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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尊敬的朋友，呈现在你们面前的，是一部长达90多万字的普通农民的家史。
他的作者，就是我们最敬爱的父亲：侯永禄。
    父亲是陕西关中一位极普通而又极不普通的农民。
说他普通，是因为他和千千万万淳朴勤劳的中国农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说他极不普通，是因为他一手拿锄头，一手握笔杆，利用学习、生活、工作、劳动之余，写日记，记
账目，撰随笔，存家书，剪贴报刊，60多年如一日。
而眼前这部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农民家史》，更是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
    1984年4月，父亲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村干部。
这时的关中农村，早已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父亲再也不要准时按点地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了，再
也不要着急忙乎地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了，而有了-较多的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
父亲心想，人总不能整天只是吃饭睡觉吧，而应该做些对家庭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在母亲的支持下，他自告奋勇，毛遂自荐，当上了路一村的“义务邮递员”。
父亲又想到，家里已由几十年前孤儿寡母两个人，发展成为一个有着十多口人的大家庭。
如果能把自己走过的坎坎坷坷、经历的风风雨雨，用家史的形式比较系统地记录下来，留给子孙后代
，不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吗？
！
从此，撰写家史，成了父亲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父亲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文字资料，为他撰写家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素材。
1940年12月13日，年仅9岁、正在上小学的父亲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2004年12月24日，整整写了64年
。
民国三十七年，也就是1948年，年仅17岁、正在合阳简易师范上学的父亲开始记家用账。
每笔收支，都要入账，一直记到2004年12月21日，整整记了57年。
父亲喜欢记“随笔”，平日的家长里短，瞬间的心得体会，都信手记下来。
短的不到100字，长的可达1，6万多字，共写了757篇，共计62万余字。
父亲喜欢写家书，他保存的和子孙们的往来信件，共1000余封。
上世纪60年代的书信放在书箱里，竟然珍藏了40年。
父亲喜欢剪贴报刊，遇到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文章，便收集起来。
他积攒的“报刊剪贴”本，总共有100多本。
装了满满的一大箱子⋯⋯    撰写家史，父亲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无论在路井老家，还是去韩城、西安、延安、兰州儿女家，他都钢笔不离手，稿纸不离身。
一有空闲，就和母亲回忆往事，查阅资料，动笔成文。
每写一个“回目”，从起草到定稿，都要反复推敲，多次修改。
而在稿纸上写作，不像在电脑上敲击键盘那样方便。
每修改一次，都要用钢笔重新抄写一次，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经过20多年的笔耕不辍，到2004年底，父亲撰写的家史长达90多万字。
    2005年春节刚过，父亲突然肺部感染，病情加重。
在去西安西京医院治疗的前夕，他还挣扎着拿过日记本，在上面颤颤巍巍地写下了“二00五年一月二
十九日早上七点起床”17个歪歪扭扭的字。
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笔迹啊！
面对病魔，现代医术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奈，回天乏力。
3月13日5时3分，在老家门房的土炕上，父亲静静地躺在他平时写字用的炕桌旁，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
程，享年75岁⋯⋯    父亲去世后，整个大家庭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全家人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葬
礼。
料理完丧事，让父亲数百万字的手稿早一天付梓出版，成了全家人的共同心愿。
正在北京电影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长孙侯亮，利用课余时间，拿着他爷爷生前留下的日记、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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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信件、家史等文字资料的照片、光盘以及复印件，穿梭于多家出版社之间。
    2006年12月，《农民日记》与读者见面，好评如潮。
    2007年5月4日，一家人聚集路井老家，纪念父亲逝世三周年。
尽早出版父亲的《农民家史》，成为大家议论最多的话题。
这年7月，胜天把父亲家史的手稿带到韩城，按照页码顺序全部拍成数码照片，共计2193张。
随后又刻录成光盘，母亲及每个小家庭均保存一份，以作纪念。
    2011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高瞻远瞩，52，6万字的《农民家书》得以出版，读者赞誉有加。
2012年1月，该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2011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之一，被《中国新闻出版
报》评为“2011年度十大畅销图书”之一，并推荐为“农家书屋”的重点出版物，中央电视台10频道
“读书”栏目做了专题介绍。
3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决定出版父亲的《农民家史》。
随后，兄弟姐妹六人根据争胜复印的家史手稿复印件以及胜天拍摄的数码照片，开始进行电脑打字录
入，并按W0RD文档格式制作成电子版。
具体分工为：胜天负责1—40回，丰胜负责41—80回，万胜负责81一。
120回，争胜负责121回以后的剩余部分，引玲、西玲负责校对。
    《农民家史》以时间的推移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
全书从1869年侯风偕负责修建路井城墙开始写起，止笔于2004年12月24日，时间跨度长达135年。
它详细记录了一个普通农民以及他的家庭走过的艰辛辛道路，客观地再理了清朝年、民国初期、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三年自
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政治风云、时代变迁、民异疾苦、地方风俗
，家庭悲欢⋯⋯涵盖了父亲悲喜交加豹一生，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呈现了
中国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
    《农民家史》以真实的记录作为写人叙事的原则。
书中材料翔实，内容丰富，时间准确，描写客观。
里面所叙述的方方面面的内容，都是父亲一生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里面所涉及的大大
小小的人物，都是整个家庭成员及其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同学同事、上级下属⋯⋯真实地记录自己
一生的喜怒哀乐、人生轨迹，真实地表现家庭成员的悲欢离合、奋斗历程，真实地反映关中农民的柴
米油盐、生存状态，始终是父亲撰写家史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农民家史》真正的价值所在。
    《农民家史》以章回体的结构作为谋篇布局的形式。
章回体为中国长篇小说的一种传统形式，少则十几回、几十回，多则百余回。
它源于宋代平话，确立于元末，为明、清两代长篇小说普遍采用。
父亲采用章回体的形式撰写家史，这和他从小喜欢阅读我国古典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
《三国演义》、《西游记》有着直接的关系。
《农民家史》分为145回，每回之前均有“回目”，即用两句对偶押韵的文字标明题目，概括本回的主
要内容。
每一回叙述一两个较为完整的情节，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承上启下：章回体形式的运用，使整个
家史段落整齐，中心突出，叙事清楚，符合民众的欣赏习惯，更便于读者进行间歇性阅读。
    《农民家史》以原生态的语言作为表情达意的载体。
文中语言质朴无华，率性白描，不加修饰，自然清新，很少追求辞藻的华丽、文笔的优美，极具浓郁
的乡土气息和感人的生活情趣。
然而，其中又不乏一些精当的词语运用、精妙的片段描写和精彩的人物刻画。
父亲自编的诗歌和快板，合辙押韵，节奏匀称，平仄调配，抑扬顿挫，读来朗朗上口，富于一种音乐
美、韵律美。
不少章节，观察细致，叙述细微，描写细腻，表现了父亲植根生活的写作风格和扎实深厚的文字功底
。
里面的一些方言土语，更给家史蒙上了一层浓浓的合阳地方色彩。
    家史是人类社会的一面回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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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离去，并不意味着《农民家史》的终结。
早在1993年元月10日，父亲在给胜天的信中说：“⋯⋯我⋯⋯觉得平时的积累素材非常重要。
⋯⋯我的意思是指今后你们都要记日记，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的时间、过程要记准。
因为我总觉得你们中要出大有作为的人，所以来往信件必须妥善保存，千万不要被‘文革’吓坏了人
，抹杀了历史，毁坏了文化。
写《家史》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将来必须你继续写下去！
”    家史宛如一首歌，有惆怅失意也有欢快愉悦；家史就像一条河，有回环曲折也有碧波荡漾；家史
仿佛一杯酒，有苦涩辛辣也有香醇醉人⋯⋯再一次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
是你们的辛勤努力、忘我工作，让父亲的在天之灵，少了一些遗憾和缺失，多了一份欣喜和慰藉；也
让人们的求知之心，少了一些误读中国农业、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粘贴”与“复制”，多了一个
了解中国农业、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窗口”与“链接”。
    201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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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父亲是陕西关中一位极普通而又极 不普通的农民。
说他普通，是因为他和
千千万万淳朴勤劳的中国农民一样，面朝 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说他 极不普通，是因为他一手拿锄头，一手握
笔杆，利用学习、生活、工作、劳动之余， 写日记，记账目，撰随笔，存家书，剪贴 报刊，60多年如
一日。
眼前这部散发着泥
土芳香的《农民家史》，更是倾注了他一 生的心血。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尽量保存 作品原貌。

侯永禄编著的《农民家史》《农民家电》以时间的推移作为贯穿 全书的线索。
全书从1869年侯风偕负责
修建路井城墙开始写起，止笔千2004年 12月24日，时间跨度长达135年。
它详 细记录了一个普通农民以及他的家庭走过
的艰辛道路，客观地再现了清朝末年、民 国初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 土地改革、
“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化、
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 改雉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政治风云， 时代变迁、
民间疾苦、地方风俗，家庭悲
欢⋯⋯涵盖了父亲悲喜交加的一生，折射 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 呈现了中国近
现代史上波澜牡阔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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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永禄(1931-2005)，曾用名侯永学，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人。
1944年进入合阳县简易师范，1949年毕业回家务农。
1954年路井农业合作社成立，担任会计。
195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生产队政治队长、大队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负责人、民办教师、大队合作
医疗站负责人、火队党支部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等。
1981年12月任路一火队管理委员会主任。
1984年4月至2001年，担任路一村“义务邮递员”。
他坚持60余年写日记，记随笔，撰家史。
由他的日记精选而成的25万字的《农民日记》一书，于2006年12月1日出版发行，好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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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丰胜忙忙乱乱 破常规样样大办
公社化一夜实现 共产风谁能扭转
浮夸风妨碍生产 修水利收益未见
受警告心内不安 百亩方割麦大战
紧任务收购鲜蛋 低标准苦渡难关
生万胜多灾多难 想给人擦泪不干
分大队机构再变 医疗队救娃命还
散食堂遂人心愿 凭人手推碾十年
拾瓜皮遭人下看 翻深沟拉煤带炭
开荒地白自流汗 为生活啥活都干
栽红薯大战抗旱 编快板劝导青年
拉沙子埝下遇险 考中学引玲为难
铁门槛名升实免 生争胜棉籽粒选
做绝育带头领先 干重活痔疮常犯
回农村引玲入团 赴杨谈永禄参观
担水茅再臭不嫌 任会计分文不沾
助热闹父女上演 来社教干部胆寒
棉绒厂未能如愿 红卫兵开始造反
大学校林场兴办 小胜天北京串联
治癔病竟去西安 盖厦房全家动员
愿教学却难长远 嫁引玲一切从简
保健室只是过站 不上任党籍暂缓
转户口亲情不断 治腿病步行回转
医疗站苦心钻研 想招工让人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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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干部不讲情面 下了台心地坦然
面粉厂蓬勃发展 大兵团千人农建
打界墙快速作战 画冬子喜把军参
盖厦房力尽汗干 写协议遂了心愿
母病危立坐不安 办丧事尽量从俭
三上台也无怨言 结新婚双双喜欢
考大学丰万领先 升高中争胜居前
树形象修饰门面 愿知青返回家园
纠三案转移重点 迎春节全家团圆
替门槛赵妈升天 生孙孙爷婆喜欢
上大学兄争弟赶 赴西安实习电算
退补助信寄校园 议分家心惊梦幻
闹返工责任谁担 过三年春节纪念
引双孙兰州游玩 大包干农民喜欢
母猝逝秀春怜念 姐打墙兄弟大干
女盖屋费心帮办 儿结婚修渠流汗
垫大坡多受刁难 下台后乐送报刊
领文凭四子齐全 挣工资父母去韩
盖新房八方支援 添外孙竟被罚款
避暑热甥舅游览 度冬寒父母来兰
改大门坡平路宽 生双孙跟心如愿
为转正刻苦钻研 转户口遂人心愿
结新婚万胜最难 放彩电乡亲爱看
引侯炜父母来兰 一个娃四人同管
娃半岁下棋消遣 出成果刻苦钻研
庆春节不回家园 来兰州姐妹相连
过生日特别喜欢 回夏收左右为难
忙夏收多方支援 忆结婚照相留念
调新任姐嫂喜欢 赴北京报奖游玩
迎中秋兰州月圆 庆春节全家团圆
众兄弟学习参观 坐飞机邀游蓝天
乖争胜喜结良缘 慈赵妈永续香烟
集资金忙买彩电 坐飞机延安回还
列金榜江晖领先 三进京丰胜钻研
盖门房西玲大干 生双孙二赴延安
迎夏收丰胜回还 游北京胜天照管
众儿女奋发向前 老两口心情舒坦
搭炉子度过冬寒 迎春节热火朝天
为调动累坏胜天 获文凭李萍领先
孙上学设法提前 棉交售避免罚款
卖西瓜比屎还贱 磨粉机才能挣钱
春上春格外喜欢 喜又喜热泪不断
找工作深圳历险 治腿疼两次赴韩
忙夏收随即赴兰 小侯炜喜把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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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连节丝路灯展 乐又乐旅游提干
负轻伤总想隐瞒 编快板总结全年
天气暖方回家园 心舒畅喜讯频传
勤织布腿疼渐减 学习好分配西安
瓜果会一厢情愿 砖界墙两家修建
住新楼意足心满 迎双节乐庆团圆
对征联上当受骗 去烦扰喜迎元旦
行门户接二连三 庆新春欢歌笑颜
引赵腾父母作难 升职称丰胜钻研
金水沟高桥庆典 建党节再当模范
过暑假兄弟铺院 上大学江涛如愿
立墓碑菊兰病患 盖学校永禄捐款
闲不住织布纺线 学愚公开荒流汗
原姓侯心中坦然 结新婚盛况空前
下暴雨淹没棉田 遭地震返回故园
年迈人相继归天 《合阳报》刊登照片
祭先祖远去塔前 换支书声震半县
观葬礼大开服界 忙夏收阴雨连绵
骂龙王气破肝胆 趁开会兰州游玩
骨肉情深厚浓酽 自来水清澈甘甜
庆金婚喜地欢天 闹元宵国泰民安
写遗嘱以防突然 学车子时续时断
盖柴舍因陋就简 遇良机前赴朝鲜
避冷冬二老去韩 因工作引玲遇险
老两口异地过年 亲戚情不能冷淡
写家书情寄延安 拓巷道重新通电
送报刊永禄遇犬 上大学亮艳登攀
选代表民主自愿 写征文名扬校园
西安市多处探看 古城墙喜观灯展
大裁员下岗伤感 小装修实用美观
简易房兄弟自建 胜玲会合家宣言
苹果地你忙我乱 特产税强征蛮干
煤气灶快速简便 安电话要在节前
看六姨却把病染 害大病忙去西安
养病体快速去韩 小侯炜会写稿件
上电视侯亮畅谈 染病患菊兰熬煎
度暑假万胜苦干 贺生日四世同天
迎国庆畅游洽川 治结石西京医院
得稿费先给婆钱 立功奖接连不断
改称呼真情体现 常游转身心康健
欢庆宴涵盈月满 磨粉机西玲心酸
五月底小型团圆 儿童节记者访谈
影碟机舍得花钱 走亲戚诚心一片
吃羊肉路人争羡 贺寿辰国庆月圆
安暖炉防止冬寒 写家书喜讯频传
踏辣子爱心无限 过春节忆苦思甜
找工作东跑西颠 看同学叙旧感叹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民家史（上下）>>

北戴河疗养休闲 中科院工作遂愿
游京城五人相见 修道路二老捐款
敬神佛悲老悯残 闹元宵秧歌汇演
遭“非典”国遇 劫难题金榜外出游览
迁新居宽敞舒坦 爱电影侯亮考研
过暑假合家团圆 拿稿费欣喜万千
写小说连续出版 记日记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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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陕西省合阳县西南部的乳罗山下有座路井城。
相传因当地挖出的水井，甘甜清澈如露水一般，故名“露井”。
城内有十多条巷，住着数百户人家，大多以务农为生。
城墙修筑于1869年，由后新庄巷的侯风偕负责修建。
形状如扇子，西北角为扇柄，共开东西南北四个大城门。
城门用砖垒，城门洞上外边各有四个大字。
东门为“金带东绕”，南门为“铁岭南横”，西门为“卤川西l临”，北门为“罗云北锁”。
内边各有二字，依此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城墙东南角上有个转角楼，离老远便能望见，是路井城最明显的标记。
城外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街。
中间有座坐北向南的九郎庙。
南面有条南街，南端有个城门，上有石刻的“露井镇”三个大字。
每逢农历一日、七日，方圆十几里的人都来赶集上会。
由于地平井浅，人们都还安居乐业。
    据说侯风偕为了以后让本巷人出城下地方便起见，在修城时于后新庄巷的东头城墙里暗中修了个小
城门洞，外面用土挡住，人们看不见。
后新庄巷有两口水井，东头路北一口，中间路南一口。
巷里的人家大多住在路北边。
路南边只住三几户人家。
东头一户。
西头一户。
中间井西边一户。
井边这一户就是一生勤劳为人忠厚善良的侯迁善家。
这是一座有三间门房、三间上房、东西两边各五间厦房的四合院。
东边背墙是全部以砖做到顶的。
当时在全巷还算是很不差的住房。
迁善上有婶娘，下有儿孙，是个十多口人的大家庭。
婶娘一生无儿无女，早年丧夫，守寡多年，经常烧香敬佛，居住在城南的佛庙“四圣宫”内。
孙儿和孙媳们称她为“烧香婆”。
迁善的女人李氏是李家坡人，生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生于1887年，起名连科，成年后学做木匠活。
娶妻高氏，系南街村人，生于1888年。
婚后1916年生下一女名冬芳，后出嫁于本村东靳巷靳荣家。
1922年生一男孩起名高南，1923年又生一女名秋芳。
二儿子生于1895年农历五月十六日，起名润科，成年后学做铁匠活。
娶妻贺氏，名冰质，系西尚村贺幸儿之大女，贺庚寅之妹，生于1900年三月三日。
婚后1917年秋，生大女菊芳，后连生四个孩子三男一女，均未活多久便夭亡了。
只有一个叫坤绪的起了名字，其余三个连名字也未起。
1923年正月生一女名贞芳，1925年九月二十二日又生一女名京芳。
    迁善和两个儿子种着六七十亩地，除秋麦两料大忙季节全家总动员、投入紧张的收麦种秋和收秋种
麦外，其余农闲时节。
每年正月一过初五，连科的斧头锯锯声，润科的风箱铁锤声，便都叮当叮当、呼啦呼啦响开了。
他自己也推着车车卖开粳糕了。
因他卖的粳糕铲得多，价合宜，熟人能赊欠或少给钱，所以卖得快，生意特别红火。
农业上打的粮食多，副业上收入的钱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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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们齐心协力，妯娌们和睦相处，全家四辈十多口人真是四世同堂。
家业兴旺。
巷院中流传着一句话是“八百家若不发，那才是没天理呢！
”迁善看人家财东家有字号名，如本巷的“敬盛隆”、“三兴合”，便找读书人也给家庭起了个堂名
叫“庆宜堂”。
P1-2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民家史（上下）>>

编辑推荐

侯永禄编著的《农民家史》以真实的记录作为写人叙事的原则。
书中材料翔实，内容丰富，时间准确，描写客观。
里面所叙述的方方面面的内容，都是父亲一生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里面所涉及的大大
小小的人物，都是整个家庭成员及其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同学同事、上级下属⋯⋯真实地记录自己
一生的喜怒哀乐、人生轨迹，真实地表现家庭成员的悲欢离合、奋斗历程，真实地反映关中农民的柴
米油盐、生存状态，始终是父亲撰写家史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农民家史》真正的价值所在。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民家史（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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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