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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粮道》一书通过对粮食生产及流通分配、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经济、文化、哲学等多角度、
多维度的展现和阐释，向读者表明粮有粮“道”，并揭示出它与人道、世道以及天道之间相互依存，
互为表里，呼应互动的关系。
　　《粮道》立足现实放眼历史，立足于物理、深入人文，既关注现实性又兼顾文学性，是一部既注
意材料的现场感、真实感和亲切感，又注意手法上的超离性和文本创新“新概念”纪实体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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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五届鲁迅文学院高级评论家班学员。
著有散文集《轻云起处》、《说服命运》、《玉米大地》。
散文刊发于全国各类散文期刊。
长篇散文《后土无言》获第二届吉林省文学奖；长篇散文《玉米大地》获吉林省长白山文艺奖。
在《文艺争鸣》推出的“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大赛”中，被列入全国十一位“新生代”散文作家之
列，现供职于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
其作品《岳桦》被选为2009年高考全国二卷文学作品阅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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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上善若水——粮食与大道第二章  上帝怀里的解药——粮食与人性第三章  凌晨3点的声音——
粮食与命运第四章  知雄守雌的“粒食”——粮食与文化第五章  别管我叫爸爸——粮食与伦理第六章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粮食与兴衰第七章  另一场鸦片战争——粮食与安全第八章  真实或不真实的
现实与梦境——粮食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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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短暂与永恒    当我在老家早已改变了旧有界线的农田里找到本家四叔时，他正拄着一柄锄头站在那块
素有“西南山”之称的沙岗地边，穿一件深蓝但已褪得看不出蓝色的汗衫，定定地望着远方发呆。
    四叔老了。
    唐朝的贺知章曾有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写阔别多年，终于回乡的沧桑感慨。
读了很多年，一直觉得自然、真实。
但当那天我见到了四叔后，便觉得贺知章的诗多少有些过于超离与冷峻，毕竟他还能够从容地思前想
后或“打量”自己。
我见到四叔的时候，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沧桑紧紧抓住，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把注意力从他身上
移开，我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那一刻，我仿佛被岁月吸附、融化，有一些清澈、单纯的情感突然被他突兀的衰老击碎。
    我的思绪不能不回到从前，回到四叔和父亲都年轻的那个从前。
    那时，四叔和父亲一样，活得如那片土地上最茁壮的庄稼。
在每一年的春种秋收之间，他们的身体和力气似乎都会和他们手下的庄稼一同生长。
到了秋天，他们的庄稼纷纷倒在他们的手上，而他们自己却毛发无伤。
俗语里有“不是冤家不聚首”的说法，我觉得农民与庄稼之间难舍难分的缘分，让他们成为天然的配
伍，就像隔着物种的血亲一样，相互依存，又相互伤害，爱与恨胶着于一处，难以剥离。
每一天，每一刻，他们都在做着难以回避的较量。
    每一年，庄稼们在经历了与人的身体及情感的碰撞之后，被它们的对手放倒；每一代，农民们在经
历了许多次春种秋收的轮回之后，又倒在了庄稼曾经倒下的地方。
    事实上，在所有的天造之物当中，人类并不具有超越生命规则的特殊性。
我们原本来自于泥土，迟早有一天也要如庄稼一样被那看不见的手所收割，也要回到泥土之中。
    四叔年轻时是一个可以用英俊一词来形容的农民。
卧蚕眉浓密剑直，丹凤眼清澈锐利，红红的脸膛在阳光的暴晒下长年保持着近于紫铜的赤色，如果再
加一把飘飘长髯，一定就是《三国演义》里关云长的形象。
其实，在土地这片农民的“战场”上，他就是手执一柄锄头、一把镰刀所向披靡的英雄。
年轻时的四叔饭量大，如果有饭可吃，一顿能吃4个玉米面大饼子，外加一大碗高粱米水饭，吃起饭
来虎虎有声。
如果赶上四婶生气或心思不顺，一定就会在一旁向四叔甩来一句气愤的抱．怨：“像是在吃冤家。
”那时，农村赤贫，一个种地的人就连放开肚皮吃顿饱饭都是件奢侈和过分的事情，所以我们很清楚
这句话的本意。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似乎更加切近农民与粮食之间的本质关系：他吃进的东西，
就是他的冤家。
在农村，在土地上，庄稼就那么一年年地种，粮食就那么一年年地收，当粮食破碎人口葬身人腹时，
虽万死不辞，却灵魂不散，以滴水穿石之功温柔地向人类一日日讨要着他们所欠下的命债。
    许多年就这样悄然过去。
在四叔脚下枯黄又仆倒了几十次的庄稼，仍然如多年前一样青青葱葱地挺立着，而四叔却一点点弯下
了自己的腰。
他那曾经锋利飞快的牙齿，如今也在那么柔软的粮食面前望而却步，他已经能够感觉到那些粮食对他
胃口的反抗和抵触，他已经不敢、也不能够一顿吃下4个玉米面饼子了。
    我问四叔这么大岁数是否还能干农活时，四叔微微地笑了一下，微笑里不经意地流露出几分羞涩。
这转瞬即逝的羞涩里隐藏着怎样的内涵呢?这是不是战场上的将军在垂暮之年也同样会有的一种情感?
人老了，虽然不再与敌手对阵，虽然不再有刀光剑影的拷问和一决雌雄的催逼，但却在长久的闲置和
沉寂之后，毫无疑义，无声无息地败了，败给了时间，败给了岁月，被时光的化骨绵掌击打成一个不
中用的人，如一把生出了绿锈和霉斑的剑，如一把锩了刃、锛出豁口的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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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庄稼和粮食就是他的岁月。
与其说老了的四叔败给了岁月，还不如说败给了他的庄稼与粮食。
这就是他必须面对的事实，这就是他必须接受的命运。
但命运或事实，常常并不是用来思考和议论的，而是供人们默默接受的，所以，四叔很少思考这些复
杂的问题。
四叔一般习惯于简单地处理生活中的一切，简单地判断，简单地思考，简单地交流，简捷地回答问题
⋯⋯P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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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本诗意浓郁且充满哲思的书。
    书中谈的是粮食，进而引申到土地、民族、故乡与现实生存，乃至人生的诸多困惑。
粮食是物质，是形而下的东西，作者却从中看到了精神，看到了文化，看到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轨迹
，手法新颖，可读性强，粮以载道，颇堪品读。
    ——高洪波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诗刊》主编    这部类似于“粮食经”的作品，以精美的语言、
深刻的哲理和悲悯的情怀，阐释了粮食与人类生存、伦理、命运以及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
关系，读来令人深思，令人感慨，不论从文学还是社会学来说，都具有极高的品读价值。
我想，凡是关心粮食安全、国家命运、自然伦理和人类陛灵的人，都会重视这部《粮道》。
    ——张守仁  资深作家、翻译家、编辑家、《十月》创始人之一    如果你仅仅注意到了《粮道》的纪
实性，或许你将错过一本优秀的文学读本；如果你仅仅停留于文学的欣赏，或许你将错过深刻的哲理
，如果你仅仅拘泥于某种哲理的体悟，你或许又将错过一位作家最可贵的忧患情怀。
    ——赵玫  著名作家、全国人大代表    毫无疑问，《粮道》是—部关于粮食的史诗与传奇、小百科与
启示录，它的拓荒情神胜于苍白的高头讲章，它的纪实魅力高于贫弱的虚构文本，作者以谦卑、孤独
而执著的辛勤劳作，为j塞个神话与忧患俱在的无序世界和苍生命运，带来了警醒、反思、追问、求索
，还有自我救赎的深邃梦想。
    ——黄桂元  批评家、《文学自由谈》副主编    任林举的散文是北方大地上生长起来的语言奇葩，他
歌唱粮食、礼赞人性、体悟命运，视线穿透历史、现实和未来，他脚踏实地，跟大地紧密相连，又深
沉地悲悯着人类，他是把家园意识和超越意识结合得天衣无缝的—位作家，在世俗中寻找神性的大地
语言师。
    ——葛红兵  上海大学教授、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作家、批评家    粮道是人道，是世道，也是天道。
民以食为天，无粮不稳。
粮是内涵分量最重的汉字之一，粮食问题是传统中国的生存核心，是小农经济的根本。
小农经济小就小在吃饱饭是件大事。
《粮道》这本书站在历史转折期的交叉路口上审视并反思传统，话题沉重，思路开阔，也多元交织，
可以说，是当下文学写作领域文体乃至写作手法上的突破。
    ——穆涛  《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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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任林举的这本《粮道》是—部关于粮食的史诗与传奇、小百科与启示录。
全书以精美的语言、深刻的哲理和悲悯的情怀，阐释了粮食与人类生存、伦理、命运以及与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读来令人深思，令人感慨，不论从文学还是社会学来说，都具有极高的品
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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