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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纪事》

内容概要

“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
自己。”
路遥，陕北现当代文学史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本名王卫国，和很多写作者一
样，是“贫穷”这个老师教导出来的。他八岁离开亲生父母被过继给大伯家，参与和见证了“文化大
革命”，学生、农民、民办教师、农村通讯员、“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工农兵学员、编辑
、作家，路遥是从这个社会最底层用“比背老石头还累”的付出挣扎出来的。他最著名的作品《平凡
的世界》，在一开始，也只不过不用作者包销而已。“那倒不要了，熬到现在的份儿上了，用不着了
！”
路遥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四十几岁，他的每一个年头，都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充满了“膨胀着的幸
福和浓缩着的苦难”。在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的生活记录里，能看到路遥“平凡世界里的人生”。
在他不远的身后，是文学陕军的群像，有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再远一些的地方，在陕北的黄土
高原上站着柳青、杜鹏程；在他们的身后站着路遥的生父王玉宽、生母马芝兰、大伯王玉德，站着梁
生宝、徐改霞、高加林、巧珍、德顺爷爷、孙少安、孙少平、白嘉轩、鹿子霖⋯⋯站着整个中国的大
历史和小人物，他们革命和生产，他们生孩子过日子，他们的生活也就是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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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纪事》

作者简介

王刚，男，笔名秦客，陕北清涧人，长居榆林、西安两地。陕西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出版人。曾
获《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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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纪事》

书籍目录

纪事
1949年（己丑）诞生
1950年（丙寅）一岁
1951年（辛卯）两岁
1952年（壬辰）三岁
1953年（癸巳）四岁
1954年（甲午）五岁
1955年（乙未）六岁
1956年（丙申）七岁
1957年（丁酉）八岁
1958年（戊戌）九岁
1959年（己亥）十岁
1960年（庚子）十一岁
1961年（辛丑）十二岁
1962年（壬寅）十三岁
1963年（癸卯）十四岁
1964年（甲辰）十五岁
1965年（乙巳）十六岁
1966年（丙午）十七岁
1967年（丁未）十八岁
1968年（戊申）十九岁
1969年（己酉）二十岁
1970年（庚戌）二十一岁
1971年（辛亥）二十二岁
1972年（壬子）二十三岁
1973年（癸丑）二十四岁
1974年（甲寅）二十五岁
1975年（乙卯）二十六岁
1976年（丙辰）二十七岁
1977年（丁巳）二十八岁
1978年（戊午）二十九岁
1979年（己未）三十岁
1980年（庚申）三十一岁
1981年（辛酉）三十二岁
1982年（壬戌）三十三岁
1983年（癸亥）三十四岁
1984年（甲子）三十五岁
1985年（乙丑）三十六岁
1986年（丙寅）三十七岁
1987年（丁卯）三十八岁
1988年（戊辰）三十九岁
1989年（己巳）四十岁
1990年（庚午）四十一岁
1991年（辛未）四十二岁
1992年（壬申）逝世
1993—2012年逝后
路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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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纪事》

路遥的阅读史
路遥与陕北文化
路遥作品中的陕北方言
参考文献
路遥，我的清涧老乡（代后记）
附录：新时期陕西作家名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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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纪事》

精彩短评

1、路遥的一生，是诗意的一生，传奇的一生。如果今生读完有一本书，会让我时不时想起路遥，我
首推《路遥纪事》。在这本书里，我可以看到自己微不足道的影子，看到路遥高高大大的灵魂。最好
的路遥，应该有最有激情的人来写。陕北王刚写了一部不一样的路遥，这也许是路遥留给后一代作家
的神来意授。王刚历经万水千山，终于找到了它们，并把它们组成文，串成字，编成书，耀传后人，
光复路遥精神。
2、已约书评
3、了解路遥的最佳读物
4、读完后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5、编年记事的条条记录
6、其實就是一本年譜，但太平常了，路遙的研究著作不少，但陳陳相因太厲害⋯⋯其實這樣一位作
家，有必要成立專門的研究機構嗎？
7、很好的资料，又不仅仅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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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纪事》

精彩书评

1、2012年春天，恩师李震教授带着纪录片《秦风》摄制组到延安拍摄，我当时正在延安工作，陪着摄
制组到延安大学，爬上校园后山的文汇山，那上面便是路遥的墓。拍过镜头大队人马下山，墓前只剩
下老师和我们两个学生，三个人立在墓前。老师点了支烟插在墓地前说，“咱们给老前辈鞠躬吧。”
此外，2002年在母校陕西师范大学参加过路遥逝世10周年纪念活动，2012年在清涧县参加过路遥纪念
馆举办的纪念活动，除过这二三次活动，我与路遥前辈再无交集。但曾经的文学青年谁没有看过《平
凡的世界》呢？读《平凡的世界》，记住了孙少平、孙少安那一群活泼泼的人物，自然也会将作者路
遥记在心里。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留给这个世界的不仅是承载二元化体制的小说，还有黄土地上厚
重沉静的风物。可惜余生也晚，我读他的时候，他已经去世，成为和那黄土地一样厚重的历史。好在
出版了这本《路遥纪事》——路遥同乡、青年作家王刚的新作，拿在手里一页页翻过，仿佛看到手扶
犁铧的王刚将厚重如黄土的历史层层推碾。正如黄土高原是由千百年的沙尘堆叠而成，日积月累才有
绵密的坚实、雨淋水冲才有坎坷的沟壑。名为“纪事”，自然少不了按照年月日详细记录路遥生活的
点点滴滴，由此足见作者超乎常规的细心和难以想象的扎实。做当代文学史的难度很大，很多作家的
名声听起来如雷贯耳，但细究其成长史却充满了谜团，况且路遥的整个生命正逢中国历史上最跌宕波
澜的时代，起伏每一刻无不与时代密切相关。可以想见，在有限的文献资料中抽丝剥茧，在路遥的密
友中遍寻访谈，又将这人物命运和跌宕时代之间联系起来，王刚不仅需要观察入微的视角，还要有洞
明世事的视野。如果说时代是路遥难以逃离的命运枷锁，那么，陕北作为地域，已经成为路遥生死不
离的乡愁。在《路遥与陕北文化》中，王刚结合地理、民俗、方言、民歌等陕北黄土地独有的风情元
素来分析路遥作品中的细节，佐证了路遥等一批源自陕北的作家无法逃离的文化基因。这篇学术笔法
写成的论文，暗示着路遥与他笔下人物一脉相承的契合，也在纸后透出王刚本人自路遥延续而来的情
怀。作家似乎都无法逃离文化沿袭，特别是对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和地域，以及两者背后潜藏的文化，
即便假借“超越自我、超越过去”来抗争，仍然无法躲避在文字中偶有显现的点滴，更遑论整套作品
风格所代表的精神。“亦步亦趋是模仿，反其道行之也是模仿”，路遥逃不开精神上的“陕北”，王
刚也注定了逃不开。王刚根植于陕北的文化背景有助于他深入研究路遥的生命轨迹，也有助于他将对
陕北文化现象的思考注入到研究成果之中。对文化研究者而言，选择路遥作为研究课题看似简单——
他短暂的生命从时间上已经终结，他生活过的地方在空间上非常有限，见证过他成长历程的人大多健
在——这都是可以触碰甚至可以深究的研究资料。然而，当将路遥放在当代文学的宏阔视野中再来品
读，纷繁的资料甚至会干扰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度。所以，当王刚将路遥生前身后数十年的历史一一
记录下来时，不由得引发敬佩：这是极有难度的功课啊。在当下浮躁的文化圈中，眼高手低、叉腰责
问的人自称是“述而不作”，浑水摸鱼、乱戳是非的人自称是“触类旁通”，真的能静下心来扎扎实
实做研究的并不多，于是王刚和他的这本《路遥纪事》就显得难能可贵，这或许就是陕北人挚挚诚诚
、踏踏实实的性格。与过去研究路遥文学价值的专著不同，跳出作品本身来回顾路遥短暂的一生，这
是《路遥纪事》所做的创新；路遥的生命已经远离我们二十多年，但对于路遥的研究还远没有结束，
王刚所做的事情，是路遥在作家属性之外，探究他最为根本的“人之为人的属性”，这是王刚为“路
遥研究”厚重课题所做的贡献。初春的陕北没有苍翠满山，但细微草芽终究兆示了春的迹象，小小一
尊头像，圆圆一座石丘，在萌动的春意中也鲜活起来。王刚与他的《路遥纪事》，正在为路遥研究点
燃春天的希望。（文.李想）
2、高中时候用了几个月背着老师在上课时间偷偷的看完平凡的世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第一次启
蒙，路遥的高度来自他的文学开拓性和对生活最真挚的情感，路遥纪事应该是至今最全面深入的一本
路遥纪传，书中的陕北方言注解特别有意思。
3、我真的好久都没有过以一路小跑式的兴奋来迎接某样东西的欣喜了，今天喜获陕北籍作家王刚兄
所赠他的新书《路遥纪事》，心甚悦之。其书不仅记录路遥一生主要事迹，更收录了路遥的多封书信
，且涵盖了陕军所有重要作家和文学事件，条理分明，井然有序，喜欢路遥和陕北的朋友们不妨关注
一下。另，真心感谢王刚兄在书扉页的题字签名，还有那枚红印，刚才摩挲时不小心在上面留下了指
痕，好心疼！
4、一位作家一生的日常生活虽然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人物传记里，但像路遥这样一生中充满断层、传
奇、争议的作家，他的生活与文学创作就显得密不可分。作为路遥的清涧老乡，我试图通过解读路遥
与陕北文化的关系、路遥作品中陕北方言等，发现一个更加真实、更丰满的多层面的路遥。正如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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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纪事》

省委书记赵正永在2013年5月21日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说：“身处劣境却不断挑战苦
难自强奋斗,这是路遥精神的核心价值。”我们重新审视路遥，就是因为路遥的人格魅力与其作品中体
现出的时代精神——给予所有卑微人物以勇气和光亮，并让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这是我写作这
本《路遥纪事》的初衷——根于路遥研究，又不同于路遥研究。同时，我也希望为读者理解这位陕北
“大百科全书”式作家路遥提供全新的角度，成为读者了解路遥创作生涯和他不平凡人生的最佳指南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研究路遥的理由。被文学史忽视的路遥 1992年11月17日，作家路遥逝世。由于
一些个中原因，现行的现代文学史有意无意中，总将路遥的文学作品淡化或者边缘化。作为“重写文
学史”重大研究成果之一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关注“民间写作”立场而著称
，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史视角，该书在第13章第4节专门讨论了路遥的《人生》，但对《平凡的世界
》的评述只有一句话；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述了社会主义形态下文艺唯一的“规范”确
立和逐渐多元化发展的这一过程，但路遥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品《人生》与《平凡的世界》均未进入关
注视野，只在书末的“中国当代文学年表”中列出了作品的发表年代与出处。这两部文学史著作是目
前多数高校中文院系采用的通用教材或重要参考资料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客观性和研究性。当代
文学史论著对路遥的“集体忽视”显示出了传统现实主义文艺作品遭受冷落的现实。今天，我们重读
路遥会发现，现实主义没有过时，现实主义也永远不会过时，只是需要我们跳出固定思维，以新的视
角去看待、去研究。路遥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甚至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超前的文学形式，其价值
远远超越了文学的意义。《路遥纪事》创作始末2010年10月，我在西安见到了清涧老乡杨进，与我商
讨出版《陕北语大词典》的事宜，谈话中说到了我们共同的老乡——路遥。那次之后，我开始收集路
遥生前出版的著作及刊发过路遥作品的报刊。深秋，我再一次开始阅读路遥的作品。2011年年初，我
与在北京从事出版工作的贾勤作了一些简短交流，谈了写作构想与初步的出版计划，开始收集整理与
路遥相关的公开与非公开的出版物，其间开始阅读一些年谱与传纪类书籍，弥补此方面的不足。之后
，开始动笔写这本书。从2011年春正式开始创作到2013年秋定稿，历时近3年。其实，准备期很长
。2007年，我在榆林市文联《陕北》杂志编辑部获得了一份“编辑”的差事。其间，我住市文联二楼
办公室11号，也就是路遥曾住过的地方。一住就是3年，3年中路遥常常被人谈起。1983年夏秋之际，
路遥带着电影《人生》的剧组在榆林选景，选完景后便在市文联二楼11号小住过一段时间，完成了中
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这篇小说里，路遥写到了“毛乌素大沙漠”、“古长城”、“防护林”
、“治沙”、“文化馆”等一系列与榆林相关的词汇。路遥生前好友、榆林市群艺馆的朱合作说，路
遥打鼾的声特别大，从市文联大门一进来就能听见路遥的呼噜声。路遥每天早上九点多起床，十一二
点吃饭，然后开始创作，一写就是一整天。《你怎么也想不到》完稿后，路遥离开了榆林。市面上也
有一些关于路遥研究的书籍，但大多是从路遥作品出发来写的，缺少了一本关于路遥成长经历的书。
路遥早期代表作《人生》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新变化，显示了转型时期中国的种种问题，从而
突显当时青年对待世界，对待人生的态度和精神；后期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
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在当代作家中
，路遥较早地在创作中提出了“城乡交叉地带”与“社会转型问题”，对分析转型社会时期的传统道
德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与冲突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路遥为什么能写出《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的
缘由。这本书全面描写路遥的一生，内容涵盖了路遥的生平经历、创作历程，写出了路遥成长、求学
和走上文学之路经历的艰辛奋斗，同时通过对时代信息、故乡风貌和陕西文学作家群像的刻画，将路
遥放置在一个文化大背景中剖析，使读者全面、具体地了解作家路遥的人生、创作。书中引用了大量
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披露了路遥丰富的生活和工作细节，勾勒出一个立体的路遥。路遥逝世后留给我
们的遗产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超前的文学形式，其价值远远超越了文学的意义。在道德缺失的今
天，审视路遥的这份遗产，我们发现，路遥坚守着的现实主义阵地——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正
如路遥自己所说：“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创作方法的问题，主要是一种精神”。路
遥用生命恪守的这块精神阵地，是他与社会发展保持一种良性的关系。
5、和大多数人一样，初识路遥，是因为他那部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路遥出生
和生长在陕北农村，而他《平凡的世界》中写的也正是那些他周边人民生活升华了的故事。书中最令
我感动的是孙氏兄弟无论经历什么困难，都自强不息，甚至在那个年代，想要发掘出自己被禁锢的一
些价值。而《路遥纪事》的作者王刚也在书中提到，路遥先前的一些苦难是生活给他的，而后期很多
苦难，是路遥自己向生活索取的。读到这句的时候不禁感叹，路遥用自己的精神和热血，塑造了孙氏
兄弟的形象。而路遥那种不向生活低头，永远积极向上甚至时刻挑战困苦的精神，也一直都影响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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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纪事》

。 　　 　　 有人说王刚做了一件别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打开书，有种有一句每一个字，甚至每一
个标点都必须认真去读的感觉。因为从每一句每个字中都能体味到作家王刚对路遥的那种钦佩之情，
也能感受到王刚认真在还原路遥真实生活的那份辛苦。而这份辛苦，也决定了拿到书之后必须认真拜
读，不敢有丝毫懈怠的心。这本书以路遥出生，成长，一直到去世的时间为主线，介绍了作家路遥的
一生。为了还原未曾谋面的路遥，王刚走访了路遥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
且在书中也可以看到，这些资料都是一手的。王刚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很多作家支持并且给予了
相关的帮助。正如路遥去世时有人说的那样：路遥的去世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重大损失。所以
很多被走访到的作家和亲戚朋友都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协助王刚完成这部书。 　　 　　 “三四岁你就
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路遥
从小生活在贫苦的陕西农村，家里姊妹多，贫困到几口人合盖一床被子，吃饱穿暖都成了问题。而路
遥从小就懂事，这部书真实地展现了路遥从出生，到后期经历种种困苦还是坚持文学创作，到后期他
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直到他去世。 　　 　　读这本书，不仅可以深入了解路遥这个人，而且可以
给我们人生很好的启迪。书中提到“只有活着才能像土地一样奉献，才能像牛一样耕耘，”这句话浓
缩了路遥短暂的一生，是路遥人生价值的体现，而路遥精神，到现在看来，甚至到未来，都是不会过
时的。
6、　　路遥是新时期陕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上一位精神突出、影响广泛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平
凡的世界》作为畅销书和长销书至今仍占据着各大书店的显要位置。他通过对那些出身最底层的小人
物力图改变自身命运的变迁和突围的描写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他给一切卑微的人物以勇气
与光亮，让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初阅读路遥作品《人生》时所带来
的那种巨大的精神震撼。正如评论家邢小利所说，在陕西作家里，像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人，都有
一种文学圣徒的“殉道”精神，他们视文学为神圣之事业，甘愿为文学“虽九死而不悔”。2013年5
月21日，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说，“身处劣境却不断挑战苦
难自强奋斗,这是路遥精神的核心价值。”不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怎么评价和定位路遥，我始终认为路
遥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去世后，人们写了大量的文章来缅怀并
纪念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路遥热”。紧接着，有关路遥生平及创作的各种研究也很快成为
一个“热点”。《路遥纪事》是目前已出版的关于路遥的几本传记和专著中最新的一本，同时也是系
统梳理路遥最全面的一本。　　《路遥纪事》一书名为纪事，实为年谱。全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
是路遥纪事，是全书的主体；另外一部分是关于路遥研究的三篇论文，可视为纪事之外的一个有机补
充。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全书第二部分出现的这三篇关于路遥的研究论文绝非可有可无，相反它最能见
出作者对路遥研究介入的深度，以及作者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　　作为全书主体的《路遥纪事》以
翔实的笔法、晓畅的文字，生动地再现了路遥波澜壮阔而又命途多舛的一生。作者王刚是一位青年作
家，以文学创作为主，但却具备学者的严谨，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扎实的考据能力。为获取第一手
资料，作者大量翻阅了“文化志”、“大事记”、“县志”乃至“作协工作会议纪要”，参观“路遥
纪念馆”，深入一线走访路遥生前好友，并时刻关注路遥研究及出版动态，及时补充、修正。这样做
的结果就使得全书资料翔实、真实可靠。　　《路遥纪事》一书虽然在学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与学
院派的专业研究尚有差距，但在路遥生平及资料的搜集与梳理方面却绝对是“开疆破土”，超越前人
，用“荜路蓝蒌”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作者王刚在《路遥纪事·代后记》一文中说，写作之初，他一
直勉励自己将本书写成一部有“价值”的书。现在看来，作者当初的理想实现了。
7、写出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的路遥，除了勤奋之外，其光环背后有着多少难言之隐？他以
何种毅力去塑造了文学史上的高加林与孙少平？这些曾经影响过一代中国人的经典小说，路遥在写作
时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艰辛和苦楚？在写完《平凡的世界》之后不久，路遥英年早逝，这一方面与他的
身体状况长期欠佳有关，另一方面，是否也与其在精神上过多的透支相联？这些想法和疑惑，很大程
度是在读王刚所著的《路遥纪事》过程中被激发出来的。这本书肯定不是一本简单的年谱，它所透出
的意义和引起的思考，是在客观呈现事实后的精神反思与超越。读《路遥纪事》，我们可能无法还原
一个生活中嘻笑怒骂的路遥，但我们能重塑一个文学内外的路遥，这时，路遥已经越过了单纯作家的
身份，而成了一个有人文关怀的思想者。他置身于八十年代开放的文学思潮里，但他没有像很多作家
那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先锋文学运动中去，而是坚守在了现实主义的阵地上，关注农村，关注农民，
尤其是那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其实，路遥的书写正应和了后来城镇化进程中离乡农民的两难困境。这
种预见性和前瞻性，也是路遥作品一直有其读者且不断获得阐释的重要原因。他站在了一个时代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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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上，却又对中心之事贯注了热情，出示了时代的真相，作家的笔触有时就显得如此神秘。从王刚
笔下，我们得知路遥不是一个爱开会的人，他这种性格与很多爱凑热闹的作家形成了鲜明反差，而路
遥的喜静正是他投入思考和写作的前提。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路遥给自己制订了工作进
度表，且以表格形式列出1到53的数字，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因为每划掉一个数字，自己就往
前进了一步。似乎只有路遥那一代作家，才有这苦行僧般的写作经历，而真正的大作品是怎么写出来
的？没有路遥这种执着和用力，所谓经典性或许也是很难成立的。“在那些漫长而孤独的日子里，抽
空躺在床上阅读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录是他最大的安慰。”王刚如此写道。其实，这“纪事”的诸
多言辞里，也饱含了作者对路遥温情的敬意和感佩。从路遥出生的1949年，到去世的1992年，这四十
三年发生在他身上的奇闻轶事并不多，其一生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似乎不具有传奇性。但从其影响力
观之，他又的确是个真正的文学传奇。由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这部三卷本长篇小说的历程来推测
，他几乎是在逐渐透支生命的“自我折磨”中完成的。正如王刚在《路遥纪事》中所流露的，一边是
他创作小说走向曙光的精神幸福，另一边又是他在写作快感中的“慢性自杀”，这样一种人生矛盾，
其实是王刚在书中着墨较多处。1988年5月25日，对于路遥来说，是他一生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
他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二稿，“抄写结束，终于为全书画上了最后一个大大的句号。他站
身来，把手中的圆珠笔从窗户扔了出去。”从王刚的文字里，我们能够想像当年路遥的在房间的举止
和神态，这种历史场景的还原，也是对作家人生纪事的一种生动的补充。看书中路遥在他生命最后的
日子，真让人有惊心动魄之感，那种疼痛和撕裂，我想王刚在写作时也一样会伤感，会悲痛。作为路
遥的清涧老乡，王刚其实是做了一件很多人想做但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遍访路遥生前亲朋好友，取
得第一手资料，这是保证此书真实性的首要之举。在书信、创作谈、会议记录、回忆文字中寻找关于
路遥的珠丝马迹和只言片语，如此下工夫爬梳资料，当是为了让这部《路遥纪事》既显得客观，又不
乏精彩。作家出身的王刚，一方面发挥了自己精炼语言和把握叙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以学者的冷
静眼光来挖掘史料，重识其价值。尤其是对路遥去世后一直到2012年每年的路遥研究文章和会议资讯
的梳理，详实而精细，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总之，这本书是作者对路遥作为一位“苦难作家”的缅
怀和追忆，同时也体现出了对那个时代作家扎实的写作精神的敬重与推崇。
8、我常想，一个人的一生是何其漫长；可是当他有天发现自己必须做一些事情时，时间就显得多么
微不足道。2011年时我初次见到作者王刚，他那时是位已经发表很多篇诗歌小说的青年作家，笔名秦
客。他总是热情地参加各种诗会，从不忘记把年轻人的热血扬洒在心中永不枯萎的梦想之花上。他是
这样一个人——热情、热切、热心、执著。有次他提及想对路遥做出什么，因为路遥研究方面做得太
少，而他们又是同乡。事实上这种“想做什么”并不单单是同乡情，而是读书人对家乡文化的认同和
期待。2010年他已经着手搜集资料，而当两年后这本书呈现在我的眼前时，我不由深呼一口气。我不
曾想到这本书如此厚重，更难以想象当初他怎样一次次辗转于西安和延安之间，怎样细心细致地搜集
每一则路遥的资料，又是怎样穿梭于理论性极强的学术论文的审慎定夺之间⋯⋯总之，他做到了，在
无数个夜晚伏案梳理，在别人看来是寂寞枯燥无味的，在他从来都是快乐。也许当又写出一些文字时
，他才由衷地欣慰。这本《路遥纪事》的出版，当是文坛和学界的一件值得记录的事情。它弥补和修
订了路遥研究的很多不足和错误，带给我们一些宝贵资料的同时，又以年鉴的方式，将著作主体部分
界定在1949年到1992年，将路遥43年的生平做了非常细致的梳理。此前我们只有一份简单的“路遥创
作年表”，两者相较，判若云泥。若不是对路遥的价值和学界研究现状有着清晰的认识，实难作出这
样大的努力，取得如此之进步。《路遥纪事》是年谱，但又决不是简单的年谱。它生动丰富、信息量
大，可读性强。翻开这本书，你一定会在看到1949年国家大事时心里震惊，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作者
在编年谱时，不光编入路遥，而同时编有国家社会大事、相关作家，可以说，他是将路遥放在了整个
历史中去审视，将其放在整个文坛中去关照，这也给我们在阅读时，很容易就以“知人论世”的方式
，去将他和整个时代进行思考；或者将他放在延安文学和知青文学（反思文学）的思潮中进行反观；
又或者将他和柳青、贾平凹、陈忠实、叶广芩、张贤亮、王安忆、史铁生等作家进行比较研究。我们
还可以看到，1950年代到1990年代陕北文坛或者更进一步，陕西文坛的现场；我们可以了解很多陕北
民俗文化，尤其是清涧民俗的特点；我们还能通过路遥著作来研究陕北方言；我们甚至忘了《人生》
及其影视剧作曾经在全国上下造成的轰动⋯⋯一个好的话题，一定可以引发诸多问题，可以提供给阅
读者多个角度，《路遥记事》给我们展开了多方面的视野，毫无疑问它是难得的“好的话题”。而更
为难得的是，作者也就这些方面给予了思考和研究。而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源于《路遥纪事》采取了
一种“《左传》式”的叙事，使得其既有史料性，又有故事性。他是年谱，但同时又具有文学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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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作者客观地叙述路遥生活的艰难：“1959年至1961年期间，是国家经济、生活最困难的三年，土地
贫瘠的陕北农村，人民更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路遥在饥饿的残酷折磨中发奋学习。上高小时，作
为‘半灶生’，他每天把家里蒸成菜叶加麸糠的干粮放在伙房里加热，开饭钟一响，必须尽快赶到笼
前，抢先取出干粮，否则，别的学生一旦动手，他的干粮便会散成一团，只能用筷子往碗里拨拉。”
有时他又主观动情地刻画人物的心理：“（1988年）5月25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二稿。在完
成第三部书稿结尾时期，路遥焦急万分，满头大汗，吃力地在稿纸上写着，字越写越慢直到右手僵硬
在那里。路遥来到卫生间，把暖水瓶的热水倒进脸盆⋯⋯”读者一定会沉浸于生动的故事中，被作者
带入路遥的精神世界中去，不觉时间疏忽而过。这本书的可读性和生动性，还要归功于作者自身良好
的写作素养。写到这，我不禁又要感叹起作者身为作家的投入，身为研究者的严肃。正是这样的认真
和用功，让我们得以从宏观上一窥陕西文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又让我们充分地、多方面地了解
中国文坛尤其是陕西文坛不可缺少的一颗明珠——路遥。这是一部研究路遥的综合性著作，毋宁说，
它更是以路遥为视角，通过路遥关照着整个陕西文坛。宏观世界，自有玉溪。作者王刚并非从事学术
研究的专业人员，但其著作所表现出的专业素养，以及写作精神和热情更是值得我们学习；而他身为
清涧人，想要对同乡路遥“有所为”的高度责任感，则令人深深敬佩。正是：一腔热血，一盏孤灯，
一部路遥，一生情结。
9、读《路遥纪事》(文.杨柳岸)作为一位特定时代、并超越了其时代的代表性作家，路遥已辞逝二十
多年，而关于他的生平传记和文学研究著作不断涌现，这是理所当然的文化现象。陕西青年作家王刚
先生新近付梓出版的这部《路遥纪事》，就是其中很有特色和价值的一部。 这本书采用了中国传统的
按年月记载某人生平事迹的“年谱”体例，融纪传和编年二体史书之长合而为一，古为今用。本书的
书名中“纪事”二字，也含有年谱之意。书名朴实庄重，内敛中有一种大气，这与路遥的精神气质是
契合的。他的小说中“年代意识”是很强烈的，他当年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就命名为《当代纪事》，
其中两部中篇小说的副标题都为“纪事”，小说明确地标明了年份：《在困难的日子里——1961年纪
事》，写三年大饥饿时期；《惊心动魄的一幕——1967年纪事》，写“文革”最水深火热一年的事。
他的“纪事”体，可以看作是向他的精神导师柳青的学习，柳青当年著名的中篇小说《恨透铁》就有
一个副标题：“一九五七年纪事”，这或许给了路遥以启发，激起了心中的史诗气魄。而他的最主要
代表作《平凡的世界》写了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中国的变迁，小说中经常会提到具体的年份，虽然
没有全部依次提到这十年中的的每一年，但其精神实质确是这每一年的“纪事”，是平凡小人物在这
十年中的“纪事”，路遥把他的“纪事”体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得以尽情发挥。这使得这部小说有了巨
大的真实感和凝重的史诗气魄。可以说，路遥成熟的创作期集中于1979—1989年，这是他生命火花最
灿烂的十年。这十年，正是我们新中国的所谓“文艺复兴”“第二个五四启蒙”的十年，而路遥的创
作正是这十年辉煌的组成部分。时代造就了他，他参与了时代。路遥的英年早逝虽然令人惋惜，但是
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他活的很有价值。本书从路遥出生之年1949年“纪事”到2012年底，共63
年。路遥与共和国同龄，他的一生见证了共和国的第一个成长历程。书中所录的一些大的政治、文化
事件，一些别的作家的文学事件，这些似乎与路遥并无直接关系，但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坐标系，让路
遥的个体生命和文学价值融入到一个完整的文学世界里。如果说整个文学世界是一座森林，那么路遥
就是其中一棵树。中国传统的纪传体历史是以人存史，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路遥纪事》是一本路
遥故乡延川县及陕北的的地方文学文化史，是一部陕西的文学史，也是一部从陕西的一个作家来看中
国的文学史。可以看出，也可想而知，作为一部特别的传记，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对材料的搜罗整
理，是下过一番功夫的。这些内容从多角度多侧面描写了路遥，那些细节具有鲜活的文学性，有时往
往只是当事人的一句话，却具有广泛的文学性空间和意义。因此也可以说，这本书是一个作家的鲜活
民间记忆史，一个作家的精神影响史。作家评论家公开见诸文字的对路遥的总体评价，见仁见智，繁
多得难以一一罗列，而作者则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对那些材料删繁就简，力求简明扼要具有代表性
。比如书中录有评论家李建军对路遥的高度评价，也录有评论家朱大可对路遥的批评。朱大可认为，
路遥作品的意义主要在于其“记录性”：“路遥是一个知青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的各
种优点和缺陷。新时期文学的早期形态，是文学解冻的产物，必然带有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浓烈色彩。我们一方面看到他触及底层现实的敏感与痛切，一方面也看到了其技巧的粗疏和语言的陈
旧。但无论如何，路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献型作家，他提供的文本尽管缺乏文学价值，却具有重要
的社会认识价值，为我们刻录了那个时代真切的乡村经验。”作为一家之言，朱大可这段话当然有其
可商榷处，其中不乏对路遥的苛评，比如“其技巧的粗疏和语言的陈旧”，从世俗眼光来看，这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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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负面批评”，但总体而言他对路遥的评价是中肯客观的。而作为一个后辈和同乡的作家王刚来说
，把这样尖锐的批评录入，是需要公正的文学眼光的。在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之前，不轻下断语，尊重
事实，保留更新认识不断学习的空间，这也是严谨认真的态度。可以说，正如路遥曾表达过对于他的
作品他喜欢“下一个”，他的文学价值，更多的在于他的文学理想，在于他的精神追求。“纪事”体
的精神实质是求真求实，是对真理的渴求。这本书具有不显露不张扬的文学内功，具有质朴严谨的学
术品格。它没有刻意去猎奇寻求所谓时尚卖点，也没有煽情地去夸大其词，而是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
本色路遥。在这个浮华的时代里，这种质朴严谨是很难得的。路遥不是一个传奇性作家，他身上也都
没有什么特别夺人眼球的因素，他有过一段初恋感情，有过一段为期不算长的婚姻，生有一个女儿。
路遥是文学圣徒、文学苦行僧，他放弃了太多的世俗享受，他的世俗生活是平凡而缺乏精彩的，这与
他的内心世界形成了强烈反差。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他首先不是靠文
学之外的因素来取得所谓的成功的，而是靠他的文学作品来确立其在文学世界里的地位的。对于一个
真正作家来说，只有真正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即文学世界，才能发现他的“精彩”。美景在险峰，而险
峰却人迹罕至。只有用文学世界的眼光来看，才能发现路遥的“精神世界”的精彩。身为晚辈和路遥
同乡的作家王刚，在编著这本书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但对他来说，更是一种幸运和
机遇：他得以在文字的蛛丝马迹中还原前辈作家曾经的精神苦旅，感受一个同乡作家留在这个世间的
巨大的精神能量。青年作家王刚用一本书年走近一个作家，用一本书感受一颗文学灵魂，与之交流文
学与生命体验。他借以写这位他的同乡前辈，也算回顾了一下故乡的往昔岁月，也算做了一次精神回
乡之旅。人一生能深刻地做一次精神回乡，这种机遇是不多的。可以说，真正的文学，是我们每一个
作家共同的故乡。把文学构筑成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每一个作家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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