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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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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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五年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揭晓。
现将获奖作品收入&ldquo;全集&rdquo;，再次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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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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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穆斯林的葬礼》这部五十余万字的长篇，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
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
以独特的视角，真挚的情感，丰厚的容量，深刻的内涵，冷峻的文笔，宏观地回顾了中国穆斯林漫长
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政治、
宗教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壁、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
一系列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人物，展现了奇异而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
　　作品含蓄蕴藉，如泣如诉，以细腻的笔触拨动读者的心灵，曲终掩卷，回肠荡气，余韵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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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霍达，国家一级作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著有多种体裁的义学作品约500万字，其中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作品《补
天裂》获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和电视剧两个奖项，建国五十周年全国十部优秀长篇小说
奖，作品《红尘》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与第二届囡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报告文
学《万家忧乐》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报告文学《国殇》获首届巾国潮报告文学奖，电视剧
《鹊桥仙》获首届伞刚电视剧飞天奖，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获第二届全同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
电影剧本《龙驹》获建罔四十周年个同优秀电影剧本奖。
曾应邀升罗咀影节国际评委、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代表等，其生平及成就载入《中幽当代名人录》和
《世界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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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一座规整的四合院。
 磨砖对缝的灰色砖墙簇拥着悬山式的门楼，房脊的两端高耸着造型简洁的鸱吻。
椽头之上，整齐地镶着一排三角形的&ldquo;滴水&rdquo;。
檐下，便是漆成暗红色的大门。
厚重的门扇上，镶着一对碗口大小的黄铜门钹，垂着门环。
门扇的中心部位，是一副双钩镌刻的金漆对联：&ldquo;随珠和壁，明月清风&rdquo;。
门楣上伸出两个六角形的门簪，各嵌着一个字：&ldquo;博&rdquo;、&ldquo;雅&rdquo;。
这些字样，都和人们常见的&ldquo;长命富贵&rdquo;、&ldquo;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
余&rdquo;之类不同，隐隐可见此院主人的志趣。
大门两侧，是一对石鼓，高高的门槛，连着五级青石台阶。
 这座大门，通常是紧闭着的，主人回家，或是有客来访，叩动门环，便有老妈子从南房中闻声出来开
门相迎。
 穿过大门的门洞，迎门便是一道影壁，瓦顶、砖基，四周装饰着砖雕，中心一面粉墙，无字无画，像
一片清澈的月光。
影壁的底部，一丛盘根错节的古藤，虬龙般屈结而上，攀着几茎竹竿，缠绕着繁茂的枝干，绿叶如盖
，葴蕤可连接地面，每逢春夏，紫花怒放，垂下万串珠宝。
 影壁和大门之间，是一个狭长的前院，一溜五间南房称为&ldquo;倒座&rdquo;，是佣人房和外客厅所
在，连在门楼的西边。
门楼便被挤在东南角上，并不居中&mdash;&mdash;这却是四合院建筑的惯例，&ldquo;坎宅巽
门&rdquo;，大门要开在东南方向，以取吉利。
和大门斜对的垂华门却坐落在整个建筑布局的中轴线上。
垂华门是承接前后院的咽喉，虽然除了作为通道之外再无实用价值，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与大门的朴素、庄重风格不同，被装饰得富丽堂皇、玲珑剔透。
门框不再是大门的那种暗红色，而是朱红色油漆，饰以&ldquo;堆金沥粉&rdquo;的线纹；檐下垂着伞
盖式的透花木雕，有如轿子的四沿，那上面精雕细刻、油漆彩绘，充分展示着古建艺人的绝技。
 垂华门内，又是一道影壁，却与前院的影壁不同，无砖无瓦，系由本色黄杨木雕成，四块相拼，很像
是一面屏风。
上面以浮雕手法刻着四幅山水：峨眉山月、姑苏夜月、卢沟晓月、沧海涌月。
虽都是月色，却情趣各异，令人浮想联翩。
 绕过这道影壁，便到了后院。
后院里东、西厢房各有三间，坐北朝南的是五间上房，抄子游廊把它们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四方形，
在垂华门汇合。
天井当中，&ldquo;十&rdquo;字形的砖垠南路通往所有的门。
上房的门两侧，种植着海棠和石榴，枝叶婆婆，从春到秋，都堪欣赏&hellip;&hellip; 这座院子，在北
京的四合院中，以大小而论，只可以算中等；有比这大的，三进、五进院子的，带跨院的，带花园的
，不一而足。
但就建筑工艺来说，这座院子已经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主人参与设计，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雅致和
宁静；再由于地理位置适宜，既不临近闹市，又不远离大街，关上门与世隔绝，走出去四通八达，很
适合动、静自如的居住要求，特别是对于既要在人世间奔走、又要寻求自我宁静的人。
大门上的联额，屏风上的山水，庭院里的花木，显然都不是无意设置的。
 但是，这里住着的却是警察局的一个侦缉队长，既不&ldquo;博&rdquo;，也不&ldquo;雅&rdquo;，穿
着一身黑警服，腰里别着&ldquo;家伙&rdquo;，专跟铁镣、手铐子打交道。
据说，这房子落到他手里之前，住的是一位在前清官场上失意的文人，因宦途无缘，便消极遁世，潜
心于读书品画，把玩秦砖汉瓦、古董文物，尤其喜爱历朝历代的玉器，以&ldquo;君子比德于
玉&rdquo;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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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闭门谢客，惟有几家玉器商店和作坊，偶尔走走，发现珍宝，必以倾囊购得为快，即使价格太高
，财力不及，也要反复观赏，尽得其乐才可作罢。
若耳闻谁家藏有美玉，虽素昧平生，也不耻登门，求得一睹为快。
年已耄耋，常常这般癫狂，被人讥为&ldquo;玉魔&rdquo;，老先生听到，也不恼怒，反以为荣。
年过八秩，寿终正寝，儿孙不肖，倾家荡产，房子便也改了主人，归了侦缉队长。
但老先生的遗风还留着影子。
 民国二十四年春天，侦缉队长突然想把这房子卖了，搬到别处去。
因为什么，外人不得而知，只能猜想：也许是手里钱多权大，这里容不下他了，得另辟新宅；也许是
在官场的钩心斗角中需要开销，急着用钱&hellip;&hellip;其实，侦缉队长之所以非搬家不可，另有原因
：这所房子虽好，却不让他住得安生。
一天夜里，他在熟睡之中被一声怪叫惊醒：&ldquo;我可扔了，我可扔了！
&rdquo; 职业的警觉性使他翻身而起，披衣下床，走到院子里，侧耳静听了一阵，四周并无声响。
此时月朗风清，院中明亮如洗，没有任何可疑动静。
他便疑心是自己做梦，转身回房睡觉。
刚刚躺下，那声音又响起来了：&ldquo;我可扔了！
我可扔了！
&rdquo; 侦缉队长连忙叫醒老婆：&ldquo;你听听，外边儿在嚷什么？
&rdquo; &ldquo;我可扔了！
我可扔了！
&rdquo;果然又嚷上了。
 他老婆揉揉惺忪睡眼，说：&ldquo;一惊一乍的，你让我听什么？
&rdquo; 这可怪了，这么大的声儿，她竟然什么都没听见！
侦缉队长疑疑惑惑地躺下去，一夜也没能合眼。
 接连好几夜，他都清晰地听到了那个奇怪的喊声，仿佛是那位过世了好些年的&ldquo;玉魔&rdquo;老
先生的声音。
侦缉队长是敢要活人命的角色，本来不该害怕那早已朽烂的枯骨、深夜游荡的幽魂，但想到买房子时
的乘人之危、巧取豪夺，再加上老婆讥笑他&ldquo;心有亏心事，才怕鬼叫门&rdquo;，便不寒而栗，
生怕某一天那&ldquo;声音&rdquo;真地扔下一颗炸弹来，要了他的命。
他不相信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却又无法解释这桩怪事儿，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闷在心里又坐卧不
安，便&ldquo;三十六计走为上&rdquo;，急着要离开这&ldquo;随珠和壁，明月清风&rdquo;的院子了。
 &ldquo;博雅&rdquo;宅要出手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人们都在关切地谈论这
个话题。
有人想听听行情，估一估自己的能力；更多的人则是凑凑热闹，想等着看到底谁能买得起。
于是就有一些专门拉纤的掮客，壮着胆子来找侦缉队长，想从虎口拔毛。
侦缉队长最厌恶这路货色，他本身就是做无本买卖的，难道还要受别人的中间盘剥吗？
就放出话去：&ldquo;谁要买房，本人来直接找我！
跑腿儿说合的，都躲远点儿！
&rdquo; 管闲事的人都给轰走了，他只在家里坐等真正的买主儿，也不到房地产交易场所去费唇舌。
他相信这等房产决不会卖不出去，总会有识货又趁钱的主儿上门！
 忽一日，有人叫门。
老妈子引进来，让客人坐在倒座中的外客厅等候，才从里边请了主人出来。
侦缉队长朝他一瞥，此人年纪约在三十岁上下，身穿灰布长衫，脚穿青面布鞋，头戴礼帽，身材虽然
高大，却显得瘦弱；面色黧黑，宽脑门儿，中分头，眉弓略高，双眼微微内陷，幽黑闪亮，炯炯有神
，一副精明、干练的模样儿。
侦缉队长只需这一瞥，凭着多年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经验，已经大体把来人看透，那样子想必是个小
职员、教书匠之类，充其量不过是个账房而已，当然不会是来买房子的，许是在官司上来疏通什么关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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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心里便已厌烦，冷冷地问：&ldquo;找我什么事儿啊？
&rdquo;连个称呼都没舍得给。
 &ldquo;听说府上的房子不够住了，要换换？
&rdquo;来客说。
他说的&ldquo;换换&rdquo;其实就是&ldquo;卖&rdquo;，换一种说法，就显得对卖主儿尊重。
 &ldquo;嗯。
&rdquo;侦缉队长答应了一声，心里倒觉得有些意外，就吩咐老妈子说，&ldquo;沏茶！
&rdquo; &ldquo;不必了。
&rdquo;来客却说，&ldquo;我们还是先谈房子&hellip;&hellip;&rdquo; 侦缉队长心里又是一动：这个人倒
是直来直去，买得这么急！
其实，他心里也急，就挥手让老妈子下去，单刀直入地对客人说：&ldquo;好，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你是替谁来看房子的？
他为什么不自个儿来啊？
&rdquo; 客人微微一笑：&ldquo;我这不是自个儿来了嘛！
&rdquo; &ldquo;噢？
&rdquo;侦缉队长一愣，心说刚才怎么没看出来？
这个人哪儿像有资格买我这房的主儿？
但人家既说要买，他也不得不另眼相看，&ldquo;你&hellip;&hellip;您贵姓？
&rdquo;他这才想起问问对方的姓氏，并且把不够礼貌的&ldquo;你&rdquo;换成&ldquo;您&rdquo;。
 &ldquo;敝姓韩。
&rdquo;客人欠了欠身。
 &ldquo;韩先生，&rdquo;侦缉队长用了个尊称，但财大气粗、居高临下的态度并没有多少改变
，&ldquo;您先看看房，还是先听听价儿？
&rdquo; &ldquo;不必看了，&rdquo;客人却说，&ldquo;府上的房子，早在您住这儿之前，我就看过。
现在既然您要乔迁，我也就正好要买下了，只听您说个数目&hellip;&hellip;&rdquo; 侦缉队长不由得暗
暗吃了一惊：这个人早就相中了这地方了，不看就买，好痛快！
这无论对买主儿还是卖主儿，都抬高了地位！
侦缉队长心里高兴，看来这房子确实是好啊！
如果不是那个&ldquo;声音&rdquo;在他心里闹腾，没准儿这会儿就不舍得卖了。
可是，非卖不行，他无论如何也要躲开这个鬼地方，能遇见这么个真心想买的主儿决不能放过！
他在心里把原来想好的价钱又加了两成，才说：&ldquo;跟痛快人打交道，咱不来虚的，你给一万袁大
头吧！
&rdquo; 他观察着对方能不能接受这个数目，并且准备讨价还价。
 没想到对方二话没说，回答得爽快，只有一个字：&ldquo;成。
&rdquo; 侦缉队长又是一愣，想再抬价，已是不可能了，灵机一动，又补充说：&ldquo;可有一条，韩
先生！
我卖的只是房子，二道门里的那四扇黄杨影壁，可没打在里头，我得搬走！
&rdquo; &ldquo;这&hellip;&hellip;影壁也是房子的一部分嘛，&rdquo;买主儿沉吟着说，&ldquo;我买这
房，也买这影壁，价钱可以商量。
&rdquo; &ldquo;那您就再出两千！
&rdquo;侦缉队长摸透了对方的心理，自然就不客气了。
 &ldquo;成。
&rdquo;买主儿一言为定，&ldquo;您就准备乔迁吧！
&rdquo; 买卖说成就成了，侦缉队长没料到会这么快。
&ldquo;您得等我搬利落了再搬进来，&rdquo;他担心买主儿半截儿发觉了他的秘密而变卦，&ldquo;您
不也得准备准备钱吗？
&rdquo; &ldquo;等几天倒是不碍事，您尽可从容，&rdquo;买主儿说，&ldquo;钱嘛，您现在就可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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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跟我到柜上去取一万，算是订钱吧，余下的两千，等您搬完了，再清账。
您以为如何？
&rdquo; 侦缉队长简直被惊呆了，谁见过这样的买主儿？
他说出个价儿来，人家一个子儿不还嘴，当天就给一万，买卖行里哪儿有过这样的先例？
预付三成的订钱就说得过去了！
这个人&hellip;&hellip;他有多少钱？
他是谁啊？
 &ldquo;您贵姓？
&rdquo;慌忙中他又重复了前面已经问过的话。
 &ldquo;敝姓韩。
&rdquo; &ldquo;请问台甫&hellip;&hellip;&rdquo; &ldquo;韩子奇。
&rdquo; &ldquo;哎呀！
&rdquo;侦缉队长听到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不禁惊叫起来，&ldquo;您就是奇珍斋的韩老板？
久仰，久仰！
怪不得&hellip;&hellip;&rdquo;他并没说出怪不得什么，双方却都心里明白，哈哈一笑，接着说
，&ldquo;这房子归于您手，真是货卖识家了！
&rdquo; 货卖识家，这对于买卖双方都有一种荣誉感。
成交之后，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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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早在三年前，这本书连影子还没有的时候，我就已经确定了书名《穆斯林的葬礼》。
这好像是我的创作习惯，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早早地想好了题目再谋篇，再写，极少有写完了再命
名或改名的时候。
正如我的子女，我总是在孕育着他们的时候就已经起好了名字，一个好名字会激起母亲的种种美好情
愫、联翩遐想，这是母亲塑造儿女的蓝图，他们一落生，我就用那早已十分熟悉的亲切称呼呼唤着他
们，怀着深深的爱、殷殷的期望，哺育他们，愿他们能长大成为和这个名字相符的人。
 有了《穆斯林的葬礼》这个书名之后，我曾经激动地告诉了几位同道，她们&mdash;&mdash;都是女
的&mdash;&mdash;几乎和我一样激动，说仅凭这个名字，就已经使她们仿佛看到了这未来的作品的模
样儿：风度、气质、格调。
我当然不知道她们是怎么设想的，但很高兴。
于是我向她们讲述了还没有写出的故事，一半是人物原型的真实经历，一半是我的即兴发挥和虚构。
我讲得很慢，声音很轻，那根本不是&ldquo;讲故事&rdquo;，而是让自己的心潜入书(未来的书)中的时
空，并且带着我的朋友们到那时空中，去游历一番。
这也算是我的一个创作习惯，我在打好&ldquo;腹稿&rdquo;之后不急于落笔，愿意口头讲述一遍或数
遍，讲给家人听，或是讲给朋友听，有时对着录音机讲给自己听。
这是对&ldquo;腹稿&rdquo;的一个考验，如果不能打动别人也不能打动自己，写出来还有什么意思呢
？
 感谢我的朋友们，她们一边听我的讲述一边热泪盈眶，我的讲述经常被哭声打断。
我并不想&ldquo;赚&rdquo;别人的眼泪，眼泪也不是评价作品的惟一标准，但它至少说明，我的讲述
引起了别人的共鸣。
尚在孕育中的作品已经得到朋，友们的首肯，这对于作者，等于是&ldquo;厉兵秣马&rdquo;！
 但我仍然没有动笔。
 我在等待落笔的最佳时机，不到激情在笔尖无法遏止地涌流的时候，不&ldquo;硬写&rdquo;，我怕糟
蹋了这个自己非常喜欢的题目。
 我当然不能坐等。
我踏着故事当中男女主人公的足迹奔走，我要回到那个时空去，再生活一次。
&ldquo;余生也晚&rdquo;，没有经历过书中的全过程，但我曾和男女主人公的原型有过相当一段时间
的接触，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痛哭和饮泣，闭目如在眼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他们曾经不自觉地使我了解到早于我的那个时代的往事。
何况在地面上还留存着并不因为他们的先后辞世而消失的东西，当我踏着他们当年走过的路，看到他
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历史就在我的面前复活了。
何况在人间还生活着曾经和他们一起生活过的入，以及和他们同时代的人，这些人向我谈起过去，就
好像岁月倒流了似的。
何况我对于已经亡故了的男女主人公的原型有着那样深切的怀念之情，一想起他们，我就无法抑制自
己，我常在梦中见到他们，以为他们还在，醒来之后，一阵怅然、茫然！
如果不让他们在我的笔下复活，我简直无法安生！
 在经过相当长的一段&ldquo;孕育&rdquo;之后，我觉得我所等待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就铺开了稿纸，
拿起了笔。
我把所有创作计划都搁置起来，把所有的&ldquo;文债&rdquo;都往后推，把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都抛开
，连一些好朋友和许多读者的信件都无暇回复，全力以赴《穆斯林的葬礼》，我希望大家都能原谅我
，如果知道我此时的心情的话。
 年轻的时候胆子大，写东西也不觉得艰辛，有时甚至是写着&ldquo;玩玩儿&rdquo;。
随着年岁的增长，写作似乎越来越难，那是因为：文学，在我心中越来越神圣。
面对文学，我有着宗教般的虔诚。
我在写作中净化自己的心灵，并且希望我的读者也能得到这样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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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来不得虚伪、欺诈和装腔作势，也容不得污秽、肮脏和居心不良。
&ldquo;文如其人&rdquo;，作家的赤诚与否是瞒不过任何人眼睛的，我历来不相信怀着一颗卑劣的心
的人能写出真善美的好文字。
我陶醉在自己创造的意境中。
人是需要理想、需要幻想的，需要美，以美的意境、美的情操来陶冶自己。
我想如果把世界上的一切丑恶集中起来强迫人去看，那一定是一种很惨的刑罚。
 追求美是人的本性，我相信人们本能地而并非理智地向往纯美纯情的意境，美不必强迫人接受。
不然，&ldquo;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rdquo;那样的前入名句就不会这样传之久远，深入
人心。
当然不是人间到处都有这样的意境，所以人们才更需要这样的意境。
我笔下的主要人物，既是人间曾经有过的，也是我所憧憬的。
我觉得人生在世应该做那样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剧，悲剧，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完成了并非
人人都能完成的对自己的心灵的冶炼过程，他毕竟经历了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高洁、纯净的意境。
人应该是这样的大写的&ldquo;人&rdquo;。
人的心绝不单单是解剖图上画的那颗有着什么左心房、右心房&hellip;&hellip;的心脏。
为人的心作传，为人的心谱曲，这是一项十分艰辛而又十分幸福的事业。
 写作也是三百六十行当中的一行。
但是它恐怕不能像某些行当一样当&ldquo;活儿&rdquo;干。
这个&ldquo;活儿&rdquo;太神圣，太复杂。
有各种各样的技巧，但技巧却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这技巧只能含在作品之中，而不能让人可触可摸
，一道道工序地去品评：&ldquo;这活儿做得地道。
&rdquo;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仅仅炫耀技巧就失去了灵魂。
让人看见的技巧是拙劣的技巧。
 我在落笔之前设想过各种技巧，写起来却都忘了。
好像我的作品早已经离开我而存在，我的任务只是把它&ldquo;发掘&rdquo;出来，而无需再补上一块
或是敲掉一块。
它既然是&ldquo;孕育&rdquo;而成的，就不能像人工制造的那样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变。
我尊重这个完整的肌体，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捧着它，奉献出来，让它呈现它本来的面目于读者面
前。
 我至今弄不清楚我运用了什么技巧，也弄不清楚这本书按时下很流行的说法归属什么流派。
 我无意在作品中渲染民族色彩，只是因为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民族之中，它就必然带有自己的色彩
。
我无意在作品中铺陈某一职业的特点，只是因为主人公从事那样的职业，它就必然顽强地展示那些特
点。
我无意借宗教来搞一点儿&ldquo;魔幻&rdquo;或&ldquo;神秘&rdquo;气氛，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宗
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它时时笼罩在某种气氛之中。
我无意在作品中阐发什么主题，只是把心中要说的话说出来，别人怎么理解都可以。
我无意在作品中刻意雕琢、精心编织&ldquo;悬念&rdquo;之类，只是因为这些人物一旦活起来，我就
身不由己，我不能干涉他们，只能按照他们运行的轨道前进。
是他们主宰了我，而不是相反。
必须真正理解&ldquo;历史无情&rdquo;这四个字。
谁也不能改变历史、伪造历史。
 &ldquo;分娩&rdquo;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四五十万字，谁也不可能开几个夜车就写出来。
 我在稿纸前和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久远的跋涉。
我常常忘记了现实中的入和事，心都在小说中。
我忘记了人间的寒暑，以小说中的季节为自己的季节。
窗外三伏盛夏，书中却数九严冬，我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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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主人公一起生活。
每天从早到晚，又夜以继日。
我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痛苦而痛苦。
我的稿纸常常被眼泪打湿，有时甚至不得不停下来痛哭一场。
 我已经舍不得和我的人物分开。
当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离人间的时候，我被生离死别折磨得痛彻肺腑。
心绞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吞药。
我甚至担心自己的葬礼先于书中的葬礼而举行，那么，我就太遗憾了，什么人都对不起了！
 我的命运毕竟没有这么惨。
当我写完了最后一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死都不怕了！
我相信读者决不会认为我在危言耸听，我相信书中的亡人完全理解我的心。
 谨将此书奉献给亡故的人们，向他们表达我的怀念之情。
 谨将此书奉献给我的朋友和广大读者，这是我的心在和你们交流。
我等待你们的批评。
 我由衷地感谢回、汉族的许多前辈和朋友，在我的写作中给予了热情的关切和帮助。
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和鞭策。
他们催稿简直像&ldquo;索命&rdquo;，而我甘愿把&ldquo;命&rdquo;交给他们。
 书稿终于完成了，摞起来将近一尺厚。
我把她郑重地交给鞭策我、信任我的编辑，请接住她，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
 1987年9月1日晨  记于抚剑堂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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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一九八一年春，茅盾先生遗嘱将自己的二十五万元稿费损献给中国作家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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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茅盾文学奖已历五届，二十二部长篇小说获奖（另有两部作品获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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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不断有作者、读者及有关人士表示，希望看到整体推出的茅盾文学奖全部获奖作品；认为完整地
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的成果，是必要而有益的。
在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下，&ldquo;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rdquo;终于问世
。
 此次编辑出版的&ldquo;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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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将整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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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穆斯林的葬礼》以独特的视角，真挚的情感，丰厚的容量，深刻的内涵，冷峻的文笔，宏观地回顾
了中国穆斯林漫长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
构，以及在政治、宗教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壁、梁冰玉、
韩新月、楚雁潮等一系列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人物，展现了奇异而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矛盾的现
实生活。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穆斯林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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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