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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数 十 年 过 去 ，在 湖 南 的 家 里 ，77 岁 的

他通过“喜马拉雅”收听《第二次握手》，仍

觉感动。

他叫张扬。作家的一生，与《第二次握

手》紧密连结。

2021 年 3 月 18 日，记者见到张扬。得知

记者来自中青报，他伸出右手，与记者握在

一起，“我对中青报有特殊的感情。当年，正是

因为你们的努力，让我有了‘第二次生命’”。

他头发花白，身材瘦削，言谈间，眉宇

间英气不减。他琢磨着，要继续修改，“我对

小说封面肖像设计图还不太满意，想让它

再完美一点”。

因书入狱

张扬写于青年时代的《第二次握手》，

原本是 1 万多字的短篇小说，名为《浪花》。

那时，他尚在长沙读高中。1965 年 9 月，张

扬 21 岁，由于家庭成分原因，他没能升学，

来到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插队。

那是僻静的山村，劳作之余，他动手将

《浪 花》改 写 成 10 万 字 左 右 的《香 山 叶 正

红》。他拿给几个好友看，在大家提议下，又

进行多次修改，到 1969 年，已扩充成 20 多

万字的《归来》。

小说讲述的，是 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

子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之间的坎坷情感

故事——苏冠兰与丁洁琼相爱，但遭苏父反

对。丁赴美留学，成为著名核物理学家。苏冠

兰在国内成了医学教授，与父亲故友之女叶

玉菡成婚。丁回国后，因爱情无望，执意奔赴

边疆，后被周恩来总理与苏冠兰夫妇的真诚

挽留所感动，留在北京献身科研事业。

彼时，在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中

国大地上，“文革”造成的政治肃杀和文艺

荒芜，使得人们更加欢迎这部小说所渲染

的感情世界。《归来》被知青朋友传抄而出，

悄悄流传全国。

流传过程中，还出现了《氢弹之母》《归

国》等多种版本。其中一本流传到北京一名

工人手中。因封面缺失，这名工人不知小说

叫什么名字，就贴了张纸做封面，取名《第

二次握手》。

握手，是人们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礼

节行为。在小说中，丁洁琼与苏冠兰相恋，

命运让他们在情窦初开之际第一次握手；

后因时代变迁与家庭阻隔，两人第二次握

手，却已是 30 年之后。此时，苏已成家，丁

仍孑然一身。

小说被传抄开后，感染了越来越多的

读者。但风暴，旋即席卷而来。

按照当时的标准，《第二次握手》包含

了那个时代诸多敏感元素：周恩来、知识分

子、爱情、海外关系⋯⋯连丁洁琼感动众多

读者的那句“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

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的表白，也成为

“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的罪证。

1974年 10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

管意识形态的姚文元从一份“内参”上获悉

这部小说传抄的情况。姚怒斥，该书“不是一

般的坏书”“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

席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

搞出来的？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1975 年 1 月 7 日 ，正 在 浏 阳 中 岳 公 社

当知青的张扬，被戴着手铐押上吉普车，当

天押解至湖南省革委会公安局看守所。

与中青报第一次“握手”

在狱中，时年 31岁的张扬一直等着被枪

决。他的罪状，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罪

恶严重，“流毒全国”，已被“内定”死刑。

蒙冤之下，他跟狱警对骂，给主审官写

《抗议书》，在布片上写《控诉书》；绝食，最

久长达 14 天。但同时，他仍牵挂着自己的

小说。他谎称得了痔疮，得到一瓶紫药水当

墨水，拿交代问题的纸继续偷偷写；他拿给

监狱里的人看，他们都很沉醉。

转眼到了 1978 年 10 月。《中国青年报》

复刊，报纸相继刊发对电影《望乡》的讨论、

《天安门诗抄》等，引发强烈社会反响，每

天，都能收到几麻袋读者来信。

文艺副刊编辑顾志成阅读来信时发现，

许多团员和青年反映：曾因阅读、传抄《第二

次握手》挨批斗受处分；他们极力赞扬这部

手抄本小说，要求调查相关情况，为其平反。

湖北宜昌树脂厂工人李谦在信中说，

几年前他通过某种“渠道”，读完了这部手

抄本小说，“被书中那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

实的、健康的思想感情深深吸引，它压根儿

就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反映了解放

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为发展

祖国的科学事业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书中

充满高尚、纯真的爱情⋯⋯还描写了周总

理对繁荣我国科学事业、对科学家的热情

关怀、爱护，读后很受鼓舞⋯⋯”

顾志成回忆起“文革”期间，北京勒令

收缴的手抄本中确有一本《第二次握手》。

她当即想办法找来一本手抄本连夜读完，

发现确如读者来信所说，小说歌颂了新中

国成立后回国的科学家，还写了周总理对

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爱护关心。

顾志成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小说

对男女主人公忠贞不渝的爱情描写也深深

打动了她。为何这样一部好小说会被打成

反动小说？

随即，顾志成四处调查，得知作者张扬

被关押在湖南的监狱。她判断，这可能是一

宗“四人帮”掌权期间酿成的大冤案。

如果张扬和手抄本都没问题的话，顾

志成想在报纸文艺版全文连载这部流传甚

广的手抄本。这一设想，得到了部门主任王

石与报社领导的支持，以及兄弟单位中国

青年出版社的响应。

1978 年 12 月 15 日 ，顾 志 成 和 中 国 青

年出版社编辑邝夏渝来到长沙，调查《第二

次握手》手抄本事件。

当 时 ，“ 文 革 ”结 束 已 有 两 年 。但 在 湖

南，当 得 知 从 北 京 来 的 顾、邝 是 为 张 扬 与

《第二次握手》而来，有人甚至指责她们，

“为反革命说话”。

调查遭到了来自湖南省公安部门等多

方面的重重阻碍。

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顾志成与邝

夏渝想办法查看到了张扬案件的起诉书、

卷宗。4 天后，她们发现，卷宗里疑点重重、

漏洞百出。

为拿到第一手证据，顾志成来到张扬

插队的山沟调查。从老乡那里，她弄清了所

谓“张扬毒死了贫下中农大肥猪”“张扬杀

了人”等证明材料，是由“上面”来的人代写

的，“他们说张扬写了一本反毛主席的书。

谁反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嘛。”贫下中农

对来访的记者说。

经过近半个月的调查，她终于查明，所

有的证据是在办案人员的授意甚至强迫下

制造出来的，那些按手印的村民还没闹清

是怎么回事，就被动员着按了手印。

顾志成庆幸终于找到翻案的充分证据

了，但又很担心：案子已拖了 4 年，张扬现

在情况如何？

或许，正是因为《第二次握手》手抄本

在当年备受欢迎，在湖南省法院，有一个人

友好对待了顾、邝二人——负责审理张扬

案件的法官李海初。

从平反出狱到作品公开连载

根据顾志成的了解，早在 1976 年 6 月，

湖南省公安厅就向省法院起诉，建议从严

判处张扬 ；1977 年国庆节前，张扬即被列

入要枪毙的名单。

此前，李海初读过《第二次握手》手抄

本，他 了 解 这 部 小 说 。他 总 以 案 件 太 多 为

由，悄悄拖延着这个案子的审理工作，直到

遇到北京来的顾志成、邝夏渝。

1978 年 12 月 31 日 ，顾、邝 飞 回 北 京 。

李海初知道此案的“特殊背景”，顾、邝临走

前，他仍难掩忧心：“这案子在湖南可能永

远解决不了⋯⋯”

顾志成答：“湖南解决不了，我们回北

京解决！”李疑虑道：“北京⋯⋯有希望吗？”

顾志成满怀信心：“你等着好消息吧！”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

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此后开始系统清理

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一系列重大冤

假错案开始被平反。

1979 年 1 月 9 日 ，《中 国 青 年 报》在 内

参《青运情况》上，以《〈第二次握手〉是本好

小说 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为题，长篇报

道了这一冤案全过程。很快，时任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

长的胡耀邦闻悉此事。

在听取了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

社的汇报后，胡耀邦作出指示：“先写个简洁

的书面材料，待我批示后，报社和出版社就

可以用电话通知湖南方面，尽快结案放人。”

1979 年 1 月 12 日，李海初接到了顾志

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中央已认定这是冤

案，并很快会通知湖南处理，最近两天湖南

会收到中央的指示⋯⋯”

3 天后，湖南省委接到了中央通知，不

得不立即批示“放人”。1 月 18 日下午，经过

1471 天的煎熬，张扬终于走出了监牢。

1 月 20 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右上

角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为

题发表读者来信，并配发编者按：“写《第二

次握手》的青年业余作者张扬同志受到严

重迫害，并且株连了许多青年传抄者受到

批评处分。对于‘四人帮’造成的这场文字

狱，必须全部推翻⋯⋯”

42 年 过 去 ，在 张 扬 位 于 湖 南 的 家 里 ，

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份报纸，正是 1979 年

1 月 20 日的《中国青年报》。

报纸已泛黄了，张扬珍藏得很好，折叠

得 整 整 齐 齐，油 墨 印 刷 的 字 迹 依 旧 清 晰 ，

“这是第一次报道这个案子的报纸。当时给

一个面临‘灭顶之灾’的家庭，带来生命与

曙光”。

因书获罪、被捕入狱后，他的妈妈、在

北京的舅舅、在长沙的姨妈也被打成“教唆

犯”，而遭到株连。

1979 年 ，对 张 扬 来 说 确 实 是“ 特 别 的

一年”。

那年 3 月 10 日，中青报刊登《要有胆有

识地保护好作品——手抄本小说〈第二次

握手〉调查记》，介绍了这本小说广泛传抄

的事实和冤狱形成过程，同时指出“有关公

安单位不能公正对待这部作品”。

由于在狱中长期挨饿，加上刑罚与精

神折磨，出狱时，张扬已身患严重肺病，身

体非常衰弱。出狱后，张扬被接到北京结核

病医院住院治疗。

从 1979 年 3 月中旬至 4 月底，中青报

将《第二次握手》缩编至 6 万字，每天以四

分之一版面的篇幅连载。一度，各大单位的

人每天“翘首盼望”《中国青年报》的到来；

一些售报点排起长龙，蜂拥前来买报纸的

读者，甚至挤破了上海一家邮局的玻璃。

同年 7 月，25 万字的《第二次握手》由

中国青年出版社首度出版发行。北京王府

井新华书店大门前，人们排成长队，争相购

买。后来，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

与中青报“再握手”

丁玲曾评价，《第二次握手》让人“在冷

漠的寒夜里，得到瞬刻的温暖”。1979 年之

后，其发行量超过 400 万册。

如今，从公开信息可以看出，当年传

抄 、 阅 读 《第 二 次 握 手》 手 抄 本 的 读 者

中，包括了许许多多的青年学生、工人等。

为了这部小说，张扬倾注了毕生心血，

多次修改。

对这本书及作家张扬，中青报也始终

关注。

2006 年 9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之再

版 时 ，中 青 报 记 者 在 长 沙 专 访 张 扬 ，刊 发

《张扬：人永远需要纯真的感情》；2013 年 1
月，张扬在京举办“终极版”签售，中青报再

度聚焦，刊发《〈第二次握手〉：从手抄本到

终极版》。

2013 年 4 月，中青报在创刊 62 周年之

际，邀请 11 名报道对象“回家”共忆温暖情

缘，张扬即在其中 。来到中青报，张扬说，

“中青报是我的恩人。正是因为中青报，白

发苍苍的我还活着，还在奋斗、在工作。感

谢你们！”

在北京海运仓 2 号，张扬与顾志成再

度相见。阔别 34 年，在访谈席相邻而坐的

记者和作家感慨万千。那个时代的暴风骤

雨已然平静，两人都已满头白发。

“到今天，距离最初创作这本书，半个

多世纪过去了。可那时发生的事，还像在昨

天 。”2021 年 3 月 18 日，在作家家中，面对

年轻一代的中青报记者，张扬讲起自己与

《第二次握手》的历历往事。

张扬是河南长葛人，出生于 1944 年，

在长沙长大。外公是一名天文学家，舅父是

化学家，伯父是工程师。他从小喜欢读书。

1963 年，读高中的他到北京舅父家探亲，

了解到科学家科研报国及其间发生的凄美

爱情故事。他决定以此开头，写下小说。初

稿一个星期就写好了。

“男主人公苏冠兰即以我的舅舅为原

型 ， 他 是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药 物 研 究 所 的

化 学 家 ； 他 年 轻 时 候 的 女 朋 友 就 是 丁 洁

琼 的 原 型 。 这 位 女 朋 友 有 一 天 来 找 舅

舅 ， 不 料 舅 舅 已 结 婚 成 家 ⋯⋯ 也 就 是 书

中开头的场景。”

平反出狱后，张扬创作了长篇小说《金

箔》《绝症》，报告文学《谎言重复一千遍》，

以及若干杂文，曾担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

名誉主席。退休后，他编著了《鲁迅语典》。

《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

难忘与中青报数次“握手”

作家张扬没有想

到 ， 跨 越 半 个 多 世

纪 ， 自 己 写 于 1963
年、曾在“文革 ”中遭

“ 封 杀 ” 的 小 说 《第

二 次 握 手》， 在 去 年

年 末 ， 被 一 群 00 后

大 学 生 排 演 成 话 剧 ，

搬上了高校舞台。

写小说时，张扬

未 满 19 岁 。 如 今 ，

在中国药科大学，这

群将小说排演成话剧

的大学生，与那时的

作 者 年 龄 相 当 。“ 在

我看来，这么多年过

去，爱情与爱国依然

不存在矛盾。改编后

的话剧运用当下流行

的 舞 台 艺 术 表 现 手

法，让同学们在剧情

中 感 受 浓 浓 家 国 情

怀 。” 男 主 角 苏 冠 兰

饰演者、该校药学院

2019 级 基 础 药 学 理

科基地班学生傅云涛

说。

中国药科大学筹

排 话 剧 时 ， 考 虑 到

《第 二 次 握 手》 这 部

小 说 一 度 风 靡 全 国 ，

男主角苏冠兰研究医

学、最终成长为一名

医 学 教 授 报 效 祖 国 ，

一些老校友甚至因为

当年看了这部小说而

报考该校，校团委决

定，改编 《第二次握

手》。

“ 将 经 典 作 品 与

美育、思政教育结合

起来，讲述爱情故事

的同时，也宣扬崇尚

科 学 的 家 国 情 怀 。”

校团委老师朱思妍担

任该剧导演，学校沸

点 话 剧 社 参 与 主 创 。

朱思妍随即给张扬打

去 电 话 ， 得 到 了 支

持。

排练前，学生演

员 们 通 读 了 这 部 小

说 ， 并 对 人 物 性 格、

情 感 变 化 进 行 梳 理 ；

校团委邀请了兄弟高

校的专家和话剧团导

演进行指导，同时鼓

励学生导演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

去 年 10 月 ， 排

练 开 始 ， 傅 云 涛 记

得，几个月里，课余时间排练总共

花了两三百个小时。直到演出收获

成功，他感觉“所有的辛苦都是值

得的”。

2020 年 12 月 28 日晚 ， 话 剧 在

该 校 大 礼 堂 首 演 ， 千 余 名 师 生 、

校 友 代 表 欢 聚 一 堂 。 近 两 个 小 时

里 ， 演 出 穿 插 阅 读 者 旁 白 、 时 空

同 现 和 “ 沉 浸 式 ” 互 动 ， 收 获 掌

声阵阵。

“保留了原著精华，也引人入

胜。”该校 1981 级学生唐弟光，专

门从贵阳赶来观看。高中时期，他

曾 躲 在 被 窝 打 着 手 电 阅 读 手 抄 本

《第二次握手》。多年之后，这部小

说正式出版、再版，如今在母校改

编为话剧，唐弟光“每一个版本都

不想错过”。

制图:张玉佳 朱娟娟

《第二次握手》

《巴山夜雨》

《天云山传奇》

《牧马人》

《芙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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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拿着当年的老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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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〇后大学生将

︽
第二次握手

︾
搬上话剧舞台

一本书，成就了他，却也让他身陷囹圄；被“内定”死刑之际，同样是这
本书，冥冥中又挽救了他的性命。

1963 年，初稿写成，他尚不满 19 岁；历经不断重写，“文革”中诞生的
1970 年稿，造成全国规模的手抄本流传。1975 年，他被捕，4 年后获释。1979
年，书终于出版。他继续修改，此后一版再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通讯员 杨安博 吴旻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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