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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家书抵万金    我们家祖祖辈辈在陕西关中农村，父亲解放后虽一直担任村干部，但亲戚朋友在外地的
几乎没有，因而家中的书信往来基本是个空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年仅14岁正在路井中学上初中一年级的胜天，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
召，和其他5位同学一起，经风雨，见世面，徒步串联到北京。
他中途走到大寨，曾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想来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封家书。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引玲和胜天相继参加工作，家里的往来信件逐渐多了起来。
1976年丰胜去甘肃武威参军，1978年万胜考上延安大学，1980年争胜又考上了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六
个儿女只有西玲一人在家陪伴父母，家书往来更加频繁。
随着时间的推移，盼来信、写回信就成了父母亲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个儿女一条心——牵肠挂肚，望眼欲穿，唯有这家书报平安。
    父亲写信，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充满了对儿女的关心与爱护。
每封信，都和土地的春种秋获夏收冬藏有关，都和各人的思想工作学习生活有关。
想来，他是把对儿孙们的思念、牵挂、希望和深情，都凝聚在这一笔一画的家书之中。
    父亲写信，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工工整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每信必复,从不延误,几十年如一日
。
古人诗中所说的“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行又开封”就是他写信时的真实写照。
    2000年元月，给路井老家安了电话，和父母亲联系方便了许多，但和他们的信件往来却少了许多。
而父亲对写信却情有独钟，执着依旧。
他在晚年，把盼家书、读家书、写家书、寄家书当作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请给他多写信，有时似乎到了央求的地步。
而我们却在纷繁芜杂、忙乱无序的工作学习中，在电话、手机、电子邮件这些所谓现代科技的冲击下
，忘记了父亲这一最喜欢最珍视的交流载体，忽视了他这一小小的期盼、小小的要求。
    对于儿孙们的来信，父亲则珍爱有加。
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清理父亲的遗物，竟发现几十年来我们给父母亲的书信父亲一直保存
着，总共有千余封。
2007年春节，由父亲60年来写的日记整理而成的《农民日记》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好评
如潮。
兄弟姐妹们在电话和网上互相联系时，又谈到父亲其它手稿的价值。
大家觉得父亲留下来的“家书”“随笔”同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007年5月4日是“五四”青年节，也是母亲和全家人商定的为父亲举行逝世三周年纪念的日子，全
家20多口人从北京、兰州、西安、延安、韩城等地回到老家陕西合阳路井。
在家期间，大家又进一步讨论了《农民家书》《农民随笔》的出版问题，决定逐步整理所有的信件，
为以后《农民家书》的出版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2007年8月11日，父亲的长孙侯亮从北京传来了消息：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意出版《农民家书》，并希
望在一两个月之内尽快拿出初稿。
随即，利用工作之余，大家便投入了书信的整理挑选、打字录入、加工润色的工作。
经过考虑，确定了以下编选思路：    第一，为了做好家书的保存工作，每个小家庭首先将自己和父母
亲的全部往来信件录入电脑，制成电子版，并作为各个家庭的永久性资料。
    第二，书信按时间顺序排列，子女写给父母的信和父母写给子女的信可用不同的字体区别。
    第三，每封信的正上方注明写信年月日。
    第四，全部信件录入电脑的工作完成后，各家再各自挑选出可收入《农民家书》的信件，最后汇总
在一起进行审阅定稿。
    第五，以后条件成熟，可将各家和父母的全部往来信件、甚至兄弟姐妹之间的全部往来信件汇总在
一起，作为一个珍贵的资料保存。
    全部信件录入电脑后，挑选信件也是一个比较细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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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将全部信件浏览一遍，再挑选出适合作为《农民家信》书稿的信件。
入选信件的原则是：第一，有意义，能见证中国社会和我们这个大家庭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
    第二，内容集中，一封信最好能反映一个问题。
    第三，有一定的篇幅，不要过于简短。
    2007年10月10日左右，电脑输入、挑选信件的工作基本结束。
大家将各个小家庭选出来的信件汇总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农民家书》的初稿基本形成。
从10月10日开始，几个人又开始对初稿进行系统的审阅。
胜天负责第一遍的整理，丰胜负责第二遍的复查，万胜负责第三遍的润色，争胜负责第四遍的校对。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所选信件在内容上进行审核，在语言上进行推敲。
    最后审稿的时间长达10多天。
10月24日下午，审稿工作全部结束。
相隔数千里，几个人在各自的电脑桌前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历时两个半月的整理“家书”工作终
于结束：《农民家书》初稿约77万字，共收录家书900余封，其中父母亲写的的书信400余封。
而今，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农民家书》得以面世。
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父亲如若在天有知，当会含笑九泉。
    整理出来的家书，涵盖了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六个小家庭，其中和父母亲有书信往来的人有：大女
儿侯引玲、大女婿王俊杰，外孙王江晖、王江涛；二女儿侯西玲、二女婿侯新录，外孙女侯艳、外孙
侯蛟；大儿子侯胜天、大儿媳曹秀春，孙儿侯亮、孙女侯晶；二儿子侯丰胜、二儿媳李萍，孙儿侯炜
；三儿子侯万胜、三儿媳刘小丽，孙儿侯云腾；四儿子侯争胜、四儿媳邓碧兰，孙儿侯照烁。
    家书是什么？
家书是美妙的古琴，它能弹奏那纯真的亲情；家书是大漠的甘泉，它能滋润那干涸的心灵；家书是照
相的底片，它能冲洗那历史的旧痕⋯⋯    父亲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了，然而，那一封封家书却仍在对我
们叙说着他亲切的关心，殷切的希望，真切的嘱咐，深切的爱意。
整理那泛黄的信纸，重读那熟悉的话语，又勾起了我们对往事的回忆，又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
的东西。
是的，那一封封淳朴的家书，既没有电子邮件的迅速快捷，也没有手机短信的词藻华丽，更没有直拨
电话的直截了当，然而，它散发的淡淡墨香，维系的浓浓亲情，又是什么样时髦的通讯手段能代替得
了的呢？
    还是杜甫说得好啊：家书抵万金！
    引玲胜天西玲丰胜万胜争胜    2008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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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侯永禄长子侯胜天徒步串联路过大寨，写下了这个大家庭的第一封家书
。
后来儿女相继参加工作，往来信件逐渐增多。
2000年老家安装电话，通信开始减少。
侯永禄去世后，儿女清理遗物，发现几十年的书信父亲一直保存着，总共有千余封。
现挑选部分编成《农民家书》。
收录时尽可能保持原貌，但限于篇幅，也对个别书信格式进行了压缩。

这些信件集中反映了五十年来中国农村面貌和农民命运的巨大变迁，反映了农民通过参军、高考等途
径奋斗进入城市的过程。
《农民家书》中侯永禄对予女学习、工作、人品、生活上的殷殷教导，更是体现了农民淳朴的人生信
条和哲学理念，堪称农民版《傅雷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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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永禄(1931-2005)，曾用名侯永学，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人。
1944年进入合阳县简易师范，1949年毕业回家务农。
1954年路井农业合作社成立，担任会计。
195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生产队政治队长、大队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负责人、民办教师、大队合作
医疗站负责人、火队党支部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等。
1981年12月任路一火队管理委员会主任。
1984年4月至2001年，担任路一村“义务邮递员”。
他坚持60余年写日记，记随笔，撰家史。
由他的日记精选而成的25万字的《农民日记》一书，于2006年12月1日出版发行，好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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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家书抵万金（代序）
1966年～1976年家书
1977年～1981年家书
1982年～1986年家书
1987年～1991年家书
1992年～1996年家书
1997年～2005年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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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们不太忙，可让炜炜多读书看画。
这个假期能不能把《365夜儿歌》学完。
炜炜很聪明，还应多开发早开发，幼年的记忆力最好呀！
我6月17日去东明给你姑送端午。
她今麦啥都没做，选选头一天收麦时给她说：“妈！
我们去地里拉麦，等会，你给我到场里送点开水好喝。
”她便烧了点开水，取来热水瓶灌开水，将瓶内旧水向盆内一倒，却将瓶口的塑料嘴掉于地下，弯腰
去拾，不料瓶内所剩一点水偏偏掉到她的脚上，当时便汤起了泡。
一个喝的未送成，反倒卧床不起，疼痛不已，不能下床，大忙之时还得个人伺候。
祸从天降，该追查谁的责任呀！
真是人老不中用呀！
我只能叹息。
今年的夏粮全面空前大丰收，大麦、小麦、油菜都是老人们从未经过的好收成，但粮价更贱了。
交公购粮时再好再干再净的麦，验粮时超不过三级每斤3角2分。
而街上的麸子皮1斤要3角钱，1分也不能少！
国家起先还允许以现款交农业税及镇筹款。
你二姐一算账，咱有面粉机，将麦磴成面1斤可卖5角多，何必交粮呢？
便让新录用现款给咱交农业税。
村上却停止了收现金。
便找到镇上交了，也代咱交了41元的农业税，36元的镇筹款。
后来镇上也停止了。
农民们只好用血汗换来的粮食贱交了吧！
她家的粮食放不下，咱家的粮食也没处放，贱卖又舍不得，只好又垒起了砖仓放粮，但老鼠却不客气
，连吃带糟蹋，真没办法。
我和你妈说让你姐再不要买公家的陈面粉，干脆把西玲磴的面有顺车捎往韩城，但你王哥坚决反对。
侯艳是考完试6月29日便回路井的。
7月4日你王哥又专程回来叫侯艳去补习半月课。
这次期末成绩侯艳是班上第二名，英语是100分，真棒！
侯亮是第三名。
他们补习了两周课，每人花了15元学费，这也算教师们的一点第二职业收入吧！
比起农民来能强一蒜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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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民家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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