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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流年》

内容概要

用三年时间写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对我实在是一种考验。我原不是那种要十年磨一剑的人，
几天、几十天做不完一件事情，焦躁与不安就会涌动上来，人变得浮躁不堪，仿佛头被人摁进了水里
，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写小说委实说不是一件上好的事情，下一人生如可选择，我怕不会再去选择这
种职业。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方才明白，职业对生命而言，是真的没有什么高下。人不过是生命的一
段延续过程，尊贵卑贱，在生命面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皇帝与乞儿、权贵与百姓、将军与士兵，
事实上同来之一方，同去之一方，无非是在来去之间的行程与行向上不同罢了。就在这不同行向的行
程中，我渐次地也才多少明白，所谓的人生在世，草木一生，那话是何样的率真，何样的深朴，何样
的晓白而又秘奥。其实，我们总是在秘奥面前不屑一顾，又在晓白面前似懂非懂。草木一生是什么?谁
都知道那是一次枯荣。是荣枯的一个轮回。可荣枯落到了我们头上，我们就把这轮回的过程，弄得非
常复杂、烦琐、意义无穷。就像我们写小说的人，总不肯在艺术面前简单下跪，而要在艺术面前复杂
地设法闪光，仿佛我们的人生果真也是艺术之一种；仿佛在生命面前，我们的职业与人不同，躯体也
与众不同了似的。我想，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至少在生命面前，不该是这个样子。倘若任何结果都
等于零的话，那么等号前的过程，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应该说都是那么一回事儿，不能不去在意，也
不可太过在意。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说我下一人生，不愿再选择写小说这种职业。我想到了土地
的耕作，因为耕作接近于我的某一种寻找。我是在将近四十岁时，在脱离开土地以后，在都市有了家
小以后，在身体不能种地以后，想起来这种我的父辈、祖先及今日血缘上的兄弟姐妹都仍在从事的这
种职业，其实对今天的我，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不是要学习陶渊明，我活到五百岁，读到五百岁，也
没有陶渊明那样的学识，最重要的，是没有陶渊明那样内心深处清荚博大的诗境。我想实在一点，具
体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生命的过程就这么实在、具体，活着就是活着，死亡就是消失。我们来到人世
匆忙一程，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尔虞，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甚至，也不是为了爱情
。真、善、荚与假、恶、丑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走来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我们不能不走来，我们
走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不走去。而这来去之·间的人事物景，无论多么美好，其实也不是
我们模糊的人生目的。我不是要说终极的什么话儿，而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一座房子住得太久
了，会忘了它的根基到底埋有多深，埋在哪儿。现代都市的生活，房主甚至连房子的根基是什么样儿
都不用关心。还有一个人的行程，你总是在路上走啊走的，行程远了，连最初的起点是在哪一山水之
间都已忘了，连走啊走的目的都给忘了。而这些，原本是应该知道的，应该记住的。我写《日光流年
》，不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些，而是为了帮助我自己寻找这些。在人世之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
太远，离土地太远。我们已经出行了这么多年，把不该忘的都给忘了；或者说，我自己一来到这个世
上，从未来得及用心去思考这些，就已被匆匆地裹进了熙攘的人流，慌慌张张地上路走了。既然不知
道原初人生的目的，也就无所谓人生终极要达到什么目的，浑浑噩噩，贪婪无比，到了想到这些的时
候，已经是三十大几，已经直奔了四十岁的门槛。我想，我必须写这么一本书，必须帮助我自己找到
一些人初的原生意义，只有这样，我才能平心静气地活在这个人世、社会和土地之间，才能心平气和
地面对生命，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而不太过迷失。至于用三年时间写作，半年时间修改，这除了我的
身体状况大不如往年，再也不能对一部作品一气呵成的原因之外，是我发现了一个人对原初寻找的凄
楚的愉快，我害怕这种凄凉的快感会很快从我身边走失，而使写作给我带来的安慰转眼间烟消云散。
我不渴望写作，可我渴望我无力摆脱人世的缠绕和困惑时，写作给我带来的安慰。我有一种不祥的预
兆《日光流年》不一定就是好作品，可我写完它之后，我将面对写作目瞪口呆而不知所措。这不是对
写作的江郎才尽，不是对艺术的一种困惑，而是对生命原初寻找后的清晰的茫然和茫然的清晰。也正
是因为这样，我把本可以快一些的写作速度放慢了下来，把先前一般不改稿子的习惯改了过来，把原
来四十六万字的作品，一气压、删掉了近十万字。这不仅是说我想让《日光流年》更趋完美，我知道
《日光流年》中的遗憾也许尽其我毕生精力都无法弥补，我这样修改了一遍，又修改了一遍，三易其
稿，还是为了延续写作中那种寻找对心灵的安抚，对迷失的校正。
把《日光流年》交出手时，无人可以体会我那种完全被掏空了的感觉，那种心灵被悬浮的感觉，如果
不认为是一种矫情，那时候能回到山脉的土地上去种种地，和我少年、青年时期一样的劳作一些日子
，真的比读书会更觉充实一些。无论如何，《日光流年》的成败都已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我在四十岁
前写了《日光流年》，我在《日光流年》中开始了我许多寻找的跋涉，又一次得到了类似土地给农民
带来的那种写作对心灵的安抚。还有，就是悬浮的心已经开始慢慢下沉，我又可以继续写我别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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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开始又一次和种地一样劳作了。

Page 3



《日光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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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流年》

章节摘录

　　第一卷 注释天意　　第一章　　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　　司马蓝是村长，高寿到三十九岁
，死亡哐当一下像瓦片样落到他头上，他就知道死是如期而至了。他将离开这鲜活生动的人世了。在
耙耧山脉的深皱里，死亡自古至今偏爱着三姓村，有人出门三日，回来可能就发现另一个人悄无声息
地谢世了。出门半月或者一个月，倘若偶然一次没人死去，便会惊痴半晌，抬头望望西天，看日头是
否从那儿出来了，是否成了蓝色或者绛紫色。死就像雨淋样终年朝三姓村哗哗啦啦下，坟墓如雨后的
蘑菇蓬蓬勃勃生。坟地里新土的气息，深红艳艳，从春到夏，又自秋至冬，一年四季在山梁上叮咚流
淌。这是冬末初春，沟底的靠水柳已经有一滴滴绿气缀在枝头上，村里的杨树、槐树、榆树等，去年
的新枝，今年也都绿粉淡淡了。村里有了潮润的暖气。山梁上的日色如薄金样浅下一层。醒冬的小麦
，一片片挂在山坡上，仿佛落地的绿云样在风中飘悠摆动。芽发苗绿时候，正值死亡旺季，每年的这
个月日，村里的蓝姓、杜姓或者司马姓，会如牲口般喉咙一疼就死了。死了就埋了。埋了就压根从人
世消失了。村里除了几十年前的村长杜拐子，一向没人能活过四十岁。司马蓝三十九岁了，说到天东
地西，也该轮着他死了。眼下，他正同他的五弟司马鹿，六弟司马虎，用绳子在司马家坟地丈量着，
左拉右排，在地上用木棍计算，拿白石灰在地里划了几条白线，硬生生地挤不出他们弟兄三个的三房
墓室来。　　这是一面阳坡。坟墓从坡顶鹅卵石样朝着坡尾漫流，一浪一浪，依着辈份的秩序错落开
来，最上的孤稀，是司马姓无可考的先祖，依次下来，坟墓成倍的增长，分别是他们从未谋面的曾祖
爷、祖爷、爷爷和把他们养到少年的门里门外，便辉煌死去的父亲司马笑笑了。在父亲的左下，是他
们活到十四、十三和十二岁同一天死去的大哥司马森、二哥司马林、三哥司马木。三位哥哥没有一个
将个头长到三尺八寸高，可他们的坟地每一个都如成人一样占了半间房的地。现在轮到他们的弟弟来
规划自己的墓室了，才叮当一下，猛地发现，这上宽下窄的坟地，无论如何难以容纳他们三个入土为
安了。都怔怔地立在森、林、木的坟墓边，天长地久地默着不语，盯着脚下埋不了他们的墓地，如盯
着忽然破土动工才发现盖不了房屋的狭小宅院，彼此望了一眼，叹下一口长气，六弟司马虎便由西向
东，依次向森、林、木的三个墓地咬牙踢了三脚，对四哥司马蓝说，他娘的，大哥二哥三哥占大便宜
了，儒瓜？比我们的墓地还大。　　司马蓝不说话，和五弟司马鹿又拿起绳子在空地上拉排几遍，掐
指算算，人死必有的七尺墓穴，森、林、木却占去了二丈五尺的宽敞，余下一丈八尺七寸，加上坟与
坟间必有的尺五隔墙，还缺六尺地皮。再往前去，已是杜姓的坟地，下面是立陡的崖沟，不消说他们
的三个墓穴是被逼得不够了。只好在这丈八的地上凑合出了三个白灰坟框。司马蓝站在靠西的一个坟
框里，说这是我的去处。指着中间一个，说老五，这是你的家，又指着靠东和杜家坟地相邻的一个，
说，老六，那是你的家了。司马蓝这么指说分划着坟地，像给村人指划分说几堆不值钱的豆杆、柴草
或者红薯秧子。坟框在近午的日色里，闪着打眼的白光。弟兄三人立在各自狭小的坟框中，如同挤在
相邻一排狭小的房里，惆怅着各自死后坟墓的狭隘，感到了坟框的白线如勒在脖子的绳索一样。这时
候阳光爽朗厚实，在坟地无垠的寂静里，有如碎银落地的声响。对面的梁地上，小麦苗泛着青紫的亮
泽，日光在硬了腰脖的麦叶上跳动不止。司马蓝的妻哥杜柏正悬在那边坡地放羊，蓝汪汪的羊叫声，
连天扯地弥漫了整个山脉。杜柏在那蓝汪汪中享受着日光，仰躺下来，看着一本药书。一本《黄帝内
经》。后来他就坐了起来，无休无止地看着这边争划坟地的司马弟兄。　　杜柏小幼时跟着父亲杜岩
读过《百家姓》，又读了《黄帝内经》，杜岩跟随着父亲杜拐子读过《三字经》，又读过《黄帝内经
》。杜家无论如何也是村里的一房书香人家，医道门户。杜柏自力时就在镇政府当过通讯员，后来升
为政府的办事员。因为三姓村是耙耧山脉最深处的一个自然小村，因为三姓村的人，在近百年来，渐
次地人均年龄都不到四十岁，死就像日出日落，刮风下雨一样寻常而又普遍，所以三姓村就像疫区一
样和人世隔绝着。杜柏是三姓村人，杜柏就从人世的乡里被派回来成了政府和三姓村的联系。村里人
有时叫他杜联系。杜柏回到村里，一是放羊生财，二是煎熬益寿汤。杜柏的益寿药汤主要是枸杞子、
鲜红熟桑椹、天门冬、枣泥、核桃仁和菊花，有的时候还加上一点淮山药和黑芝麻。这药方是杜柏从
《黄帝内经》上自己配搭的。杜柏每天都熬一锅红药汤，自己喝，也让妻儿喝。药苦。苦过了三姓村
的人生，他媳妇便先自不再喝了。“就是明儿天喉堵症死了我也不喝啦。”他媳妇是蓝百岁的七闺女
，蓝四十下面最小的妹妹蓝三九，她不喝了，孩娃杜流便跟着不喝了。杜柏喝。杜柏自这药方搭配之
初，至今已喝了十五年，早晚一剂，一剂两熬，坚持不懈，就像坚持着每天都去放羊一样。杜柏去放
羊不是为了放羊，是为了到山上寻找在耙耧山脉本不生长的天门冬和黑野菊。是为了到山上冬天躺在
阳光下反复地读《黄帝内经》，夏天躺在风口处想《黄帝内经》中的药方子。杜柏已经差不多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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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背下了，然杜柏仍然百读不厌。杜柏百读不厌对那喝了十五年的益寿汤却喝得不再经常
了，因为按他的处方和他一样喝了十余年益寿汤的两个叔伯哥哥，分别在今年初的三月四月死掉了，
一个活了３８岁，一个３７岁半。不消说都是死于喉塞。两个叔伯哥哥的死去，是杜伯开始对《黄帝
内经》产生阴云密布的怀疑。因为怀疑，杜柏就更为关注着村人如秋来叶落一样的死去和《黄帝内经
》上各类延年益寿的药方子。开始相信村长司马蓝十八年前领着村人到八十里外的县城以南始修那条
全长６０里的灵隐渠，如果几年前不突然停下工来，如今水渠已经通水五年有余，村人和叔伯哥哥们
，饮用灵隐水，灌用灵隐水，也许他们不会哭着唤着问他：“能让我再活几天吗？”然后话音落地，
人就凄然而去。也许灵隐水果然能让村人长寿到五十、六十、七老八十岁哩，谁知道呢。　　杜柏把
《黄帝内经》用布包着，赶着羊群，开始往司马家坟地走过来。　　司马弟兄依然地愁肠百结，他们
仍分站在自己的墓框里，看着阔大到一面山坡都是墓堆的司马姓的祖坟，看每一层坟墓都是疏疏朗朗
，轮到了他们，坟墓却挤得人肩疼喉紧。司马虎用手量了自己的墓宽，又了量了五哥司马鹿的墓宽。
他发现五哥的墓地比他宽出了三寸。他说五哥，你家占了我半尺地皮。　　司马鹿说：“那是我和你
嫂子两个人的呀。”　　司马虎一瞪眼：“三朝两日我媳妇死了，就不和我埋到一块啦？”　　司马
鹿说：“六弟，你和你媳妇都是小个儿，我和你嫂都比你们个儿高。”　　司马虎猛然火了，踢起一
把黄土落到五哥身上，说小个儿咋了？不是人了？　　大哥二哥三哥三个人加到一块不到八尺高，三
个人没一个正经娶媳妇，不都是宽宽敞敞嘛，为啥不把他们扒出来埋到一个坑里，把我们的坟墓放宽
敞？司马虎怒怒喝喝，边说边走，满地血气的声音打着日光落在地上。从森、林、木的三个坟前过去
时，他又在三个坟上连踢了三脚，仿佛他的墓地不够尺寸，都是因了他们的墓地尺寸太过，回到四哥
司马蓝面前时，还唾星四溅地说，四哥你发话吧，你点一下头我就把大哥 、二哥、三哥的骨头挖出来
埋到一个坑里去。　　司马蓝默着不语。　　司马虎扭过头来：“五哥，你同意吗？”　　不等司马
鹿张口回话，冷丁间司马蓝手起手落，一个银白的耳光掴在了司马虎的脸上，噼啪一下，坟地的空旷
里，裂开了一条响亮的缝隙。司马鹿顿时呆若木鸡了。司马虎手捂着脸，目光又僵又直，如枯干的木
头。他的唇上挂着哆嗦，怨气在嘴角青枝绿叶，像被人摘挂上去的一串葡萄，眼里的泪汪蒙蒙得仿佛
要决塘的池水。从那池水里望过去，能看见他的两眼仇怨，被他青石板样的眼膜压下了。坟地里奇静
无比，脚下萌动了的坟草，钻出地面和去年的枯草碰碰撞撞。远处晃动的村人，脚步声孤寂地响过来
，又孤寂地响去。司马虎说，四哥，你快死的人了，我不和你争吵。你是老四，其实也是老大，还是
三姓村的村长，我像驴一样听你一辈子吆喝，你死前我还听你的。你说吧，这坟地不够咋办？不能活
着短命，死了还没有半间房墓。　　司马蓝说：“这丈八墓地你们挖两个墓吧，我司马蓝不要墓了。
”　　说完这话，他便转身走了。到森、林、木三个哥的坟前淡下脚步，站了片刻，便从坟群的缝里
穿过去，像从森林里的小路走去一样，那高大的身躯，忽然间就缩短了一截，门板样的肩膀，也软微
微地弓了起来。日光在他的肩上，如不断流着的水，脚下踢起的黄土、枯草，在半空里划出浊色的声
音，又落在他的脚下。　　司马鹿和司马虎不知如何是好了。他们看着司马蓝走到坟地中央时，一起
叫了两声四哥，说人死了咋能没有坟地呢，咱们活着的弟兄仨，你先死坟地尺寸由你定不就行了吗。
可司马蓝听了这话，既没应声，也没回头，自管自地径直着向前。于是，鹿和虎从身后跟来了，嘴里
不停地重复着说过的话，到穿过坟地追上四哥时，看见杜柏赶着羊群立在梁路上，就都站下来，让几
十只羊围着他们转悠着。　　杜柏说：“看坟地了？”　　司马蓝说：“轮着我了。”　　杜柏夹着
他的药书把目光落花流水到后面鹿和虎身上，打量着他们，像望着两个问路的陌人，暗火似的目光从
他们的黑袄上溜过去，有噼剥的声音留在他们的袄上和脸上。我早知道你们的坟地不够用，杜柏说，
你们弟兄俩和村长争坟地，你们还算村长的弟弟吗？杜柏又把目光向上移，搁到他们的脸上去，说你
们要还是村长的兄弟了，就到城里割卖一次皮，让他到医院做手术，不定能让他多活一年半载哩，能
让他活着把灵隐水？引到村里了却他一桩心病哩。当然啦，杜柏说话又说回来，你们要不是他兄弟，
就眼看着他哗啦一下死了去。　　杜柏已经高龄到三十七岁半。杜柏懂中医。杜柏还是乡里往返村里
的常年办事员。杜柏虽不像司马蓝那样事无巨细地主持村里的事务，可杜柏是三姓村文化和政策的像
征，且谁家有病都得去找他，谁家的过年门联都要找他写。那一年杜柏去了一趟乡里，回来说乡里让
田地责任到户了，土地就一夜之间分到各家各户了。一次杜柏说，农闲可以做些生意呀，就有许多家
把核桃、红枣往镇上运着去卖了。在村里，司马蓝倘若是皇上，杜柏就是宰相了。司马蓝倘若是大将
，杜柏就是大将帐下的军师了。他们默契共事，天衣无缝，加之司马蓝娶了杜柏的妹妹杜竹翠，许多
时候，村人都看出来杜柏一张嘴，说的是司马蓝肚中的话。眼下，杜柏望着鹿、虎说话时，他的声音
渐渐地软柔着，就像和他们商量样，又像替他们的哥哥司马蓝来求他们样。司马鹿和司马虎听着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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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移到了司马蓝的脸上去。他们看见哥哥司马蓝也一样地在看他们。在坟地时司马蓝那红喝怒斥的
目光没有了，眼下他满脸都是和坟地一样的灰凄色，目光枯枯萎萎，如同冬日里渴求日光和雨水的衰
枝败草。有个米粒黑点在他露出棉花的袄领上爬动着，也许是虱子，也许是日暖出窝的小飞虫，它的
脚步声如飞起的麦壳影儿在地上缓缓慢慢移。司马鹿盯着那爬动的小黑点，叫了一声哥，说哥你真的
不想死？说你要不愿死了我就到城里去卖一次腿皮送你住院去，可我就怕钱花了，人反而死得快捷了
，说这几年村里不是有几个卖房卖地去做了手术吗，做了手术反倒不出仨月就人财两空了，到时候人
财两空你更后悔哩。司马蓝不言不语，脸上的灰凄依然又沉又厚。杜柏把目光从那脸上溜过去，说虎
，亲哥弟兄一场，来人世走马观花一场，死马也该当活马医，何况人家说县医院有了新机器，虽然贵
一些，可却是专门为做咱这号手术备的哩。于是，司马鹿长默不语了。司马虎看了一眼羊群，又看了
杜柏，噼啦一下把目光尺子样打在司马蓝脸上去，盯着那张脸就像看着他一字不识的一页书，待杜柏
的话飘落在地，他就硬硬梆梆含怨啧怒道，说四哥你要不想死你就早说呀，何苦领着我们来坟地划半
天。不就是到教火院？割一块腿皮卖掉嘛，我左腿上没好皮右腿上还有手巾大的一块呢，司马虎说着
拍了一下右大腿，说四哥你说一声就是了，犯不上为坟地打我一巴掌，犯不上好像是我和五哥让你得
了喉病，是我们逼你去死样，不就是在右腿上割一块皮子卖掉嘛。　　司马虎说：“我们明儿就去卖
皮行不行？”　　司马蓝久久远远地沉默着，他在灰黑厚重的沉默中转过身，跟着白色的羊群朝村里
走去了。村里已经有午时的炊烟舒缓袅袅地升上来，人间的气息馨香烈烈地扑进他的鼻子里。就是这
一刻，那个惊天动地的念头又一次轰轰隆隆地在脑里城墙倒塌一样响起来，人世悲剧的血色大幕云开
日出地拉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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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生无非两件大事：忙着活，或忙着死。有时候，挣扎地活着比决绝地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气。
一本教会我们好好活着的书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的巅峰杰作。　　司马蓝是村长，高寿到三十九岁
，死亡哐当一下像瓦片样落到他头上，他就知道死是如期而至了。他将离开这鲜活生动的人世了。在
耙耧山脉的深皱里，死亡自古至今偏爱着三姓村，有人出门三日，回来可能就发现另一个人悄无声息
地谢世了。出门半月或者一个月，倘若偶然一次没人死去，便会惊痴半晌，抬头望望西天，看日头是
否从那儿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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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把生死写的那么刻骨，文字的画面感强烈有力
2、只能说阎连科调遣文字的能力已经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3、一部用完全倒叙手法来描述的文学作品，从村长司马蓝死亡写到青年期、少年期、童年期和刚出
生的一刹那，描述了一个村庄和死亡的故事。大学时期看的时候，只是把关注点集聚在司马蓝和竹翠
、蓝四十这三个主要人物的爱恨情节上；现在重看，眼中看到了更多人，一任一任村长的逃避死亡的
挣扎，带领短寿的全村人做出不同的努力，却全部化成泡影。初衷都只是为了活着，却全是把生命谱
成最悲壮最沉痛的歌。
4、大三上
5、特别想问 一本广受好评的书 可是真的看不下去 我需要反省自己 然后强迫自己看下去吗 
6、因为后半部我没有把这书卖了。
7、笔力浑厚。
8、前边写的很抓人 但是越往后看 越无力 此外本书的结构真的很牛
9、大概是看了四分之一的《日光流年》，我不忍再看下去了，在人世间无法挣脱的生死魔咒面前，
我看到了人们想存活下去欲望，三姓村的人们通过卖肉卖皮卖力来换取多在这世上存活的日光，你就
恰恰照应了题目，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文墨去描写人物的心理，不过仅局限在三姓村又略显得范围过于
狭窄。。。。。
10、连读了三本阎连科的作品：《丁庄梦》，《受活》和《日光流年》。最震撼的是《受活》，非常
大胆的一部小说。看完《丁庄梦》也感触颇深，讲述的是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生与死，爱与欲和生而
为人无尽的孤独。唯独这本《日光流年》让我费解。故事情节安排很有特点，从主角司马蓝的死倒叙
写到他的出生。也许是想表达一种人生的无奈感，如同在“再版后记”中作者写道：“明透，终会是
生命的一种伤悲。”一生下来就看到四十年后必死的结局，然而一代代地人仍然不断地抗争。这大概
就是人生的意义吧。
11、日光流年
12、最想读他的那本为人民服务。。。。其实看完这长篇大论，司马杜家蓝家一村三家四世同堂一生
都在为治喉病活过40岁挖渠奋斗
13、完全倒叙的长篇小说啊 像是一个人在回望自己的一生一样 人皮生意人肉生意都刺激得人惊心动魄
14、对苦难真实又深刻的描写让人不忍卒读，但同一模式反复利用让人有些不胜其烦，还有乱七八糟
的通感修辞，扣一分。
15、总共5卷⋯看了第一卷⋯实在不忍心看了⋯
16、有一层寓言式的外皮，但内里的填充物还是一样。中国当代以乡土文学冠绝世界，但发展至今似
乎已演变成一场比惨大会，仿佛只有惨才能体现深刻，才能体现严肃一样。揭开伤疤给人看，真是一
种令人羞耻的恶癖，况且还有人引以为豪。
17、我的心中唤着那声，司马蓝哥。
18、这本书是数年前跨了两年的时间看完的，看看停停，停下来的时候是绝望的不想再往下翻了。整
本书从来没给过一丁点生存延续的希望，正是因为书中人物对绝望的不屈不挠，或许他们从不觉得是
绝望吧，让人敬畏他们对生命对生存对活着的执着。
19、关于「撑死人」与「饿死人」的第一印象，都来自这本书。
20、只好差评
21、看完第一部分，被污染的村庄，生命的长度定格在40岁，为了爱情卖淫的女人，不断死去的生命
，愚昧和希望交织在一起。会联想到电影《最爱》和小说《活着》之类，然后禁不住反思这类题材的
作品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呢？
22、故事很厚重，可惜太多的词藻堆砌使得原本那种乡土气息的味道被越冲越淡。在生死面前，惧怕
还是坦然，就算再多怨天尤人，结局都是殊途同归。
23、魔幻主义伟大的作品
24、阎连科的东西只读过这一本，中国的很多作家都喜欢写这种乡土文化，我虽然谈不上特别喜欢，
但感慨于中国农民们曾经对于“活着”这件事如此努力。日光流年讲述的是一个村庄的悲剧，故事的
倒叙手法很有特点，阎连科在整个故事中给我们留下的思考，也十分有价值，总之，这是一部越看越

Page 10



《日光流年》

有意思的书。
25、读的我心里疼 骨头疼 心里堵的慌

26、套两个故事就够了，后面已经没激情
27、这本小说绝望的，我初中读的这本小说，花一样的年龄一去不复返，时隔多年再写书评依然有点
喘不上气来，可想而知我那时的震撼。
现实的可怕，男人，女人，农民，愚昧，力气。。。组合在一起真的让人恶心。
28、作者在后记中有这么一句话---其实我们活着的至高境界，不是争斗、不是享乐、不是钱财和爱情
，也不是我们挂在嘴上的事业与和平。而是，如何理解我们的呼吸，明洞呼吸的意趣和呼吸本源的实
在。
29、死亡开始，出生结束，活着便是宿命。
30、借用后记里的一段话：生命中最宝贵的是对生命的不明，最可悲的，是对生命的明透。因为明透
，终会是一种生命的伤悲。
31、这本书几年前挂了30多买的，因为当初书是塑封的，看不到内容，于是上网查，网上评价不错。
但是实际看起来，无限后悔买这本书。
32、得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才能读完这本书得多大承受能力才能写出这部书，得多么顽强的生命力才
能这样得生存繁衍。司马蓝从生下来就与村长联系起来，就与喉病做斗争就与四十和竹翠无何止地瓜
葛。不外嫁的探亲通婚是不是才是四十这道槛的科学原图？人怎么能这样生存呢！？司马蓝后代还是
会这样一代代下去吧
33、读出一丝乡土科幻的感觉，因为小说的实验性，我想它是非常容易被国外读者理解的，当然在隐
喻里也有很深的东西可以挖掘（红宝书、粮食关、九都）。不知道为什么，阅读过程中感觉非常饥饿
，老想吃东西，像是恐惧。如果把三姓村放大到整个民族，似乎可以看见我们这片土地几千年来的治
乱循环。
34、前面大段描写让人觉得好温柔，后面却好残忍～读着才发现是倒叙，看到最后好像一部老电影，
好在结束了，开始即结束～
35、这个故事也可以写啊：在城里有一个朋克村，村里所有人都不想活过三十岁。然后以作者写蓝四
十卖身的那种笔触精细描写大家如何作死，结果全村人没有一个死在三十岁前，最后全部都灰头土脸
，意兴阑珊，还要继续装模作样，假模假式。
36、衝擊很大，有加繆鼠疫的感覺，稍顯累贅
37、     终于看完了，的确是一部检验读者生命韧性与厚度的小说，很显然，我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
灰色的意象与死亡的影子每日都游移在我的梦里。我很难过。
38、如此悲伤的故事只能读一次
39、震撼
40、当我试图写点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很傻比
41、倒叙的手法别具一格，可也仅仅是聊胜于无。
故事还是猎奇，讨论还是肤浅。
42、读完心里如梗了根刺，觉得好讽刺，一代代的愚昧根生地固的扎根在三姓村里，固守自封的悲哀
与人性贪婪懦弱的挣扎。
43、生命中最可贵的是对生命的不明，最可悲的，是对生命的明透。因为明透，终会是一种生命的伤
悲。
44、一切，不过都是为了生，为了活；
45、惨不忍睹的故事，却无法丢下不去读。
46、压抑、无止境的压抑，断断续续读这本书，总是会让人觉得原来生与死是这么无望的东西。但也
许作者的本意是想让人更敬畏生命，虽然也能切身体会到几代村长为了打破三姓村人的宿命而背负起
的担子。当他们成为村长时，他们的命运已经和三姓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总是会想，就是因为生命不易，才正应该过好当下不是么。即使想改变宿命也可以通过更科学
的方法。
最喜欢文里的蓝四十，坚韧、大气、隐忍。
其实说实话，还是不太喜欢作者略有些华丽的文笔描写方式......

Page 11



《日光流年》

47、一群人对生的渴求，小心翼翼的经营着生命，看完会疼到骨子里。
48、17年第三十本书。文笔是真不错，朴实又很显文采的描摹是一大亮点。人物表现的方法类似于素
描而非中国画。各人认为最好的是奶与蜜和注释天意了。强烈推荐大家看这本小说啊
49、害怕死亡，却对死亡有些朴素无知的豁达⋯他们想尽办法的长寿，并非处于对生命厚度的探寻而
且对生命长度的不满，说白了是出于本能的活着 / 从第一部分就喜欢蓝四十，看到最后更爱她了 / 最
喜欢最后那一节，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世界已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走了太远
50、权利，村长，生死，生孩子，吃菜油，翻土地，修水渠。这是另外一个桃花源，司马蓝之后谁来
当村长，还有谁在乎生不过四十。生死，生不过四。
51、背负沉痛的命运，一代代的拼死斗争，到头来一切都是无用的。这种绝望的人生，大概只有死亡
是最好的解脱吧。但是真切的生命，却嘶哑地宣泄着活下去的愿望。大爱无解，大悲无言。
52、愿你有面对生命与死亡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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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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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光流年》的笔记-第200页

        很喜欢阎连科

2、《日光流年》的笔记-第1页

        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方才明白，职业对生命而言，是真的没有什么高下。人不过是生命的一段延
续过程，尊卑贵贱，在生命面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

我们总是在奥秘面前不屑一顾，又在晓白面前似懂非懂。草木一生是什么？谁都知道那是一次枯荣。
是枯荣的一个轮回。可枯荣落到了我们头上，我们就把这轮回的过程，弄得非常复杂、繁琐、意义无
穷。就像我们写小说的人，总不肯在艺术面前简单下跪，而要在艺术面前复杂地设法闪光，仿佛我们
的人生果真也是艺术之一种；仿佛在生命面前，我们的职业与人不同，躯体也与众不同了似的。

3、《日光流年》的笔记-第6页

        不等司马鹿张口回话，冷丁间司马蓝手起手落，一个银白的耳光掴在了司马虎的脸上，噼啪一下
，坟地的空旷里，裂开了一条响亮的缝隙。司马鹿顿时呆若木鸡了。司马虎手捂着脸，目光又僵又直
，如枯干的木头。他的唇上挂着哆嗦，怨气在嘴角青枝绿叶，像被人摘挂上去的一串葡萄，眼里的泪
汪蒙蒙得仿佛要决塘的池水。从那池水里望过去，能看见他的两眼仇怨，被他青石板样的眼膜压下了
。坟地里奇静无比，脚下萌动了的坟草，钻出地面和去年的枯草碰碰撞撞。远处晃动的村人，脚步声
孤寂地响过来，又孤寂地响去。

杜柏夹着他的药书把目光落花流水到后面鹿和虎身上，打量着他们，像望着两个问路的陌人，暗火似
的目光从他们的黑袄上溜过去，有噼剥的声音留在他们的袄上和脸上。

4、《日光流年》的笔记-第1页

        真正意义上的活着
——读阎连科《日光流年》
方东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日光流年》腰封上写着：一个本教会我们好好活着的书；与茅盾文学奖
擦肩而过的巅峰杰作。前一句说得很在理，后一句则应该反过来说才对，亦即茅盾文学奖与其擦肩而
过的巅峰杰作。别说这书可以获得茅盾文学奖，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当之无愧，我就觉得，它比
莫言诺奖作品《生死疲劳》更为厚重更接地气更深沉更具匠心更能触及到人性最本真的地方。
闲话少说，重点谈谈本书，和《生死疲劳》对比阅读和分析恕我放在下一篇书评当中。
本书采用逆向推进的手法写成，但恕我采用顺序的手法讲述。本书的逆向推进不同于英国作家马丁.阿
米斯的《时间箭》，《时间箭》属于倒带小说，属于绝对的逆向叙述，从一个人死而复活到逐渐年轻
进而回到母亲的子宫，叙述其一生，把整个世界颠倒过来。《日光流年》虽然也采用逆向推进，但具
体到每一卷又采用顺序写就。
整体上讲，《日光流年》写的是自解放的五十年代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九十年代，耙耧山脉深处三姓村
人为了活着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付出的惨重代价的故事。全书共分为五卷，第一卷写的九十年代，
第二卷写的八十年代，第三卷写的七十年代，第四卷写的六十年代，第五卷写的五十年代。当然，每
一卷具体写的哪个年代，得根据一些细部信息去推测才行，如第四卷写天下饥荒、自然灾害、大炼钢
铁，进而可以推测是六十年代；第一卷写三姓村人在村长司马蓝的带领下费时十六年耗费大量人力、
物力、赔上数十条人名、卖去多少人皮、女人集体出门到九都卖淫赚得的所有钱财，将灵隐渠水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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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然而引来的渠水却被污染了，里面飘满了现代工业、城市化建设产生的无数的垃圾，我们可
以进而推知，时代早已经进入到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了。
书中共分五卷，写了四个村长，每位村长毕生都致力于带领三姓村人对抗摆脱“活不过四十岁”这个
魔咒。
第一代村长姓杜，人称杜拐子，大名杜桑，此人采取的法子不免可笑，他的理论是多生——生的比死
的多，三姓村就不会灭，就会永远存在。于是，他提出两条方案，第一，男人们一闲下来就回家猛搞
自己的女人，于是村里的女人沦为产孩娃的机器，一到闲暇时候的夜晚，整个村子里都响起夫妻干那
事的床叫声以及女人们叫床的声音，孩娃们被吵醒，就聚到一起从村东听到村西听到村北听到村南，
听什么呢？听他们父辈在床上制造的雷鸣战斗声。第二，只要人死了，就让带人带着孩子守灵，孩子
们见识死人多了，也就不怕死了。这就是第五卷的主要内容，本券还重点展示了生孩子的壮观场面，
作者采用了超现实主义手法，让村长杜桑进出各家接生，让全村的孩子们，特别以司马蓝为首，带着
孩子们进出正诞生孩子的每一家去喝奶，在这里司马蓝的鼻子变得好聚斯金德的《香水》中那个主人
公一样灵敏，大老远都能闻到羊水味道，从众多味道重分辨出奶的味道，那鼻子已然不是人的鼻子了
，而是雷达一样的东西了。
第二代村长是司马笑笑，也就是司马蓝的爹。四代村长中，唯有司马笑笑更接近摩西这个西方圣人，
事实上这一卷中各章开头，作者都引用了《圣经》有关“出埃及记”的内容做引子，当然，我个人觉
得这很失策的，毕竟这是中国小说，引用反而变得不伦不类了，我看的时候跳过去了没读。司马笑笑
当上村长以后，要求全村人只种油菜，他坚信大家吃了油菜就能长寿，就能活过七十岁、八十岁。司
马笑笑有这种想法，不过是因为一个八十四岁的老头路过他们村找水喝，老头说他们过去吃过很多油
菜叶，吃了很多菜油。司马笑笑因此让大家全部种油菜，玉米和小麦这些都少种。当然，吃了油菜，
大家还是都没有人活过四十岁。不幸的是，司马笑笑当村长的最后几年，碰到了三年的自然灾害（因
为蝗虫）这个大恶魔——这个比村人活不过四十岁还要凶猛的大恶魔。也正是这个大恶魔的到来，将
司马笑笑变成了中国的摩西。各家各户的粮食都吃光了，就有村里人杜根将儿子杜桩扔到梁上了，被
司马笑笑知道，把孩子带回去辱骂杜根，问他为何不把残疾女儿扔掉，却把好好的儿子扔掉。杜根却
讲出了真正理由，儿子好好的兴许有人带走养着，这女儿是个残障谁会要啊？也就是杜根的这一理由
，引发了司马笑笑接下来的重大举措，决定将种子分发给村里每户人家以求活命，但是他算来算去，
人口太多，即使分发下去也过不了几天，大家还是会被饿死，于是他提出让各家将有残疾的长得丑陋
的畸形的孩子撇开，他率先将自己的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司马森司马林司马木检出来，再去将各家的
残疾孩子检出来，然后按照各家人口多寡分发种子。他的这一行为被很多村人不理解，纷纷辱骂他咒
骂他，但是他却是为了让更多的正常人活下去，村人们也就默认了。但是当他将种子分完以后，这些
家人都把残疾孩子领回家了，于是他也只好把三个长不大的孩子带回去。果然，没几天全村人都吃光
了能吃的东西，开始吃泥土了，也就有人拉不出屎被胀死了。司马笑笑这个时候觉得应该采取措施了
，于是将女人们哄骗到一条山沟去挖野菜，回来让各家的男人将残疾儿全部带到一条山沟里，让这些
残疾儿活活饿死，被乌鸦啄食。司马笑笑的儿子司马蓝一个人去找村子里不见的人，特别是去找自己
的三个哥哥，终于被他找到了，于是带领村里的孩子们去那里看，却发现乌鸦如军团一样啄食尸体，
这些孩子就在司马蓝的带领下用树丫枝抽打乌鸦，回去的时候，各个孩子挑着许多死乌鸦。接下来的
一阵子，村里人都吃乌鸦肉，算是吃饱了，但是没有盐，吃得这些人都反胃阵阵。最后就有人去卖人
皮换回一点盐回来了，全村人吃了一顿有盐的乌鸦肉。后来司马笑笑又带领大家集体出门讨饭，结果
是不到半月，全村人都回来了，这一行为让他们发现外界正在炼钢铁，于是就吧全村的铁都收集起来
去换粮食。第三年的三月间，小麦眼看就要成熟了，但是村里实在没什么可吃了，再也接续不上了。
司马笑笑也发现自己得了喉堵症，迟早要死了，于是号召全村人下午到某沟里打乌鸦，于是全村人到
时候都去了，当他们把乌鸦打死许多只的时候才发现，乌鸦正啄食的人是司马笑笑，他脱光了衣服引
逗乌鸦呢，这样，司马笑笑用自己的身体做引子，让村人们继续吃乌鸦肉活了下来。
第三代村长蓝百岁，蓝百岁很平庸，没有大将之才，基本上是在司马笑笑的儿子司马蓝的辅佐下当了
几年村长。蓝百岁当上村长以后提出了新的让村人活过四十岁的法子——翻土。他认为只要把田地的
土换掉种出的粮食吃掉，就能活过四十岁。于是，人们开始翻土了，但是四百多亩的田地要全部深挖
三尺，翻个底朝天谈何容易，至少也得十年八年才能完成。为了买农具，司马蓝带领村里的同龄人到
县上的教火院卖人皮，回头见到外面正在搞示范田，于是回到村里给村长蓝百岁出谋划策——“借刀
杀人”，借助外界人集体力量帮助村里翻地。外界几千人在卢主任的带领下，正在搞示范田，司马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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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计将卢主任诱到村子里，怂恿全村人给卢主任下跪，终于让卢主任拉动上千人到村子里翻土了，当
然，前提是村里杜岩的女人司马桃花也即司马蓝的姑姑陪卢主任睡觉。睡过一阵子，卢主任不满意了
，就把人给拉走不干了，于是，又是司马蓝替村长蓝百岁出主意，在村子里挑最漂亮的黄花闺女陪卢
主任睡觉，这次大家集体挑选了司马蓝的未婚妻和最爱的恋人蓝四十。当然，卢主任又带领那几千人
来了村子，很快把土翻了过来了。然而土地太瘦弱，种不出庄家来，后来通过施肥，五年以后终于能
够种出庄家来，但是吃过新粮食之后，人们还是活不过四十岁呢。
第四代村长是司马蓝，司马蓝当上村长以后，有了新的主张。他的主张是修渠引水，六十公里以外的
灵隐水旁的人人都很长寿，于是想着也许喝了灵隐水，人就都能活过四十岁了。司马蓝立即着手带领
全村人修渠了。可是修渠需要工具呀，需要劳力呀，这一修渠就是好几年了啊，很多人都死在工地上
了啊。中间司马蓝就带领大家去县城的教火院卖人皮了，希望卖得的钱全部用在修渠上，这些人也都
非常的老实呢，而且这次几十个人都卖了人皮，都卖了钱，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把钱交给司马蓝，他怕
自己拿着弄丢，只是记了账。买完以后他允许大家花去十分之一，贴补家用。回到村子三天以后，他
去卖皮子的人家里收钱，没想这些人都出门做生意去了，就是他让这些人花去十分之一钱的当儿，这
些人发现外界到处都在做生意，都动心了。于是修渠暂时搁置下来了。
一下子就进入九十年代，司马蓝得喉堵症了，快要死了，但是他死不瞑目，他还不想死呢，他还有个
心愿没有完成呢。这也就是第一卷即将要展示的内容了。于是他带领女儿去求被他辜负了一生的女人
蓝四十再去九都卖淫，挣钱替他住院治疗，条件是病治好以后和妻子分居跟她合铺。蓝四十真的去九
都卖淫，挣钱把司马蓝治好了，司马蓝好以后再次带领大家修渠。这次灵隐水终于引到了村子里，没
想引来的却是被污染了的恶水。蓝四十也在卖淫过程中染病，死了，司马蓝在发现蓝四十死后已经生
蛆的身体旁边躺下，也死了。
简单来说，这是一部关于求生，在求生的道路上挣扎的故事。几代村长让我想起《出埃及记》，村人
们一直的努力让我想起《活着》，村人卖人皮让我想起《许三观卖血记》，村长们特别是第二代村长
司马笑笑的行为让我想起《百年孤独》，等等。但是，请放心，我不是说这些小说影响了本书或是本
书有抄袭模仿这些名作之嫌，而是说本书集这些书之大成，比他们任何一部都更厚重完美。
书中有太多的细节值得玩味，比如蓝四十和司马蓝的恩恩怨怨；比如司马笑笑在面对妻子帮助杜根的
时候，一时间感动，和妻子行房那段描写；比如全村孩子听父母山呼海啸的床事；比如蓝四十在九都
卖淫部分；比如司马蓝的妻子兼表妹杜竹翠一生的委屈，等等。这些读者可以自己慢慢去揣摩。当然
，书中也有几处小错误，估计作者写的过程因为人物太多搞混了，不过不伤大雅。随便列举一例，第
五卷中提到杜根家生了三个儿子，第四卷却写杜根的大儿子是个傻子被扔掉喂养了乌鸦，小儿子杜狗
儿也在逃荒的路上摔死了，就没了儿子，那还有一个儿子呢？可是在第三卷当中，杜根家却有一个儿
子一个女儿，女儿是个残障，而且女儿最后饿死了，被杜根和儿子杜桩吃掉了。然而在第二卷中，杜
桩长大了，跟司马蓝一起买人皮，他卖得最多，那次大家都没有拿到钱，而是一人获得一本雷锋语录
，杜桩说自己卖人皮是为了给对象买衣服，给妹妹备嫁妆，哪里来的妹妹呢？兴许作者自己都没有发
现这些矛盾。
这本书要谈得很多，只是因为太懒，不想写了。权当自己读过，回味一遍，随意敲下几行字。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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