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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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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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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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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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讲述了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工作和生活的经历。
在西柏坡这个小小的山村院落里，毛泽东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筹划了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计划
，缔造了伟大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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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崇书
    女，1953年生于河北省平山县。
在平山高中教师培训班毕业后，任教15年。
1990年到古月镇搞文秘工作，1995年回家务农，潜心创作。
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1990年起开始在省、市、县的报纸、刊物上发表通讯、散文、诗歌50余篇，约10余万字。
先后出版纪实小说《七月流火》和传记文学《共产党之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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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悠长、委婉。
优美的歌声随着回音传得很远，不一会儿，这道梁，那条沟，山上，山下都唱起来⋯⋯几群鸟儿刚刚
闹过了三月的鸟信，为了赶上五月的麦信，早已在茂盛的树林里垒好了窝。
此时，它们挺立在烂漫的山花上，一动也不动。
好久之后，一只披着黄、白、黑相衬羽毛的鸟儿才亮亮地“啾啾”了几声，立即就响起一阵扑棱棱的
声音。
鸟儿们飞起来了，它们一边飞，一边“来了，来了，来了；东方红了，东方红了”地欢叫着。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充满诗情画意的初夏啊！
而这一天的阳光是多么灿烂，天气又是多么的风和日丽！
就在这一天，太行山东麓奔驰着一辆半旧的中型吉普车。
这辆吉普车忽而在折叠回旋的山路上奔驰，忽而在河沟峡谷中穿梭，渐渐驰入了平山县境内。
“周西林，我们快到西柏坡了吧？
”坐在车里的毛泽东轻声问司机。
刚才，他听到山梁上一阵阵的平山民歌就很激动。
这使他想起了淳朴、高亢、悠长，反映劳动人民劳动、爱情的陕北《信天游》。
陕北的《信天游》他听了13年，对《信天游。
》的感情是很深的，难忘的。
今天在他耳边萦绕的这首平山民歌《走山梁》呢？
它唱出了平山县的地理特征，唱出了人民的苦难、辛酸的生活，也唱出了人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
不屈性格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
毛泽东听着，心海涌起一层一层激越的波涛。
他微微闭着眼，半仰着头，自己的感情也融进了这首民歌里。
时间过了很长，他慢慢睁开眼，吮吮有些干裂的嘴唇，动了一下身体。
他真想命令司机停住车，去和那些人们聊一聊，了解一下平山县乡亲们土改后的生活情况。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也不能这样做。
因为他急于赶到平山县的西柏坡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会合，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决
定性意义的大事情！
现在，他望着路旁苍翠欲滴的山峰，更显出激动。
“快到了！
主席，前面的路更不好走，您坐好！
”周西林娴熟地转动着方向盘，关切地看了看毛泽东，又紧张地注视着前方。
拐过一个“之”字形的急弯，走向一段较平缓的路，他轻松地呼出一口气，“主席，再拐几个大弯，
上几个陡坡就到了。
”“噢，还要走一阵子哟！
”毛泽东坐直了随车摇晃的身体，望了一眼周西林，用商量的口吻说，“周西林，你能不能再开快一
点儿？
他们一定在等着我，我也想早点儿见到他们。
当然嘛，这也只能是个建议。
”“不行的，主席。
”周西林理解毛泽东此时的心情，但他还是掌握着车的速度，稳稳地转动着方向盘，尽量使车子减少
摇晃和颠簸。
拐弯、爬坡，一路颠簸，吉普车终于驶进了西柏坡。
这一天是1948年5月26日。
“周西林，快停车，他们已经来接我喽！
”车一驶进村口，毛泽东就看到了路边站着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忙对周西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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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的一只手也伸向了车门。
车一停，毛泽东马上打开车门，跳下来，迈着大步向等候着他的人们走过去。
“主席好！
”几个人迎着毛泽东走过来，都伸出了手。
“大家好！
”毛泽东握住他们的手，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我们又会合喽！
”毛泽东是从阜平县的花山赶来的。
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并且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开展，共371天，行
程1000多公里，经过了12个县境内的38个村镇。
转战陕北艰苦的任务完成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阶段。
为了直接掌握全国各个战场的情况，进而指挥作战；为了五大书记在一起，共同研究和决策建设新中
国的一系列重大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于1948年3月21日率领中央机关开始东移。
东渡黄河之后，他们走出了晋绥线，穿过晋西北，翻越了五台山，到达了阜平县的城南庄。
在那里，中央召开了城南庄会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先到了西柏坡，和一年
前来这里的刘少奇、朱德会合。
一个多月后的今天，毛泽东也来了。
现在，五大书记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是经过了多少艰难和曲折的斗争，经过了多少惊心动魄和生与死的险境，经过了多少惊涛骇浪的考
验，他们的手才终于又握在一起的！
“主席，先休息吧！
”刘少奇望着毛泽东头发上、脸上、身上的一层尘土，关切地说，“一百多里路的颠簸，你已经很累
了。
”“不累哟！
少奇，我先看看咱们的‘家’嘛！
”毛泽东轻松地笑了笑，往前走了几步，兴奋地环视村庄的周围。
他的面前，滹沱河河水潺潺地流动，不远处的大片芦苇摇曳着绿烟，望不到边的麦田荡漾起一层追逐
着一层的淡黄色的波浪。
那翠色的稻田，纵横交错的渠水，远近忙于农活的农人，一切都那么宁静祥和⋯⋯“主席，这就是聂
荣臻同志赞誉过的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啊！
”一位同志指着前面的大片麦田介绍。
“乌克兰”一词是苏联人所说的“大粮仓”。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用“乌克兰”来赞美平山县的这一带是晋察冀边区的“大粮仓”。
是啊，八年抗战，这儿的粮食确实保障了晋察冀边区和五台山过来的军队的供给，平山县的“乌克兰
”在抗战中是立了功劳的！
毛泽东怎么会忘记？
当那位同志介绍后，毛泽东点点头：“是哟，这里很美啊！
”接着毛泽东向身后望去：好一个向阳的马蹄形状的山弯弯！
它像一位温柔的母亲，敞开丰满的胸膛，将村庄亲昵地拥抱着。
毛泽东转身又向四处望着：村庄的周围最明显的是处处有古柏，就连远一点儿的山上，也有一片一片
的古柏。
而村庄后面的那座岭上，更是满眼挺拔、翠绿的古柏。
起风了，岭上响起海浦浪涛般的声音。
这声音带着很强的音符，也许它们在欢呼伟人的到来；这声音带着悠长的韵律，也许它们在向伟人叙
述有关它们的那个娓娓动听的故事⋯⋯许久，毛泽东转过身，柔和的目光落在离他不远处的农人身上
。
“哎呀！
这是毛主席，咱们的大救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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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家墙上的那张像一模一样哇！
这是真的吗！
”有一位农人惊呼了一声，见众人注目他，又压低了嗓门说，“胙夜里，我梦见一条龙，飞到咱村的
上空转了几圈，化作一阵清风不见了，这是大人物要来的兆头呀！
今日，毛主席就真的来了！
你们说这梦灵验不灵验？
”“毛主席，真的是毛主席？
你们快靠边站站，让我好好地瞧一瞧咱们的大救星⋯⋯”“⋯⋯”农人们一双双深情的眼睛望着毛泽
东。
有个老农，向前走了几步，他真想走到毛泽东跟前，和他说几句话，但他还是站住了，他喃喃着：“
毛主席，毛主席，我们见到了你哇⋯⋯”望着这些勤劳、可爱的父老乡亲们，毛泽东仿佛真的回到了
家。
他心里清楚地知道，几年抗战，平山的老百姓们为八路军作出了多少无私的贡献啊。
大革命时期，平山县栗再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于光汉建立起了平山县党组织。
接着于光汉、李法庄在霍宾台村成立了平山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1932年，于光汉、李谨亭、李法庄、齐计三建立了中共平山县委员会，在第一任县委书记李谨亭的领
导下，革命火种撒遍平山县。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平山县第一任抗日县长徐达本和平山县县委书记王昭以及平山县党组织领导人
于光汉、李谨亭、栗再温、李法庄、贾一波等在刘澜涛、刘道生的领导下。
一次就组织起1500人的“平山团”奔赴抗战最前线。
“平山团”英勇作战，多次立下战功，被聂荣臻称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
1938年7月《新华日报》刊登了《一个不平凡的县》，使平山抗日模范县驰名全国。
对这篇报道，毛泽东是知道的。
两个月后的一天，他和曾任过平山县县委书记的曹慕尧谈过一次话，对平山县的党组织和革命。
斗争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后来，“平山团”进驻延安，担负起保卫中共中央的光荣任务。
1944年，晋察冀边区第一次群英会上，救过无数伤病员的支前模范戎冠秀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
聂荣臻亲手将一面绣有“子弟兵的母亲”的锦旗赠给了戎冠秀。
从地理位置上看，西柏坡东临华北大平原；西倚巍巍绵长的太行山，距全国各大战场位置适中。
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将要在这儿领导全国人民并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要
在这儿描绘建立新中国的宏伟蓝图，这小小的西柏坡山村，将来一定会名扬天下！
“少奇、总司令，你们选择的这个地方，是个理想的总指挥部哟！
”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好喽，我们去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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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8年12月1日，天晴而寒。
我带着以反映平山县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中共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为题材创作的40余万字的纪实小
说《七月流火》初稿，到河北省花山文艺出版社面见王大民编辑，请他帮助修改。
交谈中，他得知我是平山人，就说平山有西柏坡，党中央、毛主席曾在那里住过，他是中国革命走向
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在西柏坡，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打败了蒋介石，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描绘出新中国的宏伟
蓝图以及制定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大政方针，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你何不以此重大题材，写一部反映毛主席在西柏坡生活、工作的可读性强的纪实文学作品呢？
我说我是个农民，无稳定的收入，写这样大的题材，各种条件都受限制，怕是写不成。
王编辑说，你们平山人写西柏坡，人脉、地脉、心脉相通，得天独厚。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你们平山人的历史责任。
写这样大的题材，必然有困难，有困难就用西柏坡精神去克服，困难过去就出成果。
王编辑富有哲理的话，使我备受鼓舞，当即表态，一定要写出书来。
王编辑说，书名暂定为《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日子里》(以下简称《西本》)。
王编辑给县领导写了信，请他们帮助、支持我写书。
而《七月流火》暂搁浅。
带着任务，憧憬着《西本》的创作蓝图，我告别了王编辑。
说起党中央、毛主席当年在西柏坡的经典，虽是片段、朦胧，但并不陌生。
我的村与西柏坡隔河(滹沱河)相望，距8里地。
自记事起，村里的长者们在农闲时，街里巷外，树荫下面，绘声绘色地讲述毛主席教农民插稻秧，朱
德总司令骑马飞跑着一枪能打下几只飞鸟，刘少奇结婚请老乡吃喜糖等等故事，还夹带着近乎神话的
传说。
我痴迷那些常听常新的故事，并多次产生出我看见故事的幻觉。
从儿时到现在的中年，总有一种想法始终萦绕脑际抹之不掉，就是能写一部反映毛主席一代伟人在西
柏坡的书，让世人都知道毛主席在西柏坡所做的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世界走势的大事。
今天，这个想法竟被王编辑所命托，也许是天人合一了吧。
创作《西本》的开头一脚，即是收集口碑、书面素材，这是创作的基础。
我拿着王编辑的信找到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张大平，说明来意。
张书记看信后，爽快地说支持我。
我当即提出要到西柏坡纪念馆和西柏坡周边村采访、收集素材。
张书记马上开了介绍信，要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乡为我采访、收集素材大开绿灯。
县领导的支持，给了我巨大的创作动力。
我到了西柏坡纪念馆，馆领导见张书记写的信，热情地说，你需要什么，只要有，一定毫不保留地提
供。
柏坡乡领导看罢张书记的信，要我吃住在乡里，不收任何费用，并抽出一辆自行车无偿归我穿村走户
采访专用。
就这样，我初次在柏坡乡走访了当年中直机关所在的十几个村，听到很多有关主人公毛主席的风范事
例。
少肘存留在脑海里感性的故事，转化为理念的东西。
走进纪念馆，我徜徉在十几个展览馆里，请讲解员多次给我讲解图片上的人物情节；寻求伟人人生的
价值。
13天的收集、采访，伟人的形象基本形成，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所做的大事由零碎的浅知基本理成主次
几条线。
初涉收集、采访，收获甚大，但尚缺少与毛主席共事知情人的口碑素材，创作仍显漏缺。
我决意进京拜访那些老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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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大都已位显年高，欲见不易。
到京后，听说我为写《西本》而来，无一拒绝者。
我三进北京，拜访了付崇碧、王光美、马文瑞、汪东兴、徐达本、李永庆等老前辈及五大书记的部分
子女。
他们以亲身经历从多角度回忆了当年真实的毛泽东战斗、生活的多彩场面。
对我写好《西本》，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采访的收获与生活的困难恰成反比。
因1995年从镇上回乡务农写作《七月流火》，已将多年积攒的家资耗尽。
为维持生存，借同窗好友资金开了个青春商店。
店收甚微，到决定写作《西本》，只能勉强生活下去。
进京采访，是背着干粮去的。
日间采访完毕，夜里住北京车站候车室或空余地方，热水泡方便面，咸菜就馒头，编织袋就是“床铺
”。
早春的二月，北京春寒料峭，我和衣而卧，不免寒意袭来。
但想着采访的任务，想象着如何写作《西本》，不觉暖意而生，竞御寒不冷。
经过三四个月的收集素材、采访，收获颇丰，但仅凭这些，还不能进入创作。
写《西本》需大量的文献资料，我没有条件弄到，只有一个笨拙办法，就是用钱买。
我借来钱，到石家庄各大书店、图书批发市场，在汗牛充栋的书堆里寻找我需要的书。
付出了就有收获。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周恩来传》、《毛泽东文
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蒋介石传》等二十几本书终于买到。
此后，进入创作期。
我虽教过初中语文多年及在乡镇上做文秘工作几年，有写作的一些基础，但创作这样大的题材，在我
还是先例。
写《七月流火》，其主人公高者乃县委书记，《西本》的主人公却是当今一代天骄，稍有不慎，会酿
成大错。
初时，设章布局，有一种悸怕心理束缚着手脚，总是弄不成。
我索性搁笔，学习古今中外的一些名家作品的结构、思路润滋自己。
我平素爱读莫应丰作家的《将军吟》，我翻来覆去阅读、琢磨，竞把书角都“磨”损。
蒙此书的启发，《西本》的结构布局受益不浅。
正式进入创作，时逢炎热的夏季，正是我创作出成果的阶段，如农人春播秋收。
但对我这个经济拮据的人来说，连个坐椅都没有，我只有站柜台写作。
时间一长，颈椎病加重。
一个好友见我写作艰难，到单位搬来他的坐椅送给我，站柜台写作的历史才算结束。
1999年冬季来临，写作进入高潮，商店里没有炉火，我没有能御寒挡风的棉衣，冻得瑟索时，我只好
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暖和了再接着写。
我睡觉的小屋里，靠一小炉火取暖。
丈夫每隔5天回家与年迈的婆母做5夜伴。
那天早晨，丈夫回到店上，店门未开，呼我不应，忙撬开门__我中煤气已昏迷过去。
他匆匆跑到医院，喊来医生，经急救，幸免一死。
通过生死一瞬间，我爱生命，更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体会到农民要写成书当作家，大都必经受
常人不能忍受的苦痛，必付出常人不能付出的代价，必闯过充满荆棘、险情环生的禁区。
2000年的春节后，我满怀信心，把写好的《西本》初稿交给王编辑，他利用节假13看完，认为社里可
采用，花山文艺出版社按照出版领袖书的审批要求，进行了长达8个月之久的审批程序。
2001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西本》一书。
出版书，需资金4万多元，两年多的写作，耗资极多，我除了濒临倒闭的青春商店已一贫如洗，自费
出书，我上哪儿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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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急中，我带着与花山文艺出版社签订的合同，坐车直奔县城，一气进人县政府，不顾政府机关人员
的盘问及解释，径直奔县长办公室，推门而入，要求县长卢长锁帮我资金，我要出书。
卢县长听我叙述了写书的过程后，非常感动，说我是个农民，不挣工资，就敢写这样大的题材，还经
受了那么多艰难，真不容易，一定帮我。
从采访到写成书，我遇到的困难多的数不清，但都用毅力，用西柏坡精神克服，从未流过一滴泪。
而今，听了卢县长的话，经过的甜酸苦涩一齐涌上心头，止不住泪水潸潸而下。
那天是傍晚见到卢县长的，走到公路上，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我左拦右截，截住一辆大卡车，坐上
车回到了家。
晚上后半夜，我发开了高烧，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
《西本》一书终于在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前夕出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党员，为她献上了一份
淳朴的礼物。
有志者，事竞成。
这也许是我创作《西本》的切身体会吧。
2010年，《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日子里》，荣幸地进入中国当代百部农民作品选集，并在中国社会出版
社出版，这是社会对我的认可，面对这一无上的光荣，我只有更加努力创作。
郝崇书2010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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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日子里》：千里的那个闪电呀百里的雷翻过呀这道梁就见日头万里的那个蓝天呀
十里风雨过天晴呀东方红山河的梦想从来就是基于大地的脚印印是高昂的民族魂是过去的坚韧在今日
的呈现印是多元的文化石是浓郁的乡情在心里的深远印行走在广袤的大地上是乡间的温暖回归故土的
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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