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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茅盾文学奖自一九八一年设立迄今，已三十余载。
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一直备受关注，获奖作品所涉作家近四十位，影响甚巨。
这些作家大多在文坛耕耘多年，除了长篇小说之外，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等“短”体裁领域
的创作也是成绩斐然。
此次我们以艺术的眼光，首批遴选部分获奖作家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的经典作品，编成集子
，荟萃成这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短经典”，奉献给读者。
相信该系列图书能够与我社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一起，为您完整呈现一代又一代茅盾文学
奖获奖作家的创作实绩、艺术品位和思想内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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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忠实，生于1942年，陕西人。
著名作家。
1994年，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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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蓝袍先生 我的启蒙老师徐慎行先生，年过花甲，早已告退，回归故里，住在乡下。
他前年秋末来找我，多年不见，想不到他的身体还这样硬朗。
 他住在塬上的杨徐村，距我居住的小河川道的村子，少说也有二十里远，既不通汽车，也不能骑自行
车。
他步行二十余里坡路，远远地跑来，我的第一反应是要我帮他什么事情。
他接过我递给他的茶水和卷烟，坐稳之后，首先说明他没有什么事，只是找我闲聊。
他确实只是闲聊。
整整一个下午过去，天色将暮时，他顶着一只细草帽又告辞了。
他说他在三个多月前埋葬了老伴，过了百日，算是守完了节，心里实在孤寂得受不了，才突然想到来
找我聊聊的。
我信了他的话。
老伴初逝，女儿出嫁，男娃顶班在县城小学教体育，屋里就剩下他一个人，怎能不感到孤独和寂寞！
我心里也有一缕悲怜的气氛了。
 腊月里，入冬以来的头一场好雪，覆盖了塬坡和河川，解了冬旱，大雪封锁了道路，跑小生意的农民
挂起秤杆，蒙住被子睡觉了。
大雪初霁的中午，奇冷奇冷，徐慎行先生又走进我的院子，令我惊叹不已。
他的身上和胳膊肘上，膝头和屁股上，粘着融雪的水痕和泥巴，两只棉鞋灌满了雪粒，湿溜溜的了，
可以肯定，他在坡路上跌翻过不知多少回。
又是孤独和寂寞得受不了了吗？
 “我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 徐慎行先生呷了一口茶，就直截了当地开了口。
他的脸上泛出红光，许是跋涉艰难累得冒汗的原因，而眼里却泛出一缕羞怯的神色，与六十岁人的气
色很不协调。
他终于告诉我，说是别人给他介绍下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他已见过一面，颇以为合宜，可是两个女
儿和儿子均是一口腔反对，没法说服他们。
他自己当然不好直接与儿女商谈，只好托亲友给儿女做解释。
他的大女儿嫁到小河川道的周村，与我的住处相距不远，人也认识，于是就想让我去给他做大女儿的
解释工作。
 我不假思索，一口应承下来。
 第二年春天，草木发芽了，一直没有见他的面，不知他的婚事进展如何，我倒有点惦念不下。
我和他的大女儿以及女婿都是熟人，话可以敞开说，我说了许多条该办的好处，譬如徐老先生的吃饭
穿衣问题，生病服药问题，家务料理问题，统都解决了，对于儿女们，倒是少了许多负担。
又解释了儿女们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老汉退职薪金的使用，会不会被那个老婆子揽光卡死了？
终于使他们夫妇点了头，表示不再出面干涉，我也算是给启蒙老师尽了一点心。
我随之就担心他的二女儿和儿子的思想通了没有？
据说主要阻力在二女子身上，她不出面，却纵容唆使弟弟出面闹事⋯⋯ 徐慎行先生来了，时在河川和
坡塬上的桃花开得正艳的阳春三月。
他一来，我从他的眼里流露出来的羞怯神色就猜出了结果。
 “我想忙前把这事办了。
”他说，“到时候，你能抽空来坐坐。
” 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老师的邀请。
 他坐下喝茶，抽烟，说那个老婆的脾气和身世。
从他的语气里可以听出来，他是很满意的，说到她的人样，她的长相，他说能看出她年轻时很俊⋯⋯ 
我实在想不到，夏收之后，他第四次来到我家的时候，又是一脸颓唐的神色，先哀叹了三声，说那件
事最后告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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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惊诧，忙问他，到底哪儿出了差错？
谁又从中坏事了？
 “谁也没有坏事，也没有啥差错——”他淡淡地说，“是我不办了！
” “为——啥？
”我不得其解。
 “唉——”他摇摇头，叹息着，不抬头，“我事到临头。
又⋯⋯” 既然他觉得不好开口，我也就不再强人之难，于是就聊起闲话。
他轻轻摇着扇子，眯着眼，扯起他三十多年教书生涯中的往事，一阵阵哀叹，一阵阵动情⋯⋯ 我送他
走之后，心里很不好受，感到压抑，一种被铁箍死死地封锁着的压抑，使人几乎透不过气来，而他却
在那道无形的铁箍下生活了几十年，至今不能解脱⋯⋯ 读耕传家 南塬上的村庄，不论是千二八百户
的大村，抑或是三二十家的小庄，村巷整齐，街道规矩，家家户户的街门沿街巷开设，坐北一律坐北
，朝南一律朝南，这一家的东山墙紧紧贴着那一家的西山墙，而自家的西山墙又紧挨着另一家的东山
墙，拥拥挤挤，不留间隙。
俗话说，亲戚要好结远乡，邻居要好高打墙。
家家户户在自家的庄院里筑起黄土围墙，以防鸡刨狗窜引起纠纷和口角。
院墙临街的中间开门，门上很讲究修一座漂亮的门楼。
 那儿的农民十分注重修饰门楼。
日子富裕的人家修建砖木门楼，多数人家则是土木门楼。
无力修建门楼的人家，就只好在土围墙上凿开一个圆洞，安一个荆条编织的篱笆门，防贼亦挡狗。
生人进入任何一个村庄，沿着街巷走过去，一眼溜过两边高高矮矮的各姿各式的门楼，大致就可以划
出各家的家庭成分了。
不过，这是解放初期的旧话。
现在，门楼的规模和姿势，已经与土改时定的那个成分关系不大了；如果按着旧的习惯去猜度，准会
闹出牛头不对马嘴的笑话来。
 门楼正中，一般都要挂门匾，门匾上镌刻四个大字。
这四个大字的选择，实际是这个门楼里的庄稼主人的立家宣言。
解放后，庄稼人心劲高涨，对门楼上的门匾的选择，免不了受时风的影响，土地改革时，好多人喜欢
用“发展生产”、“发家致富”；合作化时又时兴“共同富裕”、“康庄大道”；三年困难时期又流
行起“自力更生”、“勤俭持家”；及至“四清”和“文革”运动接连不断的十余年中，诸如“红日
高照”、“万寿无疆”、“斗争为纲”、“真学大寨”等政治口号，确实风靡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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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释疑者》收录了陈忠实众多优秀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
打开《释疑者》，让我们一起领略作者在创作中实现的生活体验、艺术体验与生命体验三者的完美统
一。
为您完整呈现一代又一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创作实绩、艺术品位和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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