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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有神》

内容概要

《山上有神》这是一个充满黑色幽默的故事，却让人感到一丝丝悲凉。
在东北山沟里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子里，人们多年来一直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随着几个走出去的
村民的离奇死亡，一个关于山神的传说不胫而走。慑于山神的威力，村民们渐渐放弃了出走的念头。
新任村长不相信山神的传说，希望带着村民走出村子，走向发家致富之路。
致富后的村庄有了一台彩色电视，带领全村致富的姚贵决定把自己每天的视察活动拍成录像，在闭路
电视播放，大家每天晚上打开电视只能看村长。为了不让村民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村长开始
极力阻止修路、办厂、村民离开村庄，山神的故事也再次传播：在山上有一个两丈多高的山鬼，浑身
黑色，专吃人心，只要见人逃出去，它用手一指，就能把人心吸走吃掉。
荒诞即现实，现实即荒诞。
作者王小峰曾以嬉笑怒骂的文风见长。但是在《山上有神》这部小说中，作者一改过去的风格，很严
肃地讲了一个荒诞却真实的随时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寓言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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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有神》

作者简介

王小峰，作家，《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著名博主。出版图书有《不是我点的火》《欧美流行音
乐指南》《不许联想》《文化@私生活》《沿着瞭望塔》《答案从未在风中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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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有神》

精彩短评

1、一口气读完  三表哥写的故事非常精彩
2、20160906【畅读纪】第74本 前半段是一段贫困乡村励志发家史，后半段发展成荒诞的悲剧，虚荣真
的会让一个好人变魔怔吗？东北方言看起来挺有意思。
3、东北话十级才能看懂
4、因为王小峰才看了这本书，看的一气呵成连贯顺畅，现实主义带有黑色幽默的讽刺性文学结合我
国现状真是透彻入骨，几乎全都是影射和暗喻。每个人都是社会的反射弧，折射了物质发达下精神的
空洞和向往自由的必然。山上的神其实是思想的桎梏和思维的封锁。而人们却都乐在其中。真讽刺。
5、题材所限，表叔犀利的笔锋略显收敛，第一次接触乡村题材小说，画面感很强。
6、为了权力威望，只想让人民变得愚蠢便于统治，两千年文明亦如是。
7、三表哥还是专攻文化评论吧。
8、一般吧。虚荣想要人人围着他转的村长，信奉无神到有神。最后为了表现自己而枉死，真是可笑
。乡土类题材的小说我还是只服玉米
9、魔幻现实主义，感觉能写得更好
10、读来很酣畅，三表哥的这人就是有一肚子坏水。我想知道的是二闷子后来居然成了网红是有原型
的吗hhh
11、多数篇幅跟山神没什么关系，政治寓言高端黑。语言扎实老到接地气，太沉得住气了。惜乎结尾
缺高潮，就那么完了
12、虎头蛇尾。
13、跟现实一样荒诞，到处都是对号入座。后记写乡愁真是细腻，这么多年对表哥时不时流露的感性
迷的不行。
14、一点虚荣心一步步发展到不受控制的恶。方言描述有点多，没什么必要
15、全篇都是东北土话，故事比较有趣，最后王小峰的结束语很真诚。
16、还行吧，结尾觉得有些潦草
17、充斥全篇的乡土气息太浓重，搞得我水土不服看起来总有点心头不舒服，这些都不是事，我依然
看得乐呵呵的。以前那还残留着封建思想的年代换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发生这个故事。★★★☆
18、结局很好
19、很久没有读中国现代小说了，如果没有黑色反转就是一部乡村致富史。
20、这告诉我们，即使你为了爱情让你爹死。你最后还是有分手的可能
21、后1/4节奏突然刷刷刷快好多。觉得群像写的比较好，摊到个人不够生动。
22、结局开始有料到了，但是收尾比我想象中要急促。很喜欢这种上世纪7 80年代为背景的农村小说
。作品也有一定的寓言，但是比起大作始终觉得少点什么~~
23、太讽刺了
24、偶然看到的一本好书，三表老师诚意力作。以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农村一个小山沟为背景，讲了一
个看似荒诞又发人深省的故事。有人评价为中国乡村版1984，这个有点过渡吹捧了，不过也可以看出
这本书的大概定位和口碑。
25、方言对话很传神，其他方面嘛，完全是瞎写！
26、结尾收的也太仓促突然了。看一半才发现原来是王小峰写的。
27、不变的是人心，善变的也是人心，山上有神，心中有鬼！
28、果然是东北版反乌托邦优秀之作
29、东北往事之一叶障目挡不住太阳
30、王三表至今最好看的小说，过瘾
31、略荒诞却有真实感的故事，你永远无法想象人心一旦膨胀会达到怎样的境地。
32、黑色幽默的东北农村
33、2017.1.10。
利益 虚荣 权利 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观点 封建下人的愚昧与悲哀。
34、这种体裁每次看的时候，内心都很难受 
35、磕磕绊绊的终于读完了，书名很魔幻。文字却很质朴，读完以后看后记才知道原来是作者寄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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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有神》

乡愁。
36、贵国和贵国好邻居即视感。
37、东北话高阶教程之封建迷信要不得。
38、三星半，突然回归阅读农村题材小说。就是人物不够立体。
39、在飞机上看完羊年的最后一本书，三表哥在故事设计和给人的联想上都超出了预期，它可以是乡
愁，也可以是揶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寓言。看到最后感触会越来越深，似深似浅，见仁见智，这也
应该是好小说的标准之一吧。不过故事还是略显单薄，尤其是在人物行为动机和情节推进上，但即使
这样仍然值得一读。
40、非常好看，一到手就停不下来。
41、语言沉着 但透着有趣 看起来不枯燥
42、这个结尾把所有人都讽了一遍。值得一读
43、讲述一个关于中国封闭农村的生活变迁，三表哥的文字风格一如既往的幽默有趣，故事曲折吸引
人，在封闭环境和落后愚昧的人群中，总是有人创造鬼神的谣言来达到自己的欲望，本书中使用很多
东北方言对故事增色不少，四星好评，推荐。
44、周末半天看完的，东北话90分已毕业。
45、不是能写好杂文就能写好小说的，这不是小说，这是东北话示范大全。想法再好，故事要讲的可
信才行。
46、这段时间呆在宋宋家读的（没想到看的这么快
47、可拉倒吧，故事情节想当然，语言无趣味，像初学者写的
48、山神存在每个人的心中，觉有便有，觉无便无。村长是个悲催的角色。
49、故事的主线很明确，发生在姚家沟的一切似乎都顺其自然。前半部分是新村长带领村民致富的故
事，进击的村长成功了，也膨胀了欲望和虚荣心。读着读着感觉就像中国的缩影，从一穷二白到小康
，甚至连后面的堵住村民了解外界的心思都有点像。姚贵作为故事的主线，结局可笑又悲哀，特别失
手杀人和最后为了显摆自己而淹死的情节让人不胜唏嘘。
总之，是个好故事，作者给村庄埋下的结局伏笔浅显却不算很好猜。
50、不常看小说，算是第一本完整看完且不遗憾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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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有神》

精彩书评

1、我的朋友们都在拿到书后跟我说一口气读完了，但我却磨磨唧唧看了快20天，刚拿到书就看了一半
，就觉得作者肯定喜欢玉枝那样的女孩儿，把她写得那么美好，“人美歌甜会做饭”。后面一直没有
时间看，白天上班，晚上基本都有活动，和乐队的朋友奔波在五道营、南锣鼓巷、三里屯、国贸附近
各大小酒吧，夜夜笙歌，现在一提到看现场，我都可以立刻吐，尤其是在看完吴虹飞的演出后，感觉
她就是擅长用力过猛，看的人一点都不享受，看得腰疼。 
2、姚家沟，由于山神的传说和接二连三的巧合意外事件，导致人心惶惶。大家对所谓山神颇为畏惧
，也不敢冒然走出村落以生命去试验传说的真假。直到姚贵的上台，他不相信什么山神，凭着自己的
蛮憨劲竟也送村娃去县里读书，让村子通了电，家家户户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电视。然而，当他尝到了
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甜头之后，竟也不想让村民过快地了解外面丰富多彩的生活，而是想把他们禁锢
在自己的统治之下。于是，山神的传说又开始流传，人们又开始惴惴不安，对于花花世界虽向往却也
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一个人，终究无法阻挡村落前进的脚步。村民们
最终还是看到了卫星电视，了解了更广大的世界，也守着村子里的矿产发家致富⋯⋯这便是小说的主
体。其中有很多对于村民人物特点的描述，让人忍俊不禁，但笑过之后却有那么一丝悲凉。可以说，
这部小说充满了黑色幽默，它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欢乐，更多的却是深思。山上有神？真的有山神
吗？我想村民们对此经历了坚信到怀疑的过程。最初的畏惧，是因为一件一件事情的巧合，而每每遇
到意外，又总有人添油加醋地和山神联系到一起。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小村庄的人，哪里会去思考这是
不是有人故意传播谣言，还是自古以来的习俗？人云亦云，口口相传。山神的地位就在这个过程中稳
固地树立起来了。于是人们更加闭塞，不敢走出小村庄，不敢窥视外面的世界。在很多人眼中，外面
的事情与我何干？我照样种田养猪，辛勤劳作以换来微薄的物质。却也有人是不信的。第一个便是吴
秀波。因为是从外地嫁过来，便也知道所谓山神的传说基本是子虚乌有。因此，她也一心想让儿子郭
翔走出这一片“蛮荒之地”，去拥有更广阔的未来。姚贵也是不信的，所以一次次地跑到乡里甚至县
里为村子争取到各项福利，也为郭翔争取到出去读书的机会。如果故事照着这样发展，似乎应该有个
不错的结局——郭翔学有所成，回到家乡协助村长带领村民科学致富，大家一辈辈安居乐业⋯⋯然而
，生活远不如我们想象中那般美好的安排。有时候，现实张牙舞爪的态势会让我们觉得，心头在被猛
烈的撞击。心中有鬼！让现实偏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或许就是因为心中有鬼吧！从何庆怀说起。
因为最初的一场村民死亡与何庆怀多多少少有点关系，于是他便想着法子为自己开脱，让自己不再受
内心的煎熬，也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于是，山神的故事应运而生——那死去之人，和我倒是没有半点
关系的，是因为他惹怒了山神，受到了惩罚！手段倒是高明，却仅仅是利己的行为。然而，对于一介
草民，又怎能指望他考虑大众的感受，实事求是呢？而姚贵，因为一心想让村民们只能在电视中看到
自己及村子的录像，不让他们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在县里给村民发放电视接收器之后却迟迟不安装，
也警告郭翔回村时不要乱说外面的世界。为了让郭翔闭嘴，甚至编造出吴秀波——郭翔的妈妈偷情的
瞎话用以威胁。可怜的郭翔，作为孩子着实无法理解大人的世界，在一次又一次的较真之后，惨死于
姚贵的脚下⋯⋯他们，都是在人性与自我保护间博弈着。而可悲的是，自我保护，远远领先于人性，
狰狞地笑。书中还描写了其他一些人，吴春，王凤起，玉枝，董宝柱，二闷子⋯⋯他们都见证了村庄
的发展和成长，也经历了自己人生的起起落落。不知道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有着怎样的体悟和感叹！
不管怎样，姚家村最终还是建成了山神庙。如果此庙真能护佑村民平安富足，那么，就让他们相信这
山神的传说吧！
3、一段长途飞行，就看完了《山上有神》，最后作者说只是听到的一个笑话，就洋洋洒洒的变成了20
万字的小说，不得不佩服王小峰的功力。 这本小说用了很多地道的东北话进行了语言的描述，让我一
个东北人读起来，完全无障碍的情况下，也有几个陌生的东北话没有听过。在最后作者升华了这本小
说——“乡愁”，他离开的东北小镇，来到了北京，用北京话代替了东北话，但是，有些记忆是无法
代替的，这或许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某种情绪“乡愁”。 小说整体流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民思想
。姚家沟是偏僻的地方，村民们鲜有文化底蕴，只求吃饱穿暖的生活诉求也决定了这一切。自从姚贵
当上了村长，想要改变这一切，而一切也顺着他的思路在慢慢的发生变化，只是后来的愚蠢断送了郭
翔的美好未来和自己的身家性命。想来这段其实很自然的发生了，但凡当上官，有了些许功劳后，自
然就有了派头，树立个人崇拜主义，随着发展，害怕村民思想多元化，诚惶诚恐的维护着自己的权威
性。从开始不相信山神，到最后自己鼓吹山神是如何保佑姚家沟，应该如何遵守规则，不让山神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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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有神》

等等，这样的转变只是为了能让村民天天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却忘记富了，应该学学文化，武装武装
自己，至少也不让自己看着那么浅薄。纵看中国历史，通过文化渗透统治，其实这是领导的高级进阶
，但是有的人做的巧妙，有的人由于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愚蠢至极。本以为会重点描写董宝柱和玉
枝的爱情，结果也只是寥寥几句，均为配角。主线只是姚贵，一个想让村民过好生活的好人，一个愚
蠢的官员。不过文中玉枝爹把她嫁给二闷子（傻子）这段稍显牵强，何况他是如此的爱着自己的女儿
，更不会做出这种没有脑子的事情。结尾处二闷子的个人发展，我只当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
往。最后，作者提出了“乡愁”一词，确实让我想了很多，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的故事，“大马猴”是
父母常因我不听话拿出来吓我的动物，却从来没考虑过大马猴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时的单纯，真的太
美好了。 那时，很穷，但是很快乐。
4、我用了两天时间读完了王小峰的《山上有神》，很神的一部东北农村题材小说。它描述了八十年
代末九十年代初东北某个山村悄然由闭塞走向开放的故事。大量的东北方言运用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也是吸引我不吃不喝不睡非想一口气读完它的原因，我很喜欢东北方言，一种直爽、逗逼的感觉。改
革的春风并没有因为中央的推动吹到这个山村，正相反，一个被县测绘局都能遗忘的小山村；一个几
乎没人敢闯出去的小山村；一个副县长不知道存在、乡长懒得搭理的小山村，因为新上任的村长姚贵
，才慢慢有所改变。在这里，人人不需要识字，男人知道种地盖房，女人知道家务做饭带孩子，就足
以应付这辈子。偶尔有想逃离的三个人，却都因种种原因死在了外面。村民们无法解释这种“巧合”
，人们只好搬出了“山神”这个概念给自己一个解释，回答心里的疑问。但也有村民不信这个邪，新
村长姚贵和他老婆，女村民吴秀波就不愿意信传言，毕竟谁也没见过山神。最初，姚贵考虑怎么能让
人们不迷信山神，他不顾村民的阻挠、咒怨、讥笑，跑到乡里、县里找领导，说服他们给姚家沟通电
、通路、让村里的娃娃能上学识字、把外界能看的电视也引入村子里，让村民们开眼，这一切似乎顺
理成章，村民们也逐渐钦佩姚村长起来，把他捧的飘飘然了，他这才发现，他也该学学城里的领导的
样子，不然总归像一个土气的村里人怎么行？利用中奖和捐赠来的电视、摄像机、录像带，他把自己
成功打造成全村人的“神”，从村民们畏惧“山神”到关注村长的一言一行，极大的满足了姚贵的虚
荣心，确立了姚贵在村民心中的位置。这是姚贵“灭山神”思想的一次胜利。物极必反，姚贵为了能
安心让村民们在电视上看他，继续喂饱他的虚荣心，不让屡次提出疑问的村民发现电视的真相，他又
把“山神”搬出来，还盖了庙。他把村民的信仰再次按在了山神身上，目的就是让村民们老实听自己
的话。被姚贵送去念书的孩子郭翔，两次假期回家居住期间，第一次是姚贵让吴秀波一家请客，姚贵
拿来谁也没见过的瓶装白酒赴宴庆贺村里出了秀才，意在让其他人注意这是他的功劳。第二次，姚贵
在捆绑村民思想，继续控制村里闭路电视系统的时候，被郭翔揭穿了电视信号转差台铁塔存在的事实
，一个被揭露阴谋的人，立即反目成仇，失手造成郭翔致死。郭翔失足致死的一瞬间，姚贵后悔了，
他知道早让大伙看上正常的电视节目，也就不会发生这个事。他居然还有回心转意的一瞬间，不容易
。一场大水，姚贵还不放过摆拍打捞的场景，可他没想到的是，摆拍要了他的命。愚昧的村民们不会
直接发现姚贵在电视上做的手脚，但通过郭翔从学校看电视带回来的说法，村民就不会再相信姚贵，
极大打击了他的虚荣心，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吞噬着他。作者王小峰把闭塞山村的黑色幽默写的淋漓尽
致，读起来令人感叹。
5、这部东北话写出的小说，初读感觉很有魅力，既幽默又淳朴，但是读到最后给人的感觉就是：村
长的变化过于突兀了，缺乏情节上的逻辑；村长变化后的情节也太仓促，描述的视角更是从村里人变
成了局外人。我推测作者早就拟好了情节的转折，但是无法控制文字让小说中的人物自然地走向转折
，于是作者动用了“上帝之手”超乎逻辑地使人物发生转变，人物也就因此失去了生命力，变成了作
者手中一个个玩偶。
6、文/河北小珊  评《山上有神》本书中“三表哥”一改平日嬉笑怒骂的风格，颇为严肃的讲述了发生
在东北山沟的故事：姚家村——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子里，人们多年来一直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几个
走出去的村民的离奇死亡，山神之说的蔓延，让村民们渐渐放弃了出走的念头。新任村长姚贵不相信
山神的传说，带领村民走出村子，趟出了发家致富之路。然而致富后，为了不让村民知道外面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他却开始极力阻止修路、办厂、村民离开村庄，只让村民通过闭路电视看自己，山神的
故事也再次传播：在山上有一个两丈多高的山鬼，浑身黑色，专吃人心，只要见人逃出去，它用手一
指，就能把人心吸走吃掉。主人公姚贵给人很多思考，他是个让人又爱又恨，善良、勇敢但却愚昧的
人物。在姚家沟这个穷乡僻壤，姚贵显然是个“有勇有谋”的先进代表，他不安于小山沟的贫苦生活
，充分发挥了村长这个领军人物的作用，慢慢地，人们的生活有了起色。但姚贵也不再是当初单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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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带领人们致富的姚贵，他见识了外面五彩斑斓的世界，他开始有了为官者的虚荣，他把自己置于
“国王”或者说“神”的位置，他害怕村里的人向他一样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动摇了自己的地位，于是
他阻止村子的发展，制约人们的思想的进步，他希望村民用于出于无知的状态，以使自己的权威永在
！姚贵在困难面前没有皱眉头，在强者面前没有低头，但是面对权利地位失去了立场和原则！整本书
写作非常流畅，故事性很强，读罢仍意犹未尽，同时也引发很多思考。个人对于姚贵更多的感情是怒
其不争，不靠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多种技能提高自己，反而异想天开地阻碍别人接触新鲜事物来保
持自己的位次，实在是心胸狭窄目光短浅。但是对他说恨却真的恨不起来，因为姚贵只不过是愚昧落
后的姚家村村民中的一个，虽然他知道没有山神，但他的生长环境和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成为一个文
化水平极低，思想固步自封，贪恋权利地位的人！说到底，还是封闭落后的错，落后使得人们想要摆
脱落后，同时又因为长期在这种环境中，对于打破这种环境又十分敏感，很多人潜意识里已经适应了
这种生活，把自己封闭起来，是落后导致了更加落后！
7、这是我第一次拜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小峰的作品，《山上有神》。说实话，我一直以为是
《山上有鬼》，并且一度被其幽深黑沉的封面所震撼，那封面好似会把人的灵魂所吸附住的漩涡。谁
都知道，鬼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是贪婪。而所谓的神，是人的因惧生畏。本书中一开始就透露着
死亡的味道，从村东口刘铁富的女儿刘春丫因久居深山不懂生活常识不会使用液化气罐而横死令人扼
腕：到姚家沟的徐喜子因强奸不成惹得全村人生厌导致生活无力维持，从而走出这做大山却死于非命
：再到第三个走出这座大山的姚东革惨死。难道，这座大山，真的有神？连改革的春风，文革的阴风
都吹不进来的娆家沟，换上 古道热肠，乐善好施 的新村长后，又会是怎样的局面，是或能让这个偏
僻的小村庄看到一丝丝曙光。自娆贵当上村长后，他远望着这座被大山笼罩的小山沟，他觉得憋屈。
是的，憋屈。村外的人生活如此富丽堂皇，而这小山沟，连电都还用不上。为此，他想让村里的人都
过上好日子。可是这美好的初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也许是他第一次进城的时候吧。“娆
贵看得入迷，尤其是这些领导在电视上的穿着打扮、举手投足，那派头简直把他给迷死了。”这是姚
贵第一次在县城宾馆的电视里看到领导那种风光做派的情景，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就在那时权利
的种子已经深深的种在了他的心里。仅仅因为他渴望那种万人瞩目的风光，便有了日后他对村里人的
再三阻挠。人一旦有了贪欲，就注定要失去。因为你在迫切想要得到某件事物的同时，你也在不断压
迫自己尽一切所能去得到。一个贪欲，迷了多少人的眼睛。即便曾经如何质朴纯善，终究会失去本性
。“他站在院子里纠结得直搓手，越想越难受，他真舍不得放弃亲手创造出来的这一切。没有人能明
白，闭路电视给他无聊的生活带来多大乐趣，给他的虚荣心带来多大满足，让他每天睁开眼睛都觉得
有个盼头。”这段纠结的心理，是否说明娆贵还存了一点点良知呢。或许，正因为得到过，所以放弃
时才会更痛苦。不忍心伤害自己，就只能伤害他人。作者用幽默的言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带点悲戚的
小故事，引人入胜的同时也令人反省。如果没有一个正直的当权者，是自身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最后说说书中的几幅插图吧，搭配得非常形象，比如说描写这个情景的“娆贵耸了一下肩膀，把右肩
快掉下去的衣服耸了回来，然后一只胳膊叉在腰间，另一只胳膊微微抬起来，这样比刚才僵硬地做出
的动作舒服多了”。娆贵诙谐的形象一下子深入人心了。
8、记得在看完了《山上有神》的那一刻，领导突然叫我们做季度总结，我嗡嗡的大脑和澎湃的心潮
，根本不知道总结时我说了什么，但说完掌声不断，我觉得我可能又靠着我一贯的萌系风格赢得了大
家的认可。噢，我好像说了“搞工作最重要是要有爱”，you should be devoted your passion。那多发点
季度奖金才实在啦。我的朋友们都在拿到书后跟我说一口气读完了，但我却磨磨唧唧看了快20天，刚
拿到书就看了一半，就觉得作者肯定喜欢玉枝那样的女孩儿，把她写得那么美好，“人美歌甜会做饭
”。后面一直没有时间看，白天上班，晚上基本都有活动，和乐队的朋友奔波在五道营、南锣鼓巷、
三里屯、国贸附近各大小酒吧，夜夜笙歌，现在一提到看现场，我都可以立刻吐，尤其是在看完吴虹
飞的演出后，感觉她就是擅长用力过猛，看的人一点都不享受，看得腰疼。今天上午一来办公室就开
始看了，中午又和别人约了饭，导致没时间睡午觉，下午看到最后几节的时候头昏昏的，但是又激动
，感觉就是喝了很多的伏特加，还是纯的那种，然后开始一边不停抓着同事的手，一边写了很多东西
在纸上。看到郭翔每次放假回老家不知怎么和村里的人说话那段时，我有深切的感受，我小时候也是
很早就在外面上学，每次很久才会回家一次，每次回去我都不知和他们说什么，所以基本不会出去玩
，都在家看书，以至于博览了各种不正经的书。怎样才能消除郭翔那种与姚家沟人的距离感，这个问
题我小时候也想了很久，我内心其实很喜欢邻居和沾亲的大叔大爷叔叔婶婶，但看到他们除了尴尬地
对他们笑，也没有别可以说，只记得会和奶奶说很多话，可是我的奶奶耳朵不好，我每次要很大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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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很多遍，她才能听见，然后她会一遍一遍叫着我的乳名，说我很听话很乖。对奶奶的印象就是她爱
哭，每次坐在田埂上能哭一整天，我一直陪着她，直到不远处有炊烟升起，我们就回家了。看完书的
感觉是，没过瘾，还没开始就已结束，我才刚到了村头，他们就已经通往了幸福大道。书中对冲突的
处理都很平缓，但最后有一场在雨夜打斗的戏写得很精彩，画面感很强，有点日本小说的残暴和歇斯
底里，把一个未成熟也未成体系的新势力与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借助雨夜的烘托推向了最高峰，看得
人只想拍起桌子说“爽快”。看前半部分的时候，就像听U2的歌一样，听得出来一直在蓄势要来个高
潮，但三四分钟过去了，整首歌就那么结束了，所以书中这个高潮来得太爽快了。其实作者的书和作
者的电影很像，在一次巧合下，看了一部作者导的电影《衰鸟向前冲》，对于这部电影，我有很多话
要说，比如我觉得这部电影像小品，演员也略不养眼，以及一点都不荡气回肠等。姚贵这个人物的性
格塑造得很饱满，对比他强的一点不怂，对比他弱的又有怜悯之心，这点很可贵。他是一个一直尝试
构建以他为中心的“王国”，同时又不落后与外面的世界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排斥科技，不排斥市场
经济，带领全村致富，同时保有虚荣心，到处嘚瑟，但就是不愿让姚家沟的人们去信奉除他或他口中
以外的“神”。其实书中没有折射任何社会现象，千万不要读出了一些改革开放政策好的意思，完全
是凭着作者的乡愁和最本真的个性去写。董玉柱是个典型的思路活络的年轻人，由于他的背景书中没
有交代，只知道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导致他的一系列行为以及遭遇不幸后的反应都无法推
测。他既不是一个“书呆子”的角色，在他遇到玉枝后成功勾搭走了她就可以看出，也不是一个有着
“英雄主义”情结的正面角色，在他事业发展高峰时期，他选择了放弃玉枝。关于玉枝最后选择了去
省城，这点让我想起了《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玉枝就像小裁缝一样，美丽单纯有天赋，小裁缝被两
个插队的知青同时爱上，知青每天给她读名著，让她知道了世界的新奇与美妙，最终小裁缝离开了村
庄，两个知青在半路找到她，问她为什么要走，她说“因为巴尔扎克说，美丽是一个女人最宝贵的财
富。”在整个大学的时光都在看作者的文章，很想看作者写一点矫情的东西，但这本书并不矫情，而
是非常真实，每个人物好像就在我们身边，城市和山村没什么区别，都是人的故事，演绎着一样的焦
虑和喜泪。同时我觉得作者是个环保主义者，心里会厌恶工业时代，但会冷眼旁观，把情绪冷处理，
或是转移到一个或几个人物身上去体现，所以故事中的人物总是片段式出场，但整个故事却能让人一
口气读完。看完只想说“还要”。
9、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做事情总是讲究一个有头有尾。翻了一下就知道这本书不咋地，可是还是
耐着性子看完了。总觉得虚拟的不实在，那个村子的人真就那么蠢吗？一个地图上都没有的村庄一下
子踩了狗屎，成了省里的明星村。看报纸的简介宣传足矣。
10、随着改革进步，时代的发展，在一个比富，拼钱的年代，网络纵横的时代，情感爱情励志小说充
斥着市场，还会有人去写这样的故事，能看到王小峰《山上有神》这样的作品，真可谓是惊叹。这类
小说在我小的时候，常看爸爸的一些小说杂志上面就有这些类似的故事。只是，如今不常见。这个故
事看起来，又让人觉得可笑，又让人觉得可悲。在那东北山的那边，沟的那边，在一个几乎被世人忘
记的村子里，有一群人多年来一直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山里的人，想要走出去，可是出去的人，却
都死掉了。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开始害怕了。就死守在山里，不出去。故事也就是在山里发生
，山里结束，一切。有一段写到当他们的村长，来到镇上，为了让这个小村有电，一次一次地跑，住
在那里，看到电视都很新奇。看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很酸，我想现在恐怕还有很多山里的人，不光是
孩子，大人都没有见过，他们那里仍是存在于没有电，没有灯，天亮起，日落睡。似乎听起来不现实
，但是确实还存在这种实事。那里人哪里知道怎么操作电视，就如同书中的村长一样，他们眼里透出
那种光来，是羡慕，渴望，小心翼翼，似乎这些神奇的事情，只有神可以办到。山有山神，海有海神
，那么靠山的这个村里肯定是山神啦。当山里人知道被他们所视为普通的石头，竟然可以卖，他们就
开山采石卖石，那条日日流，夜夜流的河，竟然也可以变成钱，发家致富，这道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只是山不再是那个山，因为山被开了，林被毁了，河也不再是原来的河了，因为被污染了。那村里的
人呢，在利益面前，在金钱面前，在知识的面前，还一如既往吗？他们的变化，在哪里？是被利益熏
黑了心，还是一如从前呢？小人物展现的小事情，表达的往往却是大意思。改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
的扶持，没有政府，这个村恐怕至今也不会通上电。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道理，如今却也要注重环
保，注意生态平衡。前进的脚步，需要知识的铺垫，用知识改变一切，教育需要跟得上，否则大脑仍
是一片空白。看过书，看了介绍，竟然得知，作者写的这个小原，竟然是真实存在的过的事情，只是
搬到小说当中，真是不得不感叹一下，竟然还真有这种人去做这种事情。
11、很好看！最爆笑二闷子新婚踹棉裤，都笑出声了，最感动姚家沟终于通上电，姚贵孤独得像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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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脸上慢慢融化的雪花，转身离开嚎啕大哭的时候，他整个人都要升华了。乡村干部奋起致富，还有
其他顺理成章又意想不到的，心中有鬼怪力乱神的，似曾相识又不想一语道破的。山上有神。
12、山上的神，有还是没有，这是个问题。“我相信，这个‘农村题材’的故事，放在中国的任何一
个乡村都合适” ——作者在后记里如此说道。此言不虚。打个烂俗的比方，这个发生在东北小山沟里
的故事像一颗水滴，折射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广大乡村的普遍生存境地：闭塞，落后
，以及颠覆传统的时代巨变。天时地利人和都注定姚家沟将经历一次中国特色奇幻漂流。没有不好的
题材，只有不好的小说。这个故事也足够好看，出场自带满点幽默天赋的东北话更为其增色不少，即
使多数时候读者能顺其自然地猜到情节走向，但跟着走完全程的感受依旧充实，而这充实感，大多来
源于根植于内心的共鸣。作者说这是个荒诞的故事，但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荒诞的本质却是真
实。作者还说这是个低头思故乡的故事。只见识过三表在知乎的凶残战斗力的小伙伴们大概想不到，
当他在后记里描写诸如乡愁、青春回忆和不会说东北话的忧桑等事情时，字里行间却充满了一击必杀
的真挚和细腻。在直接粗暴的正文后看到这样的自我剖析，说句实话，也是蛮反差萌的。事实上，整
篇小说，就是在讲述反差。一个被外界遗忘也无视外界的乡村，一个悬在人们心头摇摆不定的山神传
说，一个坚决反对封建迷信的新任村长，还有命运交织又分离的各色人物，最后都被彻底打破甚至扭
曲。那个年代祖国大地春风初起，从极端贫穷到富得流油的一夜传奇几近魔幻现实主义。在一次次勇
闯乡政府、县政府、省政府后，一心要获得全村关注的村长不知不觉间便让姚家沟翻天覆地。一群人
过了数十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逼小农生活，突然得知自个儿那疙瘩的石头能卖大钱，群起而挖之
实属应该。终于，钞票和名声不受群山阻挡，纷纷光顾了姚家沟，他们开始穿城里的衣服，用城里的
东西，唠⋯.呃，还是以前的磕。虽然吧，用来存钱的酱菜缸有时不够，但生活总体是光明的嘛，一切
呢，只需定期上山刨石子儿。石子儿叫麦饭石。这神奇的麦饭石同样具有荒诞风格，当然，不仅因名
字难听。并且，直到如今，类似的产品理念依然风行，因此马伯庸先生那第一个要烧的就是养生类书
籍的心情，显得格外打动人心。不过，山还是那个山，神还是那个神。神谕世人：出山者，死。特别
是有几个现成的例子摆在眼前，村民便在集体唠嗑中不断强化山神的威力，反对迷信相信科学的只寥
寥数人，其中，包括了专注提升存在感三十年的村长。但众所周知，三人可成虎。受传说的影响，作
为本书独一无二的XXOO情节（115P-116P）的主要人物，玉枝和董宝柱的情感之路可谓波折不断。由
于敬畏山神，为了不让女儿嫁出去，父亲拼死拼活。最终出逃成功的小俩口，也意料之中地因多变的
现实而不幸分手（呵呵）。讽刺的是，原本不信的村长，最后为了维持自己的“关注度”而蒙蔽村人
，又支持山神传说以防他们出山，继而发动众人建庙拜祭，而提出质疑的、也是全村学历最高的少年
竟因此丧命。他所向往的，不过是自己伟岸形象的能深入人心。他所做的，不过是一厢情愿地洗脑。
模糊不清的信仰遇上自以为是的权力，生出了一个可叹可笑可悲的怪胎。一个普通的村民，成为“一
手遮天”的村长，他的头顶除了虚无缥缈的神，似乎再无其他钳制。而少年郭翔，却因为获得了知识
，成为了他的阻碍。村官在中国的具体含义，想必呆过农村的人都明白。强权即真理，在一种封闭、
愚昧的环境下何其真实——一种无法反抗的真实。这样的环境，有时是一座小小的村庄，有时远不止
于一座小小的村庄。回到最初的问题，山上到底有没有神？郭翔知道没有，董宝柱清楚没有，吴秀波
认为没有，姚贵曾坚信没有，而大部分村民，他们觉得，应该、也许、可能有。可你若问为什么，谁
也答不出来。但什么也阻挡不了时代的洪流。朱春离开了，玉枝离开了，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他们
走向了市场，走向了聚光灯，走向了山神掌控不到的地方，那些地方没有总是沉默的大山，没有安于
现状的传统，更没有只能播放村长录像的电视，有的都是无底的欲望、无限的梦想和无穷的可能。石
头没了，山被掏空了，山洪席卷了村庄，打碎了村长的小小的愿望，跟着山洪倾泻在这片贫瘠却美丽
土地上，再无踪影。许是神终于怒了。山神庙到底还是建成了。“仓廪实而知礼节。”姚家沟的人富
了，自然懂得回报。大概山上确实有神。
13、“董宝柱轻轻地给玉枝擦去眼泪，抚摸着她的头发。玉枝看着董宝柱，心想，原来躺在男人怀里
这么舒服呀。天越来越黑，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多，看着星星，玉枝想，要是能跟宝柱哥像星星那样，
在天上自由自在的，谁也抓不到，该多好啊！”场院麦草堆这一节是特别吸引人的，它像《山上有神
》的肚脐眼，是那么柔嫩，软弱，但又那么坚韧，无畏。玉枝的故事带着惊险和浪漫的张力讲到这儿
，踉跄几步，扑腾一下，豁然开朗。 长期活在封建落后的胎盘里的一群人，几十年前初次尝到了新鲜
资本的甜头，为外来的“新”和“好”所倾倒，于是自作主张，选择开放，像玉枝那样贪婪地长大嘴
巴去亲吻，去接纳去献身。做饭好吃歌声动人的玉枝，单纯听话，惹人心疼，她在历经了种种苦痛，
恐惧与压抑之后，终于自我解脱，她与董宝柱结合来之不易，也合情合理，让人快慰。 这一结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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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给快要窒息的婴儿输送了母体的血浆和氧气。 故事讲到这儿，水到渠成，汇为一片湖，也参与孕育
了一条河流之后的爆发泛滥。另外，这一节的文字让我想到《黄金时代》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那一段
：“那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
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在《山上有神》黑色荒诞为主的基调中，47节质朴的描写美得让人心颤，让我似乎也看到天上的星
星忽忽悠悠的，落到天地间。读完姚家村的传说，我感到肩膀酸痛，迈不开脚步。作者用幽默又肯定
的语气，说着一个封闭的社会当中的残酷。投射历史，鞭挞人性。整个故事的时间连续性很强，几乎
没有中断，前浪推后浪地推进着绝望，也拍打出讽刺的浪花。它让故事之外的现实一下子显得幸运至
极，又让读者强烈预感到厄运当头却无能为力。在这样的冰冷荒诞的铺陈中，玉枝这条线，尤其是场
院草堆这个点，是那么珍贵。虽然它不是故事的心脏，但却是婴儿第一次出血的地方。读到这一段，
书页也软了下来。
14、王小峰能写出这样的小说，不愧是三联的主笔。王小波、王小山、王小峰、王小丫⋯看来隔壁老
王的王小家牛人辈出。读完这本书，有些许感悟：1 人一旦拥有了权利，必然自我膨胀，想把一切控
制在自己手中。不能说村长姚贵是坏人，开始也是全心全意为姚家沟好，并凭着自己的能力带领姚家
沟致富。但有了闭路电视后，人就变了，变得时时刻刻想让自己成为焦点，没新闻也要制造新闻。处
处担心着村里的电视能接收到信号，这样就没人关注自己了，最后荒谬的杀了大学生郭翔。2 人性本
恶，常常为达目的编造故事制造恐慌。山上有神。首先是姚家沟第一代村长避难带领二百来人来到这
穷山恶水之地，为防止越来越多的村民忍受不了环境出逃编造出来的谎言。“在山上有一个两丈多高
的山鬼，浑身黑色，专吃人心，只要见人逃出去，它用手一指，就能把人心吸走吃掉。”山上有神。
第二次这个故事流出出来是何庆怀为了“推卸责任”，其实也不能说徐喜的死跟他有关。村里的流氓
徐喜要强奸他女儿玉枝未遂后，声明狼藉，在村里待不下去了，出走县城，最后被发现在县城里死的
很惨，肠子腰子都出来了。消息传到姚家沟，人们总是对死去的人特别宽容，想起徐喜的好来，倒埋
怨起何庆怀。何庆怀本就是一个不善言语，容易激动的人，为了转移注意力，编造出是山神杀死了徐
喜的故事。从此，恐慌情绪继续蔓延。山上有神。第三次流传恰恰从村长姚贵口里出来，为了不让村
里有信号看电视，为了不通隧道，让村民去见识外面的世界，也为了掩饰自己不小心杀了唯一的大学
生郭翔，继续编织。3 穷山恶水出刁民。生长在大山里往往容易目光短浅，只注重眼前，姚贵也为大
家干了不少实事，但一被怂恿什么，不经过大脑就会忘掉别人的好。4 善恶到头终有报。（人终将毁
于自己热爱的事物）姚贵在发大水时为了让摄像机拍出自己在大水中抢救物资，显出自己多么为村民
着想。最终不会游泳的他被大水吞没，结局是多么荒谬。当然这个荒谬是夸奖。姚贵的死也可以说是
失手杀了郭翔的报应，不修改河道的因果。当然，最后一章讲每个人的未来境遇时，瞎扯，而这些扯
的笑话让我想吐。最后一章在我看来是本书最大败笔。
15、东北有座山，山上有个神，神给你庄稼给你收成给你过活， 神与土地同在，擅离者——死。这素
材不去写蔡骏式的“荒村客栈”之类的题材真是可惜了。把时间线移向上世纪90年代，这简直是我国
连载最长的特色主义连续剧《乡村爱情》系列的前传了。面对那些不愿而不能走出去的人物，村长姚
贵恨不得带头烹一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鸡汤分给每一位乡亲。村长算是恶吗？封建家长制的
化身罢了。当姚家沟的人崇拜他时，他便可以给乡亲带来外界的福利给姚家沟的人改善生活；当人们
不满足于通过他这个中间人审核隔离一部分信息时，他便以牺牲某些利益的代价而维持自己的权威。
开始时他极力反对何庆怀山上有神这类邪乎事是树立自己的权威，后来他传李大义和吴秀波搞破鞋谣
言乃至重新让群众相信山上有神也是关系自己的权威。说白了，山上究竟有没有神姚村长根本不关心
，有或没有的时候大家信他姚刺溜儿就成了，他才要做整个姚家沟的神。无需多言，这本书就是一个
微缩版的那啥那啥史。整个姚家沟在从开放走向改革最后又捡起迷信的过程，有领袖的决断洞察，群
众的轻信怀疑，整体的自我陶醉，信仰危机时的舆论操控。整个都浸在东北方言里，语言平白如话，
情节味同嚼蜡。作者好像是把每一个你看过的赵本山小品都拼接一块了，你看到每一处都不会有丝毫
都小说的酣畅淋漓感。而也正因为是小说题材，看似乡土文字却又不能像人类学田野笔记让你信服。
说白了，这故事要是真的，你觉得还挺有趣；可它就是个小说，你会觉得作者净扒瞎。全书唯一一句
动人的是玉枝给董宝柱说的情话，如今烂俗而又似乎不可能出自人物背景：“我 在想，要是咱俩变成
天上的星星，那么老高，我爹就抓不到我们了。“爱情与自由，说多少遍都不会腻歪。三星足矣。
16、文/绘夏 在《山上有神》一书前，我完全不知道王小峰是何许人，收到书看到封面折页写着“《
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想着应该是名文字功夫不错的作者，之所以不能称为作家，来自我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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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作品的一无所知。 用这样白纸的心态打开这本姚家沟的故事，书页在时间中一页页地翻过，很快
就读完了。码符合小说阅读的基本条件：有趣。每个章节文字阅读感流畅、语言风格因方言地加入体
现明显地域性、人物刻画具有代表性，故事内容以小见大。而让我最有感触的是主人公姚贵和王小峰
的后记。 姚贵是以新晋村长的身份登场的，“古道热肠”、“见多识广”、“爱嘚瑟①”、 “三言
五语”引人关注这四个关键语构成了外号“姚刺溜儿②”的基本形象，也为他后面所有的行动做了合
理解释：从不相信山神、送郭翔到县城读书、为村里通电、不排斥村外人董宝柱、让村子走上致富之
路、然后全村都安上电视机，而以电视机作为分水岭，姚贵渐渐朝着姚刺溜儿的不归路一路奔去：为
了让村子里的人通过电视只看他来极大地满足他日益欲求不满的虚荣心，他隐瞒全村人并一直不给村
里通电视天线、害怕见到董宝柱、为了郭翔不“乱说话”甚至误杀之、最极致的表现是他为了阻挡人
们与外界的联系转身成为相信确有山神的一份子，还要求修庙敬“神”。然而在结局的那场必定到来
的洪水中，姚刺溜儿用生命的代价让姚贵回来了，也从此一去不再返。姚贵的性格和当上村长后的一
生是农村小人物的一个缩影，既有着对自强自立的坚持、又含着对外面的世界的憧憬和对领导和虚荣
的敬怕与贪念。一切融合成这个鲜活的人物，对他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读着时常都会感同身受、不
乏共鸣之处。 后记倒像是整本小说的一个主题提炼，娓娓道来成书的起源和淡淡的乡愁。这也许是整
个故事读来情感真挚的起源，包裹着作者分身的淡淡乡愁。都说在外久了身体会遗忘你的出处，一点
不假，离开故乡的每一刻都在将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拉开距离。哪怕在心底深处一直不可能完全忘却
，却无法避免迎面而来的陌生和理解断层。忘记了的方言可以依靠朋友的收集呈现在文字，但是再也
发不出标准的乡音也是肯定的。我们的根不能说是彻底脱离故土，也因为渴望外面的养分而和过去生
分了。 作者带着这份真诚的情感讲了一个具有自我纪念意义的故事，老套得依然有意思。 按书中注
释①嘚瑟：轻浮地说话做事；令人生厌地表现自己。 ②打刺溜儿滑：在冰面上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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