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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前言

一九八一年春，茅盾先生遗嘱将自己的二十五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 家协会，作为基金，设立一个长
篇小说奖，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是为茅盾文学奖的缘起。其后二十多年中，这一中国当代文
学的最高奖项 一直备受关注，影响甚巨。 我社自一九九八年春出版&ldquo;茅盾文学奖获奖书
系&rdquo;，先后收入在我社 出版并获奖的十一部作品。&ldquo;书系&rdquo;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数年
内多次重印 。二OO四年冬，在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编 辑出版了包括
一至五届二十二部获奖作品的&ldquo;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rdquo;。此后，伴随着茅盾文学奖评
选的进程，新获奖作品我们将陆续予以增补 ，以完整地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的成果。 
在&ldquo;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rdquo;的编辑过程中，对所有作品进行了文 字校勘；一些以部分
卷册获奖的多卷本作品，则将整部作品收入。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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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内容概要

《秦腔》以一个陕南村镇为焦点，讲述了农民与士地的关系、农民的生存状态，通过一个叫引生的“
疯子”的眼光，书写了对农民沉重的负担及农村文化的失落所寄予的深层忧虑与深切同情。作品以凝
重的笔触，解读中国农村20年的历史，集中展示了乡村价值观念和传统格局巨大而深刻的变迁，是“
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
以贾平凹生长于斯的故乡棣花街为原型，通过一个叫清风街的地方近二十年来的演变和街上芸芸众生
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小说采取疯子引
生的视角来叙述。清风街有两家大户：白家和夏家，白家早已衰败，因此夏家家族的变迁演便成了清
风街、陕西乃至中国农村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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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作者简介

贾平凹，1952年生于陕西。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商州》《浮躁》《废都》《白夜》《土门》
《怀念狼》《病相报告》《高老庄》《秦腔》《高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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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章节摘录

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喜欢白雪的男人在清风街很多，都是些狼，眼珠子发绿，我就一
直在暗中监视着。谁一旦给白雪送了发卡，一个梨子，说太多的奉承，或者背过了白雪又说她的不是
，我就会用刀子割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圈儿皮，让树慢慢枯死。这些白雪都不知道。她还在村里的时候
，常去包谷地里给猪剜草，她一走，我光了脚就踩进她的脚窝子里，脚窝子一直到包谷地深处，在那
里有一泡尿，我会呆呆地站上多久，回头能发现脚窝子里都长满了蒲公英。她家屋后的茅厕边有棵桑
树，我每在黄昏天爬上去瞧院里动静，她的娘以为我偷桑葚，用屎涂了树身，但我还是能爬上去的。
我就是为了能见到她，有一次从树上掉下来跌破了头。清风街的人都说我是为吃嘴摔疯了，我没疯，
他们只知道吃嘴，哪里晓得我有我的惦记。窑场的三踅端了碗蹴在碌碡上吃面，一边吃一边说：清风
街上的女人数白雪长得稀，要是还在旧社会，我当了土匪会抢她的！他这话我不爱听，走过去，抓一
把土撒在他的碗里，我们就打起来。我打不过三踅，他把我的饭吃了，还要砸我的碗，旁边人劝架，
说甭打引生啦，明日让引生赔你个锅盔，拿手还比画了一个大圆。三踅收了拳脚，骂骂咧咧回去了，
他一走，我倒埋怨劝架人：为啥给他比画那么大个锅盔？他吃他娘的×去！旁边人说：你这引生，真
个是疯子！我不是疯子。我用一撮鸡毛粘了颧骨上的血口子在街上走，赵宏声在大清堂药铺里对我喊
：“引生，急啥哩？”我说：“急屁哩。”赵宏声说：“信封上插鸡毛是急信，你脸上粘鸡毛没急事
？进来照照镜子看你那熊模样！”赵宏声帽盔柿子大个脑袋，却是清风街上的能人，研制出了名药大
清膏。药铺里那个穿衣镜就是白雪她娘用膏药贴好了偏头痛后谢赠的。我进了药铺照镜子，镜子里就
有了一个我。再照，里边又有了白雪。我能在这块镜子里看见白雪，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秘密我
不给任何人说。天很热，天再热我有祛热的办法，就是把唾沫蘸在乳头上，我也不告诉他赵宏声。赵
宏声赤着上身给慢结巴武林用瓷片放眉心的血，武林害头疼，眉心被推得一片红，瓷片割了一下，血
流出来，黑的像是酱油。赵宏声说：“你汗手不要摸镜！”一只苍蝇就落在镜上，赶也赶不走。我说
：“宏声你把你家的苍蝇领走么！”赵宏声说：“引生，你能认出那苍蝇是公的还是母的？”我说：
“女的。”赵宏声说：“为啥？”我说：“女的爱漂亮才来照镜哩。”武林高兴了，说：“啊都，都
，都说引生是疯子，引生不，不，不疯，疯么！”我懒得和武林说话，我瞧不起他，才要呸他一口，
夏天智夹着红纸上了药铺门的台阶，我就坐到屋角不动了。夏天智还是端着那个白铜水烟袋，进来坐
下，呼噜呼噜先吸了一锅儿，才让赵宏声给他写门联。赵宏声立即取笔拿墨给他写了，说：“我是听
说夏风在省城结婚了，还想着几时上门给你老贺喜呀！明日待客着好，应该在老家待客，平日都是你
给大家行情，这回该轮到给你热闹热闹了！”夏天智说：“这就算我来请过你喽！”赵宏声说：“这
联写得怎样？”夏天智说：“墨好！给戏楼上也写一副。”赵宏声说：“还要唱大戏呀？！”夏天智
说：“县剧团来助兴的。”武林手舞足蹈起来。武林手舞足蹈了才能把话说出来，但说了上半句，下
半句又口吃了，夏天智就让他不急，慢慢说。武林的意思终于说明白了，他是要勒掯着夏天智出水，
夏天智爽快地掏了二十元，武林就跑去街上买酒了。赵宏声写完了对联，拿过水烟袋也要吸，吸一口
，竞把烟水吸到嘴里，苦得就吐，乐得夏天智笑了几声。赵宏声就开始说奉承话，说清风街过去现在
的大户就只有夏家和自家，夏家和白家再成了亲家，大鹏展翅，把半个天光要罩啦！夏天智说：“胡
说的，家窝子大就吃人呀？！”赵宏声便嘿嘿地笑，说：“靠德望，四叔的德望高。我就说啦，君亭
之所以当了村主任，他凭的还不是夏家老辈人的德望？”夏天智说：“这我得告诉你，君亭一上来，
用的可都是外姓人啊！”我咳嗽了一下。夏天智没有看我。他不理会我就不理会吧，我咳出一口痰往
门外唾。武林提了一瓶酒来，笑呵呵，地说：“四叔，叔，县剧团演戏，戏哩，白雪演演，不演？”
夏天智说：“她不演。”赵宏声说：“清风街上还没谁家过事演大戏的。”夏天智说：“这是村上定
的，待客也只是趁机挑了这个日子。”就站起身，跺了跺脚面上的土，出了铺门往街上去了。夏天智
一走，武林拿牙把酒瓶盖咬开了，招呼我也过去喝。我不喝。赵宏声说：“四叔一来你咋撮口了？”
我说：“我舌头短。”武林却问赵宏声：“明日我，我，我去呀，不去？”赵宏声说：“你们是一个
村里的，你能不去？”武林说：“啊我没，没没，钱上，上礼呀！”赵宏声说：“你也没力气啦？！
”他们喝他们的酒，我啃我的指甲，我说：“风伴了哪里的女人，从省城带回来的？”赵宏声说：“
你装糊涂！”我说：“我真不知道。”赵宏声说：“人是归类的，清风街上除了白雪，夏风还能看上
谁？”我脑子里嗡地一下，满空里都是火星子在闪。我说：“白雪结了婚？白雪和谁结婚啦？”药铺
门外的街道往起翘，翘得像一堵墙，鸡呀猫呀的在墙上跑，赵宏声捏着酒盅喝酒，嘴突然大得像个盆
子，他说：“你咋啦，引生，你咋啦？”我死狼声地喊：“这不可能！不可能！”哇地就哭起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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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风街人都怕我哭的，我一哭嘴脸要乌青，牙关紧咬，倒在地上就得气死了。我当时就倒在地上，闭住
了气，赵宏声忙过来掐我人中，说：“爷，小爷，我胆小，你别吓我！”武林却说：“啊咱们没没，
没打，打他，是他他，他，死的！”拉了我的腿往药铺门外拖。我哽了哽气，缓醒了，一脚踹在武林
的卵子上，他一个趔趄，我便夺过酒瓶，哐嚓摔在地上。武林扑过来要打我，我说：“你过来，你狗
日的过来！”武林就没敢过来，举着的手落下去，捡了那个瓶子底，瓶子底里还有一点酒，他咂一口
，说：“啊，啊，我惹你？你，你，你是疯子，不，不惹，啊惹！”又咂一口。我回到家里使劲地哭
，哭得咯了血。院子里有一个捶布石，提了拳头就打，打得捶布石都软了，像是棉花包，一疙瘩面。
我说：老天！咋不来一场地震哩？震得山摇地动了，谁救白雪哩，夏风是不会救的，救白雪的只有我
！如果大家都是乞丐那多好，成乞丐了，夏风还会爱待白雪吗？我会爱的，讨来一个馍馍了，我不吃
，全让白雪吃！哎嗨，白雪呀白雪，你为啥脸上不突然生出个疤呢？瘸了一条腿呢？那就能看出夏风
是真心待你好呀还是我真心待你好？！一股风咚地把门吹开，一片子烂报纸就飞进来贴在墙上。这是
我爹的灵魂又回来了。我一有事，我爹的灵魂就回来了。但我这阵恨我爹，他当村干部当得好好的偏
就短命死了，他要是还活着，肯定有媒人撺掇我和白雪的姻缘的。恨过了爹我就恨夏风，多大的人物
，既然已经走出了清风街，在省城里有事业，哪里寻不下个女人，一碗红烧肉端着吃了，还再把馍馍
揣走？我的心刀剜着疼，张嘴一吐吐出一节东西来，我以为我的肠子断了，低头一看，是一条蛔虫。
我又恨起白雪了，我说，白雪白雪，这不公平么，人家夏风什么样的衣服没有，你仍然要给袍子，我
引生是光膀子冷得打颤哩，你就不肯给我件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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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编辑推荐

《秦腔》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
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
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致最崇高的敬礼！
茅盾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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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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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精彩书评

1、这是我看过的贾平凹最好的一本书。的确，茅盾文学奖给了这本书是实至名归的。老贾把对故乡
棣花街的千丝万缕深情都重新集结在了对清风街的描写中，他用最最质朴的文字抒发了他对故乡的眷
恋之情。
2、这本书主要阐述了经济的发展对农村的摧毁。在我们国家，农村有一套自己的生态系统，他维持
着整个农村的和谐。当外来的诱惑如此强烈，大家开始走出自己的世界。当那些出来又回去的人在两
种价值观之间跳转，整个生态系统已经不能够维持下去。读这本书的时候，又是一次次撕裂的感觉，
不管那些维持农村现状的，还是那些尝试改变的，都是痛苦的。希望这样的过程能尽快过去。只是，
我们期望变成什么样子？那些不愿意改变的，能否坚守的住？
3、秦腔的没落、夏风与白雪的婚姻，似都预示着农村传统的土崩瓦解。那倒塌的白果树、七里沟的
山体滑坡，更是把对老一辈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对传统的坚守逐渐埋葬。从城里袭来的不明方向的浪
潮，卷起了各类的碰撞，农村人生活形态的看起来不怎么美的改变，都是变革所要付出的代价。全书
细看鸡毛蒜皮，远观波澜壮阔，不愧为中国当代农村的史诗。
4、鲁迅先生一生忧国忧民，在看不到国家的希望和对命运深感无力的时候就呐喊出了声音，以便“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也是“未能忘怀当日自己的寂寞悲哀，所以有时候不免呐喊几声
，聊以慰藉那在奔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进。”而贾平凹也吼起了“秦腔”，那一声声苍凉的余韵
中，有着深深的对失落的农村文化的同情，也为逝去的记忆立起了一块碑。社会在日益的发展前进，
人们抛弃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以金钱至上作为自己的内核，致使社会风气物欲横流。而被抛弃在社
会边缘的农村文化，却也正在土崩瓦解。村民们丢了锄头，卷了铺盖，纷纷奔向大城市，他们以为走
向了康庄大道，明白过来时却发现自己处在了农不农、工不工的尴尬境地，他们内心也逐渐的遭受到
了冲击，变得苦闷茫然。农村的文化传统正在凋落，农民们既丢了根，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因此成了
社会上的多余人。贾平凹的《秦腔》吼出了这种失落的腔调，深深的震撼着我的内心世界。小说把鸡
零狗碎的家长里短、生活情节交织到一起，展现出了最为真实的农村生活图景，也展露出本质的精神
空虚。社会转型时期，农村被推着向前走，传统的一切变得面目全非，而自身又跟不上社会的步伐，
处在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里，为农村人，或者说为社会上的边缘人找到一种出路成为当务之急。
这种出路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保障，更多的是对内心世界的一次重组，让人找到一种适应目前存在
状态的一套价值观和生活法则。中国一味的追求壮大，在疾步向前走的同时，文化世界就逐渐被瓦解
。或许人们隐隐约约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处境，但也顾不得找回失落的东西，就随波逐流的一直往前。
处在潮流之外、不合群的这批人，就每天深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吼上几声，可这声
音不吼还好，一旦吼了出去，在荒山蔓草四下里传来悠长的回声，更加的让人空虚寂寥。所有的呐喊
都是一个人的寂寞，在当下快节奏发展的社会里，没有人会停下来去听你的呐喊。他们早已失去了理
解这种呐喊的能力。你所唤起的无非是来自于广阔空间的回应。乡愁，不在人们心里，而成为文学上
的说辞。乡愁是文化中的最为基本的情感，而丧失掉了乡愁的人，也就如同孤魂野鬼，找不到一种归
属，成为失落的一代人。值的庆幸的是，现在至少还有人吼两声秦腔，随着这些人逐渐逝去，未来的
年月里还有人能吼秦腔吗？这一切都是未知的，而我却为这担忧。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根，是一种精
神，是一种信仰，如果失去了文化，我们做人的意义又何在？
5、凭依推荐此书后，不知怎么，彼此一直耽搁，似都无从入眼入心。不想竟越中秋，亦未开头。时
有翻阅年初所制计划，惭愧愤恨之情难已。故而迫己凝心，决意不遗速览，如此，前后亦有半月之久
。读至小半，方有吸睛之感。以幼时所亲历，书中所绘人、事、物、情，不难理解。较之《白鹿原》
，稍逊而已；比之前四书，超胜许多。倏然有觉，虽土生土长之人、事，不乏可爱、可敬、可歌、可
泣、可贺、可喜者，自己似尤欣赏可敬者。夏天义其人及其辈家风，可敬！白雪，可爱可敬！
6、本書書皮後方的介紹雖然僅有短短隻字片語，卻將整篇小說的概要做了完整的敘述：「（本書）
生動地表現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給農村帶來的震盪和變化。小說採取瘋子張引生的視角來敘述清風
街有兩家大戶：白家和夏家，白家早已衰敗，因此夏家家族的變遷成了清風街、陝西乃至農村的象徵
。作品以細膩平時的語言，採用細膩的流年式書寫方式，集中表現了改革開放年代中國鄉村的價值觀
念，鄉土文化的瓦解，以及民間倫理、人際關係，以至經濟關係的深刻改變。」在寫作上以家族史反
映國史的小說有相當多，甚至成了一種寫作的風尚，在台灣最近的作品中便有陳玉慧所創作的《海神
家族》。《秦腔》敘述的主體雖是一個大家族，但卻不同以往家史小說中帶著點頹廢豔麗色彩的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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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秦腔記敘的是農民出身，帶著濃厚鄉土氣味的夏家，他們的生活模式幾乎與一般農人無異，因
此在閱讀時你能深深感受到書中人物的草根性以及確實紮根在土地上的親切，而非之於大宅院高牆之
中迷醉生活的想像。如果說本書的重點在於側寫鄉土價值、文化的瓦解和沒落，夏家的兩位長輩：夏
正義與夏天智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代表人物。夏天智，是清風街出身的老校長，受到鄉里的敬重，熱
愛秦腔，甚至連死時的一切都與秦腔息息相連，但他對於秦腔的執著卻受到自己兒子的漠視，以此為
線，賈平凹勾勒出了秦腔沒落的路徑；對於秦腔的沒落，王德威在它為此書寫的序中是這麼說的：「
小說中秦腔的消失當然可以以城鄉關係轉變，生產消費模式更替，或是國家政策『主旋律』重新定調
等原因解釋。但我以為賈平凹還有別的寄託。如果說這種聲腔來自八百里秦川的塵土飛揚，來自三千
萬人的嘶吼傳唱，它就不是簡單的音樂。⋯秦腔的沒落於是成為人心惟危、時空逆轉的象徵，是一種
異像。」（王德威 / 序｜P.19）如果說夏天智代表的是秦腔沒落的主線，那麼夏正義就代表著農村傳
統價值逐漸低微的見證者了。夏天義清風街的老幹部、老主任，是相當「正統」的農民出身，一生的
遺憾便是在七里溝淤地的失敗，進而無法替清風街的居民們取得一塊沃土，他認為世界上只有土地不
會背叛人—種什麼得什麼—人因土地而生也依附土地而死。但政府政策的改變與經濟情勢的變化，使
得年輕一輩的人們漸漸的認知到務農是無法出人頭地的，而紛紛的放棄土地的耕耘，出走的出走，從
商的從商，看著清風街原本緊密的人際結構漸漸鬆散、瓦解，傳統土地價值的曲解與改變，時代的狂
瀾，他抵擋不住。作為本書的句點，他的死是相當戲劇化的，從生到死他始終與土地相連，但象徵的
卻是他（傳統價值）真正的潰敗與沒落。在此書中賈平凹「刻意以流年式筆法渲染所謂『瑣碎潑煩』
的生活，鉅細靡遺⋯」（王德威 / 序｜P.16），透過瘋子張引生的視角道出在時代變遷的衝撞下，傳
統農村人民的顛與狂。張引生，是本書的主要敘述者，被人當作一個半瘋半癲的瘋子，但實際上卻有
相當高的領悟力與超脫，深愛著書中的女角色白雪，甚至為了自己對她的褻瀆而瘋狂的舉刀自宮成了
閹人，或許也正因為他：無父無母的「失根」、身體殘缺的「失根」，無所憑依的他方能滲透於故事
情節的各個角落而不顯得突兀。《秦腔》從頭到尾，小說劇情中的每個段落、每個細節緊緊的相扣、
重疊，字裡行間產生了一種黏稠感，有種讓人無法脫身的沈重，深深地陷在其中，也因此你可以隨時
結束你的閱讀，當然，也可以隨時開始。而每一件小事的發生似乎註定了每件大事的起頭，透過張引
生神秘有如預言般的轉承、敘述，點綴以中星他爹的占卜，使得整本小說帶著些中國式的魔幻色彩，
張引生似乎無所不在，可以是鳥兒、老鼠、蜘蛛、蒼蠅甚至是出了竅的靈魂，他的存在超越了時空，
他一回是在在你面前娓娓向你述說、預測著事件的發展，一回兒卻又是故事中的張引生參與著整個事
件卻又無力改變。虛實交轉之間卻牽引出了社會變動的整體樣態。除此之外，小說中不時穿插著秦腔
的樂譜、樂句與歌詞，其中所代表的不僅只是忠實地反應傳統文化以及底層民眾的信仰與生活，更是
小說中世路人情的參照，也是對於未來的承接、預測以及對現狀的無可奈何與印證。時代的巨輪不斷
的轉動，帶動著整個世界的轉變，資本主義也透過各種偽裝不斷地強行進入你我的生活，在這塊土地
—改革開放已久的台灣，早已習慣現代化的生活，而社會發展的重心也總是與「經濟發展」脫離不了
關係，生活在這個以「金錢交流」建構這個時代幾乎所有面向，並享受著「經濟成長」帶來的各種生
活上便利的我們，似乎再也難以想像，在近半世紀前同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他們所依賴的、
相信的是土地、是自然、是對於自身民俗文化的信仰；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現在可以坐在冷氣房裡，
安然地對於過去的事情、這本書寫出後設的批判與有感，自以為是的用自己所相信的觀點分辨「過去
」的是非對錯，一逞口舌之快；而感到不甘心的卻是，自己沒能活在那個改革開放的年代，那個經濟
正要起飛的台灣，與那些在時代交替之際被犧牲的農漁村民並肩、對話，寫下最平實繁複的農村生活
，反映當年代的矛盾與衝突，以螳臂擋車之力抵擋時代之洪流。這麼說，並不是要指涉賈平凹先生在
本書中做到了這點，而僅只是反映在閱讀完此書後小小的激動。賈平凹先生寫的是農村，一個正要被
時代所吞沒、改造的「化外之地」。
7、《秦腔》贾平凹说实话，前一、二、百页都看得很痛苦，其中前一百页最为痛苦，人物不断往外
冒，交代的也不是很清楚，需要自己理顺，很吃力，第一遍读完我还不知道文成到底是谁家的孩子，
而且鸡毛蒜皮小事接连不断，完全抓不到作者的意图和故事走向，懊恼之余我还和同学调侃： 怎么不
叫“一地鸡毛”得了！熬过三百页，熟悉了作者套路，后面就好多了，300页是夏天礼死的地方，夏家
要没落了，事物没落的速度总是比想象的快，所以后200页人物不断死，死完就结束了。1、我要先说
一下引生这个“疯子”的形象。知道他是疯子的时候，我其实挺反感的，阿来尘埃落定里面就一个疯
子，这里又一个，当代作家里面招数就这几个吗？况且阿来里面那个疯子的人物设定还不知道模仿西
方哪位作家里的人物呢。但是，看了后记，不排除贾平凹过去的生活中真的有这样一个人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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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原型，但这不代表作者无辜。2、引生对白雪的爱。真是纯洁地至高无上，是纯精神上、心灵
上的爱恋、膜拜、近乎痴狂乃至发疯，不是肉欲，无关繁衍。连白娥都憎恨：可惜我不是白雪！    有
一点我很纳闷：引生自宫了，X埋在了医院的白牡丹下，白雪的孩子后来命名为白牡丹，而且有疾，
这是巧合吗？3、故事情节虽然琐碎，但故事的长河方向还是很清朗的：农民面临过渡期，农耕文明
正在没落，下一代背离土地向外走，身份农不农、城不城。这个过渡期要多久还不知道，下一代农民
的选择是否正确现在依然模糊。有人说，这本书其实就是三农问题的文学化表述。我觉得很到位。反
正书中代表土地的夏天义最后死了，代表秦腔、传统文化的夏天智也死了。贾平凹在后记中说要以这
本书为故乡树一个碑子。为消失的东西，纪念忘却的回忆。4、最后我想说虽然贾写了这一本著作，
我还是有点看不起他，包括当代很多作家。贾平凹通过写作欲洗掉农民身份，但他没有成功——“后
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无论那个
乡村变成什么样，他将越来越陌生，两边都没了根，成了浮萍。
8、关于陕西读《白鹿原》时，对陕西还没有任何概念，它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份。我对它没有任何感
情，仿佛一辈子都不可能去那里。因此，读《白鹿原》，就像读一个无根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发生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虽然好看，但是，我并没读出陕西的独特味道。后来有一个我爱的人，他就
是陕西的，《秦腔》是他向我推荐的。因此，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渗入了一些感情。其中，有为了了解
他生长的环境去读的成分，这样似乎就能够与他贴近一些，也许能够渐渐体会他性格中的某些部分：
那些好的和不好的。断断续续读了一个月，终于读完了。那些微小的感触如同浪潮一样在我脑海中翻
滚，可惜找不到出口。我仍然不知道如何去评价，如何去跟他说明我的感受。关于爱引生这个疯子，
行为举止异于他人，却将世事看得透彻明白，他能够感应万物，能够与万物对话，因此，让他来讲这
个故事，是再合适不过了。他讲故事，也讲述着自己的爱情。白雪如此美好，在这样一个土气的环境
里，她就像天上飘落的一簇雪，纯白而冰凉。引生对白雪的爱，是真的爱，是纯粹的爱。他爱她，所
以他关注他，他能感应她，他看到她就害羞。他不敢面对她，却细细感受她留下的痕迹：脚窝印、小
手帕⋯⋯这种爱，是不求回报的。哪怕她嫁了人，生了孩子，他仍然爱。也许这种爱，只能发生在一
个疯子的身上。一个身心正常的人，总是有欲望的，他不能仅止于望远，他必须靠近自己所爱的人，
以求回报。没有回报，怎么能爱下去呢？这爱，太纯，所以不真实。这爱，太美，所以我们普通人，
永远得不到。关于“仁义礼智”夏家的“天”字辈，按照仁义礼智的顺序排下来。他们每个人的性格
、命运，的确与名字相契合。夏天仁，大哥，早逝。虽然他并未出场，但是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
个厚道老实的庄稼人，待三个弟弟很好，有大哥的风范。夏天义，这一个“义”字把他定位成了一位
侠士般的人物，年轻时候的他，是叱咤风云的。即使他年老了，仍然是清风街的领袖。虽然他无力阻
止城市化的进程，然而，他对土地的热爱永存（他埋在七里沟中，不是由于灾难，而是必然，因为他
的热爱，因为他的赤诚）。他就是这样，认准了，就一股脑向前冲。夏天礼，他是土财主似的人物，
吝啬、谨慎。他的礼是世俗的伪装，他的礼是一个遮掩的面具。他看似不声不响，谨小慎微，最后的
死却几乎是爆炸性的，被人谋杀。但是这爆炸迅速发生又迅速湮灭了。那些礼，不过是云烟而已。夏
天智，他是文化的代表，曾经是校长，退休之后迷上了挺秦腔、画秦腔脸谱。他的智慧离不开乡土，
他的智慧是从土中繁衍而来。他是清风街的另一位领袖。如果说夏天义是身体、是劳动，那么夏天智
就是头脑、是精神。二人的去世，就没有人能够阻挡农村城市化的脚步了。在清风街上，没有人再珍
爱土地，没有人再痴爱秦腔。一切都已经落幕。故事也已经落幕。从冬到夏第一句“要我说，我最喜
欢的女人还是白雪”，最后一句“从那以后，我我一直在盼着夏风回来”。引生爱白雪，恨夏风。他
爱白雪，可他得不到白雪；他恨夏风，可最终只能等待夏风。从白雪到夏风，从冬到夏，是期盼的轮
转，也是岁月的起伏。白雪和夏风组成了一个断续的圆。故事从他们结婚到离婚。结婚是突然的，没
有前兆，他们是怎样好上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离婚之后的故事也隐去了，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他们
各自的存在，他们是否有交集，我们也不知道。那些冬天的故事，我们看到，纯白的雪花，朵朵开放
在清风街的土地上；那些夏天的情节，我们感到，夏日燥热的风，即将吹拂这个地方。从此，有夏的
盼望，无冬的感受。
9、仁义礼智，金玉满堂，瞎，风雨，君亭⋯⋯夏家人。看过了路遥，看过了贾平凹，他们都是乡土
小说的代表人物。于是对陕西、秦、陕北、西安都开始熟悉了，不同时代似乎有不同的故事，但是每
个故事都是围绕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一句古话。从故事的一开始，夏风与白雪的结婚，就看出
了后续的许多悲剧元素：夏风想调白雪去省城工作，白雪因为秦腔留在清风街，后来白雪怀孕夏风不
回来看她，后来，更杯具的是，小孩没屁眼（这一段，我看觉得作者太过于残忍，把白雪这么好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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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弄得生下这么个女儿），后来，夏风寄回离婚证明⋯⋯这是故事的一条线。清风街整体的发展，
从建农贸市场、七里沟淤地、回收村民的欠款，体现着清风街的发展，总体是越来越好的，这是另一
条线。夏家在清风街的声望，随着礼、智的离去，开始坍塌。夏天礼贩卖银元，最后毫无征兆的突然
死去；夏天智作为老教师，是书中最为喜欢秦腔的那一个人，也是我最喜欢的书中人物，因为癌症复
发离开人世；还有呢，还有很多人都去世了，这是必然的。还有反应整个村里村民精神面貌和生活状
态的许多人物：赵宏生的对联非常有特色，中星神奇当上县长颇具中国特色，丁霸槽、三踅、武林、
陈亮，都是活生生的中国是农民~人活一口气，人生一培土！这书，太有乡土气息了，很多民风民俗
的描写让人看到了古老的秦风。非常切实的反映了特定时代特定地点特定人物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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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秦腔》的笔记-第24节

        20160601
第七节 支书和村长的矛盾。从地面上的生活上了台面，有政治因素了。
第十节 引生竟然去偷了内衣SY，被发现自己切了X！到底谁是疯子。。
第二十四节 那么多，引生还是硬汉到处晃，还谁都不犯怵，半个碕的爷们儿

2、《秦腔》的笔记-第二十三节

        夏天义说：“还是回去睡吧。”引生说：“睡在哪里还不是都睡在夜里？！”

3、《秦腔》的笔记-第178页

        上一辈还仁义礼智，下一辈就金玉满堂了~名字的变化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看重的是什么。

Page 13



《秦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