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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边》

前言

　　《大江边》是一部媲美《白鹿原》的中国南方完整的村庄史。　　如果说，《白鹿原》是中国二
十世纪上半叶的乱世中西北部农民的传奇，那么《大江边》则是中国解放至今中国农民的生存、求索
、发展蜕变的史诗。　　这是一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农民的命运交响曲，讲述着长江岸边农民的
曲折的生存故事，娓娓道来，细致委婉，实乃一部优秀的讲述新中国农民的史诗性巨著。　　以上这
些都是朋友们的抬举之辞。我自己以为：　　悲作骚动　别离，这三个词涵盖了中国农民六十年的全
部生存境况。解放初期，人与自然的搏斗，人与命运的搏斗，人与自身的搏斗，演绎了一部生死悲歌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思想的觉醒，灵魂的复苏，情感的萌动，物质文明之下充满了喧哗与骚动，近
十多年，城市化进程造就的格局，导致一代又一代农民背井离乡，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漂泊之旅。这段
农民的历史正是中国大时代的缩影，在这本小说中，我从城市素材转而向少年记忆寻找写作的源泉，
甚至不惜公开使用自己家族的真实经历，糅合了纪实与虚构，倾注自己的全部激情，讲述六十年来中
国农民含着无边孤寂和无限辛酸滋味的生存故事。把中国农村六十年来农业生存的日渐式微的过程以
及城市化进程转变之间日益加剧的；中突演绎出来把生存，欲望，被孤独和迷惘等各种负面情绪所笼
罩的渐变过程表现出来。　　即使从一开始就承载了过于沉重的思想包袱，使我仍试图不写具有典范
意义上的抽象生活，而写个人的具体生活，写个人的奋斗和命运。我力求做到用细腻、充满悲剧性的
文笔描绘形形色色的小人物。　　我只是想做点七零后写作者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整个七零后写作群
，即使大红大紫，我以为都稍嫌单薄，我以为担当是写作者最不能丢弃的品质，做得聪明或笨拙一些
都是能够被原谅的。我想我属于比较笨拙的一个。我不能假装说我不感到寂寞，但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写什么，怎么写确实跟作家的视野休戚相关。我生在长江边上。这么多年来，关于长江流域文化几
乎无人猎涉，是过于艰难还是过于卑微？无论如何，这是不应该被忽略的群体。我力图添补以长江流
域文化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的空缺。我不想用什么“底层”来统称他们，不，他们不是底层，他们就是
生活本身。我但愿能做到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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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边》

内容概要

《大江边》内容简介：如果说，《白鹿原》是关中平原的雄奇史诗，那么《大江边》则是长江流域农
民的命运交响曲。它以浩浩荡荡的长江作为背景，为百姓立传。六十余年家仇国恨，犹如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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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边》

章节摘录

　　二儿子家宝死了九十天了。马氏马兰英的泪水淌了三个月，心肺肠绞了三个月。第九十一天，她
抬起歪歪倒倒的身子从床上爬起来：　　不中，我要去讨个说法。　　马兰英信菩萨，就是这几个月
的事。她晓得天上光掉冰雹不掉大饼，可她心里那个谜团越积越大，不搞明白她一口气堵在嗓子眼，
进不去出不来。　　这年头找个算命的不容易，左探右访，才打听到柳大和的老表会这个。好不容易
等到老表来太阳洲走亲戚。天黑透了，马兰英才悄悄领着哑巴小女儿家秀出了门。她头上包块黑围巾
，右手拄着根柳树棍子，胳膊肘里拎着一个围巾，围巾里包着四只鸡蛋，左手扶着小女儿家秀的手就
出了门。到处都黑，白天绿扎扎的树眼下是黑的。黑魑魑的是几棵树，像挤在一起打架的黑鬼。汀面
上也黑。秋水也厚重厚重的，老远望去，像一块铺开来晒的黑棉布，偶尔轻微地颤动一下，像一只大
黑鬼在翻身。马兰英抬头望望天，秋夜凉气稠密，那晚月亮没出来，感觉头上也顶着一条江；连邻居
家的伏在门口喘气的白狗眼下也是黑的。惟一打破这麻黑的就是她和女儿的碎步子声以及她俩的喘息
声。说起来也怪，人要做亏心事，耳朵就比往常尖。她听自己的脚步声就跟打鼓一样“咚咚”响。怕
是怕，为了儿女，为了这个家，马兰英吸几口气，稳住了。虽说柳家只有里把路，太阳洲又是生活了
几十年的熟门熟路，到底是小脚，又是这么黑灯瞎火，深一脚浅一脚地受了不少罪，一顿饭的工夫才
走到了柳大和家门口，还差点崴了脚。　　柳家堂屋里也是黑灯瞎火的。她先停下来看了看路两头，
又竖起耳朵听了听远处有没有狗叫，再望望屋里确实没有动静后才咳嗽了两声，歇了一会，又咳了两
声。门这才悄声开了。　　聋子果然眼尖。门一开家秀就一把捏住马兰英，差点把鸡蛋碰到门上。门
里比门外还黑，马兰英对着黑乎乎的空气悄声地说道：　　柳家婶子，我带家秀来串串门。马兰英一
出声，听的人就晓得她也怕，虽说女婿是干部。　　过了一会柳家婶子才客气地回了旬：进来坐，进
来坐!　　又过了一会儿，听听外头没旁的动静，屋里的油灯才点着。洋火一划，哗的一亮，马兰英果
然瞧见灯影里一位白生生的男人坐在堂屋东边的板凳上。歪着头、侧着耳朵，五十开外的年纪，肩膀
塌塌的，颈脖子细细的，一望就晓得不是见风见雨的庄稼人，眼睛呢，浆糊糊住似的。　　马兰英的
心定了定，杵着算命先生那白生生的脸单刀直入地说：大仙帮着算算?　　哪里哪里，柳家婶子赶紧摆
手，不搞迷信活动，老表是走亲戚的。　　马兰英胳膊一划：柳婶子不要见外，我既然来，就有诚心!
说完，她把怀里的鸡蛋掏出来，一只轻轻放到桌上，又掏出来一只往桌上递。柳婶子的眼睛望着马兰
英的手，看她又伸出去掏出来两回，她才笑着松了口：按理说⋯⋯　　马兰英的鸡蛋一拿出来，人就
显得硬气了，她手又一划，示意不要多讲。　　瞎子被领进灶间，马兰英也被扶到灶间，柳婶子和家
秀守在堂屋里望风。　　马兰英报了吴四章的生辰八字。瞎子手指头掰了半天：　　大姐，这人是你
什么人?　　仇人。马兰英有意把牙口咬住答。　　不是自家人?　　我巴不得他挨枪子，掉江里淹死
，给雷劈死!　　马兰英的声音急吼吼、脆亮亮的。瞎子放了心，他很有把握地说：大姐，这个八字太
硬，寿命不短，不过命中无子送终!　　马兰英喘气声撞墙似的突然中断了。过了半晌，瞎子等得心焦
，咳嗽了两声，他才听到刚才还牙伶齿俐的马兰英像是挑了一担水在肩上，她呼呼地边吸气边问：　
　搞错了吧?　　算命先生被这声音吓了一跳，他晓得自己闯祸了，赶紧站起身来，急慌慌地扶着墙往
堂屋摸。　　从柳家门口出来，柳婶子把四只鸡蛋又塞回家秀手上：吴婶子，我老表真是走亲戚的，
他什么也不懂，真是瞎子说瞎话，你不能当真，不能当真!　　放心吧，马兰英的脚找不着地了，她糊
里糊涂地回话：　　不当真，不当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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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边》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部面向大地的书，丰满、厚重而大气，足可让很多名家羞愧。如果没有巨大的悲悯之心，
决计写不出这样的文字。作者以生命的尊严、厚度和真诚仰望人间，作品就成了苍生之史诗。　　—
—赵本夫　　小说呈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家族三代人在与大江、土地、饥饿、财富、远方的纠结中的生
老病死。然惟如此，历史，作为活生生的生命所经验过的诸多琐细事实的总和的真相，反而更加昭然
若揭。作者江水般自然流动的细节链自在而紧密，充满了内在的诡谲，其人物鲜舌，语言则锋利、幽
默、激情交融一一那语言的深处，显然活跃着早年作为农民工离乡进成的作者那种长江女儿的刚性的
想象力。　　——韩旭　　《大江边》是一部厚重的故乡之书，对现实生存难题的探究连带着对跨越
几十年历史的复杂追索，情境真切、故事鲜活、人物鲜明、语言清新、才情充沛。挚爱与体贴的叙事
让生死茫茫的世间有所依有所望。在对变革时代平民生活的文学探照层面，它对中国乡村小说的刷新
意义应该得到足够的评析。　　——施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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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边》

精彩短评

1、皖江流域文化
2、我是大江边长大的人，所以这本小说比起白鹿原给我的震撼更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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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边》

精彩书评

1、看到书名，我想到了另一本书——《水浒传》。全书三卷。第一卷是源头。树有根，水有源。任
你宛转千回、滔滔不绝，总有一个发端，哪怕是涓涓细流。描述吴家第一代在土地上的拼搏和对命运
的反抗。第二卷是无可挽回的流逝，像离开源头的浊流义无反顾地奔涌向前。时代的变迁开始不可避
免地冲击江洲，带来人心的变化。第三卷一开始就加入了回忆，还有不少倒叙的写法，像入海口的激
流频频回顾，依然回天无力，裹挟入海。就像无论革美如何惋惜，也阻挡不了时代大潮对故乡的侵入
和改变。我印象中南方作家很少有宏大的史诗叙事的作品。江南一地更是如此，像历来在此偏安的王
朝，没有野心，自给自足；也像这里的气候环境，耽于幻想，天马行空。一个女性作家用这样一部宏
大叙事的作品记录家乡，很了不起。吴家富印象深刻的有两个地方：他贩木回来，得知女儿受凌辱；
年老以后陪姐姐聊天。这两处加入了很多他的反思，对父母、家庭、现实、命运的和解。所以他是吴
家最坚韧的。结尾那场盛大的葬礼必须由他来主持。他见证了吴家四代人的成长与变迁。革美继承了
父亲这个特点，她是天生的哲学家，凭直觉就参悟了悲喜互生、祸福相依。她也是离乡的人中最不迷
茫的。我一度怀疑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还有一个很喜欢的人物是方达林。无论外部环境怎
样改变，他依然有他内心的法则。他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坚持。很有趣。结尾那场葬礼，展示了生生
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也好，以死亡开篇，以死亡结束。很多写农民的小说都包含这些主题：辛劳的耕
作往往伴随着与自然命运的抗争及抗争失败导致的周而复始的贫穷；时代变迁带来的城乡差异及逃离
故土后的身份迷失。作家们都敏锐地发现了这些问题，也用各自的文字展示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矛盾
。那么可不可以再深入一点，去挖掘背后的成因呢。特别是以上的第二点。我不知道在如今的文化氛
围和政治环境下，作家探索的空间有多大。亦或这个问题应该交给社会科学家研究？拜托李凤群，少
用几句“秃子头上的虱子”。不然你的词语匮乏就真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了。我父亲常常把新鲜的
食物买回来，放置到快要霉烂了才开始食用。我父母对后辈会遭受莫名死亡的恐惧、对新生事物的排
斥怀疑，很像书中的吴四章和马兰英。我是不理解甚至是鄙夷的。第二卷中写到小痞子上岛抢掠。这
个情节不太明白其背景。    我手边有一本《遗失在光阴之外》，作者也叫黄孝阳，不知与本书责编是
否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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