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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史（上下）》

内容概要

写在前面

这是一部沉重的书，一部具有独特的艺术震撼力和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的书。一年前，作者的亲友把
厚厚的《神史》遗稿交与我，读后心情甚为悲凉。我匆忙打点行装，直奔千里之外作者的出生地－－
巧家发拉村。赤裸的山脊，苍凉肃杀，一望伤目。此时，我极想从这刚烈的世界中，发现人类自身生
存的境遇，以及改变这一境遇的斗士心态。我远离文学很久了，时间的迁流已改变和抹杀了世间的许
多事物，时尚的文学，早把底层民众的生命状态忘得差不多了，博大、深厚、燃烧的土地，或许很少
有作家去描述了。《神史》唤起了我青年时代的记忆，让那些曾经使我迷醉的艺术之魂重驻心灵。

《神史》是另一类文本，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尽管全书不乏生动的描写，也不缺感人的故事，
如：牛栏江的日出、父亲夜送儿子上学以及主人公感伤的初恋，但更多却像自传和人类学、社会学札
记。长夜诵读《神史》，有两种阅读感觉始终伴随着我：一是读笑笑生《金瓶梅》的感觉。书中对家
庭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不厌其烦的描述，让我感到沉闷又疲惫，在毫无阅读快感的心境下，我不时将
书稿推至远处，但正是这冗长的描写表现了作者深厚的生活积累，从而为读者展示出一幅极具地方风
情的滇东北农村众生图。这是《神史》最有价值的部分。二是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感觉。书中
主人公于艰难困境下那种愤激而精进的人生态度，特立而独行的人格风采，使我时时能感受到他严峻
而专注的目光，痛苦而深邃的心灵，从中悟到全书的真义：“人刚则为神”。这无疑是《神史》最具
神韵之处。

年少时读贾谊的《过秦论》，知其才华横溢，寿不得长；今读《神史》，痛感人才难得，挥泪如雨。
离开发拉村时，本想去作者的坟前凭吊一番，爬到山腰却又改变了主意，逝者如斯，何苦再去打扰这
颗刚刚沉潜下去的心，他鲜活的思想和坚强的意志早已为后人留下了印迹。百年之后，也许人类学、
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将会拂去书上的尘埃，从《神史》一书中发现珍宝。

《神史》付梓时，孙世祥倘泉下有知，定会感念胞弟孙世美，好友陈正彪为其遗作的早日问世，所做
出的极大努力；也将记住夏代忠先生、周文林先生、方绍忠先生为此书的出版，所给予的有力支持。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善意和付出，我是决不可能在短短一年内编辑完成这部力作的。至于原稿被删去的
十万言，并非我的初衷，但出于对活着的人考虑，哪怕有刀斧般的硬伤，也只能如此而已。或许这些
文字恰恰是作者最想留下的，好在如今是计算机时代，任何有无价值的东西只要在键盘上轻轻一击，
便可永久地记忆在精美的光碟上，这一举手之劳，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尹杰
二○○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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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史（上下）》

作者简介

孙世祥，汉族，1969年11月生于云南巧家。昭通师专毕业后，任过中学教师、校长助理，报社编辑、
记者，永善县马楠乡副乡长，云南省国家保密局主任科员。2001年10月6日病逝于昆明，年仅32岁。孙
世祥从小在滇北名山药山下发拉村长大，虽家境贫寒，却酷爱读书，后经历坎坷，奋发有为，著述丰
厚。其主要作品有：《神史》、《乡长》（长篇小说）、《中国的世界战略》、《新孙子兵法》、《
横跨世界屋脊》、《回从扬子大江头》、《孙世祥诗文集》、《孙世祥自传》、《百年马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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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史（上下）》

精彩短评

1、好书
2、过于沉重，不忍再读。
3、很絮叨但是很厚重的历史
4、读《神史》是痛苦的。读者读的痛苦，不知作者写的又是何等的苦痛？
5、极力推荐，与路遥平凡的世界比对，二十年后的作品，反而更见悲怆绝望，谁之过？
6、你骄傲的灵魂/蘸着鲜血/在亘古的虚妄中/涂一首不朽的诗
7、需要力气分辨味道 沉
8、语言很棒，值得学习
9、这本书算得上神作。
10、这部作品，出现在不恰当的年代，所以他注定无法不朽。孙世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作家。他的思
想局限于他的环境。他的价值体系很匮乏。他早夭。穷其一生写作本书。如果他不是出现在这个时代
。而是出现在100年前，那这应该是一部文学史的重要作品。但今天，它很难有什么价值。这本书的价
值，也不属于以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
11、写尽农民的争斗、狭隘、愚昧，写给中华文明走向颓丧、衰败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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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史（上下）》

精彩书评

1、孙天主的梦－－那是一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的梦想。因此他在现实中注定了处处碰壁，注定了他
的一生将要在现实与梦想之间挣扎着度过！！！ 　　相信很多人在年轻时都曾有过各种和样的梦想，
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随着对社会现实面的认知的增长，往往渐渐地放弃了对梦想之阵地的坚守！！！ 
　　但是孙天主不一样，他的创作者也不一样。始终在坚守着自己的梦想－－－那个纯粹的理想主义
的梦想。对于这一点我很感动，因为我也在试图坚守自己的梦想，我明白在这现实的世界里要坚守自
己的梦想是多么的不容易。
2、终于明白为什么叫神史了，这本书描述的简直就是在神州大地上发生的一部神雷同的历史。我想
起了山窝里的故乡，想起了每家门前的粪塘，想起了族谱，想起听老辈人说我们是李唐的后裔，想起
了家族里辱骂斗殴致死的故事。。虽然现在比起那时候的穷简直如天堂，但想想现在亲戚们之间的关
系，一股悲凉感涌上心头，似乎那么多年了，始终未变。
3、中秋假期几乎未作他事，仅仅拜读《神史》。因我也同样农村出身，感觉此作有不少写实之处。
一、农村人的心态的写实，但也不仅是农村人的心态，或者可以说熟人社会的一个心态：若此事大家
均有利可图，大家均踊跃参加，同时也有人希望将利益独占；其他人若无利可图，或利益不均，并会
反对甚至加以阻挠，最终一事无成。在民风淳朴的地方，大家依风俗，各自彼此帮忙，礼尚往来。如
孙富贵（天主）家，因为遵循原来的风俗，他人需要帮忙时（书中主要体现家中的白事——丧事），
主动帮忙；待需要帮忙时，诸多人也都因其家曾帮忙而回礼兴致的帮忙——孙富贵的父亲孙平玉可以
代表过去淳朴农民的特点，但孙富贵的叔父却相差较远。孙平玉在他人需要帮忙时便去帮忙（孙平玉
的弟弟却不去），现在需要帮忙，其他家来一人即可，但其他人家来的却是三四人。帮忙的人则表示
，因为冲着他的面子而来，虽然孙平玉表示一人帮忙即可，仍旧帮忙。二、对家庭内部关系的写实。
孙平玉与父亲孙江成之间的关系——孙江成偏心，仅希望孙平玉帮忙，但对孙平玉却一点帮助也不施
与。孙江成虽然以孙富贵上学为荣，但孙富贵交不起学费，孙江成却爱莫能助。甚至，孙富贵因急用
向孙江成借2元学费，孙江成却借故拒绝。他人隐在旁边观看，后借给孙富贵。乃至旁人在村党代表
会上，提议让孙江成资助孙富贵上学，孙江成才不情愿地分给孙平玉一棵树。但孙江成死时，却将自
己的财产偷偷送与最小的女儿孙平会，而自己的丧葬费用却要孙平玉等人分摊。所接触的诸多赡养案
件，有不少是因为分家不均，父母偏心所致。到孙富贵一代，因孙富贵知父母之苦，为分担父母的压
力，将资助弟弟上学作为己任，才有以往兄弟间互助传统的重现（ 何炳棣所著《读史阅世六十年 》
之中，也有宗族之间互助行为的描写，情况较该书所描述状况较好，可能原因在于何宗族中的经济状
况较好，另外人受教育程度高，素质也高）。三、人际关系的写实。在城市，可以说是一个陌生人社
会为主。诸多邻居彼此为邻，却互不沟通，甚至名姓均不得而知——彼此互助也无可能可言。在熟人
社会，彼此的风言风语却不得不去注意，或者说这就是熟人社会的舆论。别人的评论无法避免，为了
让评论对自己有利，却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争取，不失为一个激励人奋斗的路子。但现实中，却
未必个个会奋斗，彼此拆台或自暴自弃的也更是不少。四、观念的转换。在书中，某些人为了钱，可
以去赌博，可以去偷盗，可以去卖淫。对于卖淫诸多人可能不耻，对于赌博偷盗，书中人对此的评价
却只是望洋兴叹，感叹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某人盗窃得百万，却引来诸多羡慕之词，可知现实中笑贫
不笑娼状况之烈。传统的观念被打破，新的观念却如潘多拉的盒子引来诸多弊端。有一利必有一弊，
只能说明利弊均存，却未必说明利弊相等，是利多还是弊多，却需视现实情况而定。有人将该著作比
肩《平凡的世界》，其中的视角或写实深刻，可以有所比拟，但水平如何，却需大家各自评论。就我
而言，我喜欢《平凡的世界》，也喜欢《神史》。需要懂得中国社会的，应懂得中国的农村；去了解
中国的农村，《神史》可以是一种途径。
4、终于看完了《神史》。确实，从来没有见过以如此琐碎仓促缺少章法的笔调描写农村残酷现实的
。其中很多的篇幅让我情不自禁回忆起我母亲零星讲过的农村家族故事。换句话说，残酷本身就是思
想性，绝望也是，正如死亡一样。中间几夜，甚至梦见了书里的情境，在给朋友讲这故事的时候，我
忍不住想以“我的朋友孙天主”作为叙述的起始⋯⋯书中所谓“神”，即是主人公“孙天主”，天主
的二十几载光阴，便构成了绝望的神史。上半部孙天主的成长史经历了孙富贵到孙天俦再到孙天主的
变化，与我而言，确实并不喜欢，滇东北法喇村的极端贫穷和愚昧使得天赋极高的富贵成为了一个目
空一切的狂人，要做天的仇人要做天的主人。我知道以一个正常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的心态要求富贵
，是不切实际的，他的心理畸形和他的父辈祖辈本是同源。到了下半部，孙天主师专毕业之后重回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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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史（上下）》

麦山教书所遭遇的绝望，则更准确的把握了整个生态，其间孙天主在西双版纳流浪的日子让我想起艾
芜的名作《南行记》，两部小说的画面常常重合，感伤不已。贯穿全书的家族内部和外部的争斗，则
是最震撼人心的篇章，也是对农村现实和人性最深刻的描写，或者说，根本就不是文学性的“描写”
，而就是脱口而出的叙述，正是那种短促而直接的语句和段落准确表达出了生活，若作者有半点的浪
漫和温情，都将对生活本身造成莫大的伤害。或者说，这二种叙述方式的差别，正是故事片和记录片
的差别，与我，记录片显然更合心意。多余的话不说了，余世存关于此书的评论有些不知所以，所谓
“汉语文本的异数”并没有点到要害之处，对于这部百万字的半自传体小说的作者孙世祥来说，要紧
的不是成为“异数”在文学史上占有某种地位，而是“现实本身”。钱理群老师的书评是中肯而实在
的，他理解并认同孙的焦灼感，家族的悲剧性存在和瓦解，农村知识分子的集体沦丧，以及农村的无
望等等，无一不是如此。事实上，面对《神史》，如果还在谈文学，他便错了。这书的很多细节都可
以和《平凡的世界》进行比照，显然，孙比路遥更彻底，一个是洞彻世事，另一个多少还在浪漫主义
。再比照贾平凹《秦腔》，他怕是还没有从乡土文学的温情主义里解脱出来，当然，他也注定解脱不
出来了。只是可惜，已经脱离农门在云南省政府工作的孙世祥已经死了，正如他给已经成为中央某部
门机关秘书的孙天主安排了死亡的结局一样。孙天主死在一个雪夜，公交车坠落了悬崖，和全村五十
多个有前途的青少年一起，这，是对农村未来的隐喻吗？或者说，早逝的孙世祥的悲剧和路遥的悲剧
一样，仍是农民和农村的悲剧性延续。 
5、巧家县离我家乡很近，不过数百公里。同属西南，一样贫瘠。这种贫瘠不仅是物质的，更是心灵
的。法拉村的村民都是从外面迁来的，孙家是六百年前朱元璋手下的军功之士，其他鲁家、孔家等也
都有来历。我的家族也是湖广填四川而去。我们不仅没能再造文明，反而是不断地退化，成为只剩下
零星记忆的土著，成为有待文明救济、教化的蒙昧人，成为唯生存法则是从的劣根人。这跟西人到美
洲、非洲，致力于文明重建，并结出硕果，完全不同；跟犹太人建国，也完全不同。这些人完全是自
信的、乐观的、健康的。但我们在《神史》中，看到的人类多半是依附的、盲目的、可怜的。唯生存
法则下的人们充满了勾心斗角，充满了自欺欺人。人世间一切维系正义、德性、善的形式，比如文字
缘、地缘、血缘宗族等等，都不再可靠了。这跟当代中国都市没有太大的差别，除国家制度机器外，
我们社会的善和义没有什么坚固的维系形式，人性之善和人生之义到了只能依靠信仰来维系的程度。
所谓中国人，不过是大大小小的阿Q罢了
6、就文明的传统而言，迄今为止，汉语还没有生长出足够的信心、意志和观念来言说《神史》一类
的著作。　　　　我接触的朋友们中，谈起《神史》来，也多感觉我们的母语是不够用的。谈《神史
》不是一言难尽的问题，而是言语道断的问题。　　　　孙世祥的《神史》是汉语文本中的一个异数
。《神史》通过主人公的短短三十来年的人生经历，通过他的眼睛和心路，描述了中国文明处于衰退
、转型期的生命状态。文本具有强烈的悲悯底蕴，含有若干重大的文明消息，读后在扼腕感叹之际，
令人对我们的文明和人起兴无穷的意味。　　　　自诗经、古诗十九首之后，汉语就很少表达它的发
源地，田间地头，征夫农妇。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类的诗文太少了。子不语怪力乱神，
儒生们少言兵农医卜之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义、道理、文言也不下庶人。乡村是自治的
。所谓无知无识，顺帝之则。尽管出现了一些山水诗人、田园诗人，但在诗人笔下、在士大夫们的表
述里，渔夫、樵子、耕人、读书郎，所谓的渔樵耕读，平和得像花鸟儿一样，享受着田园之乐。　　
　　这大概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农耕文化的秘密，也是我们文明的秘密。汉语不属于“引车卖浆”一
流。我们的文明很少对下层民众的生活世界进行总体性表述。文明不关心它的社会、人性基础，而是
由社会底层里被选中的幸运儿来代言了社会、人性，虚构或说重构了我们的人性，这是一个想象的乌
托邦。就像河南新乡出生的刘震云写下了《手机》这样的文本，把他的河南老家想像成某种样子一样
。甚至北京的市井胡同也被忽略遮盖，因为有王朔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有贺岁片一类的作
品表达了某种“平民性”、“世俗性”。　　　　至于宋明以后，引车卖浆之流为精神自救，而集体
创作的说部文学，也最终先后被士大夫阶层征用，三国、水浒等等，成为千百年来的文化经典。借文
学批评家们的语言，在这一汉语的阴谋里，汉语成功地把民众创作的人物典型化成了人物类型。人性
悲剧因此成为性格的悲剧、宿命决定了的悲剧。　　　　即使五四以来新文化传统，也很少全面地描
述乡村世界，很少对乡村社会进行总体性解释。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主要是写了大时代下面变动
的人和社会，没能忠实地写下民众社会的内部构成。对乡村社会，反而是借来了西方知识的眼睛，才
获得了某种现代解释，比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种解释仍然是外部观察式的，不是内部人性的
通感共鸣式的。　　　　至于革命党的文化战线，从中诞生了不少源于底层的文学表达，但那仍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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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对农民世界的界定和征用。革命党看到了汉语脱离民众的问题，一再强调“深入生活”。久而
久之，生活被想当然地理解为简单的、感性的、粗鄙的，由此产生的文学有着规范的形式感、以及认
知上的限度。如《东方红》对民众心理极为片面的放大、强化。而战士出身的小说家、农民出身的散
文作者，经由革命锻炼，成长为代表性强的文学现象，成为时代的某种点缀了。　　　　孙世祥的《
神史》则是综合了文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农村社会的文本。这是一个超越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现代
知识的分工，而直接呈现文明共同体生态的文本。孙世祥在《神史》中以法拉村为主体，叙述了村民
们在宗族、利益、代际更替等方面的生态、世态和心态；同时，小说也随主人公求学、工作、打工等
生存格局的变化，而记下了村小、乡学、县中学、地区师范、省城等共同体的风土人情。小说具有极
高的“生命史”意义。　　　　　　描述一个地方的世代变迁，是现代以来文学、社会学、人类文化
学等极力想表达的内容。从乔伊斯的都柏林世界，到福克纳的南方小镇，到拉美作家们，到敏感地募
仿此种文学样式的中国作家们，如贾平凹和他的商州，莫言和他的红高梁地，等等，都反映了现代人
对细节、局部的重视。　　　　这种淡化观念、淡化大时代叙事，而关注细节、局部的现象，跟意识
形态式的写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作者们都生活在一个较为完整的精神世界里。这种精神的完整性使
得他们无论如何言说，他们跟笔底下的地方性仍保持了某种疏离关系。　　　　跟这些作家学者不同
的是，《神史》的作者本人还是一个没完成的“他者”，还是一个挣扎在生存边缘的贫民，是一个仍
在为生活的机遇和梦想而奋斗的青年人。　　　　尽管他一开始就以极高的语言天赋、敏感和才华俯
视他的父老乡亲，但他自始至终没有摆脱跟生养他的水土的亲缘关系。　　　　　　尽管关于中国文
明的说辞众说纷纭，但宋明后的中国却是无可挽回地衰退了。我们诚然读到《论语》能够想见圣人的
用心，梦见周公感到有所归属的快乐，演绎三千的礼仪威仪而觉出性情的庄严诚敬，但这再也无济于
事了。因为我们的文明衰退得已使人不成其为人了。　　　　尽管数百年来我们有康乾盛世、同治中
兴、亚洲第一共和国成立、人民共和国成立、小平之治、中国崛起等不断出现的利好消息，但我们的
文明基础却实在地没有大的变化，反而是不断地僵化、退化。法拉村也好，以及其他广大的中国乡村
，都是一个个活的证物。　　　　李昌平之问：为什么如此文明繁华之地，一代人之后就一片萧条？
　　　　法拉村的村民都是从外面迁来的，孙家是六百年前朱元璋手下的军功之士，其他鲁家、孔家
等也都有来历，或者说，他们都是从文明的中心地带迁出，到边缘开疆拓土。但这些文明的代表、象
征人物，到了蛮荒之地，不仅没能再造文明，反而是不断地退化，成为只剩下零星记忆的土著，成为
有待文明救济、教化的蒙昧人，成为唯生存法则是从的劣根人。　　　　这跟西人到美洲、非洲，致
力于文明重建，并结出硕果，完全不同；跟犹太人建国，也完全不同。这些人完全是自信的、乐观的
、健康的。但我们在《神史》中，看到的人类多半是依附的、盲目的、可怜的。　　　　法拉村民不
知道自己的来处，比如孙家只有一点儿关于老祖在南京生活过的地名记忆，这有点儿像我们对三代以
上的历史语焉不详一样。这些无根或失根的人也不存在关于生活和生命的反思、追问，他们没有关于
生存道理和正义的反省。唯生存是从的丛林法则，使得村民们充满了勾心斗角，充满了自欺欺人。人
世间一切维系正义、德性、善的形式，比如文字缘、地缘、血缘宗族等等，都不再可靠了。这跟当代
中国都市没有太大的差别，除国家制度机器外，我们社会的善和义没有什么坚固的维系形式，人性之
善和人生之义到了只能依靠信仰来维系的程度。　　　　尽管《神史》在叙述血缘来维系善的脆弱和
不可靠方面，显得漫化夸张，但我们看其中的人物，仍震惊于人性的阴暗、愚弱、虚荣、势利。　　
　　鲁迅的深刻。阿Q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缩影，也是数百年来的一种文明缩影。《神史》以数百人
物证实了，我们近现代以来，出产的都是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阿Q。　　　　新天新地、新人类、
新新人类等出现好几代了，但中国没有出现新人，有人以为那是“公民”。作家当然应该负责任，但
作家一旦意识到这种责任，他在中国的出路就只能是把自己献祭出去。比如路翎、胡风、林昭、顾准
，就是我们的神圣家族里出来的，由他们自己创作出的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小说主人公，作为历史进程
中的人物画廊中的典型人物，他们远优于作家创作或制作的人物形象，他们是真正超越了阿Q的现代
中国人。但这种成绩太可怜了。比如孙世祥也如是。　　　　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
，读之伤天民。
7、读神史，零零散散地读。书是对贫瘠农村风俗现世的描摹，仿佛长长的画卷，画笔细致，精准，
连人的眉眼，鞋袜，耳朵上的黑痣，也画得清清楚楚，翻开哪一段，都真真切切走到眼前来。我也生
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没有天主的大气魄，横空出世。也没有看透农村这副风景画，心里只徒生一些
愤世嫉俗，厌世悲情的杂草。读了作者的，回味琢磨，心底里的一点积淀的深色，才搅动了，泛起来
。农村人穷，穷到所有心智都花在斗穷上了，胸中再无他物。人性在穷里反射得五光十色。呆的，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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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明的，驽钝的，都匆匆忙忙，耗在算计上。流着口水羡慕，捂着胸口嫉妒，跳着脚争个面子，
舔着脸贴金，黑着心贪婪，有油水的地方，人人刮去一层，所有这些，就两个字：算计。算计的根源
是什么？穷？贫瘠？物质贫乏，要繁衍后代，要养活自己，只能跪着生，蜷缩着活？道德贫乏，偶尔
漏进来的几根光，也变了形，变成了鬼魅的面具，狰狞扭曲的面子。活着两个目的：一为填饱肚子，
二为有个面子。面子扭曲得厉害，因为能打压别人，所以站得高，面子足。因为能算计别人，所以聪
明，因为能藏着里子，壮出面子，所以更有面子，在一双双嫉妒得血红的眼睛里，面子终于成型了。
作者身在其中，却画得从容，画得淡然，画得身在庐山外，这需要什么样的一种胸怀和精神之光，才
能照亮这漫漫长夜的黑？因为作者，我们欣慰。在无望里寻找希望，在希望里湮灭成无望。我透过作
者的笔，依稀看到了自己短着的那根尾骨，看到了我的根。
8、http://xugaofei.com/life/95读《神史》，经常让我感到沉闷，它的叙事方式，是以近乎杂乱而唠叨的
笔调来描写农村的残酷现实，以至于我一度把书推开，没有心情看下去，因为这总让我情不自禁的回
想起我所见所闻的农村家族故事。但是，书中主人公在艰难困境下那种，对梦想仍然奋进坚守的态度
，特立独行的风采，却让我生起一种莫名的感应，吸引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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