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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文学生涯 ——陈忠实自述 我生长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听说我的一位老爷(父亲的爷爷)曾
经是 私塾先生，而父亲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村子里头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打 算盘也能提起毛笔
写字的农民。
我在家乡解放后的第二年入学，直到一九六 二年高中毕业回乡，之后做过乡村学校的民办教师，乡(
公社)和区的干部， 整整十六年。
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些了解，是这段生活给予我的。
直到一 九七八年秋天，我调入西安郊区文化馆。
我再三地审视自己判断自己，还是 决定离开基层行政部门转入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以便皈依文学
。
一九八 二年冬天，我调到省作协专业创作组。
在取得对时间的完全支配权之后，我 几乎同时决定，干脆回归老家，彻底清静下来，去读书，去回嚼
二十年里在 乡村基层工作的生活积蓄，去写属于自己的小说。
我的经历大致如此。
 我在小学阶段没有接触过文学作品，尚不知世有“作家”和“小说”。
 上初中时我阅读的头一本小说是《三里湾》，这也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小 说。
赵树理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而三里湾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对我来说却是熟 识不过的。
这本书把我有关农村的生活记忆复活了，也是我第一次验证了自 己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
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识的乡邻旧时生活的 照片。
这种复活和验证在幼稚的心灵引起的惊讶、欣喜和浮动是带有本能性 的。
我随之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这时候的赵树理在我 心目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
家；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 时候，他是赵树理。
也就是在阅读赵树理小说的浓厚兴趣里，我写下了平生 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是在初中二年级
的一次自选题作文课上写下的 。
我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从阅读《三里湾》和这篇小说的写作开 始的。
 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我的兴趣就不仅仅局限于验证自己的生活印象了 。
一本本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画 卷：顿河草原哥萨克人矫悍
的身影(《静静的顿河》)，使人惨不忍睹的悲惨 世界(《悲惨世界》)，新世界诞生过程中铁与血交织
着的壮丽的人生篇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类争取自由幸福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无畏的气概( 《
牛虻》)⋯⋯所有这些震撼人心的书籍，使我的眼睛摆脱开家乡灞河川道 那条狭窄的天地，了解到在
这个小小的黄土高原的夹缝之外，还有一个更广 阔的世界。
我的精神里似乎注人了一种强烈的激素，跃跃欲成一番事业了。
 父亲自幼对我的教诲，比如说人要忠诚老实啦，人要本分啦勤俭啦，就不再 具有权威的力量。
我尊重人的这些美德的规范，却更崇尚一种义无反顾的进 取的精神，一种为事业、为理想而奋斗的坚
忍不拔和无所畏惧的品质。
父亲 对我的要求很实际，要我念点书，识得字儿：算个数儿，不叫人哄了就行了 ，他劝我做个农民
，回乡务庄稼，他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家业是最合 适的。
开始我听信的话，后来就觉得可笑了，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得一 碗饱饭，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
度了。
我不能过像阿尔青(保尔的哥哥)那样 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
大约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想搞 文学创作的理想就基本形成了。
 而我面对的现实是：高考落第。
我们村子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 民，很使一些供给孩子读书的人心里绽了劲儿，我的压力又添
了许多，成为 一个念书无用的活标本。
回到乡间，除了当农民种庄稼，似乎别无选择。
在 这种别无选择的状况下，我选择了一条文学创作的路，这实际上无异于冒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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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阅读过中外一些作家成长道路的文章，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在文学上有 重要建树的人当中，幸运儿
比不幸的人要少得多。
要想比常人多所建树，多 所成就，首先要比常人付出多倍的劳动，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甚至是
痛苦的折磨。
有了这种从旁人身上得到的生活经验，我比较切实地确定了自 己的道路，消除了过去太多的轻易获得
成功的侥幸心理，这就是静下心来， 努力自修，或者说自我奋斗。
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程，自学四年，练习基 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就算在“我的大学
”领到毕业证了。
结 果呢？
我经过两年的奋斗就发表作品了。
当然，我忍受过许多在我的孩子这 一代人难以理解的艰难和痛苦，包括饥饿以及比鼓励要更多的嘲讽
，甚至意 料不到的折磨与打击。
为了避免太多的讽刺和嘲笑给我带来平白无故的心理 上的伤害，我使自己的学习处于秘密状态，与一
般不搞文学的人绝口不谈文 学创作的事，每被问及，只是淡然回避，或转移话题，即使我的父亲，也
不 例外。
 我很自信，又很自卑，几乎没有勇气去拜访求教那些艺术大家。
像柳青 这位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他生前，我也一直没有勇气去拜访，尽管我是他 的崇拜者。
我在爱上文学的同时，就知道了人类存在着天才与非天才的极大 差别。
这个天才搅和得我十分矛盾而又痛苦，每一次接到退稿信的第一反应 ，就是越来越清楚地确信自己属
于非天才类型。
尤其想到刘绍棠戴着红领巾 时就蜚声文坛的难以理解的事实，我甚至悲哀起来了。
我用鲁迅先生“天才 即勤奋”的哲理与自己头脑中那个威胁极大的天才的魔影相抗衡，而终于坚 持
不辍。
如果鲁迅先生不是欺骗，我愿意付出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所能付出的 全部苦心和苦力，以弥补先天的不
足。
 我发表的第一篇习作是散文《夜过流沙沟》，一九六五年初刊载于《西 安晚报》副刊上。
第一篇作品的发表，首先使我从自信和自卑的痛苦折磨中 站立起来，自信第一次击败了自卑。
我仍然相信我不会成为大手笔，但作为 追求，我第一次可以向社会发表我的哪怕是十分微不足道的声
音了。
我确信 契诃夫的话：“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
”我不敢确 信自己会是一个大“狗”，但起码是一个“狗”了！
反正我开始叫了！
一九 六五年我连续发表了五六篇散文，虽然明白离一个作家的距离仍然十分遥远 ，可是信心却无疑
更加坚定了。
不幸的是，第二年春天，我们国家发生了一 场动乱，就把我的梦彻底摧毁了。
我十分悲观，看不出有什么希望，甚至连 生活的意义也觉得黯然无光了。
我一生中最悲观的时期，就是在这一段。
我 发现，为了文学这个爱好，我可以默默地忍受生活的艰难和心灵上的屈辱； 而一旦不得不放弃文
学创作的追求，我变得脆弱了，麻木了，冷漠了，甚至 凑合为生了。
 一九七八年，中国文学艺术的冻土地带开始解冻了。
经过了七灾八难， 我总算在进人中年之际，有幸遇到了令人舒畅的文学艺术的春天。
初做作家 梦的时候，把作家的创作活动想象得很神圣，很神秘，也想象得很浪漫。
及 至我也过起以创作为专业的生活以后，却体味到一种始料不及的情绪：寂寞 。
长年累月忍受这种寂寞，有时甚至想，当初怎么就死心塌地地选择了这种 职业？
而现在又别无选择的余地了。
忍受寂寞吧！
只能忍受，不忍受将会前 功尽弃，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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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就是与自身的懒怠作斗争，一次一次狠下心把诱惑 人的美事排开。
当然，寂寞并不是永久不散的阴霾，它不断地会被撕破或冲 散，完成一部新作之后的欢欣，会使备受
寂寞的心得到最恰当的慰藉，似乎 再多的寂寞也不算得什么了。
尤其是在生活中受到冲击，有了颇以为新鲜的 理解，感受到一种生活的哲理的时候，强烈的不可压抑
的要求表现的欲念， 就会把以前曾经忍受过的痛苦和寂寞全部忘记，心中洋溢着一种热情：坐下 来
，赶紧写⋯⋯ 小屋里就我一个人。
稿纸摊开了，我正在写作中的那部小说里的人物， 幽灵似的飘忽而至，拥进房间。
我可以看见他们熟悉的面孔，发现他今天换 了一件新衣，发式也变了，可以闻到他身上那股刺鼻的旱
烟味儿。
我和他们 亲密无间，情同手足。
他们向我诉叙自己的不幸和有幸，欢乐和悲哀，得意 和挫折，笑啊哭啊唱啊。
我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有山川河流，有风霜雨雪，四季变换极快，花草树木忽荣忽 枯；有男人女人，生活
旅程很短，从少年到老年，说老了就老了。
这个世界 具有现实世界里我经见过的一切，然而又与现实世界完全绝缘。
我进入这个 世界，就把现实世界的一切忘记了，一切都不复存在，四季不分，宠辱皆忘 了。
我和我的世界里的人物在一起，追踪他们的脚步，倾听他们的诉说，分 享他们的欢乐，甚至为他们的
痛苦而伤心落泪。
这是使人忘却自己的一个奇 妙的世界。
这个世界只能容纳我和他们，而容不得现实世界里的任何人插足 。
一当某一位熟人或生人走进来，他们全都惊慌地逃匿起来，影星儿不见了 。
直到来人离去，他们复又围来，甚至抱怨我和他聊得太久了，我也急得什 么似的⋯⋯ 我在进入四十
四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
我突然强烈地 意识到五十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
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 ，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五十岁以后的
日子不敢想象将 怎么过。
恰在此时由《蓝袍先生》的写作而引发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大命 题的思考目趋激烈，同时也产生了
一种强烈的创作理想，必须充分地利用和 珍惜五十岁前这五六年的黄金般的生命区段，把这个大命题
的思考完成，而 且必须在艺术上大跨度地超越自己。
当我在草稿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 行字的时候，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辈老老爷辈生
活过的这座古 塬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
这是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
在我即将跨上五十 岁的这一年的冬天，也就是一九九一年的深冬，《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 欢乐
和死的悲凉都进入最后的归宿。
我这四年里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历 史的烟云，终于要回到现实的我了。
掀开新的一页稿纸，便有一种“倒计时 ”的怦然。
然而当每天的黑夜降临时，心里的孤情简直不可承受。
 《白鹿原》出版后，我基本没有再写小说。
我想读书，我想通过广泛的 阅读进一步体验艺术。
我小追求著作等身，只要在有生之年能多出一本两本 聊以自慰死后可以垫棺做枕的书，就算我的兴趣
得到了报偿。
未来的创作是 不是鸿篇巨制，是否要超过《白鹿原》，我根本就不思考这个问题。
对我来 说，《白鹿原》已成为历史，没有必要跟它较劲。
我只是尊重自己的生命体 验和艺术感觉，最终能形成什么样的作品，那就写个什么样的作品献给读者
。
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只要有独立生存的价值，只要是实实在在 达到了我所体验到和追求的
目标，我就感到欣慰了，因为，它们都是我的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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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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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越来越相信创作是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过程，这种体验完全是个人的独特的体验，所以文坛
才呈现千姿百态。
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
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我不过是竭尽⋯⋯全部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
示我上述的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在陈忠实的笔下，历史不再是一部单线
条的阶级对抗史，同时也是一部在对抗中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历史；历史不再是一部单纯的政治史
，同时也是一部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心灵史；历史的生动性不只是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展开，而
且后者比前者更为生动，更为丰富，更有诗学的价值。
本书收编陈忠实的优秀小说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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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忠实，1942年生于西安市灞桥区西蒋村。
1962年高中毕业，在乡村做中小学教师和区、乡政府干部整20年。
1982年调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
1973年发表小说处女作。
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2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乡村》。
迄今已出版《陈忠实小说自选集》3卷，《陈忠实文集》7卷，散文集、选集30余种。
《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年全国报告
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并在日本、韩国和越南翻译出版。
另有多篇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获《当代》《长城》《小说界》《人民日报》等报刊奖。
《白鹿原》入选汉语新文学《百年百部》《中国文库》《大学生必读》等图书系列，已发行130万册。
 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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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自序 我的文学生涯短篇小说信任尤代表轶事霞光灿烂的早晨马罗大叔到老白杨树背后去打字机嗒嗒
响桥失重舔碗轱辘子客害羞两个朋友日子作家和他的弟弟腊月的故事猫与鼠，也缠绵娃的心娃的胆一
个人的生命体验中篇小说康家小院蓝袍先生夭折四妹子最后一次收获散文随笔生命之雨晶莹的泪珠汽
笛·布鞋·红腰带拥有一方绿荫绿蜘蛛，褐蜘蛛别路遥贞节带与斗兽场北桥，北桥口红与坦克告别白
鸽追寻貂蝉喇叭裤与“本本” 伊犁有条渠旦旦记趣何谓良师何谓益友关于皇帝释疑者三九的雨六十岁
说原下的日子对话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与远村答问录关于四十五年
的答问长篇小说（选章）第一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七章第三十四章　附录　陈忠实作品年表
（198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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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任一一场严重的打架事件搅动了罗村大队的旮旯拐角。
被打者是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大顺，现任团支部组织委员。
打人者是“四清运动”补划为地主成分、今年年初平反后刚刚重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罗坤的三儿子罗
虎。
据在出事的现场——打井工地——的目睹者说，事情纯粹是罗虎寻衅找碴闹下的。
几天来，罗虎和几个“四清运动”挨过整的干部的子弟，漂凉带刺，一应一和，挖苦臭骂那些“四清
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参与过“四清运动”的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大顺，明明能听来这些话的味道
，仍然忍耐着，一句不吭，只顾埋头干活。
这天后晌，井场休息的时光，罗虎一伙骂得更厉害了，粗俗的污秽的话语不堪入耳！
大顺臊红着脸，实在受不住，出来说话了：“你们这是骂谁啊？
”“谁‘四清运动’害人就骂谁！
”罗虎站起来说。
大顺气得呼呼儿喘气，说不出话。
罗虎大步走到大顺当面，更加露骨地指着大顺臊红的脸挑逗说：“谁脸发烧就骂谁！
”“太不讲理咧！
”大顺说，“野蛮——”大顺一句话没说完，罗虎的拳头已经重重地砸在大顺的胸口上。
大顺被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站住脚后，扑了上来，俩人扭打在一起。
和罗虎一起寻衅闹事的青年一拥而上，表面上装作劝解，实际是拉偏架。
大队长的儿子四龙，紧紧抱住大顺的右略膊，又一个青年架住大顺的左胳膊，一任罗虎拳打脚踢，直
到大顺的脸上哗地蹿下一股血来，倒在地上人事不省⋯⋯这是一场预谋的事件，目睹者看得太明显了
。
一时间，这件事成为罗村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
那些参与过“四清运动”的人，那些“四清运动”受过整的人，关系空前地紧张起来了。
一种不安的因素弥漫在罗村的街巷里⋯⋯二春天雨后的傍晚，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块块云彩悠然漫
浮；麦苗孕穗，油菜结荚；南坡上开得雪一样白的洋槐花，散发着阵阵清香，在坡下沟口的靠茬红薯
地里，党支部书记罗坤和五六个社员，执鞭扶犁，在松软的土地上耕翻。
突然，罗坤的女人失急慌忙地颠上塄坎，颤着声喊：“快！
不得了⋯⋯了⋯⋯”罗坤喝住牛，插了犁，跑上前。
“惹下大⋯⋯祸咧⋯⋯”罗坤脸色大变：“啥事？
快说！
”“咱三娃和大顺⋯⋯打捶，顺娃⋯⋯没气⋯⋯咧⋯⋯”“现时咋样？
”“拉到医院去咧⋯⋯还不知⋯⋯”“啊⋯⋯”罗坤像挨了一闷棍，脑子嗡嗡作响，他把鞭子往地头
一插，下了塄坎，朝河滩的打井工地走去，衣褂的襟角，擦得齐腰高的麦叶刷刷作响。
打井工地上，木柱、皮绳、钁、锨胡乱丢在地上，临近的麦苗被攘践倒了一片，这是殴斗过的迹象。
打井工地空无一人，井架悄然撑立在高空中。
从临时搭起的夜晚看守工具的稻草庵棚里，传出轻狂的说话声。
罗坤转到对面一看，三儿子罗虎正和几个青年坐在木板床上打扑克哩。
罗坤盯着儿子：“你和大顺打架来？
”儿子应道：“嗯！
”罗坤问：“他欺负你来？
”儿子不在乎：“没有。
”“那为啥打架？
”于是，儿子一五一十地述说了前后经过，他不隐瞒自己寻事挑衅的行动，倒是敢作敢当。
罗坤的脸铁青，听完儿子的述说，冷笑着说：“是你寻大顺的事，图出气！
”儿子拧了一下脖子，翻了翻眼睛，没有吭声，算是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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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神色告诉所有人，他不怕。
罗坤又问：“我在家给你说的话忘咧？
”“没！
”儿子说，“他爸‘四清’时把人害扎咧！
我这阵不怕他咧！
他⋯⋯”罗坤再也忍不住，听到这儿，一扬手，那张结满趼甲的硬手就抽到儿子白里透红的脸膛上—
—“啪！
”儿子朝后打个闪腰，把头扭到一边去。
罗坤转过身，大步走出井场，踏上了暮色中通往村庄的机耕大路。
这一架打得糟糕！
要多糟糕有多糟糕！
罗坤背着手，在绣着青草的路上走着，烦躁的心情急忙稳定不下来。
贫协主任罗梦田老汉在“四清运动”中是工作组依靠的人物，在给罗坤补划地主成分问题上，盖有他
的大印。
在罗坤被专政的十多年里，他怨恨过梦田老汉：你和我一块耍着长大，一块逃壮丁，一块搞土改，一
块办农业社，你不明白我罗坤是啥样儿人吗？
你怎么能在那些由胡乱捏造的证明材料上盖下你的大印呢？
这样想着，他连梦田老汉的嘴也不想招了。
有时候又一想，“四清运动”工作组那个厉害的架势，倒有几个人顶住了？
他又原谅梦田老汉了。
怨恨也罢，原谅也罢，他过的是一种被专政的日子，用不着和梦田老汉打什么交道。
今年春天，他的问题终于平反了，恢复了党籍，支部改选，党员们一口腔又把他拥到罗村大队最高的
领导位置上，他流了眼泪⋯⋯他想找梦田老汉谈谈，一直没谈成。
倔得出奇的梦田老汉执意回避和他说话。
前不久，他曾找到老汉的门下，梦田婆娘推说老汉不在而谢绝了。
不仅老贫协对他怀有戒心，那些“四清运动”中在工作组“引导”下对干部提过意见的人，都对重新
上台的干部怀有戒心。
党支书罗坤最伤脑筋的就是这件事。
想想吧，人心不齐，你防我，我防你，怎么搞生产？
怎么实现机械化？
正当他为罗村的这种复杂关系伤脑筋的时候，他的儿子又给他闯下这样的祸事⋯⋯三罗坤径直朝梦田
老汉的门楼走去。
当他跨进木门槛的时候，心里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准备承受梦田老汉最难看的脸色和最难听的话。
小院停着一辆自行车，车架上挂着米袋面包和衣物之类，大约是准备送给病人的。
上房里屋里，传出一伙人嘈嘈的议论声：“这明显是打击报复⋯⋯”“他爸嘴上说得好，‘保证不记
仇恨’，屁！
”“告他！
往上告！
这还有咱的活处⋯⋯”说话的声音都是熟悉的，是几个“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梦田的几个本家。
罗坤停了步，走进去会使大家都感到难堪。
他站在院中，大声喊：“梦田哥！
”屋里谈话声停止了。
梦田老汉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并不下来。
罗坤走到跟前：“顺娃伤势咋样？
”“死了拉倒！
”梦田老汉气哼哼地顶撞。
“我说，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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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给娃治病，要紧！
”罗坤说，“只要顺娃没麻达，事情跟上处理。
”“算咧算咧！
”梦田老汉摇着手，“棒槌打人手抚摸，装样子做啥！
”说着，跨下台阶，推起车子，出了门楼。
罗坤站在院子当中，麻木了，血液涌到脸上，烧臊难耐，他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应当是受人尊重的年
龄啊！
他走出这个门楼的时光，竟然不小心撞在门框上。
走进自家门，屋里围了一脚地人，男人女人，罗坤溜了一眼，看出站在这儿的，大都是“四清运动”
和自己一块挨过整的干部或他们的家属。
他们正在给胆小怕事的老伴宽解：“甭害怕！
打咧就打咧！
”“谁叫他爸“四清运动”害了人⋯⋯”“他梦田老汉，明说哩，现时臭着咧！
”这叫给人劝解吗，这是煨火哩！
罗坤听得烦腻，又一眼瞥见坐在炕边上的大队长罗清发，心里就又生气了：你坐在这里，听这些人说
话听得舒服！
他和大队长搭话，大队长却奚落他说：“你给梦田老汉回话赔情去了吧？
人家给你个硬顶！
保险！
你老哥啊！
太胆小咧！
简直窝囊！
”罗坤坐在灶前的木墩上，连盯一眼也不屑。
他最近以来对大队长很有意见：大队长刚一上任，就在自己所在的三队搞得一块好庄基地。
这块地面曾经有好几户社员都申请过，队里计划在那儿盖电磨磨房，一律拒绝了。
大队长一张口，小队长为难了，到底给了。
好心的社员们觉得大队长受了多年冤屈，应该照顾一下，通过了。
接着，社办工厂朝队里要人，又是大队长的女儿去了，社员一般的没什么意见，也是出于照顾⋯⋯这
该够了吧？
你的儿子伙着我的三娃，还要打人出气，闯下乱子，你不收拾，倒跑来给女人撑腰打气。
“把你当成金叶子，原来才是块铜片子！
”罗坤黑煞着脸，表示出对昕有前来撑腰打气的好心人的冷淡。
他不理睬任何人，对他的老伴说：“取五十块钱！
”老伴问：“做啥？
”“到医院去！
”大队长一愣，眼睛一瞪，明白了，鼻腔里发出一声重重的嘲弄的响声，跳下炕，径自走出门去了。
屋里的男人女人，看着气色不对，也纷纷低着眉走出去了。
罗坤给缩在案边的小女儿说：“去，把治安委员和团支书叫来！
叫马上来！
”老伴从箱子里取出钱和粮票，交给老汉：“你路上小心！
”罗坤安慰老伴：“你放心！
自个也甭害怕！
怕不顶啥！
你该睡就睡，该吃就吃！
”治安委员和团支书后脚跟着前脚来了。
罗坤说：“你俩把今日打架的事调查一下，给派出所报案。
”治安委员说：“咱大队处理一下算咧！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忠实自选集>>

”“不，这事要派出所处理！
”罗坤说，“这不是一般打架闹仗！
”团支书还想说什么，罗坤又接着对她说：“你叔不会写，你要多帮忙！
”说罢，罗坤站起身，拎起老伴已经装上了馍的口袋，推起车子，头也不回，走出门去。
蒙蒙月光里，他跨上车子，上了大路。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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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
《当代作家自选集：陈忠实自选集》收编陈忠实的优秀小说作品等。
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带着泥土的芳香，或者幽默，或者冷峻，对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和各
色各样的人进行了深刻描绘。
在充分意识到文化制约的不可抗拒的前提下，把文化眼光与阶级斗争眼光交融互渗，从而把真实性提
到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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