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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史》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少年的成长史，也是一部南方的自然史。作者准确地摹写乡村生活经验，并提升到诗与哲学
的境界，使之成为生命的印记和灵魂的刻度。这是关于乡村和家园的挽歌。在气势磅礴的叙述中，展
现了惊心动魄的思想事件；在渗入骨髓的怀念中，揭示了热爱与祈祷的真义。这是一代人的记忆与肖
像，这是一个时代的梦想与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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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史》

作者简介

1974年出生于广东化州。1998年毕业于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并执教于广州某院校。2000年1月到南方农
村报工作。诗歌、散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花城》、《山花》、《诗刊》
、《星星诗刊》等100多家杂志。作品入选《2003年文学精品·诗歌卷》、《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2003年诗歌》、《2002年中国最佳诗歌》、《现代诗经》、《原乡——中国大陆先锋诗人选》（澳
大利亚，英文本）等国内外40余种选本。2004年被聘为广东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2006年被聘为广
东社科院客座研究员。著有诗集《大路朝天》（接力出版社）、长篇散文体文本《少年史》（上海三
联书店）、随笔集《乡村游戏》（南方日报出版社，即出）等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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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史》

精彩短评

1、过于细腻了。文字几乎都是琐碎的记忆。
2、年少的梦 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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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史》

精彩书评

1、安石榴(诗人)　　“我曾经在一个细雨飘忽的黄昏，跟一只蜗牛在车辙深深的泥路上遭遇，它爬得
多么缓慢啊，但它毕竟没有停下脚步。我要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少年吗？不是的，我要写的不 是他身
体的黑暗，而是他四肢中透露出来的光亮。尽管他没有懂得用爱来对付虚假的世界，却也知道仇恨无
济于事；尽管他不懂得以超脱的态度对待无趣的人生，但还是尝试运用思考的武器来使自己获得解放
。”这是我在黄金明的长篇散文《少年史》中读到并轻易抓住的一段话，在本书行将结束，他忍不住
自己道出了写作的秘密，《少年史》是他“四肢透露出来的光亮”，他用全部身心所承受压抑过的少
年时代和南方乡村的屈辱，已在岁月的冲洗中一举将之扭转为幸福，成为他享用不尽的犹如光芒附体
的一个部分！　　《少年史》最终呈现的，并非渗穿书页的少年成长之忧郁，更非充斥记忆的对乡村
和家园的拷问，而是归于一次精神吐纳的仪式，如同一位长期的负重者从肩膀上认清了内心的重量。
黄金明明确说过:“通过写作来达到人的完善和自我完成，通过追求写作的自由来实现人的自由。”而
《少年史》正是他的“完善”和“自我完成”的一个进程，他乐此不疲地追寻卑微和疼痛的根源，乃
是为了增加自身的勇气与力量，由生命背负的真相抵达世界的沉思。我从没见过这样一部能够如此深
刻地揭示自身成长、并且义无反顾地切入土地病痛和时代之殇的心灵史志，它是对过去果敢的追思，
更是对未来旷达的憧憬！　　《少年史》给我的感觉是从一场洪水展开的，那是1976年肆虐南方的一
场大水，当时整个中国大地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劫难与动荡！一个仅有两岁的婴孩，从一条乡村的河
流开始睁开他打量世界的眼睛，那一场大水，无异于他记忆以及生命中最初的洪荒，由此注定他的一
生，都可能无可逃避、无从摆脱地沉溺其间⋯⋯这是黄金明的宿命，也是一个人群的宿命；涉过乡村
苦难的屋顶，跌入城市慌张的街道，由相似的乡村成长到大同小异的城市蜕变，同样也是黄金明以及
一个人群的宿命！　　黄金明个人给我留下印象恰恰也是因为他内心的汹涌，我不知道是否也跟这场
洪水有关，他过早地目睹、体验了与自然相扭曲的洪流。我毫不怀疑他从两岁就展开对少年记忆的描
述，作为与他几近同步出生成长的南方乡村少年，我同样遭遇了那一场洪水，但我的记忆过早地陷入
了迷茫，沾染了太多世界的虚空。不但如此，包括《少年史》后来对南方乡村经验及成长轨迹的众多
记述，我都显得混淆和浑噩不清，而稍一触及，却又无比清晰，历历在目得仿如昨日。我惊讶于他对
乡村场景以及农家日常、农事耕作的梳理，竟然是那样井井有条、深入老到，其熟稔程度绝不亚于一
个与土地摔打经年的农民。例如他在《农事诗》中关于水稻的种植，从播种、插秧、护理到收割、晾
晒、归仓的整个流程，无不环环相扣，呈现出丰富的细节和经验，堪称为农事的教科书。即使一位不
熟识水稻耕种的人，也完全可以按照他的讲述来操作。同时，他在讲述种植过程中引发的关于饥饿、
焦灼、期盼等心理感受，也值得细细品味，那是挟带在农业中的真挚愿望和心灵交响。　　当然，话
说回头，这只是一位农家少年的惯常阅历，只不过在黄金明身上显得过于牢固和深刻。但有一点是惟
有黄金明才能够达到的，就是他在叙述中贯穿的思想和个人体验，他大量穿插的即兴抒发，恰好达成
了对事物和世界与众不同而又焕发着共同震撼的认知。他不仅对家庭以及乡村的贫穷、苦难、愚昧、
盲目作出了觉悟式的反思，还对社会、学校、环境、制度等现状存疑提出了勇敢的诘问，并且不忘记
对世界的没来由以及荒诞进行嘲讽，体现了一个乡村少年由屈从、忧伤、怯懦向觉醒、独立、创造的
有力转化。他没有被成长随之而来的巨大忧郁砸倒，而是在伤痕累累中昂起了头颅，将无法载除的重
担从一个肩膀移向另一个肩膀。我牢牢记住了他书中屡次写及的挑担的情节，挑水、挑柴、挑农作物
、收成以及失收、喜悦以及悲伤⋯⋯那种刻骨铭心而又生动的描述，那种由一重力量到另一重力量的
借助、交织和提升，我认为可以看做他观照自我精神的一个缩影，也是他写作这部书的重要情怀。他
内心对乡村郁积的阴影，终究还是要通过写作来消除，并最终成为散发出体内的一道光！　　《少年
史》揭示了几个重要的命题，自然、劳作、求学、饥饿以及背离，其间鲜明地挟带着意识的勃发与观
念的上升。他归根到底是一个惟美主义者，乡村的贫瘠与荒凉始终遮盖不住他内心堆积的美的幻像，
因而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讴歌自然，不忘记注视故乡星光下那久远的流逝的美丽；尽管他已经载下了在
乡间山野劳作的重担，仍然深刻地铭记住劳动的光荣和梦想，关注一片土地的去向及命运；他曾经饱
尝求学之痛，终于通过读书入仕的传统方式走出纠缠了十数年的乡村，却依然勇于直面教育留在身上
的不良印记；他对乡村或童年的最大记忆是饥饿，却并不着意于对身体饥饿的说出及索取，而更注重
于思想和饥饿的斗争以及斗争的结果；他毫不避讳自己对乡村及少年自我的背离，当他认为自己“无
论在地理还是心理上，我都背叛了我的故乡”，却又认为“当他以为远离了故乡，其实正背负故乡行
走在路途中”。故乡在他的内心矛盾重重，故乡是隐痛的泪水，却又是打开蒙昧和导入快活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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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史》

⋯书中那种对乡村场景及生命、记忆与流逝的刻骨铭心的记录，那种气势磅礴的叙述和渗入骨髓的怀
念，使人深深地看到了一个时代之殇、一个世界之侧的震撼。这部书，堪称为一位乡村少年永恒的心
灵史诗！　　一个人对故乡的背离和返回，或者重新开始⋯⋯当逃避直面为担当，当屈辱扭转为幸福
，当生命转化为灵魂，一切都将变得更加深邃和可能！这是一个人群共同切入的境遇和声音的肇始，
也是一个人群共同面对的梦想与精神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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