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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陕西渭河平原上一个传奇之家三代人历经种种苦难与爱恨情仇，在顽强求生存的同时捍卫自己的尊严
。
在本世纪的城市化浪潮中，这个村庄被纳入开发区，结束了上千年的乡村文明。
在这块土地上，继而涌现出了在商业化生存法则中继续奋斗的新一代弄潮儿。
该书犹如一部关中平原的《百年孤独》式的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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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建群，陕西西安市人， 1953年农历12月出生，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
副主席。
1976年以《边防线上》踏入文坛，1987年以《遥远的白房子》引起文坛轰动，1993年以《最后一个匈
奴》奠定其实力派作家位置，并引发中国文坛“陕军东征”现象。
 　　迄今，这位写作者已出版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民间》、《最后的远行》、《愁
容骑士》、《白房子》等五部，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伊犁马》、《雕像》、《大顺店》、
《刺客行》、《菩提树》等二十四部，散文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罗布泊大涅槃》、《胡马北
风大漠传》、《狼之独步》等十部，计一千五百万字。
2005年被《中国作家》评为当代最具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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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渭河及渭河平原　　渭河是中国北方一条平庸的河流。
它的开始和结束都一样平庸。
它开始在草原的尽头和陇西高原的开头，它结束于《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那个风陵渡
——渭河在那里注入黄河。
　　最初，是一面黄蜡蜡的山崖上往出渗水。
那地方是在半山腰。
那水也不能叫水，只能叫黄泥巴。
黄泥巴从山腰向下缓缓地移动着，一直往下走，像千万条蚯蚓向山下爬。
后来，到山下时，黄泥巴不移了，凝固了，而水滴一滴一滴渗了出来，汇成一条小河。
　　小河在黄土高原的深沟大壑中拐弯抹角地流着。
一路走一路收集着从沟沟岔岔里涌出来的泉水，有时还接纳天上掉下来的雨水。
雨水在这里是极少的，年降雨量通常在二百毫米左右，这雨水通常在夏天降临，瘠薄陡峭的地面存不
住水，白雨一打，地表变实了，于是水哗啦哗啦地流了下来。
这叫“攻山水”，汹汹涌涌，异常暴戾。
那遥远的高村地面渭河的每一次涨水其实都是这上游的攻山水在作祟呀！
只是那里的人们不知道。
据说黄土高原在早年的时候，它是平整的，正是由于这天雨割裂，昔日平整的高原被切豆腐一样勒成
各种奇形怪状的图案，形成深沟高壑，横梁竖峁。
　　这里是世界上黄土层囤积得最为深厚的高原，黄土层最厚的地方是五百米。
人们说，这些铺天盖地的黄土来源于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一场大风。
那个年代叫侏罗纪年代。
从昆仑山上吹来的大风，呜呜地刮着，将满天尘埃吹到东方，然后尘埃在这里坐定。
　　河流就这样向前奔流着，一边奔流一边接纳和收集着水流。
它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条叫渭河的河流向前走。
　　它本来可以不向前走，而向后走的。
也就是说，不是奔向平原，而是就近奔向草原，然后裹挟着藏人的牧歌和草原的花香，从一个叫玛曲
的地方就近流入黄河。
　　但是它选择了前者。
　　也许是一面山崖挡住了它的去路。
也许不是，而是它的宿命决定了它。
它注定将是一条苦难的河流。
它注定将要裹挟着它一路收集来的泥沙，在下游营造一片冲积平原，然后在平原上布满村庄，然后在
村庄中造出一个大的村庄。
那个村庄人们叫它千古帝王之都。
一部中国的历史，有一半是这个村庄的历史。
这个村庄叫长安城。
如果说不算太长的人类历史中，世界西方的首都叫“罗马”的话，那么，这个村庄就是人类的东方首
都。
　　河流现在变成一条中等水量的河流了。
人们叫它渭河。
它在大山中左盘右突，寻找着出山的道路。
一山放过一山拦。
雨季的庞大水量给它提供了咆哮和撒野的机会，而从高原向平原的过渡中的巨大落差，也令它的奔流
充满了力量，令它的每一朵浪花都亢奋起来。
　　渭河是哀恸的，沉重的，滞涩的，沧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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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中国北方的哪一条河流不是哀恸的，不是沉重的，不是滞涩的，不是沧桑的呢？
　　它们从来没有欢快过和轻松过。
对于它们来说，欢快和轻松的同义词是暴怒和暴戾，是雷霆之怒，是一河亢奋的、足以破坏和毁灭一
切的、以十华里宽的扇面从平原上仪态万方地流过的浑浊水流。
对于它们来说，也从来没有平静过和平和过。
发过一番大脾气后，河流总算是平静了。
它重归于河床，重新开始它平庸的命运。
但那不是平静，是冷清，是冷寂，是冷落，是落寂，夜来渭河那咣当咣当拍打堤岸的声音，宛如我的
老祖母那彻夜彻夜的呻吟声。
　　北方的河流哪！
　　在一个叫铁马金戈大散关的地方，渭河从两座大山的夹角处，猛地一跃，便冲出山的包围，进入
了大平原了。
公允地讲来，这平原正是河流的产物，是它在亿万年来，裹挟的泥沙在步入黄河之前，在这里形成的
囤积。
人们把这种平原叫冲积平原。
　　这平原有八百里长。
宽的地方有三百里宽，窄的地方有一百多里宽。
南边的高山叫秦岭，北边的高原叫陕北高原，它们将这块平原夹定。
人们将这座平原以这条河流来命名，叫渭河平原。
而在历史上，好事者又叫它关中平原。
　　为什么叫它“关中”，原来它的东西南北，被四座雄关围定。
东边的那座关，叫函谷关，就是一个叫老子的写《道德经》的人，骑青牛飘然而过的那个关。
西边的就是我们的大散关。
“大散关”是它的名字，“铁马金戈”是过去年代的文化人，给这个气象森森的关隘，加上的一句张
扬的词儿。
南边的那个关叫武关，北边的这个关则叫萧关。
萧关在平凉境内。
据说，匈奴大单于冒顿至萧关，属下问：“匈奴人的疆界在哪里？
”冒顿马鞭一指：“匈奴人的　　牛羊在哪里吃草，哪里就是匈奴人的疆界！
”　　如是四座雄关，将这块枣核状的平原围定，将这平原上的一代一代的人物围定，将平原上的那
座千古帝王之都围定。
　　据说在最初的日子里，这里没有平原，这里没有千古帝王之都，这里也没有那些走马灯一样来来
往往的我的家族人物。
那时的平原，是一片汪洋，汪洋的四周则是沼泽地，是参天的古木，是建在白鹿原半坡的半地穴式房
屋，是呆呆地望着家门前这一汪大水倚门而立的老翁，是从沼泽地和灌木丛中走出来的呆头呆脑的黄
河象。
　　是一个叫大禹的人赶到了这条河的尽头。
在那里，在那个叫风陵渡的地方，他高叫一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说罢
挥动一把老镢头使劲地挖呀挖。
只听“哗啦”一声，渭河泻了。
这激情的水流一泻千里，欢快地进入了黄河。
两条河流汇在了一起，两只胳膊挽在了一起，它们像交媾一样．每一滴水滴都因此而痉挛起来。
　　这样，平原显露了出来，黑油油的泥土显露了出来。
而河流，它缩成一股时而散漫时而咆哮的水流，在渭河平原的中间地带，一个相对固定的河床中开始
流淌。
而在河流两岸，人声嘈杂中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人们纷纷地从山腰间下来，撵着这水临水而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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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高安氏伟大的骂街　　一位“伊人”，站在渭河畔高高的老崖上，正在唾星四溅地骂街。
这是我的伟大的祖母。
在我们这地方，我叫她“婆”。
她骂街的时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或者准确地说，是一九三九年农历的二月二这一天。
　　她那时候还不是我的祖母，是高村的一个过门不久的媳妇。
她是一位乡间美人。
正在骂街的她，细眉大眼，尖下巴，下巴上一颗褐色的美人痣。
那美人痣随着她的嘴唇的抖动在飞快地跳跃着。
头发像乌云一样，挽成一个髻，系在脑后，然后用一个银质的卡子卡起。
她的上身，穿一件用老布裁剪而成的大襟袄，那大襟袄的颜色是白的，衬着她的白皙细腻的俏脸儿。
一条手绢儿系在她的胸前。
在骂街的途中，这只手绢不时地被用来擦唾沫或者擦鼻涕。
下身是一件黑粗布裤子，那裤脚的地方，被用绷带缠住，然后显露出两个秤锤一样的小脚。
　　高安氏的骂街其实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
这一天只是她结束的时间。
这结束的原因我们后来将要谈到。
话说半年前的有一天，她早晨起来，对着镜子将头梳好，梳头的时候不时地给篦梳上吐两口唾沫，以
便让头发湿润，然后将这右开口的大襟子的每一个扣子扣好，一双小脚，她缠呀缠，一边缠一边想着
事情，想好了，将鞋穿起，然后用手抓着我父亲的手说：“二小子，你陪你妈到村子里转一趟。
我要排侃去！
高村这一片天空，今天得看我出头！
”　　这样她就上路了。
她牵着我的父亲，一个半大小子，从东堡子走到西堡子。
从西堡子走到东堡子，开始骂街。
她的小脚停到某一户人家的门前，骂一阵，然后再走，她的唾沫星子弥漫了高村的整个街道。
　　骂完以后，她的最后一道功课是来到河边，站在老崖上，依着惯性继续骂一阵。
直到自己都骂得疲惫了，口干舌燥了，然后便对着河水发一阵呆。
那双小脚，载着她在这平原的早晨完成了这样一项伟大的工作，现在脚踵大约也有一些乏了，于是俏
媳妇走下老崖，下到二崖上，脱了鞋子，在河里把脚泡一泡。
　　老祖母的小脚，我在小时候见过的。
十个脚指头，全部骨折了。
骨折以后，全部窝回来，弯到脚心位置。
她生平大约从来没有穿过袜子，而是用一块老布包着。
那老布上不时有脓水的痕迹。
而那双小脚，并不是在少女的年代被包成这样后，以后，就一成不变了。
那小脚还时时脓肿，尤其是走路走多了以后，十个奇形怪状的脚指头像还没有长毛的小老鼠一样，红
红的，胀胀的。
隔三差五，她还要剪脚指甲，要不，指甲长了会钻到脚心的肉里。
　　祖母在河边找了一摊清亮的积水，泡了泡脚，又摆了摆裹脚布。
然后将这裹脚布稍微地晾了晾，不等它干，就仍旧用它将脚包上，然后站起。
　　这一天的骂街工作就算结束了，下来开始忙生活了。
给牛铡草，给猪馇食，给人做饭，然后是纺线和织布。
这时候，她就又变成高村一个平常而又平常的女人了。
　　第三章村庄与家族　　我的祖母的伟大的骂街，基于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这个家族能不能在渭河岸边这个叫高村的地方住下去，关系到祖母膝下的那一群
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将来的命运，关乎到高家那时还算殷实的田产和房子能不能守住。
　　高村所有的人都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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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高大的柏树下那一簇簇坟墓里的先人们，或者将要出世的新生一代们，他们的头上都顶一个高字
。
最初，他们大约是一个人或一族人，在大禹王高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后
不久，就从山上下到了河边，然后在这里以几千年的耐心，建立起了这个同姓同族的王国。
在高村人看来，这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高村的世界，一部分是高村以外的世界。
　　不独是高村，渭河平原上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是这种组成形式。
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
是大禹王的年代吗？
不知道！
是历朝历代的战乱形成的吗？
不知道！
或者如中国北方那个家喻户晓的传说，是从山西老槐树下走过来的吗？
亦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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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里最好的故事，好过我讲过的所有的故事。
　　——高建群。
　　十年后，哪里还有炊烟升起的村庄？
百年后，谁是为我们哭泣的姑娘？
　　高建群是一个很大的谜。
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路遥　　有一些老故事，在我的心中已经埋藏了很多年。
那是我的家族故事，故事中有着许多的传奇和令人不可思议的斑斓色彩。
这是最好的故事，好过我讲过的所有的故事。
　　我把这故事定名为《大平原》。
大平原哪，我们世世代代在它的怀抱里出生，我们世世代代在它的怀抱里死亡。
它承载和覆盖了全书，承载和覆盖了我们的所有痛苦和欢乐。
　　——高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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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苦难中的欲望、生死不离的爱情、家族血脉、父与子的复杂关系、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纠葛。
　　该书是著名作家高建群积蓄一生最好的生活素材，撰写的巅峰之作。
　　高建群被称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中国文坛罕见的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写作者。
路遥称他是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高洪波称他是一位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两大空间且从容自如的舞者。
张贤亮则称他是“西北有高楼”。
　　倾情讲述中国乡村苍凉悲壮的家族传奇　　该书献给大变革时代中每个中国人已经消失和正在消
失的故乡。
　　《最后一个匈奴》之后著名作家高建群再度东征　　★该书是著名作家高建群积蓄一生最好的生
活素材，撰写的巅峰之作。
　　★高建群被称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中国文坛罕见的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写作者。
路遥称他是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高洪波称他是一位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两大空间且从容自如的舞者。
张贤亮则称他是“西北有高楼”。
　　★倾情讲述中国乡村苍凉悲壮的家族传奇　　★该书献给大变革时代中每个中国人已经消失和正
在消失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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