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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墩屯》

内容概要

黑墩屯是鲁南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黑墩屯》一书通过对该村数百年来政治、文化、经济、教育、
家族、婚姻、饮食、居住、宗教、语言等各方面演变的记述，全面呈现了这个村庄的历史与现实，具
有丰富的社会学和民俗学价值。和官修史志不同，这是一部用个人修史方式所采写的村史，内容翔实
，角度新颖，语言质朴，堪称是中国北方村庄一个典型案例的精彩解读。
这是乡土中国的一个典型案例。
乡愁在哪里？如何寄托乡愁？《黑墩屯》即是答案。
文学评论家唐晓渡：
不同于通常的官修史志，也不同于一般的乡村田野调查，本书秉持的“个人修史”立场，在精神实质
上与司马迁自有一脉相通，而又充分调动了社会学、统计学等现代手段，而又有深厚的人文关怀维度
贯穿其中，再加上作者卓越的文本结构能力和文字表达功力，凡此种种，成就了如此一部当代独一无
二且坚实厚重的著作。

Page 2



《黑墩屯》

作者简介

王兆军，山东临沂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获奖中篇小说《拂晓前的
葬礼》和报告文学《原野在呼唤》等步入中国当代文坛，迄今已发表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文化评
论等四百余万字，其中《白蜡烛》《落凤坡人物》《井神街四季的卡片》等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
、韩文。长篇小说《把兄弟》获《亚洲周刊》2013年度“十大华文优秀小说奖”。近十年主要从事乡
村文化研究和写作，著有《黑墩屯——一个中国村庄的历史素描》《朱陈村史》《问故乡》《中国写
实主义油画与王沂东的风格》《书圣之道——王羲之传》等。2014年创办东夷书院和黑墩屯私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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