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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贾平凹》

内容概要

《见证贾平凹》详细介绍了贾平凹，关于贾平凹，文坛和媒体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有人说贾平凹是“
老人的意识，娃娃的脾气，道家的风骨，农民的形象”；有人说他是鬼才；有人说他是中国文坛的独
行侠。他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最热闹，有“四多”：作品数量多，拥有读者多，评论文章多，引起争议
多。 
作者眼里的贾平凹，既是一个普通而平实的贾平凹，又是一个独特而神奇的贾平凹。他可能在人神之
间，也可能在人鬼之间，却绝对不会在人妖之间，因为无论有什么缺点，他的文学感觉的出类拔萃、
文学书写的勤苦顽韧和心地的温厚善良，都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这些，作者将试图在《见证贾平凹》
里全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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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贾平凹》

作者简介

何丹萌，陕西商洛洛南县人。笔名丹萌。曾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
，副研究员，贾平凹好友兼任“第一任贾办主任”。出版《有了苦不要说》、《将就屋笔记》、《贾
平凹透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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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贾平凹》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从平娃到平凹
第二章  贾门韩氏女
第三章  行孝与吊孝
第四章  过年，贾氏十兄弟
第五章  处女作引出两个老师
第六章  漫步在商州山地
第七章  “我的目标是奥林匹克”
第八章  患病十年
第九章  《废都》与婚变
第十章  新家
第十一章  朋友
第十二章  书画
第十三章  奇石与古玩
第十四章  八任“贾办主任”
第十五章  关于评论
第十六章  落选“茅盾文学奖”与中国作协副主席
第十七章  写作着是永远的快活
第十八章  喜获“茅盾文学奖”
第十九章  当选陕西作协主席
第二十章  字画价、出游及其他
第二十一章  有了慈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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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贾平凹》

章节摘录

　　《满月儿》得奖后，贾平凹真正跃入了中国作家队伍的排行榜；《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
、《腊月·正月）以及《古堡》等中篇小说，显示了贾平凹在同时代作家中的深厚实力，从此引起评
论家们的时刻关注；《月迹》、《心迹》、《爱的踪迹》等一系列散文作品，不仅拉开了他和其他小
说作家的距离，而且使他赢得了全国众多读者的厚爱；《商州》为长篇小说垫了一下步子，《商州初
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等商州系列作品，使贾平凹手中的镰刀在磨石上翻来覆去地砥砺
，《浮躁>就脱颖而出了。《浮躁》的轰动以及荣获美孚“天马”文学奖，使贾平凹不仅名噪国内，
而且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待到《废都》出世，更是在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地震，其震波早已冲
出文学界，国内的政界、商界乃至各个行业人士都知道了中国作家中有个贾平凹。　　1987年到1988
年前后，由于《浮躁》而更使贾平凹声名大噪的时候，著名评论家阎纲说贾平凹是“关中才子”，老
作家汪曾祺说：“贾平凹是当代中国作家里的奇才。他已经超出了‘作家’这两个字的局限”。当时
的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唐达成说：“贾平凹是在当代中国文坛享有盛誉、具有独特的创作个性和审美
个性的作家。”评论家刘再复说：“贾平凹是一个非常勤奋而且具有真才能的作家。⋯⋯我相信，贾
平凹能进一步把对民族的关怀和对整个人类的关怀结合起来，在拥抱民族时也紧紧地拥抱人类，在对
乡土人民命运的思考中深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汪曾祺说：“他今年37岁⋯⋯（指1988年，笔者注
），写了38本书。短篇、中篇、长篇都写，散文自成一格。间或也写诗。他的书摆在地下，可以超过
他的膝盖。写得多的作家也有。有人长篇不过月，中篇不过周，短篇不过夜。写得多而不滥，少。”
　　还有那众多读者对贾平凹的崇拜和喜爱，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每隔几天，贾平凹就会从单位
里扛回一蛇皮袋子的读者来信。他一个人看不过来，我和孙见喜就经常盘腿坐在地上，成半夜地帮他
拆信和看信，发现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才交给他看，其余的我们就代为过目了。那些信是五花八门，
除了谈作品以外，有给他写赞美诗的，还有求爱的、诉苦的、求他办事的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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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贾平凹》

编辑推荐

　　我眼里的贾平凹，既是一个普通而平实的贾平凹，又是个独特而神奇的贾平凹，他可能在人神之
间，也可能在人鬼之间，却绝对不在人妖之间。因为无论有什么缺点，他的文学感觉的出类拔萃、文
学书写的勤苦顽韧和心地的温厚善良，都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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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贾平凹》

精彩短评

1、另类贾平凹传纪
2、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恰好分别出生、成长于陕北、关中、陕南。陕北是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的
过渡地带，山川苍凉浑厚，民气粗豪而冲荡；关中沃野千里，农业素来发达，兼秦中自古帝王州，礼
教数千年相续不绝，遂使人民情性偏于质实与端方；陕南则是峰峦叠嶂的秦巴山区，交通、信息不便
，城乡生活格局比较逼仄，灵秀而谲巧，是多数陕南人留给外界的印象。若分别用一个字来形容，谓
路遥以雄，说忠实以厚，言平凹以秀。评论家邢小利曾以四季特征来比喻陕西作家的文学风格，说路
遥属于料峭早春；忠实应是初冬的风格，农历十月以后田畴村畔上的阔大气象；而平凹，更多应属于
夏秋之交的绿黄相间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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