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乡村记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乡村记忆》

13位ISBN编号：9787807068211

10位ISBN编号：7807068213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作者：周佩红

页数：2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我的乡村记忆》

内容概要

《我的乡村记忆》主要内容：这是一些揪人肺腑的文字，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亲历的人，永远
不会忘怀；未曾经过的人，当从中读出一份真实的历史。这是部散文的结集。却有着如小说般的人物
雕绘，凝重如古远的油画；这是部小说的系列，却有着散文的神韵，虞来撼人心魄，牵人情思，引人
沉湎。
作者周佩红是当代新艺术散文的代表作家，因了她灵动的才女的文字，使读它的人有幸再次经历了一
回心灵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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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乡村记忆》

作者简介

周佩红，湖南湘乡人。197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9年赴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上海第二
工业大学职工、高等教育研究室研究实习员，《萌芽》杂志编辑，副编审。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亲密关系》、《内心生活》、《你的名字是什么》、《活
着的证明》、《命运所赐》、《一抹心痕》、《从我血液中流过的》、《城市的声音》，小说集《长
梦不醒》，评论随笔集《在生活和心灵之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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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乡村记忆》

书籍目录

穿过记忆的我的乡村田野饥饿的人村庄殷实人家少女华子村里的小伙子脸色苍白的瘸腿青年死与生乡
村医生晒太阳旷野星空下的麻脸队长古手艺周文王的子孙女人们芳邻幽灵文盲书记工作队年轻的女书
记乡村学校风雨水火近景和远景光亮吃啊，吃啊牲灵集市县城田野包围的小城谣曲我们那乌溜溜的眼
睛田野静悄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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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乡村记忆》

章节摘录

　　离开插队落户的地方后，我没有回去过。有一次我途经 安徽东部，知道离它已经不远，离那片田
野。田野和田野是 彼此相连的，就像天空和天空没有阻隔一样，那时，天下起 雨。雨也是没有边界
的。我感觉雨水像某种神秘的派遣，从 我熟悉的那个清水塘升起，与环绕的山岚飘集在一起，高高 
地移动，移过稻田、麦地、紫云英盛开的苜蓿地，移来并停 留在我的头顶。雨水中好像还携带了那间
我住过一宿的磨坊 的寒气，和那间我住过几年的小土屋残存的炊烟，连同田野 上丰富的阳光。那时
我迷恋诗意笼罩的事物，而青春无疑最 适合它。我知道这有问题，不该老是我、我、我的，只怀念 
自己的青春，只把乡村当做避不开的场景。我们已经长大， 甚至就要老去。一个就要老去的人还这么
自恋是可笑的。我 也不想和亚伟们一样认为那就是什么“成长磨难之地”。什么 样的合唱我都不愿
意加入。而且，我不想回去，不想用今天 浮泛的乡村印象去冲淡它，覆盖它。这样，我以为，我就可
以将它封存，连同它所有的贫瘠、芜杂或丰饶。 第二天晚上，城市安静下来的时候，亚伟来电话说，
他 到了。他的嗓子似乎哑了。他去了他的村庄，很多人不认识 他。然后他到我的村庄，也是一群陌
生人围着他，并以淡然 的神情对他说，他打听的那个会计，已经死了。亚伟就这样 匆匆离开，回到
县里的农机厂。亚伟说，他在喝酒，和以前 的几个同事——他们终于认出了他。 电话里我闻不到酒
气。声音亢奋又落寞。他的眼睛红 了吗？ 他只记得我们村那个会计。那个会计死了。怎么可能？ 那
会计是我们房东的儿子，年轻，一脸福相，细眯眼总在笑 的样子。那是很多年前。房东家曾是那地方
过日子过得最不 慌不忙的人家。或许这是表象？我从未真正认识过那里的人， 那土地，那生活的真
相。 应该是的。必须承认。那时我心里只有自己，只在乎自 己的感受，只为卷我来乡村的命运感到
不公，并未关心和留 意其他。或者我身处那个环境，只是看见，并且记住，却没 多想。那时就整天
盼着离开，好像真正的生活并不在脚下， 而一定是在远离乡村的什么地方。一阵风似的，我逗留——
八年也仍然是逗留——然后离开。我和它真有过深刻的联系 吗？它也是我的所谓的精神财富之源吗？
我不确定。但它无 疑构成了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它在那个时段的质的规定性并 未改变，客观存在。
或也许它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你去你留， 它都不在乎。它实在是我应该回望、眺望甚至仰望的地方，
不因它的神圣，而因它的宽广博大。风来了它承接风，一切 袭来它承接一切。它是在一切的根部，退
无可退。因而它也 可以是一切生活的基座，土壤。 仿佛它还在发着另一种声音：你怎么样都可以的
，你来 了，你离去，只要你好就行了。 它让我心有所动。有某种疚痛。我的心向它走去了。 我向它
走去。一次次。这种回归从来不可能一次完成。 不用什么交通工具。没有车轮、汽缸、马达、离合器
，也不 是为了那令人厌倦的自我寻求。我可依凭的只有记忆——天 然的，未被污染和刻意挽留的，
久睡而终将醒来的，我的乡 村记忆，以及重新发现一个世界的我的企望。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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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乡村记忆》

编辑推荐

　　《我的乡村记忆》写了很久，并一直在修改。我想象中的这应该是一本完整的书，摈除了令人生
厌的自恋的，是今天的，沉静的，开阔的，审美的，是有一点神秘和特异内容的，是感性的，自由的
，控制的，耐读的，不玄虚的，我努力这么做了。　　正如《我的乡村记忆》所写，依凭着久睡而终
将醒来的我的乡村记忆，我试图重新发现一个世界。这世界在过去曾活跃、喧闹、混杂，在粗粝的面
貌下，人性之光和丑陋阴暗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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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乡村记忆》

精彩短评

1、飘渺悲哀，淡雅至极。
2、生在农村
3、篇章过于散乱，风格过于阴郁。
4、这题材引我回忆
5、这是散文，也是小说。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乡村，散发的却是永恒不变的美妙。
6、一直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蛮有兴趣~
7、小说式散文
8、《萌芽》的责编？
9、　　周佩红的《我的乡村记忆》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淮北农村长长的画卷。
　　
　　那是在特定年代的，伴随着她作为知青生命历程的长卷。
　　
　　如今这样的画卷早就被岁月晕化，湮没，正如她在《我的乡村记忆》中所言“人类的生活土壤一
层被一层遮盖、掩埋”，然而记忆作为“人类能够延续生存的重要密码”，依然鲜活。
　　
　　周佩红将《我的乡村记忆》作为文学意义上的乡村备忘录，立足于此，淮北农村真实的再现，和
直面真实的思考就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乡村记忆”，也不仅仅是知青们的乡村记忆，而且应该是经历
那个年代，或尚未经历那个年代人们的集体记忆，是共和国史册上不该遗忘的沉重一页。
　　
　　真实，不是指书中人名、地名的真实，而是周佩红笔下的人、村庄、他们的生活，以及广袤的淮
北平原都以极其真实的原貌呈现在你面前。
　　
　　
　　《我的乡村记忆》浓墨重彩描画的是植根于这片土壤上的人。
　　
　　文学常常是势利的，见诸文字的有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后来的领袖官员、英雄模范，直
至现今的富豪商贾、权贵明星，总之争相表现的是“名人”。而读到周佩红笔下的人物，我感动莫名
，那些都是著书立传的人连眼角也没有扫到的普通农民。
　　
　　一个无亲无眷，衣食不周，一到春天就衣衫褴褛地离乡要饭的光棍小陈；
　　
　　威严、沉稳，如乡村工程师的房东大爷；
　　
　　能干、精明的德才会计和他娇小但能挑百来斤担子的团员媳妇；
　　
　　美丽、善良，却难逃噩运的少女华子；
　　
　　村里朴实的小伙子们，特别是又高又壮最后却病毙的大傻；
　　
　　妻子亡故，孩子们喊饿，在弥天的黑暗中凝固成一个轮廓，一个低垂着头，被压弯了腰的的麻脸
队长；
　　
　　做瓦匠、弹棉花，手艺精湛，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的地主后代；
　　
　　虽是手艺人，却古风犹存的木匠；
　　
　　女人们，敞开大衣襟棉袄干活儿的，头上插满雪白的桅子花、火红的芍药、或淡紫蔷薇花的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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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乡村记忆》

，柔声细语的地主小老婆，走路风摆杨柳、屋子里肮脏不堪的俊俏妇人，还有那五官看来痴傻却对知
青们关怀备至的小葛；
　　
　　⋯⋯
　　
　　当然还有文盲书记和兽心的民兵教导员。
　　
　　这些人是那个时代我们所熟知的农村群体。他们以他们原本的模样多姿多彩地再现于《我的乡村
记忆》，没有美化，没有丑化，没有拔高，也没有贬低，一支真实的笔记录了淮北农村的人们，他们
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民，是中国社会赖以存活的的根基。
　　
　　
　　《我的乡村记忆》也记录了当地人们的生活。
　　
　　住。所谓“殷实人家”的住房是“土坯墙，稻草顶”，“大人小孩的衣服搭在横穿过室的绳子上
；富裕中农家，“房顶上的茅草深黑衰败”；地主后代的房屋“墙壁歪斜，门板枯朽”，“门楣被烟
熏火燎过”，“乌漆抹黑”。知青的住房则是“低矮，里面黑古隆咚”。
　　
　　吃。人们常年的主食是干涩难咽的生晒山芋煮玉米糊，而且尚不能果腹。玉米是原粒磨粉，坚硬
的皮碴都在里面，吃起来扎喉咙。于是，稍作加工过的芋粉丸子成了令人垂涎的美味，是艰苦劳作时
让人兴奋的谈资；玉米煎饼则是村里人们公认的稀罕物。
　　
　　小麦粑粑和新米饭是村庄的至味。小麦上场后，烤成底部焦黄，上面松软的粑粑，香气弥漫、缭
绕在村庄的上空。而“能吃上香喷喷的新米饭及时莫大的享受，哪里还要什么菜”！
　　
　　春荒时，用洋槐花和陈年碎米煮饭。但再省吃俭用，还是有人家揭不开锅了。他们就央生产队开
了证明，带一根打狗棍，一只碗，肩上搭一条破麻袋离乡要饭去了。
　　
　　作者纳闷，“天没有下暴雨，地里没有虫灾，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可人们就是揭不开锅”。
　　
　　70年代的江淮农村，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有无法言表的心酸，更多的是感动和崇敬。生存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诚实、善良、本分，辛勤而劳苦，他们不怨天尤人，努力用双手改善自己的生活，努力着
自己力所能及的，即便逃荒要饭回来，述说着外面的世界，生活仍然继续。虽然地少人多，生产队加
了知青们的几张口，农民们以宽阔的胸怀接纳、包容了知青，大度而温暖，关怀备至。作者也说“什
么都有我们的份”。行笔至此，我不仅感慨，当今天无数农民工涌入城市时，不知城市是否也对他们
敞开了胸怀，一如当年农民对待知青。
　　
　　
　　对在这种的地方生活的知青而言，生活更是难以想象的艰难。这种艰难不仅仅是吃和住。“风雨
水火”一篇中所描绘的种种惊险危难，包括狂风暴雨中担泥加固水库的大坝，最终看到低洼的村庄成
了水乡泽国，水面上漂浮着农舍的稻草屋顶，或许只是他们经历之万一。我还知道，周佩红在这样恶
劣的生活条件下，是难上加难。在那儿，艰苦的劳动、病弱的身体、缺乏治疗和营养，病魔让她走过
了生死边缘。但本书并没有特别渲染知青们、或自己的不幸遭遇，也许作者明明白白，知青与农民生
活在同样的环境中，经历着的是世世代代农民所经历的。作者在本书中的角色只是冷静的亲历者、思
考者、记录者。
　　
　　
　　我以为，《我的乡村记忆》是远远超过那些知青文学的。这本书，作者用文字凝固了中国农村几
亿农民长期生活的典型画面，客观而真实；对经过时光沉淀下来记忆的再现和深入思考，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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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乡村记忆》

细腻的笔触，优美的文字为之生色。
　　
　　这些，正是《我的乡村记忆》价值所在。
　　
　　周佩红的博客：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74/index.html
10、我的乡村记忆
11、仿佛亲临其境
12、知青的故事
13、我的乡村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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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乡村记忆》

精彩书评

1、周佩红的《我的乡村记忆》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淮北农村长长的画卷。那是在特定年代的，伴随着
她作为知青生命历程的长卷。如今这样的画卷早就被岁月晕化，湮没，正如她在《我的乡村记忆》中
所言“人类的生活土壤一层被一层遮盖、掩埋”，然而记忆作为“人类能够延续生存的重要密码”，
依然鲜活。周佩红将《我的乡村记忆》作为文学意义上的乡村备忘录，立足于此，淮北农村真实的再
现，和直面真实的思考就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乡村记忆”，也不仅仅是知青们的乡村记忆，而且应该
是经历那个年代，或尚未经历那个年代人们的集体记忆，是共和国史册上不该遗忘的沉重一页。真实
，不是指书中人名、地名的真实，而是周佩红笔下的人、村庄、他们的生活，以及广袤的淮北平原都
以极其真实的原貌呈现在你面前。《我的乡村记忆》浓墨重彩描画的是植根于这片土壤上的人。文学
常常是势利的，见诸文字的有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后来的领袖官员、英雄模范，直至现今的
富豪商贾、权贵明星，总之争相表现的是“名人”。而读到周佩红笔下的人物，我感动莫名，那些都
是著书立传的人连眼角也没有扫到的普通农民。一个无亲无眷，衣食不周，一到春天就衣衫褴褛地离
乡要饭的光棍小陈；威严、沉稳，如乡村工程师的房东大爷；能干、精明的德才会计和他娇小但能挑
百来斤担子的团员媳妇；美丽、善良，却难逃噩运的少女华子；村里朴实的小伙子们，特别是又高又
壮最后却病毙的大傻；妻子亡故，孩子们喊饿，在弥天的黑暗中凝固成一个轮廓，一个低垂着头，被
压弯了腰的的麻脸队长；做瓦匠、弹棉花，手艺精湛，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的地主后代；虽是手艺人
，却古风犹存的木匠；女人们，敞开大衣襟棉袄干活儿的，头上插满雪白的桅子花、火红的芍药、或
淡紫蔷薇花的媳妇，柔声细语的地主小老婆，走路风摆杨柳、屋子里肮脏不堪的俊俏妇人，还有那五
官看来痴傻却对知青们关怀备至的小葛；⋯⋯当然还有文盲书记和兽心的民兵教导员。这些人是那个
时代我们所熟知的农村群体。他们以他们原本的模样多姿多彩地再现于《我的乡村记忆》，没有美化
，没有丑化，没有拔高，也没有贬低，一支真实的笔记录了淮北农村的人们，他们就是数以亿计的农
民，是中国社会赖以存活的的根基。《我的乡村记忆》也记录了当地人们的生活。住。所谓“殷实人
家”的住房是“土坯墙，稻草顶”，“大人小孩的衣服搭在横穿过室的绳子上；富裕中农家，“房顶
上的茅草深黑衰败”；地主后代的房屋“墙壁歪斜，门板枯朽”，“门楣被烟熏火燎过”，“乌漆抹
黑”。知青的住房则是“低矮，里面黑古隆咚”。吃。人们常年的主食是干涩难咽的生晒山芋煮玉米
糊，而且尚不能果腹。玉米是原粒磨粉，坚硬的皮碴都在里面，吃起来扎喉咙。于是，稍作加工过的
芋粉丸子成了令人垂涎的美味，是艰苦劳作时让人兴奋的谈资；玉米煎饼则是村里人们公认的稀罕物
。小麦粑粑和新米饭是村庄的至味。小麦上场后，烤成底部焦黄，上面松软的粑粑，香气弥漫、缭绕
在村庄的上空。而“能吃上香喷喷的新米饭及时莫大的享受，哪里还要什么菜”！春荒时，用洋槐花
和陈年碎米煮饭。但再省吃俭用，还是有人家揭不开锅了。他们就央生产队开了证明，带一根打狗棍
，一只碗，肩上搭一条破麻袋离乡要饭去了。作者纳闷，“天没有下暴雨，地里没有虫灾，风调雨顺
，土地肥沃，可人们就是揭不开锅”。70年代的江淮农村，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有无法言表的心酸，更
多的是感动和崇敬。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诚实、善良、本分，辛勤而劳苦，他们不怨天尤人，努
力用双手改善自己的生活，努力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即便逃荒要饭回来，述说着外面的世界，生活仍
然继续。虽然地少人多，生产队加了知青们的几张口，农民们以宽阔的胸怀接纳、包容了知青，大度
而温暖，关怀备至。作者也说“什么都有我们的份”。行笔至此，我不仅感慨，当今天无数农民工涌
入城市时，不知城市是否也对他们敞开了胸怀，一如当年农民对待知青。对在这种的地方生活的知青
而言，生活更是难以想象的艰难。这种艰难不仅仅是吃和住。“风雨水火”一篇中所描绘的种种惊险
危难，包括狂风暴雨中担泥加固水库的大坝，最终看到低洼的村庄成了水乡泽国，水面上漂浮着农舍
的稻草屋顶，或许只是他们经历之万一。我还知道，周佩红在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是难上加难。
在那儿，艰苦的劳动、病弱的身体、缺乏治疗和营养，病魔让她走过了生死边缘。但本书并没有特别
渲染知青们、或自己的不幸遭遇，也许作者明明白白，知青与农民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经历着的是
世世代代农民所经历的。作者在本书中的角色只是冷静的亲历者、思考者、记录者。我以为，《我的
乡村记忆》是远远超过那些知青文学的。这本书，作者用文字凝固了中国农村几亿农民长期生活的典
型画面，客观而真实；对经过时光沉淀下来记忆的再现和深入思考，发人深省；细腻的笔触，优美的
文字为之生色。这些，正是《我的乡村记忆》价值所在。周佩红的博客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7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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