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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业史》是柳青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也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终结。
正是这部作品，决定了上一世纪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流作家的地位。
当时的长篇小说，在文坛上有“三‘红’一‘创’”之说，“三红”指《红岩》、《红日》、《红旗
谱》；“一‘创’”则指《创业史》。
四部长篇，各有特色，各见短长，但综合看，《创业史》成就最高。
因此，柳青不仅是陕西最有影响的作家，而且也是全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世纪文学60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
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
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
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
纪文学60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考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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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人。
1936年发表处女作《待车》。
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
主要作品还用长篇小说《种谷记》、《钢墙铁壁》，散文特写集《皇甫村的三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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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九二九年，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
阴历十月间，下了第一场雪。
这时，从渭北高原漫下来拖儿带女的饥民，已经充满了下堡村的街道。
村里的庙宇、祠堂、碾房、磨棚，全被那些操着外乡口音的逃难者，不分男女塞满了。
　　雪后的几天，下堡村的人，每天早晨都带着镬头和铁锹，去掩埋夜间倒毙在路上的无名尸首。
庄稼人啊！
在那个年头遇到灾荒，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样，哪里有一点抵抗的能力呢？
这下堡村倒好！
在渭河以南，是沿着秦岭山脚几百里产稻区的一个村庄。
面对着黑压压的终南山，下堡村坐落在黄土高原的崖底下。
　　大约八百户人家的草棚和瓦房，节节排排地摆在四季绿水的汤河北岸上。
住在那些草棚和瓦房里的庄稼人，从北原上的旱地里，也没捞到什么收获。
不过，他们夏天在汤河南岸的稻地里，收割过青稞；秋天，他们又从汤河上上下下的许多独木桥上，
一担一担挑过来沉甸甸的稻捆子。
人们说：就是这点收成，吸引来无数的受难者。
每天从早到晚，衣衫褴褛的饥民们，冻得缩着肩膀，守候在庄稼院的街门口。
他们不知在什么地方路旁折下来树枝，挟在胳膊底下，防着恶狗。
他们诉述着大体上类似的不幸，哀告救命。
有的说着说着，大滴大滴的热泪，就从那枯黄的瘦脸上滚下来了，寻问：有愿意收养小孩的人吗？
这情景，看了令人心酸。
多少人，一见他们就躲开走了。
听了那些话，庄稼人难受地回到家里，怎么能吃得下去饭呢？
但是前佃户、汤河南岸稻地里的梁三，为人特别心硬。
他见天从早到晚，手里捏着只有一巴掌长、买不起嘴子的烟锅，在饥民里找人似的满村奔跑。
这梁三，四十岁上下，高大汉子，穿着多年没拆洗过的棉袄，袖口上，吊着破布条和烂棉花絮子。
他头上包的一块头巾，那个肮脏，也像从煤灰里拣出来的。
外表虽然这样，人们从他走步的带劲和行动的敏捷上，一眼就可看出：那强壮的体魄里，蕴藏着充沛
的精力。
下堡村的人对梁三在饥民群里钻来钻去，越来越发生了怀疑。
几天以后，人们终于看出梁三活动的规律了：他总是紧追着饥民里头带小孩的或不带小孩的中年妇女
跑。
有人推测：熬光棍熬急了的梁三，恐怕要做出缺德的事情吧？
但是，梁三不管旁人怎样看，他只管他一本正经地听着逃荒女人们在庄稼院门口诉述不幸，并且在脑
子里思量着那些话，独自点着头，显得异常认真、严肃。
有一天，梁三从汤河南岸过来时，竞变成了另一个人：剃了头，刮了有胡楂的脸；在他的头上，他哥
梁大借给他走亲戚时戴的瓜皮帽，代替了烂脏头巾。
他的旧棉袄也似乎补缀过了。
　　啊，原来梁三竟在人不知鬼不觉中重新成家了--看吧！
他喜得闭不上嘴，伸开两只又长又壮的胳膊，轻轻地抱起一个穿着亡父丢下的破棉袄、站在雪地上的
四岁孤儿。
一个浑身上下满是补丁和烂棉絮的中年寡妇，竞跟他到汤河南岸的草棚屋里过日子去了。
　　梁三的草棚屋，坐落在下堡村对岸靠河沿那几家草棚户的东头。
稻地里没有村庄，这边三家那边五家，住着一些在邻近各村丧失尽生存条件以后搬来租种稻地的人。
也有一些幸运儿，后来发达起来，创立起家业，盖起了庄稼院。
整个稻地--从汤河出终南山到它和北原那边的漉河合流处，这约莫三十里长、二三里宽的沿河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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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统被人叫做“蛤蟆滩”，因为暖季的夜间，稻地里蛤蟆的叫声，震天价响，响声达到平原上十几里
远的地方。
梁三小时候，他爷从西梁村用担笼把他挑到这个蛤蟆世界来。
他爹是下堡村地主杨大财东的最讲“信用”的佃户，一个和现在的梁三一样有力气的庄稼汉。
老汉居然在他们落脚的草棚屋旁边，盖起了三问正房，给梁三娶过了媳妇。
老汉使尽了最后的一点点力气以后，抱着儿子梁三可以创立家业的希望，心满意足地辞别了人间。
但是梁三的命运不济，接连着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于产后风。
他不仅再租不到地了，就连他爹和他千辛万苦盖起的那j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了，自己仍然独
独地住在他爷留下的草棚屋里。
这时，在那三间房的地基上，拆房的第二年出生的榆树，长得比那残缺的土围墙还高了，已经有梁三
的大拇指头那么粗了。
自从死了前妻，草棚院变得多么荒凉啊！
多么冷落啊！
那个向西的稻草棚屋，好像一个东歪西倒的老人，蹲在那里。
　　土围墙有的地方在秋天的霪雨中垮了，光棍主人没心想去修补它；反正院里既没有猪羊，又没有
鸡鸭，哪怕山狼和黄鼠狼子夜里来访问呢？
！
院里茂草一直长到和窗台一般高低，梁三也懒得铲锄它；锄它做什么呢？
除了他自己，谁又进他的街门呢？
好！
现在，梁三领了个女人回来了，他的草棚院就有了生气。
几家姓任的邻居，男人们早帮他铲净院里的枯草，女人们也帮他打扫了那低矮而狭窄的草棚屋。
大伙笑说：嘿嘿！
从今往后，梁三的案板上和小柜上，再也不会总是盖着一层灰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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