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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首民歌《走西口》数百多年来经久不衰，至今魅力不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几乎家喻户晓
，人人耳熟能详。
歌声如泣如诉，既有对丈夫远去的不舍，也有对丈夫外出受苦的不忍，更有对其远足闯天下的委婉鼓
励。
走西口走出晋商诸多巨无霸，走西口也创造了晋商数百年的商业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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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继兴，作家，文史学者，传媒资深人士，现居太原。
生于1970年，199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人文系马列哲学本科专业，喜欢“浮舟沧海，立马昆仑”的人生
大境界。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十余年来，在文、史、暂以及美学、传播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已出版《魅力毛
泽东》（新华出版社）、《刘继兴读史》（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历史上的那些牛人》（
航天大学出版社）等著作，共发表各类作品450余万字。
先后担任数家都市类报刊的常务副社长、常务副总编.现任报社执行总编、景区董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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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走西口的队伍中，有多少人经历了千难万险而终于成功，也有多少人从此杳无音信，在经商
的路上蒸发掉。
他们或者失踪，或者遇害。
可以想象，有太多贫穷的山西人(也有部分陕西人和河北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西去的淘金路上，当时
的交通是那样落后，邮传是那般不便，其间的辛劳和酸楚，外界人很难说得清、道得明。
多年来，笔者一直注意“走西口”资料的搜集，也采访过不少知情人，一些关于“走西口”的悲情细
节，常常在头脑中浮现。
每逢想起其中的画面，眼睛就开始潮湿，眼前似乎被悲凉的迷雾所笼罩，久久不能释怀。
悲情细节之一：雁门关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山脉之中，它之所以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位置
太高，关城建好之后，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过去。
如果说这些只是地理上的关口的话，那么翻过这里，走西口的山西人还要面对一座座心理上的关口。
一两百年前，大多数走西口的山西人都要先经过雁门关。
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这座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其艰难可想而知。
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又往往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种漫长的跋涉。
出雁门关往北不到一百公里，有个村子叫歧道地。
这里是一个岔路口，路指向两个方向。
如果走了右玉杀虎口方向，就是到了我们说的西口；如果走了另一条，就是北上经过大同到了张家口
。
而这些线路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
虽然两条路最终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但漫漫长途到底该往哪儿走呢?对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来说，遥
远的蒙古草原只是寄托着他们模糊的希望。
在那里，他们到底能做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大家心里并不清楚。
据歧道地年纪很大的老人回忆：走西口的年月里，有的人走到这里，往往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于是
就把鞋一脱、一扔，鞋子指向哪个岔口就走哪条路，无论好与坏，他就走在那头儿⋯⋯这样的做法，
不是听天由命，它更像是一种赌博，和命运、和老天爷的一种赌博。
赌注就是自己的生命。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知道自己该走什么路。
穿过岁月的烟云，我们仿佛看到当年他们的无助的眼神，仿佛听到他们沉重的声声叹息。
黄沙漫天，朔风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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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终于杀青付梓了。
这是一部以迁徙和商业为主题的心灵史，是数百年来的民族集体记忆，饱含着血泪和忧伤，同时也孕
育着奇迹和辉煌。
穿过岁月的迷雾，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在当年的历史地平线上，通往西部的路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
历史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对于这本大书而言，“走西口”三个字沉甸甸的，承载着太多的内涵。
朔北的烈风在呼啸，大漠的黄沙在飞扬，盗匪的刀枪在挥舞，悲伤的．情歌在回荡⋯⋯西去山高水长
，江湖风大浪急，而一走就是千万里。
许多人一直从山西、陕西、河北到达了内蒙古，一直走到了新疆的边陲之地，以及今天的蒙古国和俄
罗斯。
走西口的历史已经远去，走入了我们的记忆深处。
但走西口孕育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人生多风雨，精神不能丢。
为了写成本书，笔者去了当年人们走西口途经的不少地方，并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不少朋友也为本书提供了资料和图片，他们是王新民、张兵权、高永亮、王伟、孙明喜、路梦凡等。
陆华农还为本书的两个章节写来了初稿，在此对他们的大力支持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走西口”看成是流民大迁移，对其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多有忽视，故明清
以来，关于走西口的资料流传下来得甚少。
作者不揣浅陋，奔走数月，写成此书。
受学识水平所限，难免有贻笑大方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海涵并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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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哭泣的历史:正说走西口》：随着2009年央视开年大戏《走西口》的热播，越来越多的人对“走西口
”这段洋溢着山西民俗风情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重温那段真实的移民史，可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民族。
让我们沿着时间的河床逆流而上，一同去寻找与感受那段早已远去的历史烟云吧!一部真实的走西口既
是挽留曲，更是壮行歌，为了生活远行走天涯、失败也好，成功也罢，只有备斗才有成功的希望，一
部真实的走西口，就是记述生存与爱情的冲突与纠葛，活着与怎样活着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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