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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忠实，陕西西安人。中共党员。1962年毕业于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历任西安郊区毛西公社蒋村小
学教师，毛西公社农业中学教师及团支部书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及党委副书记，西安郊区文化馆副
馆长，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桐城县文化馆副馆长，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专业作家，
文学创作一级。中共第十三、十四大代表，中共陕西省委第七、八届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作家协会
第五届委员，中国少家班编委。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长篇小说《
白鹿原》。《陈忠实小说自选集》(3卷)，《陈忠实文集》(5卷)，散文集《告别白鸽》等。
短篇小说《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作品奖、《立身篇》获1980年《飞天》文学奖，中篇小说《康家
小院》获上海首届《小说界》文学奖、《初夏》获1984年《当代》文学奖、《十八岁的哥哥》获1985
年《长城》文学奖，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全国1990年-1991年报告文学奖，长
篇小说《白鹿原》获1993年陕西双五文学奖、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炎黄杯文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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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史诗性的小说，时间跨度从晚清到文革，描述白鹿原上的传奇故事。
2、结尾略弱
3、比预想的人情味浓很多，仁义在，人物特点都好鲜明。大时代的背景还蛮让人心酸的啊，看的过
程间或跟夭二共享下小说和电影剧情的差异，果然是小说更完整。还有就是kindle for PC好好用，我要
存钱买kindle啊！
4、挺长的书啊，看了好些天。虽然对这个地域背景不大适应，但整体还是觉得蛮好看。忽然想到《
尘埃落定》了
5、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
6、白嘉轩和朱先生有血有肉，农村里的故事也颇为精彩，国共矛盾部分就有些俗套了。
7、二十年来看过的最好的中国小说之一
8、关中平原几代人的恩恩怨怨的故事。特别喜欢白灵这个姑娘！性格单纯、有才华，可惜死得太怨
！
9、有侠义盗匪，有浪荡婊子，有关中大儒，有男盗女娼，书写的是一段宏大、厚重、催人泪下、直
抵心扉的历史。
10、世事的变化导致价值的变化，令人纠结矛盾晕头转向~
11、图书馆的这个版本被人翻烂了，封面残破不堪，用胶带反复缠了几圈。个人的命运起起伏伏，再
看国家的命运便觉得可笑。人生不易。
12、很好，非常好，想一读再读。
13、不负盛名，由白起，从鹿终，架构考究，人物极有嚼头，确实是可以临终垫枕头的作品。乡土魔
幻现实主义，故事的起承转合有种硬气在，并不圆融，关中平原的风俗庄稼吃喝繁衍写的都好，真接
地气，有土灵滋润。革命部分就膈应了不少，作家抹不开时代烙印，于是诞生了鹿家老大这个全书最
不讨喜的人物，不是君子啊。作者写女性的态度倒是很尊重，虽然下场大都惨淡可笑，也多男性情欲
视角，但不是被打碎的物件，是被摧折的人，比有些女作家写得强多了⋯⋯最意外的是朱先生和黑娃
从儒，近现代作品里少见的浓墨重彩，学为好人，精魂所在，老作家给知识分子留了体面啊。
14、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绝世好书！
15、白嘉轩：传统文化的正统人格。修身齐家，牢记古训，以耕读传家，积善积德，有忠孝仁义、温
柔敦厚的古风；同时又保守、虚伪乃至残酷，处处以宗法纲常教化约束村人言行。朱先生：传统文化
的理想人格，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绝仕进，弃功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淡泊自守、料事
如神、超然物外，临危不乱，处变不惊。鹿子霖：传统文化的功利人格，忍受艰辛与凌辱，以图出人
头地，追名逐利，不顾伦常，伪善歹毒、性情随和。鹿三：正统农人形象，仁义、本分、自尊自信又
残忍杀人。黑娃：传统文化的反叛人格。他参加农运、掀起“风搅雪”，入军队当护兵.....田小娥：追
求欲望满足的叛逆女性屈辱的不幸、反抗和报复 、堕落与淫乱 ；白灵：具有独立意志的现代女性，
野性活力 、聪慧灵秀、明辨是非、清醒独立。
16、世事变迁。
17、人物生动，不平凡的20世纪初
18、真实反映中国几十年的变迁，反映陕北原上人民的事真实生活，无情揭露人性的黑暗，社会的丑
恶，也大力讴歌人性的光辉，希望永存。
19、在失眠的夜晚剧终了，前半段的房事写的真是入木三分，身临其境，功底了得⊙_⊙描写白鹿两
家明争暗斗的同时将政治革命和历史演变融入其中，虽然这本书我真是看了很久。
20、一部史诗式的小说，让人读来相识经历了白鹿原那段饱经坎坷的历史，超赞
21、写的好！
22、栽了兩天讀完，這才是有天有地的小說。
23、他们都说这本书很黄暴 哪里黄暴了啊摔！陈忠实以他的农民本色写出了一部史诗巨著
24、一部近代史。
25、看的不是这个版
觉得有一天还需要再读一次
看书不做笔记的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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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意外地好看。惊心动魄算不上，但是能感到是那个年代农村真实的样子。有些土话需要额外理解
，其他的文字都很顺畅。
27、时代变迁，浮浮沉沉，现实与奇幻的交织，人性的力量与无奈。
28、白小娥这个人物写得太好了！！！再就是黑娃了 每个人物都是那么鲜活 我最喜欢的文字就是鹿兆
鹏和百灵初夜的描写
29、其实这种以两个家庭命运的纠葛来显示近现代中国陕西的变化，我看的没有那么有感觉，但不代
表不是好书，个人偏好而已。所以给4星
30、很精彩的一部具有中国西北乡土风情的长篇小说，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白鹿原的史诗，个人的命
运与整个国家的前途交织在一起，作者成功塑造了许多血肉分明的人物，如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
、黑娃、田小娥等等，读完令人意犹未尽。
31、大一时读的
32、好看~喜欢鹿兆鹏和兆海，嘤嘤嘤还长得好看o>_<o  好了正经说，兆鹏真是彻头彻尾的好同志啊
，作风端正。朱先生真是传奇的好人，贵在还识时务。白嘉轩太过正，反倒是有些不讨人喜欢。深深
赞同说孝文一句话，熬过去好好活着
33、变革时期漫长的历史
34、总体来说不错，就是人物形象不够真实，人物命运的发展让人有点不解
35、这本小说的好在于史诗性宏大故事和画面，丰富的陕北农民社会和白嘉轩、田小娥、朱先生等形
象的构画饱满有特点。但也觉得其中一些缺点让人无法绕过去。首先是对《百年孤独》明显的模仿痕
迹，其次是宗族文化与革命斗争的孰主孰次的问题，这二者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是冲突的，要说表现
革命，故事明显并不仅仅是红旗谱式的革命小说；要说想表现对于现代思想对宗族文化冲击的惋惜，
倒也没有读出惋惜，更没有批判，流露出来的更多的是通过对白嘉轩的肯定达到的对宗族文化的肯定
。总之对于作者的主题稍感疑虑，觉得小说没有文学史上评价的那么好。（简单想法，下回拓展一个
完整评论）
36、风水；写实；“腰挺得太直”“气血蒙目”；最好的先生，最好的长工；两大家族的PK；
37、宗法社会以及旧农村土地的最后挽歌
38、记得是在校区毕业摆摊点上寻得，假期看了看。再次翻看陈老逝世了为了怀念与敬意，断断续续
地看完了10多天吧。又是一种滋味与体会，长安还有白鹿原，世上再无陈忠实。朱先生的精神支柱，
白鹿的世间化身者，大儒先验者。大变迁下的国家走向，家族延续与个人命运的沉浮。很庆幸自己有
过西北的生活，有过秦地同学，黄土地上的经历与感悟，品味书本也更多了感同身受与唏嘘不已。白
鹿原的麦子都变成了樱桃，故人远去，山川永存，谨记在心。啥时能去看看白鹿原，啥时自己有真正
的家园。学为好人。
39、原谅我跑偏了！
40、一只白鹿的故事，两家的兴败，三代人的悲剧。
41、最朴素的生活会孕育最朴素的哲理。而在社会洪流激荡之中，人性的各个切面会依次出现，但仍
泯灭不了最原始的美好。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42、最后的结局真是太尼玛急转直下下了，不过也在情理之中。
43、我日你妈读大学时，一同学给我一本书，说那本书是他读中学时，人人翻烂后在重新买的。我当
时还不以为然，时隔5年才看完，真是后悔啊。
44、个别情节太色情了⋯⋯我喜欢，不过这些描写和现实体验差太远。人物关系不算太复杂，所以很
好地进行了人物的纵向刻画，可以看到人物际遇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是和《平凡的世界》主要的不
同。
45、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像秦腔的铿锵脆响，这本书也体现了陕西的民俗、民风和那个时代的
种种特有回忆。是一本调动了各种感官艺术作品，让人思索人性的复杂性。
46、学校图书馆的版本，同类看得不多，但是看过这个之后，那次去看话剧活着觉得好像一本就够了
47、波澜壮阔，语言凝练。
48、不得不佩服作者
49、赤裸裸的人性，值得一读。
50、史诗式的很好但我口味就是小家子气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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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想知道解放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读小说《白鹿原》无疑是个快速了解的捷径。比起枯燥的历
史政治书籍来，文学的力量更让人震撼。白鹿原就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在革命春雷炸响激荡的酱缸
漩涡中，一些人失望麻木，一些人绝望悲戚，还有一些人轰轰烈烈充满希望的迎接即将破晓的中国。
无数人的浮沉飘零，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汇聚出一部民族的曲折历史。以前有一句话“旧社会让人变
成鬼，新社会让鬼变成人”、新旧中国何曾人鬼阴阳两隔。兵痞，土匪，饥荒，瘟疫，内战，日寇，
宗法礼教，枷锁层层，如麻如篦。透过书页定能感受到先辈那滴血的苦难。黑娃原本是个好娃，憨厚
勤快，比一般的农民他更聪明伶俐也有点文化，放在如今，他或者去发达地区打工闯荡，或者在家乡
致富创业，毋庸置疑像他这样农民中的佼佼者一定能成就属于自己的一点事业。可是时代造就人，本
来只想有个爱人，一个温暖的家却不被礼教接受，不被家族社会认可，成了“鬼五贼六的货”。反叛
的种子就此种下。黑娃生来就不愿做奴隶仰人鼻息，生来就为不平等而不平。他看不惯白嘉轩挺直的
腰杆，其实就是看不得财东道貌岸然的高傲。他扔掉鹿兆鹏送的水晶饼，就是对人间贫富不均的不忿
。黑娃生下来就是个被剥削者，是个天然的革命者。当然，在接受农讲所的培训之前他对这些的认识
都是模糊的肤浅的和自发的。大革命失败了，习旅失败了，黑娃落草成了土匪，走上了以暴制暴反叛
社会的道路。有问题的社会制造有问题的人，有问题的人使得有问题的社会愈加动荡不平直至溃败。
小娥是书中最悲剧的人物，其悲剧不亚于《红楼梦》女性的命运，“把美好的撕碎了给人看”。小娥
被她生身父母抛弃，被乡土社会抛弃，继而被自弃，直至被丈夫的父亲——她的阿公——她的大所杀
，走完了自己短促落寞的一生，死后还遭挫骨扬灰。一切悲剧究其根源竟然是因为她模样太好看了。
小娥爱黑娃，是真心的爱。她和郭举人之间没有爱，只有侮辱玩弄。在和黑娃偷情时她就哭着说 “兄
弟呀，姐在这屋里连狗都不如！我看咱俩偷空跑了，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
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当黑娃简单拾掇了那孔破窑，第一次在破窑做饭冒烟，俩人呛得咳
嗽不止泪流满面，却又高兴得搂抱着哭了起来。小娥呜咽着说：“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
我吃糠咽菜都情愿。” 那个只有礼法没有人性的社会是不容这样的爱情的，容不下小娥这点可怜的幸
福，悲剧就此步步深入。小娥一个弱女子就像一朵花瓣在狂风中听天由命，吹上树梢，吹落泥潭 ，最
后被污泥掩埋。娇弱的小娥只有化作鬼魂才能表达世间的冤仇。相信那只白蛾就是小娥的化身，白色
就是小娥原本洁白的灵魂。仁义白鹿村没有人说鹿三是坏人。他忠实于仁义的财东家。诚诚恳恳，克
勤克俭熬着长工。在鹿三的内心里这辈子最合意的事就是有白嘉轩这个好主儿家，安心暂时“做稳了
奴隶”。大儿子黑娃引回小娥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先，也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鹿三昏厥过去。鹿三
至死不认这个儿媳，即使在黑娃逃跑后也没有帮助过生活无着的她，听任小娥被欺骗侮辱而堕落。鹿
三见到在土壕里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的白孝文，居然义薄云天昂然去做他人生的第二件大事——去除一
个祸害。他没有像鹿兆鹏反抗压迫干革命，却把利刃指向一个无家无夫无依无靠的弱女子。小娥最后
绝望哀婉的一声“啊⋯..大呀⋯..”道尽了这个世间加与她身上的无尽悲凉。鹿三至死都不后悔，倒是
鹿三老婆鹿惠氏临终时靠在他胸前幽幽咕噜：“你咋能狠心下手⋯⋯杀咱娃的⋯⋯媳妇⋯⋯”。宛如
暗夜里的萤火虫闪烁出一点人性的萤光。⋯⋯⋯⋯⋯⋯⋯⋯⋯.鲁迅在《狂人日记》说：“ 我翻开历
史一查，⋯⋯.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白鹿原》艺术再现了我们民
族一段不堪回首的吃人历史。中国没有经过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这个思想文化上的重大变革不得已
交给了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斗争。毛泽东看《白蛇传》就曾流泪说：“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主
席波澜壮阔的一生就是推动自下而上再又自上而下的推翻一切压迫人民束缚人民的统治者及其制度、
思想、文化的深层革命。彻底砸破一个旧世界，创建适合滋生人类幸福的土壤。
2、读完白鹿原的感受不是用短短的几百字可以描绘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所描
绘的三代人五六十年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以关中的环境，反映了上世纪几十年里面大环境下的波澜
壮阔。书以白嘉轩作为主角，但是每个人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配角，对于每个人经历的描写都做的很到
位，每个人的经历和结局都是一种人物的结局。全书的结构也很好，很清晰，觉得全书可以达到一个
更高的高度。
3、初看这本书,还以为是黄书呢,真是很不好意思的，反倒是越看越带劲的,女人也疯狂啊,不知道小娥
同志回魂那段大家看了什么感觉,我到是惊竦万分,看来我还是一个没有脱离低级趣味人啊,夸张拉.
4、一看这本书直觉就告诉我作者肯定是陕西人，并不是对陕西人有特别的感情，而是陕西属于古代
的政治经济中心，所谓的中原地带。这种厚重的历史沉淀已经注入了每个陕西人的骨髓，使他们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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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中会不经意的流露出来。我是江南人，由于接触过不少陕西人和看过不少陕西人写的书，总感觉
陕西人活的特别沉重，他们对历史或现实都有一种厚重感，而《白鹿原》也恰恰证明了这点。
5、这是一本近乎于纪实的小说，贴近中国农民、农村生活到了一种让人觉得活生生发生在你眼前的
程度。当然，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也不了解作者涉及的小说地域背景，所以我实际上没有关于真实
性的发言权，而更多的应该感叹这本书将一些展现在眼前，如此逼真。由于专业的关系，很多东西展
现在眼前的时候已经与过去不太一样了，或者说关注的方面产生了变化。其实这种变化带来的另一种
视角盲区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会让人对很多可能更有意义的角度的忽视。这本书主要吸引我的地方
在于对农村社会的描写，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动荡社会——皇上没了到尾声的新中国政权。这个在社
会描写层面近乎于空白或者脸谱化的社会阶段，一个不特别却具有样本意义的村庄的变化、村庄中人
的变化。说政治觉悟什么的，真不能算是人的本能。人的本能通常是：皇上没了，还要交皇粮吗？当
然没有一摔烟杆大叹翻身做奴隶的快感，很难说这种莫名快感产生不会基于一种政治投机的因素。更
何况，个人的快感本身当然应该是源自于个人生活的切肤之痛，对于没有经历和接触过的东西，很难
产生长期、持久、深层的感悟。由此，一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农村可以推知大多数的人，无非考虑
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的痛。例如对婚姻不满的鹿兆鹏、对女孩子自由度不满意的白灵或者是
家庭身世带来叛逆的黑娃，他们无非都是关注自己的不满，进而成了叛逆，可能形成进一步理论。一
方面，他们的不满不仅不是个案，甚至在时间岁月中司空见惯，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看，这真的是需
要反抗的吗？另一方面，他们的不满就一定能由己及人吗？去推测鹿三对东家的不满或是满心以为兆
鹏的媳妇也有追求自由婚姻的不穷动力？！在我看来整本书的正面人物或许只有白嘉轩和朱先生，不
蝇营狗苟不逐利，甚至可以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遵从内心的道行事，可以说达到了中庸的最高境界
。然而，除了个人其实个人组成的乡村也会带来稳定的部分，长期积淀的文化也会反过来影响以后的
人或其他的人。就好比朱先生遍寻过去的县志对滋水县的描述始终都是民风淳朴一样，这样的东西其
实不仅仅维系在人的身上，也沉淀于乡土之内。是什么让这样的稳定被破坏，亦或是这样的稳定有没
有维护的必要呢？就好像碎裂石碑上的乡约，乡约本身没有变，如人心。但裂痕本身不那么容易没弥
补，也如人心。没有必要去揣测朱先生是不是作者化身来冷眼判断这世态炎凉，就好比没有必要去考
证故事是不是有蓝本一样。但朱先生的睿智就如这碎裂的石碑一样，一直树立在村门口。狂热本身一
旦没有了更高阶层约束那很难找到方法把这一切收回潘多拉魔盒，而狂热又是蕴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内心深处的，因为集体的狂热容易出笼又几乎没有风险，还能挣来一些额外的如好名声这样的收益。
那这样的社会躁动而危险。就好像黑娃、白兴儿这样的人本身都是体制的失败者甚至是被驱逐的，他
们的翻身必然也带来对体制的报复，正如之前所说很难说这样的报复是带着崇高理想和深入认识而不
是仅仅戴上高帽报私仇。而这种原本乡村社会的失败者身上的痞气以及被释放出来的破坏力是非常大
的，这种破坏本身既没有正当性基础，也没有任何过程的合理性可以言说。可见当时的煽动以及反抗
的盲目性，更多的抱着“城头变幻大王旗”想法的人以及一些独善其身的人，实际上会成为这种狂热
的牺牲品和受害人。其实，我最爱的是这本小说的结尾，每一个人的归宿，实际上不应该去说“好”
与“坏”，而是真正符合这个人物的特点，是偶然中的必然，诠释的非常符合人物特点，对于每一个
鲜活而有特点的人物，绝对是画龙点睛的结尾。作出符合人物性格的选择，并在时代中得到相对应的
结果，这是非常好的归宿。鹿兆鹏：不见了。他从求学到婚后的逃避，他的离家就是不断用逃避来抗
争，同时对于地下党的斗争路线也始终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其实没有下落是非常好且符合人物性
格的结局。否则应该写他在文革中迫害致死吗？白灵：在离家的自由中形成自己的性格的追求，对共
产主义幻想以及两党之间区别的认识不清，一个党员的抗争以内耗的方式结尾，甚至是以她所不齿的
方式被终结，奈何？鹿兆海：国军军人，战死，得到极高的乡间赞誉，为国浴血杀敌，荡寇四十余人
，人人为之击节赞叹。最后却风传是在剿匪时死于红祸枪下，这样的结局，不正是选择这条路的人就
应该想到的吗？荣与辱，注定在一起。黑娃：从来不是好人，当过土匪也搞过革命，但从来也不是坏
人，他有冲破体制的一面，也注定不会与任何一个党搅合在一起。最后却在混沌中看清了世事，成了
朱先生最好的学生，注定在风平浪静之后不能为任何一方所容。实际上，从近代到今天，看一看农村
和农民的摸样一定是不同了的，但不变的还是不变，一年换了五任县令，那人其实也只是裂了缝的石
头而已，砸了拼起来，石头还是那石头，当然裂缝总是让石头有些不同的。
6、或许是我孤陋寡闻，但我还是敢大胆地说，《白鹿原》或许是建国以来最伟大的一部长篇小说。
我大概是在93或者94年看的书吧，因此现在要想正儿八经地写个书评，得再细读一遍才行。所以，很
抱歉，只好留待下次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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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学时候中国文学课老师非常推崇，可是那个老师很讨厌，所以懒得理他。同学买来我借看了个
头，原来是黄色小说啊，不好意思看下去了。现在看了，虽然不是我最爱的那种风格，但写得还是很
好。不算书评，只谈印象深刻的地方：1. 原来那时候罂粟种得这般普遍！阿来《尘埃落定》里也有提
及。2. 白灵居然死于延安肃反。黑娃起义了却最后冤枉而死。朱先生被挖坟。这些都有些意外，不算
洗脑教育下的老一套死法。3. 还有些魔幻色彩：小娥，朱先生 etc.4. 冷先生说过一句：人生就是苦的，
不然人出生的第一声怎么就是哭呢？5. 黑娃重新娶媳，在欢乐中回忆到小娥，如冷热风交替吹，说得
很生动。6. 西安的名吃看来老早就有了，我刚去过西安，看到这些名字，觉得很有意思。7. 鹿家祖辈
居然遇上个暴力的同性恋。8. 白嘉轩真是个传统的人，也值得佩服。
8、关中平原几代人的恩恩怨怨的故事。有点像莫言的《丰乳肥臀》，但是《白鹿原》思想性和批判
性没有那么深刻。可能莫言是借鉴了这部小说里面许多的东西.....特别喜欢白灵这个姑娘！性格单纯、
有才华，可惜死得太冤！ 原以为小说和电影《白鹿原》的内容是一样的。没想到的是电影只是节选了
其中小娥的一段故事，没有展现全貌。如果拍电视剧的话，最起码可以拍50集以上，故事内容太丰富
多彩了。
9、要说把这么厚实的一本书的读后感如数写下来，可真不是三两千字就能写尽的问题，只能把心里
最直接的反应写出来就是了，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吧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长时间没好好坐下来耐心地看
完一部小说了，尤其是这样的鸿篇巨著，厚度甚至超越了我们的新华字典。不清楚为什么，随着年纪
逐年变大，耐心却越来越少，中学时代对长篇小说的兴趣已经逐渐浓缩到微型小说和散文甚至诗歌的
地步，稍长一点的便无法凝神耐心的细细读完。说句不怕被朋友笑话的话，“四大名著”尤其是《红
楼梦》我读了10多年，不下10个版本，却从来没有一次完整地读过，不是不喜欢，只是没耐心，从来
都是随手翻阅几页或几回，也不记进度，下次依然是随手翻而已，反正翻到哪里都能看到让自己动心
的文字和情节。但这部小说却被我破例细细地逐字逐句读过了，在它之前是还得远溯到中学时代读路
遥的《平凡的世界》和霍达的《穆斯林的丧礼》以及古龙的武侠小说。店里生意很冷清，刚过完年，
大部分人明天就该上班了，便没什么时间再出来乱逛了吧，该买的东西前几天都已经买好了。稀疏的
人流让我有了更充裕的时间，也能更加投入地去读，偶尔有人进来也不会打扰自己，任由他们看便是
。直到下午天快黑下来了，才翻过了最后一页，脑子里慢慢飞满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画面，古老的关中
平原，苍劲的八百里秦川，黝黑结实的陕北汉子，一幕幕故事镜头般在脑子里变换，就像一部电视剧
前面飞快切换的剧情镜头，清晰而凌乱，被陈忠实细密而宏大的语言编织出来的无穷意象像白鹿原上
的鹅毛大雪般不停翻滚。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道路，每个人的悲欢，每个人的命运，像一张巨大
的网般复杂，又像落雪后的原坡一样直观而简单，正如红楼里那首“飞鸟乱投林”：好一似食尽鸟投
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然而，结束就是结束么？白嘉轩还是继续背着他的锅盖捱守残年，白
鹿村的生息繁衍依然如千百年来一样新旧更替，共产党的“风搅雪”继续在中华大地上激荡，冤假错
案依然层出不穷，该出生的人还在出生，该死去的人还在相继死去，有人彪炳青史，有人遗臭百年，
春风得意的叛徒依然逍遥无度，朝不保夕的逃亡者还在遥遥无期地盼着真正的晴天早日到来⋯⋯掩卷
之余，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没人把这部书改编成剧本，拍成电视剧？但真拍了不知道会被当局和谐掉
多少文字的真实和历史的遗恨，或许，还是不拍的好。小说的中心人物，毫无疑问是白嘉轩，但其他
诸如鹿子霖、鹿三等也决不是一般的配角，而他们的命运却成了白嘉轩的配角，其余诸如白家和鹿家
的小辈，个个饱满动人，演绎着自身与众不同的人生悲欢。最光芒四射的当属朱先生，这位关中大儒
饱学之士，充满传奇色彩，犹如神人降世，冷眼斜睨着白鹿原上发生的一切，阳光也好，雨雪也罢，
该经历的总要经历，无可回避，也无需回避，当一切降临，用身体挡住便是。整个白鹿原上，骨头最
硬的也许就是白嘉轩和朱先生了，书中却给这两个人安排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共同点：“本钱”非比常
物，而“本钱”大的男人都是有血性的硬汉子。或许也这是因为这一点，才让两个精神境界完全不在
同一水平的人有着极其相似的生活准则：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所以两个人从不同角度都获得了
极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一个是德高望重的族长，一个是朝野钦佩的硕儒，文化水平相差悬殊，却同
样的深明大义，把原则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同样的对着凭着良心做事，面对任何人都可以问心无愧，
让自己的一生都可以放在太阳底下晾晒，这是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但凡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
事，就不怕任何人评说，因为，世人自有公论。反观当下，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如此？且不说个人，哪
一个组织能说自身没有见不得光的内容？小到家庭，大到家国政党，有谁不在努力掩饰甚至埋藏自己
阴暗的过去和内心？中国有句古话“家丑不可外扬”，其实何止是不可“外扬”呢？就连内部也能少
一个人知道就多对一个人隐瞒吧，不止家丑，“党丑”也一样。既是自己做下的事和自己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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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还害怕别人评说，以至于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压制别人评说，这便是心虚的典型表现，而胸襟坦荡
的人是不会心虚的。古人还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而有些人却忘得一干二净了，专干写防民
之口的勾当。古人又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然还能煮粥，而这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有
些人却忘得更干净，在他们眼中，水是最柔弱的一种物质而已，自己铸个什么模子，水就能变成什么
形状，自己挖个到哪的沟渠，就能把水引到哪里去，可他们却忘了黄河屡改故道的先例了。总有一天
，无穷的“围追堵截”会让黄河再次泛滥的，我们等待着。不敢面对自己的人，是可耻的！朱先生死
后，他的葬礼也成了原上人长久以来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不蒙蒙脸纸，不用棺材，不要吹鼓手⋯⋯
不用砖箍墓⋯⋯他不喜欢那张蒙脸纸蒙住他死后的目光和心思，传说圣人和凡人其实也就是一张蒙脸
纸的差距，那张纸蒙住了凡人的眼睛，朱先生自然不是凡人，所以他用不着蒙脸纸，他要直面青天。
葬礼上，他“最好的学生”土匪黑娃给他题了这么一副沉重有力的挽联：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
对青天。其实，我们的要求没那么高。有错没关系，但别掩饰：不怕平生有愧事，只怕不敢对青天！
还记得那件事么？同在书院编撰滋水县志的徐先生问朱先生，县志里面那几个“军”字和“匪”字要
不要改成统一的称呼？朱先生说：“不统一就不统一吧，留下一点漏洞让后人指责也好喀⋯⋯”徐先
生大惑不解。现在看来，朱先生真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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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白鹿原》的笔记-第23页

        

2、《白鹿原》的笔记-第7024页

        好好活着！活着就是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
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体验呼唤未来的生活，有一种对生活的无限热情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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