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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
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
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
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
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
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
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
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
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
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
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
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
因此，仪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
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
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
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
今天，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
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
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
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
，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
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
文本是厚重的。
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
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
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
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
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
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
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
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
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
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措。
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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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庄严的大陕北，厚重的黄土地，千百年来沉积着苦难也孕育着精彩。
小说《陕北女人》讲述了主人公叶欢欢的求学爱情故事。
叶欢欢是一个有思想求进步的农村少女，但在生活困境的逼迫下，她自灭了刚刚萌动的爱情火苗，过
早地结束了少女的生活，承担起家庭和母亲的责任。
天资聪颖的叶欢欢，直面现实生活，又作出新的抉择，踏上寻求理想的坎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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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申小平，1972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农村，初中文化程度，现为佳县农村家庭主妇，陕西省作家
协会会员。
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梦醒黄河》，散文诗歌集《这样活》。
借文字来倾诉人生，以文学来告慰孤寂的内心。
最喜欢台湾女作家三毛的名言：即使不成功，也不至于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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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陕北偏远的一个小山村。
狐狸天天蹲在对面的山头上等待主人离去，好逮一只老母鸡充饥。
野兔因为饥饿在山峁乱窜，山鸡成群结队在山上像村子里的小孩子一样喊饿。
再就是歇在农家小院枯树枝上的一群麻雀，它们想讨点老槐树上没掉完的野籽吃，却被主人的孩子用
数得见的秕谷套在鸟笼子，烧成了野味美餐。
寒冬腊月的天气，太阳的光就像一颗瓦数极弱的灯泡稀疏懒散地照在清冷的陕北高原，最怕西北风。
然而西北风的势力还是随着院里的枯树枝摆摇过来了！
顺着风向径直向姓叶的一户农家小院侵袭过去。
破旧的土窑洞在寒风中瑟缩着，窗户纸噼里啪啦敲打着正蜷缩在土炕一角的两个女人的心。
年老的女人是这个家的女主人，眉清目秀，脸上带着待人的慈善，但与那一脸泪迹斑斑形成了明显的
反差，像是刚刚经历过什么天大的灾难似的。
她紧抱着怀里才四五岁的小女儿叶欢欢，嘴里老是嘟哝着大同小异的一句话，像是在对女儿更像是对
她自己说：“乖娃，没了妈的娃，她还能不能活？
”穷人的孩子懂事早。
叶欢欢已经能够简单地领略到母亲的话意。
她怯怯地抬起头，直直地盯视了母亲许久，而后“哇”的一声哭倒在母亲的怀里。
她怕，她怕母亲真的把她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姑姑做女儿，她幼小的心里只有这个多病的妈妈才是她
的依靠。
见女儿吓得快要哆嗦起来，母亲却又带着泪花马上微笑了：“别怕，孩子。
”母女俩相拥而泣，连天空中的炸雷都在为这悲哀的一幕发出抗议，而后涌出一串冰冷的泪。
倾盆大雨⋯⋯叶欢欢的妈妈把女儿揽在怀里，从头发到脚趾抚摩不够，她的眼泪点点滴滴以至成线上
串地淌落在叶欢欢的脸上、手上。
叶欢欢的眼睛直直地瓷瞪着，她近日听得最清楚的就是妈妈嘴里唠叨的最多的那句：“万一我死了，
你可怎么办？
”“死”，这个字对于叶欢欢这个幼童来说已不是太陌生。
前几天，她从邻居金妹家捉回三只小兔子，可是就在短短的十来分钟内即被妈妈相继踩死，直挺挺地
丧了命。
她当时哭得很凶，自然是对妈妈的大意提出了抗议。
她记得妈妈当时也是用现在这般的眼神打量了她许久，而后喉咙里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
现在她才有点明白，妈妈昨天是在带病做家务，疲惫得发晕才顾不了她的小兔子。
还有院里经常报晓的那一只老公鸡，前不久为了让二哥当上兵，把它宰了给村长做了下酒菜。
还有小狗黑子，因为与本村雄霸李长焕的老狗厮咬，不懂事的黑子占了上风，结果就被李长焕的儿子
用投了毒的羊骨头给“喂”死了。
当时欢欢的妈妈很怜惜地看着小黑子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没了命。
她哭了。
她说黑子是多么聪明的精灵啊，它能懂人言的；尤其在自己体弱多病时，黑子用嘴叼柴火，每天代她
照看着欢欢。
只要黑子孤身一个跑回家向欢欢妈哼啼号叫，欢欢妈就知道是欢欢又遇上类似跌崖迷路等障碍了，或
者是被别的孩子打骂了困在什么地方哭。
所以她非常宠爱黑子，听话的黑子。
可是，李长焕因为欢欢的父亲叶忠良赌博欠债久久无钱偿还，就杀害黑子。
可怜的替死鬼！
欢欢妈为此难过，觉得自己活得还不如一条狗管用，怎么就保护不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小生灵黑子？
更让人着急的是她现在自感体力渐衰，说不准某一日因病也会死去。
她常记着娘家老父说过的一句话：阴来阴去是要下雨，病来病去迟早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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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抱着小女儿叶欢欢就不自觉地又看见了死去的黑子。
她不怕死。
可是孩子是不能没有她这个娘亲的。
为了孩子，她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感觉欢欢这孩子脑袋瓜灵醒得很。
凡上她家来的人都喜欢问她一些简单的算术，看她扳着手指头说答案。
即使是石匠到家也把磨盘用手指量量后用土话让欢欢算出直径与半径，不会用圆周率的她在地上比比
画画，然后一点一点用火柴棒做记号，扳着手指头给出答案让石匠摸摸脑袋夸一句：多精哪。
于是，这孩子的聪明传遍了村子的各个角落。
每去娘家，娘家老妈总要宣扬欢欢的这些灵动，而后引来一群欢欢的小姨小舅逗她开心。
欢欢母亲在欣慰的同时把所有的希望都指望在这个黄毛女子身上。
可是她觉得家中境况是一日不如一日，她的担心也一天天骤增。
欢欢母亲时常在想过了欢欢后，又自然地联想到她的娘家老父，欢欢是没有见过她的外公的。
所以她永远不知道“外公”这个词。
但她感觉出欢欢的聪明其实也是具备着祖上的一些遗传因素。
她出生在一富农家庭里，父亲是村里颇受人尊敬的老汉，脾气虽说有些火暴，但心眼不坏，革命史上
还记载有他的一点功绩在史册里。
那是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残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他亲自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往部队（最小的当时
只有十三岁）。
当时欢欢的外婆哭得死去活来，可他身为共产党员，又担负着乡长之职，毅然挥泪打发儿子们踏上根
本不需要训练就上了战场的军旅生涯。
欢欢妈最羡慕的是小弟在参军前能读上冬书，每一次小弟放学回家，她总要在小弟那儿讨教几个字认
认。
她就像现在的欢欢一样一学便会，对于简单的课文可以说是过目成诵。
然而自小弟参了军，她再也不能拥有这个唯一的老师了，于是她就把她想进学堂识字的想法在父亲面
前吞吞吐吐绕道点出了大概的意思，谁知父亲竟以男尊女卑的态度还击她：“你看看，这方圆几十里
哪有女人进学堂的，就算你认上几个字，一个女孩子又能成啥气候？
你真是怎么能说出这种丢人现眼的话来。
”“听人说还办女校。
”“女校？
那不成了女儿国了？
要是让人听见我这老脸可没处搁。
”就这样，欢欢妈的心愿也自然成了泡影。
每当后来听到书房里传过来的悠扬的号子声，伴随着那朗朗的读书声，她的心就不由得马上为之一震
，可是又不得不立刻恢复于平静。
父亲说过，她是有头有脸人家的子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非分想法，绝不能失去他们几代清正的门风
。
也罢，她在恨死什么是所谓的清正的门风的情绪争斗中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去书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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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真实是小说的生命。
当我们看到申小平的长篇小说《陕北女人》，谁都会对主人公叶欢欢的现实命运发出忧思的感慨，以
至于呐喊。
这也正是一个陕北女农民作家释放出的历史责任。
　　——作家　赵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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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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