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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孙犁》讲述孙犁生前身后，固然有各种名号加诸其身，孙犁依然只是自己。
孙犁的独特，不在于狷介，不在于浪漫，而在于平实，在于真气逼人。
孙犁反复谈到“真”，从做人到作文，在最后的《曲终集》中，孙犁坦承：“大家都希望作家说真话
，其实也很难。
”“我以为真话，也应该是根据真理说话。
真理就是公理，也可说是天理。
有了公理，说真话就容易了。
”孙犁的文字，都是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生发，就像老农躬耕于田间，汗水落地，庄稼长出。
大真大美，归于自然。
越是普通的读者，越是感到亲切，越是能体味出孙犁文字的真味，成为孙犁的知音。
这就是大道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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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摇曳秋风遗念长 孙晓玲 一落黄泉两渺茫，魂魄当念旧家乡。
 三沽烟水笼残梦，廿年嚣尘压素妆。
 秀质曾同兰菊茂，慧心常映星月光。
 老屋榆柳今尚在，摇曳秋风遗念长。
 父亲这首旧体诗《题亡人遗照》（即《悼内子》），写于1970年10月26日下午，距我母亲去世仅半年
时间，充满赞美的怀念，寄托了父亲飞鸿失伴后的不尽哀思。
 母亲叫王小丽，这个名字还是进城后为上街道“识字班”父亲给她起的。
她是与父亲同县的一个普通而又有着传统美德的农村妇女，二十一岁时嫁给了正在保定读书的父亲，
六十一岁时悲惨地逝于血雨腥风的“文革”之中。
印象中的母亲，稍圆的脸盘儿、双眼皮大眼睛，宽脑门儿白净皮肤中等个头儿，待人亲切乡音极浓。
她总是穿得素素净净的，是家做的那种偏襟布衣，鞋也总是自己纳底儿做。
虽然没有上过学，可她记忆力不错，语言特别丰富，民谣乡谚经她说出来，一串儿一串儿地既押韵上
口又风趣生动，我到现在还能背出十来段儿，像什么“有爹有娘仙桃果，没爹没娘风落梨”、“有享
不了的福，没受不了的罪”、“腰里揣着一文钱你想花十文棍，给你个老母猪也不够你胡打混”等等
。
可以说我的启蒙教育，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些带有“警世性”的“土语村言”中获得的。
 我们几个孩子还在上学的时候，父亲就极其严肃地教育过我们：“从小我对你们没尽过什么责任，你
娘把你们拉扯大可不容易，你们都要记着！
” 父亲语重心长的话字字千钧。
我们都知道，自从大哥普不幸夭亡后，四个孩子无论哪个头疼脑热，母亲都紧紧地抱在怀里，在农屋
土炕上伴着用棉花捻儿自制的小油灯，走来走去地彻夜不眠，直到捂出汗、退了烧，才会放下紧绷的
心。
母亲就是靠着这种执著、这种坚忍、这种无私的爱，在战乱离别中，在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抚育大
了我们，令我们终生感恩，春晖难忘。
在父亲的《荷花淀》、《嘱咐》、《丈夫》中，我都看到了极其熟悉的举止身影。
其中有些对话，仿佛“原封不动”就是母亲讲的。
我甚至这样想：如果没有我母亲这么善良质朴、柔婉多情和心灵美的妻子，也许就不会有《荷花淀》
；如果没有我母亲对父亲无私的爱和倾力支持，父亲就不可能在延安的土窑洞里，使着劣质的笔，蘸
着自制的墨水，在粗糙的草纸上，饱含激情、行云流水般地写出那些优美文字，就不可能连草稿也不
打，自然而然“就那么写出来”诗样文章。
父亲的文字中，固然有对人民战争的颂扬，固然有自身情操的内涵，固然有对冀中英雄妇女五体投地
的敬佩，可一定也有对遥遥相盼千里之外妻子的思念，有对妻子绵绵的爱。
 1942年中秋夜晚，父亲在山地阜平一挥而就写下了短篇小说《丈夫》，载于12月份的《晋察冀日报》
。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亲口对韩映山说过，此文是以妻为“模特”的。
1942年，这个短篇获晋察冀边区文联鲁迅文艺第一季的季奖，那正是抗战最残酷最困难的阶段，冀中
地区血与火的“五一大扫荡”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这也是父亲的作品第一次获奖。
作为一名“抗战文艺老战士”，这次获奖对父亲而言，印象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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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间过得真快。
去年，孙犁先生逝世十周年。
今年，又是先生的百年诞辰。
这十年间，我走过大半个中国，几乎每到一地，都能遇到热爱孙犁作品的读者，哪怕彼此素昧平生，
只要一谈起先生。
就有了说不完的共同语言，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在新疆，伊犁的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他们那里一些文友，常自发地聚在一起，交流阅读孙犁著作的心
得，参与者越来越多。
在北京一次全然陌生的聚会上，一位来自深圳的作者走过来试探地问我，你是在《天津日报》工作吧
？
见我面露疑惑，他转而肯定地说，“我知道你和孙犁熟。
我是很敬佩孙犁先生的。
”我们的手当即紧握在一起。
毫无拘束地聊了起来。
通过这些青年朋友，我第一次知道，在网络上活跃着为数不少的孙犁发烧友，他们有自己的网站和聊
天室，定期更新、交流，俨然聚成一个“犁友”族群。
许多关于先生的文章和图片，经过他们的搜集、整理、传播，无远弗届。
由此，我结识了更多同道。
正是在他们的启发下，才萌生了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编辑一本纪念文集的想法。
这个想法，得到我曾经供职三十多年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支持。
百花社自建社初始，即致力于孙犁著作的编辑出版，延续至今，已历经三代人。
我也得益于此，有机会亲炙于耕堂。
至今，每当拿起先生的书，每当和相熟的友人忆起先生，心里颇不平静。
    毫无疑问，先生是当代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存在。
先生生前身后，固然有各种名号加诸其身，先生依然只是自己。
先生的独特，不在于狷介，不在于浪漫，而在于平实，在于真气逼人。
先生反复谈到“真”，从做人到作文，在最后的《曲终集》中，先生坦承：“大家都希望作家说真话
，其实也很难。
”“我以为真话，也应该是根据真理说话。
真理就是公理，也可说是天理。
有了公理，说真话就容易了。
”先生的文字，都是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生发，就像老农躬耕于田间，汗水落地，庄稼长出。
大真大美，归于自然。
越是普通的读者，越是感到亲切，越是能体味出先生文字的真味，成为先生的知音。
这就是大道低回。
    缅怀先生，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细读先生的作品。
“对于像这样一个真诚的作家，我们只要认真地阅读他的作品，便可以全面地了解他了。
”先生的作品值得反复细读，也经得起反复细读。
这些平实的文字，好像藏有无量的层次。
时间的磨洗，只能透露出内存的丰赡和隐秘，益增其魅力。
热爱文学的人，热爱生活的人，热爱真知的人，都能从中得其所好。
先生在阐述现实主义文学时，曾论及文学的预见性，他说：“现实主义的最大功能，是能在深刻广阔
地反映社会现实之外，常常透露一种明智的政治预见。
”时代变幻，世事更新，先生作品，当随新一代读者流布。
成为这论断的又一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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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不死！
    本书所选，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亲属、战友、同事、后学关于先生的回忆，一是专家、读者阅读先
生作品的感受。
选文不论作者，只求莫悖了先生的精神。
遗憾的是，网络上的一些好文章，因作者无法联系，只能割爱。
先生的女儿孙晓玲女士多方搜集资料，《天津日报》社宋曙光先生协助联系作者、斟酌选目，冉淮舟
先生为此书撰写专稿，这是格外应该感谢的。
    谢大光201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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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鉴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
他于平淡之中进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
尽在其中了。
    ——铁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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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年孙犁》所选，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亲属、战友、同事、后学关于先生的回忆，一是专家、读者
阅读先生作品的感受。
选文不论作者，只求莫悖了先生的精神。
这些平实的文字，好像藏有无量的层次。
时间的磨洗，只能透露出内存的丰赡和隐秘，益增其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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