，仍
采用繁体竖排版，但总字数比1954年版多出2
万多字，而内文的修订远不止2万字。

仅从字数上看，杜鹏程这次修订确实下了
功夫。1956年5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将冯雪
峰同志的《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
更名为《论〈保卫延安〉》，列入文艺作品阅读辅
导丛书出版，内容提要中说，有“几处字句经过
作者的修改”后，这无疑“能够辅导读者深入地
理解和欣赏这部小说”，无疑再次扩大了《保卫
延安》的影响。这个版本直到 1958年 3月，还
继续出版，序次是第16次印刷。

再次修订版

1958年，杜鹏程继续在 1956年版《保卫延
安》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些修订，推出了这部小
说的第3个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于此年12月
出版。布面精装，封面正上方仍然是 1956年
版的图画，大32开本，书脊上印有书名、作者、
出版社字样，共469页，约33.1万字。

不过，1954年版和 1956年版均有出现的
内容说明，在此版中删去了，换成了署名人
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写于 1958年 10月的出
版说明：

这部长篇小说所描写的是中国人民革命
战争中巨大的历史题材之一——1947年西北
战场上保卫延安的战争。1946年7月，蒋匪开
始向全国各解放区全面进攻，我各解放区人民
和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和中央统一指挥之
下实行全面反攻，到1947年2月，蒋匪的全面
进攻即完全被粉碎，我军在八个月中即歼灭了
敌人七十一万人；蒋匪企图挽救自己的日益明
显的灭亡局势，在三月间开始所谓重点进攻，
一方面集中力量进攻山东解放区，一方面以十
倍于我当时在西北的人民解放军的兵力进攻
陕北解放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我陕北
人民和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亲
自领导和指挥之下，以无比的胜利信心和大无
畏精神，实行坚决回击；战争从三月开始，很快
就从防御转为进攻，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
镇、沙家店等有名的战役，到九月间已取得了
对当时西北战场和全国战场都具有决定性意
义的伟大胜利，当初疯狂进攻的敌人除小部
分逃窜外全部被歼灭于陕北解放区内。这部
作品以一个连和连长周大勇为主要的线索，
极其生动地表现了这次战争中各个战役和有
关方面的情况，尤其着重地表现了这次战争
的艰巨性以及人民和战士的不怕任何困难的
革命英雄主义，成功地创造了一些英雄人物，
如周大勇、李诚、卫毅、王老虎、老农民李振德
等等，同时也相当成功地表现了高级指挥员
的卓越形象。

出版说明还引用了周扬同志1956年2月，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赞
扬这部小说主人公的话：“主人公们经受了革
命最严峻的考验，但这小说里没有流露一点个
人感伤的情调，也没有表现那种一切都一帆
风顺的廉价的‘乐观’。”并进一步阐述了《保
卫延安》的艺术价值：“由于表现了这种高贵
的精神和创造了怀抱这种精神的英雄形象，
这部作品就具有反映这次伟大战争的史诗意
义。小说对全国广大读者起了非常深刻的鼓
舞教育作用。”

这篇出版说明较之 1954年、1955年版的
内容说明，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保卫延安》的历
史背景和主要故事情节以及塑造的主要人物
形象，并引用周扬同志的简短评语，重新肯定
了这部作品。

这篇出版说明非常漂亮，从《保卫延安》的
历史背景到叙述者再到主要人物和读者等方
面进行介绍，而美国著名文艺理论界韦恩·布
斯在 1960年代，才出版了其名著《小说修辞
学》，重点探寻小说中这种修辞关系。这篇出
版说明，不知道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何
人手笔，其阐述小说艺术本质规律堪为深刻而
有理论见地。

另外，1958年版《保卫延安》的卷末，附有

杜鹏程在1958年9月写于西安的后记，简单比
较了 1956年版和 1958年版的修改情况，回答
了一些读者疑问。

杜鹏程说：一九五六年初，这本书重排的
时候，我曾经修改过一番：删去了数千字，增添
了两三万字，虽然个别地方改动比较多，但是
从总的方面说这些修改都是属于技术性的。
这次重排也在字句方面作了一些改动。

有许多读者来信问我：“红军一九三五年
底就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而书中写
着周大勇一九三六年参加红军还长征过，这有
点说不通！”我们通常说“红军长征”多半是指
党中央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而言，也就是我
们通常说的“中央红军”。其实中国工农红军
是分为好几路长征的。红一方面军是一九三
四年十月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一九三五年十
月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而红二方面军
是一九三六年初开始作北上的转移，途中和红
四方面军会合，同年十一月到达陕北与红一方
面军胜利会师。由此可知：周大勇一九三六年
初加入红军，后来又随红二方面军长征，是符
合历史情况的。

这篇后记收入 1979年《保卫延安》版本与
此后的各个印刷版本中。

1958年版《保卫延安》的明显特征，是采用
了简体横排排版。这是因为从 1956年 1月 1
日全国报刊开始试行简体横排版，其他印刷品
也紧随其后分批推行。这或许也是杜鹏程和
出版社在短时间内又推出 1958年版《保卫延
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1954年6月至1959年4月，《保卫延安》
印数达百万册（杜鹏程1979年版《保卫延安·重
印后记》），这在我国出版史上非常少见。这一
现象，既说明了《保卫延安》持续受到广大读者
的喜爱，也说明了优秀文学作品具有旺盛的生
命力。没有想到的是，《保卫延安》正值巅峰状
态，却突生变故。

1959年 4月，北京第 2次印刷之后，《保卫
延安》就不能再印刷了。

1963年下半年，形势愈加严峻，文化部相
继发出通知，对《保卫延安》先是“应立即停售”

“停止借阅”，紧接着补充通知“就地销毁”“不
必封存”。当时，“书是悄悄烧毁了，可是并没
有找什么麻烦”。杜鹏程并未受到影响，还可
以继续从事创作，他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杂
感、短论和短篇小说。1960年，在作家出版社
出版了散文集《速写集》。1962年，在中国青年
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年青的朋友》等作品。

第三次修订版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是 1978
年 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进入新的历史
发展时期，呈现出思想解放和凝聚人心走向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风貌。

在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元帅平
反昭雪，恢复名誉。时隔 20年之久，《保卫延
安》重见天日。1979年 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重新出版了杜鹏程第三次修订的《保卫延安》，
简体横排版，32开本，字数约 36万，共计 525
页，保留了 1954年版、1956年版中的内容说
明，增添了朱育莲绘制的《陕甘宁边区图》（初
版与第2版均未署名），文末特意说明“本书一
九七八年十二月，经作者重新修订后再版”。
卷首为冯雪峰同志著《论〈保卫延安〉》一文，作
为本书代序。卷后，附有杜鹏程1958年9月写
于西安的后记，以及他为该书此次出版写的
《重印后记》。

在《重印后记》中，杜鹏程开首说：“《保
卫延安》出版 25年了。在文末，杜鹏程深情
地说：

这第四个本子印行的时候，我把冯雪峰同
志在《文艺报》一九五四年的第十四期、十五两
期发表的《论〈保卫延安〉》（发表时题为《〈保卫
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放在卷首，以表达对
这位文艺界的老前辈深切悼念。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创刊于1949年5月4
日的《文艺报》，先是文学周刊，1949年 9月复
刊后为半月刊。冯雪峰同志的长篇论文是在
《文艺报》半月刊十四、十五两期连载的。

杜鹏程又继续说：
他当初写评论时，看的是一九五四年的第

一版。后来出的版本，变动较大，如对彭德怀
元帅的描写，就增添了数千字，比他当初看到
的那个本子，可以说，有一定的提高。

杜鹏程在这篇《重印后记》中，为读者说明
了为什么在卷首增添冯雪峰同志关于《保卫延

安》的长篇评论缘由，也说明了他对 1954年以
及后来出版的本子，做过 3次修订，增添了不
少内容。也许是因为冯雪峰先生在其长篇论
文中指出：“从更高的要求或从这部作品还可
以加工的意义上说，也总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
一部初稿。”杜鹏程在心中记住了前辈的话，他
并不满足目前的状况，还将继续对《保卫延安》
进行不断修改和加工，况且，老作家林淡秋发
表在 1954年 9月《新华月报》《读〈保卫延安〉》
文章中讲：“《保卫延安》的作者还年轻，他对如
此宏大的历史事件，还缺乏足够的表现能力，
这就使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的深度受
到了一定的限制……跟着他对实际生活体验
得更加深化和他的创作经验的日益丰富，他是
能够写出比《保卫延安》更出色的作品的。”这
语重心长充满着对杜鹏程创作希望的话，不能
不让他引起深思。因此，杜鹏程在1954年6月
出版的《保卫延安》基础上，3次进行艰苦修订，
使之更加趋于理想的艺术境界。

修订的原因

前后 3次修订，基于杜鹏程自身眼界和文
学修养的提高，也反映出他对评论者意见的重
视和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1956年1月，杜鹏
程对《保卫延安》进行过一次比较大的修改，他
后来在《〈保卫延安〉的写作及其它——重印后
记》中说：“到了一九五六年，我进行过一次较
大的修改，删去数千字，增添了两三万字。”
（《我与文学》）此后，杜鹏程在 1958年，第 2次
进行修改，出版了第3版《保卫延安》。修改是
非常重要的提高作品艺术水平有效的方法，通
过3次修改，《保卫延安》无论在描写人物还是
在战争场面的叙述上，杜鹏程认为，“比起前几
个本子，充实得多了”。修订的过程，是不亚于
创作过程的艰巨精神劳动。

杜鹏程为什么花费很大的力气反复修改
作品呢？其实，早在延安时代，他就明确认为：

“文章不多次进行修改，很难成为艺术作品。”
（《战争日记》1947年7月7日）就《保卫延安》而
言，这是因为“一方面是他不满足于作品现有
意义和深度，他在作品大的意向和主题方面，
总是采取锲而不舍、穷追不放的做法。另一
方面他的构思衍进和形成是在修改过程中进
行加深的。思绪像浪潮推进，他写着写着，某
点启发，某点闪现，就会引来新的构想。而
他总是一次次追求他认为满意的，好的构思
和角度，在细节上，也要选择含有深刻寓意
的细节。所以他的稿件，总是推翻重写、重
写又推翻，一次次修改，不到自己大体满意
的地步，决不肯罢休。”这段话，是杜鹏程的
夫人、作家文彬在为《杜鹏程文集》编后记中
所说的，道出了杜鹏程在创作中为什么反复
修改作品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杜鹏程对《保卫延安》这
3次修订和对作品内容的充实，一是作者自己
的认识和文学水平随着时代前进不断提高，不
大满意之前的作品而重新在艺术上进行完善，
二是在他心底牢记着冯雪峰同志先前告诫他

“再作修改以求提高”的话，杜鹏程默默地用自
己不断追求高水平的写作实践，来回报对他有
极大帮助的这位文艺界老前辈的殷切盼望。

版本综述与印数

由此来看，1954年、1956年、1958年、1979
年，这 4个版本，是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
安》重要的版本。至于其他的众多版本，或是
这 4个版本的重印本，或是其改编本。例如，
1984年 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三十五周年
精装纪念版，12月，又列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
丛书出版，1990年 8月，列入北京市教育局选
编的青年文库，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库版，2019年，人民
文学出版社红色长篇小说经典版等。2023年
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把《保卫延安》列入推出
的“青山保林”红色经典初版经典复刻版之一
出版。前言中说：“青山保林”是中国当代文学
史“十七年文学”的重大收获，也是“红色经典”
的代表性作品。《保卫延安》以解放战争时期延
安保卫战为题材，描绘了一幅生动、壮丽的人
民战争画卷。“青山保林”不仅是历史的反映和
时代的记录，还以高超的艺术水准刻画出中国
人广阔的精神世界。

此外，还有 1985年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的少年版，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5年版，列
入“新中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1993年陕西人
民出版社文集版等印刷版本。《保卫延安》一直
是畅销书，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统计，“截

至目前，他们出版社已印行二百一十三万三千
六百一十册，如果再加上部队和其他出版社印
行的数字，已超过四百万册了。”（《杜鹏程文
集·〈保卫延安〉创作的一些情况》卷三）这还不
算此后一再印行的数字。

《保卫延安》在我国出版史是一个罕见的
文学现象。对此，杜鹏程非常清醒地认为：

一部艺术作品，从它的出生就会受到时间
的检验和选择。尽管历史的长河在不停地流
去，但那些珍贵的有价值的艺术品，总留了下
来，而其中大部分，随着河水和泥沙而消失
了。《保卫延安》已经经受了一段历史的检验和
选择，但它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将会是什么
命运，那就只有后来人评定了。

书的命运如同人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幽
明而荣辱起伏。然而，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
真实反映革命战争历史原貌、涌动伟大时代
主潮，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文学作品，无论
怎样，其艺术生命仍然茁壮而不朽。行文至
此，忽然想起一位英国作家写的小说《书店》，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一本好书是大师的呕心
沥血之作，超越生命的生命，值得永久珍藏与
怀念。”

□柏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