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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
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
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
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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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
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
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
　　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了《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山顶上的传说》等多篇小说。
其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分别获得1983年和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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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去年我竟作梦似的回了趟陕北。
　　想回一趟陕北，回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去看看，想了快十年了。
我的精神没什么毛病，一直都明白那不过是梦想。
我插队的那地方离北京几千里路，坐了火车再坐火车，倒了汽车再倒汽车，然后还有几十里山路连汽
车也不通。
我这人唯一的优点是精神正常，对这两条残腿表示了深恶痛绝；就又回到现实中来。
何况这两条腿给我的遗憾又并非唯此为大。
　　前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插队的小说，不少人说还象那么回事。
我就跟几个也写小说的朋友说起了我的梦想。
大家说我的梦想从来就不少，不过这一回倒未必是，如果作家协会肯帮忙，他们哥儿几个愿意把我背
着扛着走一回陕北。
我在交友方面永远能得金牌，可惜没这项比赛。
作家协会的同志说我怎么不早说，我说我要是知道行我早就说了，大伙都说“咳——！
”　　连着几夜失眠。
我一头一头地想着我喂过的那群牛的模样，不知道它们当中是不是还有活着的。
耕牛的寿命一般只有十几年。
我又逐个地想一遍村里的老乡，肯定有些已经老得认不出了，有些长大了变了模样，我走后出生的娃
娃当然更不会认得。
就又想我们当年住过的那几眼旧石窑，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又去想那些山梁、山峁、山沟的名字，有些已经记不清了。
我拦过两年牛，为了知道哪儿有好草，那些山梁、山茆、山沟我全走遍⋯⋯　　很快定了行期。
我每晚吃一片安定，养精蓄锐。
我又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当年在晋中插队，现在是北京某剧团的编剧，三十二岁成家，带着老婆到他
当年插队的地方去旅行结婚，据说火车一过娘子关这小子就再没说过话，离他呆过的村子越近他的脸
色越青。
进了村子碰见第一个人，一瞧认得，这小子胡子拉茬的二话没说先咧开大嘴哭了。
我想很多插过队的人都能理解，不过为什么哭大约没人能说清。
不过我想我最好别那样。
不过我们这帮搞文艺的是他妈好像精神都有点毛病。
不过我不这么看。
　　一行七人，除我之外都没到过陕北，其中五个都兴致很高，不知从哪儿学来几句陕北民歌，哼哼
唧唧地唱。
我说，你们唱的这些都是被篡改过的，丢了很多人情味。
只一人例外，说要不是为了我，他干嘛要去陕北？
“我不如用这半个月假回一趟太行山。
”他在太行山当过几年兵。
一路上他总说起他的太行山，说他的太行山比我的黄土高原要壮观得多，美得多。
我说也许正相反。
他说：“民歌也不比你们那儿的差，”他说，于是扯了脖子唱：“干妹子好来果然是好，”我便跟他
一块唱：“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扯淡！
这明明是陕北民歌。
”“扯淡！
”他也说，“当然是太行山的。
”过了一会有人提醒我们：太行山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陕北也不过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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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似乎找到了一点平衡。
　　十几年前我离开那儿的时候，老乡就说，这一定不晓今生再得见不得见。
我那时只是腰腿疼，走路有些吃力，回北京来看病，没想到会这么厉害。
老乡们也没料到我的腿会残废，但却已料到我不会再回去。
那是春天，那年春天雨水又少，漫山遍野刮着黄风。
太阳浑蒙蒙的，从东山上升起来。
山里受苦去的人们扛着老镢，扛着锄，扛着弯曲的木犁，站在村头高高的土崖上远远地望着我。
我能猜出他们在说什么：“咋，回北京去呀。
”“咋，不要在这搭儿受熬煎了。
”“这些迟早都要走哇。
”老乡们把知识青年统称为“这些”或“那些”。
仲伟帮我把行李搬上驴车，绑好。
他和随随送我到县城。
娃娃们追过河，迫着我们的驴车跑，终于追不上了，就都站下来定定地望着我们走远。
驴车沿着清平河走，清平河只剩了几尺宽的细流。
随随赶着车，总担心到县里住宿要花很多钱，想当天返回来。
仲伟说：“来回一百六、七十里，把驴打死你也赶不回来。
放心，房钱饭钱一分不用你出。
”随随这才松了口气，又对我说：“这一走怕再不得回。
”随随比我几岁，念过三年书。
“得回哩？
怕记也记不起。
”他在鞋底上磕磕烟锅儿，蓝布鞋帮上用白线密密地纳了云彩似的图案。
我光是说：“怎么会忘呢？
不会。
”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好像还有人站在那儿朝我们望⋯⋯　　十几年了，想回去看看，看看那块
地方，看看那儿的人，不为别的。
　　二　　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
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
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
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
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
　　得承认，这话说得很有些道理。
不过我感觉说这话的人没插过队，否则他不会说“只是因为”。
使我们记住那些日子的原因太多了。
我常默默地去想，终于想不清楚。
　　夜里就又作梦：无边的黄土连着天。
起伏绵延的山群，象一只只巨大的恐龙伏卧着，用光秃秃的脊背没日没夜地驮着落日、驮着星光。
河水吃够了泥土，流得沉重、艰辛。
只在半崖上默默地生着几丛葛针、狼牙刺，也都蒙满黄尘。
天地沉寂，原始一样的荒凉⋯⋯忽然，不知是从哪儿，缓缓地响起了歌声，仿佛是从深深的峡谷里，
也象是从天上，“咿哟哟——哟嗬——”听不清唱的什么。
于是贫瘠的土地上有深褐色的犁迹在走，在伸长；镢头的闪光在山背洼里一落一扬；人的脊背和牛的
脊背在血红的太阳里蠕动；山风把那断断续续的歌声吹散开在高原上，“咿呀咳——哟喂——”还是
听不清唱些什么，也雄浑，也缠绵，辽远而哀壮⋯⋯　　又梦见一群少男少女在高原上走，偶尔有人
停下来弯腰捡些什么，又直起腰来继续走，又有人弯腰捡起些什么，大家都停步看一阵，又继续走，
村里的钟声便“当当当”地响起来⋯⋯　　前不久仲伟带着他四岁的女儿来我家，碰巧金涛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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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儿子。
金涛的儿子三岁多。
孩子和孩子一见面就熟起来，屋里屋外地跑，尖声叫，一会哭了一个，一会又都笑，让人觉得时光过
得太快了点。
去插队的时候我们也还都是孩子，十七岁，有的还不到。
后来两个孩子趴在床上翻我的旧像册，翻着翻着嚷起来：“这是我爸爸在陕北！
”“的（这）是我爸爸带（在）清平湾！
”“叔叔，你怎么也有这张照片？
”女孩子说。
男孩子也说：“叔叔，的道当片（这张照片）我们家也有。
”“看，黄土高原。
”“才不是呢，的（这）是山！
”“也是山，也是黄土高原！
这些山都是水冲出来的，把挺平挺平的高原冲成这样的⋯⋯”　　仲伟满意地看着他的女儿。
　　男孩子感到自己处于劣势，一把夺过像册去：“我爸爸带（在）那儿（它）插过队！
”　　“我爸爸也在那儿插过队。
”毕竟姑娘脾气好。
　　“你爸爸旦（干）嘛它（插）队？
”金涛说他儿子从来不懂什么叫没话说，就是有点大舌头。
　　小姑娘转过脸去询问般地看着她的爸爸。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评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得失功过了。
也许，这不是我们这辈人的事。
后人会比我们看得清楚（譬如眼前这个小姑娘），会给出一个冷静的判断，不象我们带了那么多感情
⋯⋯　　我、仲伟、金涛也都凑过去看那些旧照片。
　　有一张是：十个头上裹了白羊肚手巾的小伙子。
还有一张：十个穿着又肥又大的破制服的姑娘。
这就是我们一块在清平湾插队的二十个人。
背景都是光秃秃的山梁、山峁、冒着炊烟的窑洞，村前那条没不了膝的河。
金涛和李卓坐在麦垛上。
仲伟一本正经扛着老镢站在河滩里。
袁小彬一条腿蹬在磨盘上，身旁卧着“玩主”。
“玩主”是我们养的狗。
数我照得浪漫些，抱着我的牛犊子。
那牛犊子才出世四天，我记得很清楚。
去年回清平湾去，我估计我那群牛中最可能还活着的就是它，我向老乡问起，人们说那牛也老了，年
昔牵到集上卖了。
　　可惜的是，竟没有一张男女生全体的合影。
——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刚刚不吵架了，刚刚有了和解的趋势，就匆匆地分手了，各奔东西。
那时我们二十一、二岁。
那张全体女生的合影，还是两年前我见到沈梦苹时跟她要的。
她说：“那时候刘溪几次说，男女生应该一起照张像。
”我说：“那你们干嘛不早说？
”她说谁敢跟你们男生说呀。
我说：”恐怕不是不敢，是怕丢了你们女生的威风。
“她就笑，说：“真的，是不敢。
”“现在敢了？
”“现在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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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谁怕谁呢。
”“谁怕谁也晚了。
”　　那条河叫清平河，那道川叫清平川，我们的村子叫清平湾。
几十户人家，几十眼窑洞，坐落在山腰。
清平河在山前转弯东去，七、八十里到了县城，再几十里就到了黄河边。
黄河岸边陡岩峭壁，细小的清平河水在那儿注入了黄河。
黄河，自然是宽阔得多也壮伟得多。
　　我们那二十个人如今再难聚到一起了。
有在河北的，有在湖南的，有的留在了陕西。
两个人出了国，李卓在芝加哥，徐悦悦也在美国。
多数又回到北京，差不多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各自忙着一摊事。
偶尔碰上，学理工的，学文史的，学农林的，学经济和企业管理的，干什么的都有，共同的话题倒少
了。
唯一提起插队，大家兴致就都高。
　　“那时候真该多照些照片。
”　　“那会儿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　　“光想革命了。
”　　“还有饿！
”　　“还有把后沟里的果树砍了造田。
”　　“用破裤子去换烟抽，这位老兄的首创。
”　　“不要这样嘛，没有你？
”　　“饿着肚子抽烟，他妈越抽越饿⋯⋯”　　话多起来，比手划脚起来，坐着的站起来，站着的
满屋子转开，说得兴奋了也许就一仰在床上躺下，脚丫子翘上桌，都没了。
规矩，仿佛又都回到窑洞里。
反复说起那些往事，平淡甚至琐碎，却又说到很晚很晚。
直到哪位忽然想起了老婆孩子，众人就纷纷看表，起立，告辞，说是不得了，老婆要发火了。
　　三　　去插队的那年，我十七岁。
直到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了，我仍然觉得不过象是去什么地方玩一趟，跟下乡去麦收差不多，也有
点象大串联。
大串联的时候我还小，什么都不懂，起哄似的跟着人家跑了几个城市，又抄大字报又印传单，什么也
不懂。
其实我最愿意这么大家在一块热热闹闹的，有男的有女的，都差不多大，—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干一
点什么事。
　　火车很平稳地起动了。
老实说我一点都没悲伤，倒也不是有多么革命，只是很兴奋。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那么兴奋都是因为什么。
譬如说，一想到从现在开始指不定会碰上什么事，就兴奋。
譬如说火车要是出轨翻车了，那群女生准得吓得又喊又叫，我想我应该很镇静，说不定我们男生还得
好歹把她们女生救出来。
不过由此又联想到死，心里却含糊。
　　这时金涛凑到我跟前来，满脸诡秘的笑，说：“刚才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　　“嘿，
说真的你怕死吗？
”我忽然说。
然后我装出想考考他的样子。
　　“怕死？
不怕呀？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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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干嘛。
问问。
”　　金涛挺认真地看着我，猜不透我到底什么意思。
　　“没事儿。
我就问问；你刚才说什么？
”　　“仲伟他妈跟他姐姐真神，”他满脸又涌起诡秘的笑。
“刚才跟　　仲伟说，你们也得对女同学好点，都不小了，要是有什么事你们得多关心人家。
神不神？
”　　“这怎么了？
”我说，“这有什么。
”　　金涛咽了口唾沫，脸上的笑纹变浅。
我的反应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老实说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仲伟跟你说的？
”　　“不是。
是我听见的，当时我就在旁边。
”他脸上的笑纹又加深，紧盯着我，希望我能对他这一发现表示出足够的兴趣。
　　我想着别的：假如需要死，我敢不敢。
　　“蒙你是孙子，”金涛又说。
　　“说真的，你真的怕死不怕？
”我说。
　　“你吃错什么药了？
”　　“甭费话，你真的怕不怕？
”　　他严肃地想了大约一秒钟：“不怕。
你呢？
”　　“废话。
”我说。
　　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火车在变换轨道，发出令人不安的铁和铁的磨擦声。
许多条铁轨穿叉交错。
　　“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
”金涛还在说。
　　金涛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个子并不矮，但是瘦，脸小，脸上纵横着几道皱纹，外号却叫“牛
”。
这小子在车厢里四处乱窜又怪模怪样学起女人哭来，嘴里念念有词抑扬顿挫，自己并不笑大伙都说学
得象，都笑。
车起动的那会儿，站台上有个中年妇女猛地大哭大喊，象是死了人。
　　车开之前，车上车下就有不少人在抹眼泪，只是没那么邪乎那会儿我和李卓勾肩搭臂在站台上瞎
蹓跶，一边吃果脯；李卓带了一盒果脯，说不如这会儿给吃完就算了。
他不时地捅捅我，说“快瞧，那儿又有俩哭的。
”“快瞧快瞧，又一个。
”我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希望那些抹眼泪的人能注意到我们泰然自若的神态，同时希望抹眼泪的人
不妨再多点，再邪乎点。
所谓惟恐天下不乱。
我暗自庆幸没有让母亲来车站送我，否则她非也得跟着瞎哭不可。
　　我和李卓又逛了一阵儿，捡个人少的地方靠着根石柱子坐下，开始认真地吃那盒果脯。
　　“你妈今儿早上哭了吗？
”李卓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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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哭了吗？
”　　“我妈这回够呛，她们系里的人说不定要整她。
不过她什么也没干。
”　　停了一会，李卓又说：“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　　“她们系里说她什么？
”　　“海外关系。
你可别跟别人说。
”　　“放心。
”我说，然后严肃地向毛主席做了保证。
后来我才知道这事本用不着我去跟别人说，他自己跟谁都说。
　　这时候仲伟不知从哪儿喘吁吁地钻出来，说：“你们俩上哪儿了？
我这找你们劲儿的！
”　　“你妈和你姐姐她们呢？
”我问仲伟。
　　“我让她们回去了。
”　　“你妈哭了吗？
”李卓问。
　　仲伟装着没听见，也靠着石柱子坐下。
　　“嘿，你妈哭了吗？
”　　我说：“牛他们也不知哪儿去了。
”　　“仲伟，你妈哭没哭？
”　　我赶紧又说：“金涛和小彬他们也不知上哪儿去了。
”　　“嘿，仲伟，你妈哭⋯⋯”　　“你妈！
”我说，揣了李卓一脚。
　　火车头开始喷起气来。
　　仲伟一直紧闭着嘴发楞，这会儿问：“吃什么呢你们？
”我们三个坐在石柱子那儿直把那盒果脯吃光，然后把纸盒子扔到火车底下的铁道上去。
一个铁路工人瞪了我们一眼。
火车喷气的声音非常响，如果你站在离车头很近的地方你就知道了，那声音非常响。
　　后来不知怎么就上了火车，火车就开了。
似乎一切都太简单，还没过够瘾。
我觉得就跟出去玩一趟一样。
后来金涛就学那个中年妇女哭，“天呀地呀”的。
　　“牛！
别瞎学了，那是徐悦悦她妈！
”——不知从哪儿传出了这么个消息。
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估计不过是源于一句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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