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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新人》

内容概要

《山村新人》主要内容：故事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秋天、豫山区的王庄村。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天高
气爽。夕阳给山谷、村庄涂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几只苍鹰，绕着山谷，矫健地翱翔着；成群的山雀
，欢悦地喧闹着，向着村庄、山林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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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新人》

作者简介

胡天培，1940年生，河南沈丘人。1961年10月因病退学，后到北京南郊农场当工人，业余时间从事文
学创作。1980年后从事教育工作。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山村新人》、《重逢》，长
篇传记文学《国共密使》及短篇小说、散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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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新人》

章节摘录

　　一　　故事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秋天、豫西山区的王庄村。　　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天高气爽。
夕阳给山谷、村庄涂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几只苍鹰，绕着山谷，矫健地翱翔着；成群的山雀，欢悦
地喧闹着，向着村庄、山林飞去。　　秋风飒飒地顺着西山坡吹到谷地里。一座残缺不全的防洪堤，
像条受伤的巨蟒似的，傍依着山脚，静静地卧着。　　有一个壮年汉子，搀扶着一个老人，爬上了大
堤。　　壮年人四十五岁上下，宽肩膀，圆脸盘，突起的眉骨下，睁着一对圆眼，一脸黑扎扎的连鬓
胡子。他一手扶着老人，一手指画着堤下的谷地，脸色很是焦躁。　　老人六十多岁了，身体瘦弱，
两条弯曲的腿，微微地打着颤。他光着头，穿一身土布衣裳，腰里系一条褪了色的黑布大带子。一看
便知，这是个地道的庄稼人。他顺着壮年汉子的手，仔细地打量着堤下的庄稼。　　谷地里残留着洪
水冲刷过的痕迹，东一道沟沟，西一摊淤沙，地皮上翻卷起网状的硬壳。　　豆子已经熟透了，还没
有一柞高呢，干枯的棵子上，零零星星地挂着又小又秕的角子；经霜的红薯叶全已发黑，还没有盖严
地皮呢，垄子上看不到一点裂纹。　　又是一个大歉年呢！老人心情沉重地抓了抓稀拉拉的花白头发
，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　　看着这凄凉的景象，谁能不焦急呢。他，王宝庆，王庄高级社的党支
部书记兼社长，当然更是难过。他已经卧病半年多了，按照大夫的嘱咐，是不许下床的，但他实在忍
耐不住了。听说今年的灾情严重，他心上一直像挂着一块铅。他一定要亲眼看看庄稼，别人拗他不过
，只得让他出来。他原说只到村口看看，可是一出村子，就止不住脚了，非要到大堤上看看不可。　
　老人看了一会儿，回过身对他的助手副书记王宝逵说：　　“逵，你们合计过没有，兴许有几成收
？”　　“至多不过四成。”副书记粗声粗气地说。　　“至少呢？得有最坏的打算。”　　“不过
一二成，唉！”他狠狠地跺了跺脚。　　“着急没有用。咱们该赶紧想法子，不能全指靠国家救济呀
。”　　“难办！”副书记一扭脖子，茫然地看着远处。　　自从老社长病重以来，一直是他代理书
记。他想到自己的担子是重的，心里更是烦躁。　　“别灰心丧气，好好跟大伙商量商量吧。”老人
很恳切地说。　　“七嘴八舌的，说啥的都有，你听谁的？”他忽地觉得不该说这句话，但也没法收
回了，只好再补充一句：“都是随便说说，恐怕谁也没有真动脑筋。”　　老人是了解他的助手的，
他正在急头上，既不会认真地研究群众的意见，也不肯接受别人的批评。只能耐心地劝说他。　　“
好好跟大伙摆摆情况，让大伙都想想办法。困难大，咱更得依靠群众。只要群众一动起来，法子自然
会有的。”　　尽管老人的口气很平和，也很乐观，但副书记仍然听不进去，他急躁地说：　　“我
从来也没说过不依靠群众，可也不能谁的话都听。你看看那些年轻人提的那些算啥意见，非修堤不可
！年成这么坏，吃的都没有，哪有力量修堤呢。他们就光图嘴痛快，也不怕闪舌头！”　　自从秋天
发生了水灾以后，社员们就议论着救灾的办法。随着秋收的到来，大家看年成太坏，谈论得更热火了
。有的人提议集体搞副业，有的人主张自己想办法，青年人根据水灾的原因是大堤失修，主张全社动
员，咬牙苦干一阵子，加固大堤，彻底根除洪害。赞成这几种意见的人都挺多，社员们当中形成了好
几派。这些事情老人早就知道了，但觉着事情很重要，需要大家仔细研究，所以也没作最后决定。听
副书记的口气，知道他不赞成青年人的建议，老人也并不觉得奇怪。　　这位副书记，虽然为人很直
爽，工作很积极，但他和同志们、特别是和青年干部们的关系不大融洽，他嫌青年人不稳当，办事不
牢靠，对他们的意见总不愿意认真考虑。青年人认为他思想保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对他也不够
尊重。　　老人看副书记的情绪平静了些，温和地劝说道：　　“咱庄确实得有个可靠的大堤，你可
别把话说死，以后咱得好好合计。年轻人经过的世面少，有时考虑事情不那么全面，可他们有这股热
情就好，只要咱们好好拉扯他们，都会成为好干部、好社员的。”　　“可在他们没成为好干部、好
社员以前，咱也不能随便轻信他们。咱得为大伙、为全社千把口子人着想。”他歪着头看着谷地，脖
子里的青筋冒多高。　　看着他那固执的样子，老人知道要当下说服他，是不可能的；想批评他几句
，他一定不肯接受；放过去不管吧，更是不妥。他不觉有些着急，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一起涌现在眼前
。　　他们这个坐落在深山里的村子，因为人多地少，土质瘠薄，本来就很贫穷，加上连年遭受水旱
灾，比起周围的村子，生产、生活都很落后。为这，老人很是不安，他常常自责没有做好工作，觉着
既对不起党的委托，也对不住广大社员的信任。为了尽快改变王庄一穷二白的面貌，他早就注意培养
年轻人，想在他们当中选拔一个可靠的接班人，分担一部分领导工作，共同搞好生产。今天面对这严
重的灾情，老人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了。　　突然一阵冷风吹来，老人不禁打了个寒噤，腿像刀剜一
样疼痛，喉咙里也拉风箱似的打起喘来。他竭力忍耐着，努力使呼吸恢复正常。然后他抬头看着谷地
里的庄稼，搔着稀拉拉的花白头发，想着下一步的办法。　　黄昏的影子笼罩了山谷，人们都收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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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新人》

，陆陆续续地向东边村子走去。　　就在这时候，一群青年人迎着风向大堤走来。打头的是个年轻姑
娘。她身姿矫健，跨步轻捷，俊秀的蛋形脸上，满浮着笑意，手里握着镰，有节奏地晃动着。风吹乱
了她那齐耳的黑发，她敏捷地抿了抿，继续兴冲冲地向前走来。　　青年人紧跟着她，有的还不住地
抬头看看堤上的老人，俨然像要去办一件重大事情似的。　　他们来到大堤跟前。打头的姑娘，一纵
身，燕子似的跳上了堤，其余的人也尾随着登上堤来。　　老人只顾专心想主意，也没有发现他们的
到来。　　“哎呀大爷！”那女青年惊喜地喊道，“您能出来了！”　　“老庆爷，医生不是不让您
下床吗？”　　“大爷，您还没好利落，可别累着了。我背您回去吧。”　　青年人嚷成一片，有的
欢喜，有的担心，闹得站在一旁的副书记，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他那突起的眉骨越发显得高耸了。
　　老人看着这群青年人，不觉高兴起来，心里的难过一扫而光，病也好像减轻了大半。　　“红英
，”老人慈爱地看着那女青年，“你们又是来提建议的吧。好，把你们的办法都说说吧，帮大伙拿拿
主意。”　　站在外围的副书记，不以为然地把脸扭向一边。　　红英在老人跟前一向是全无顾忌的
，听着老人这鼓舞的话，心里更是高兴，她欢笑着，响脆地说：　　“大爷，您说今年闹灾是为啥？
”　　“大堤跑了水呗。”　　对！”姑娘晶朗朗地笑了，天真而略带任性地说：“那咱就该修堤。
”她忽然一转身，挑战似的看着副书记，“逵叔，您说该不该修堤？”她不等副书记回答，又一转身
对青年们鼓动地说：“大家说，该不该修堤？”　　“该！”　　“修大堤。”　　“一定得修。”
　　青年们一齐热烈地响应。　　姑娘一甩手，朝副书记走了几步，“逵叔，您和大爷好好商量商量
，咱们就修堤吧，我们都不怕累。”她的声调放缓了，但依然是晶朗朗的。　　老人笑得更舒畅了，
他真为有这个敢说敢干的好侄女感到高兴。但他又觉得姑娘用这种“将军”的办法不太合适，便略带
责备地说：　　“红英——”　　红英好像一点也不理解老人的心意似的，继续紧盯着副书记问：　
　“逵叔，您说，您考虑我们的意见不？”　　听着姑娘这咄咄逼人的问话，又看着老人那放任的神
情，副书记心里更是烦躁。他一拧脖子，指着堤下的庄稼，直冲着红英说：　　“你看都啥年头啦！
”　　姑娘一点也不畏惧，“那明年还得挨淹。”说完一板脸，真的生气了。　　“那不成。”　　
“说啥也得修堤。”　　⋯⋯青年人又嚷成一片。　　姑娘忽然严肃地说：“您再不同意，我们可找
周书记了。”　　副书记又气又恼，他很想狠狠地教训红英一顿，但又找不到有力的话。不知为什么
，他总有些怕这个伶牙俐齿、敢说敢为的远房侄女。他想马上就走。忽然，他瞥见了人群里有一个健
壮的身影，眼光随即盯住了那张端端正正的长方形面孔，心里忽地来了劲儿，一拉脸，气愤地说：　
　“志成，你瞧瞧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都是社里的积极分子，你们就这样胡闹，群众该怎么着！”
　　志成一直站在人群后面。挨了副书记的吵，也没生气。他很想为青年们说几句，但嘴动了动，也
没说出话来。他明白，在这种时候，说也是白说。　　老人觉着副书记的话实在太过火了，怎么能这
样对待青年人的意见！打算批评他几句吧，又怕当着青年人的面，影响他的威信。他平静了一下，缓
和地说：　　“逵，青年人的意见有道理，咱该考虑呀。就是说错了，也该讲清楚错在哪里，他们还
都是孩子嘛。”　　副书记冷静了些，他也觉着刚才的话有些过分，他低下头，不说话。过了一会儿
，转身下堤走了。　　红英看着副书记走远了，转身对老社长说：　　“大爷，您说大堤该修不该修
？”　　老人搔了搔头发，疼爱地看着姑娘那期待着回答的眼睛，温和地笑着说：　　“孩子，这是
件大事呵，咱今年年成又坏，咱们得好好商量。”　　红英说：“好，你们研究吧。逵叔那样答复，
我就不同意。”她说着噘起了小嘴。　　老人和气地笑了，说：　　“你逵叔看见灾情重，心里不痛
快，他脾气又躁，你佃得多体谅着他点，有话慢慢跟他说，别动不动就跟他吵架。他的长处还是很多
的：为人实在，不怕吃苦，能负责任，为革命辛辛苦苦劳累了十几年，有功劳，你们得尊重他。”　
　青年人都不说话，静静地听着老人的教导。　　老人接着说：“你们年轻，有文化，就是摔打得不
够，往后得多向老一辈的学着点，站稳咱贫下中农的立场，学好种地本事，把革命担子担起来。”他
一个一个地打量着青年人，老眼里闪着殷切的期望。　　青年人看着老人那衰老的、饱经风霜的脸，
心里充满了敬爱。　　红英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听说铭山哥快回来了，是吗？”　　她一句话勾起
了老人一桩心事。今年夏．天，他接到侄子的来信，说他秋天要复员回来。从那天起，老人就一直盼
望着侄子早日归来，特别是最近几天，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了。他踮起脚，仰起头，向东山口望去，侄
子就要从那里回来呵！　　青年们搀扶着老人，下了大堤，缓缓地向村子走去。　　太阳早已落山了
，苍茫的暮色笼罩了山谷，田野里静寂无人。老人慢慢地挪动着，他不时地仰起头，眼巴巴地向东山
口张望。　　二　　夕阳收尽了最后一线光芒，淡紫色的暮霭从四面山坳里升起，山村的夜晚来临了
。　　天空，蓝湛湛的，没有一丝云迹，宛如一幅巨大的锦缎，看着是那么赏心悦目。　　蓦地，东
方天空跳出了第一颗明星，它金光灿灿，照亮了半个天穹，使得晶蓝的夜空更明丽、更动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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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新人》

下工的社员，已陆续回到家里，村街上很少有人走动。到处都很静谧，只有那摇曳的树枝，在晚风中
发出沙沙的声响。凉秋的夜晚，多么柔和可爱呀！　　这时，红英出现在十字路口。她挺着丰满的胸
脯，一阵风似的向前走着，齐耳的短发，微微颤动着，匀称的身段显得是那么健美，俊俏的蛋形脸上
，浮着浅浅的笑意。　　红英是王庄高级社的会计。　　她前年初中毕业，在学校里就是个老师喜爱
的好学生。　　课堂上，她那长长的睫毛不住地眨动着，大眼睛紧盯着老师，旁边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都不能惊动她。她争取当堂记住老师讲的每一个定理和公式。因为课听得好，课下稍微翻一翻书，
就可以做作业了。她做作业又快又准确，尤其是那些几何题，有些同学吭吭哧哧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还设不上一条补助线，可她稍微一想，用不了三五分钟，就清清楚楚地写出了证明。　　从来没人
见她开过夜车，也没人见她中午做过作业，可她每次测验成绩都是优秀。就是连突然提问也不例外，
她从来没有失常过。　　课外活动开始了，她总是嬉笑着跑到操场上，和男孩子们一块跑、跳、托排
球、打篮球，甚至连双杠、单杠这些女孩子不大敢玩的器械，她也敢来两下子。她朗朗地笑着，清脆
地喊着，俊俏的脸蛋涨得通红。　　干起活来，许多男同学都比不过她。在毒日头下，割麦、装车，
汗如水洗，夏衣紧紧贴在身上；迎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积雪，挑土，推车，挥汗如雨，气喘吁吁。劳
累一点也征服不了她。只要她在，就可以听到银铃似的笑声、欢乐的歌声。　　前年初中毕业后，她
响应党的号召，回村参加了农业生产。　　红英一回到家，立刻要求学农活，爹爹教她拿虫、除草、
锄地。一天，她忽然要学犁地。　　叔叔大爷们都很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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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新人》

精彩短评

1、还是17年文学的腔调啊... 
2、铭山是好军人、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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