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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山村》

内容概要

《饥饿的山村(大饥荒年代的苦难家国史)》主要内容：一位饱经沧桑的文化人，终于萌生一次写小说
的冲动。俄罗斯文学专家智量教授在花甲之年握笔撰写《饥饿的山村》，将那段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
的苦难历史呈现给世界。
《饥饿的山村(大饥荒年代的苦难家国史)》叙述了一个被判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被发配到偏僻荒凉的
小山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间，所目睹的当时农村中那些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男女老少。在
这片凄凉的黄土世界中，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里，一幕幕悲惨的现实让他铭心刻骨：为了一个馍，美丽
的女人一次次献出青春的肉体；饿死的婴儿下葬后转?被人挖出下了锅；为了沾点荤腥气，村里人竟舔
吃女人的月经⋯⋯
当所有的欲望都还原到最本初的时候，那种震撼和冲击力是“苦难”二字无法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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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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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山村》

章节摘录

李家沟最隆重的一次出殡果然，盼水嫂在那里。她刚刚爬到丈夫的坟边，手里紧紧抱住那包裹着的流
产的婴儿，脸朝下伏在地上。秀贞嫂和秋眉嫂扑上去把盼水嫂搂在怀里。两人忍不住放声大哭。盼水
嫂一手紧抱住死孩子不放，一手死死地抠住坟边的泥土，不肯抬起身来。“回去吧！回去吧！这咋行
啦！”秋眉嫂哭着哀求她。秀贞嫂叫李山梁把身上的破干部服脱下？盖在盼水嫂身上。夜风呼啸，把
三个人吹得发抖。盼水嫂发着高烧，她浑身烫得像火炉一样。“回去吧，这样不行的。要出事的！”
李山梁决计要把盼水嫂抬下山去。不等他们动手，盼水嫂说话了：“不，不回了⋯⋯顺子，我对不起
你⋯⋯我来了，我来跟你⋯⋯跟这娃⋯⋯”她的手死死地抠在土里，不肯起身。两个姐妹只能更紧地
搂住她，用自己的身体尽可能护卫着她。“快去，把被子抱来！”秀贞嫂大声向李山梁喊着。李山梁
转身便跑。又听他女人在身后说：“她的，跟咱的！快！”李山梁抱来了两家的一共三床棉被。两个
女人坐在坡上，怀里搂住盼水嫂，盼水嫂怀里是那流产的孩子。李山梁用这些被子把她们紧紧捂住，
又用土块在脚下压牢，不让山风钻进被子里。盼水嫂滚烫的身子把她们两人都烤热了。这是一个生命
最后的燃烧，她是想尽力给这两位亲爱的姐妹一点用自己身体发出的温暖，报答她们一生一世的情意
吧。李山梁哆嗦着立在一旁。盼水嫂是在早晨，黎明以后断气的，那时一轮红太阳本来已经升起，但
不久浓云密布，变成一团黑糊糊的君临天下的东西。李家沟里仍是阴冷的。秀贞嫂和秋眉嫂直搂到那
身体由火烫变得微温，才轻轻脱出身来。她们把她放平，合拢眼皮和嘴唇，并把流产的孩子从她手中
取下来，放在一边。天亮后，中村里的人立刻知道了，陆陆续续向山上奔来，上村下村的人也接着过
来。王良和李七姑跟上村的几个人来得迟了，到达时已快到中午。看那坡上已经有四五十人。李七姑
立刻走向秋眉嫂和秀贞嫂的身边。王良则快步奔向李山梁，李山梁也迎王良走过来，山上的人都向王
良和李山梁身后围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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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山村》

媒体关注与评论

　　遗忘从来是记忆的坟冢，三年大饥荒就一直被活埋在历史的忘冢中。　　&mdash;&mdash;宣树铮 
评论家　　作品开篇创造了一种&ldquo;阴曹地府&rdquo;般的阴森沉郁的氛围，在饥饿的驱使下，十
七八个人争食一锅面汤，一个年轻的女人只为一个馍而心甘情愿地出卖自己的青春肉体。小说开场拉
开了灵魂搏战的序幕。　　&mdash;&mdash;郝瀚  作家　　本书具有&ldquo;陕军&rdquo;小说描写人类
爱情的穿透力和明晰度，并继承和发展了劳伦斯小说的情爱魅力和朦胧美。　　&mdash;&mdash;雨夏 
评论家　　《饥饿的山村》最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作者不故作高深，也不文过饰非，而是反复咀嚼心
灵的历史，无情解剖和拷问人物的灵魂，从而创造出一个经受了农民苦难地火的淬励、在政治炼狱和
灵肉碰撞中自质自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形象。　　&mdash;&mdash;戴翊  作家　　我喜欢书中在
塑造主人公王良时对他所作的无情而坦率的解剖；我喜欢书中那位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的党员李江玉
能说真话为群众鼓与呼的勇气与真诚；我喜欢作者在小说中明确表达出的那种思想：人即使在坎坷的
苦难中，仍需要保持着真、善、美的情感和行动。　　&mdash;&mdash;王火  作家　　边看边掉泪，
从来不知道有这样悲惨的饥饿的事。饥民为了种族的延续，竟至于被迫给全村仅存的一个孕妇吃死去
的孩子的肉；二狗子的死像一块大石，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mdash;&mdash;李忆君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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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山村》

编辑推荐

　　这不是小说，这是一部直直切切的回忆录；这不是回忆录，这是小说家心中流出的血。　　再
读50年前中国的苦难历程，重拾人性与家国命运的非常记忆，我们，都无权忘记过去。　　在&ldquo;
种族灭绝&rdquo;的危难中，人性展示着博大坚韧的生命力。　　王智量教授自传体小说，将一段深埋
内心的苦难历史呈现，世界震撼！　　一个负伤的知识分子所亲历的60年代大饥荒　　八旬老人重新
审视生命苦难历程情动难已　　一部善与恶、爱与欲、生与死的人间活剧　　一段艰难坎坷、畸形窒
息的历史大戏　　五十年前的中国，全体中国人难以湮灭的家国记忆　　一切恍如隔世&hellip;&hellip;
　　白馍本是救命粮，为何却有人一连吃掉二十多个，竟被活活撑死？　　火车里丢出的果皮残渣，
竟然能成村民们蜂拥争抢的稀罕吃食？　　饥肠辘辘的人们，为何不得不沦落到与驴子争草吃？　　
村民偶尔捉到的蚂蚱，竟顾不得摘掉翅膀和头便一口吞下；　　为了沾点荤腥气，女人月经带子上的
凝血都被人舔个干净；　　刚下葬的婴儿转眼便被挖出下了锅，那是为了给全村唯一的孕妇补
身&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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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山村》

精彩短评

1、艺术地再现一段民族苦难历史

——读《饥饿的山村》 

       《饥饿的山村》，智量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定价：35元

这是一部中华民族历史上痛彻心灵、艰难坎坷的大悲剧，是一部善与恶、爱与欲、生与死不断角力的
人间活剧，是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悲惨的家国记忆。这部小说为我们展示了那个饥饿年代发生的种种
触目惊心的惨事：为了得到一个馍挽救丈夫的生命，年轻美丽的女人一次次献出青春的身体；为了延
续村庄的香火，挖出刚刚掩埋入土的孩子尸首给村中唯一的孕妇补充营养；为了沾点荤腥气，年轻的
小伙舔吃女人月经带子上的凝血⋯⋯在饥饿威胁下，人们与驴子争草吃，偶尔捉到蚂蚱顾不得摘掉翅
膀和头就一口吞下，火车上丢出的果皮残渣成为村民蜂拥争抢的吃食⋯⋯这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存在，
竟被隐藏了多年，直到智量的小说问世，才得以让今天的人们鲜活地了解这段苦难的岁月。

据说，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饿死了四五千万人，虽然仍没有权威的国家统计数字出笼，但灾荒的深
重程度在智量的描述中已是惊心动魄了。这与其说是天灾，莫如说是人祸。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李
山梁有一回说的好：天不亏人，地不亏人，只有人亏人。这饥饿多一半是人造成的。土地，这黄扑扑
的土地，它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平铺在那里，等待你去适时地合理地翻耕、播种、施肥、浇水、锄草
⋯⋯然后，它便会默默无声地、不停息地让庄稼生长，到时节，把丰硕的收获呈交给你。而如果你不
按照大自然所定下的规矩去做，再好的土地也无能为力。可惜的是，在我们祖国广阔的大地上，现在
这时候，几乎到处的庄稼人，都在听命于一些头脑发热的人的胡乱指挥，违背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蛮干
，所以造成了许许多多人的无辜死亡，这是多么愚蠢又多么可悲的事啊！”

李家沟的人们是淳朴善良的，这些飞将军的后人惯于逆来顺受，非常听从指挥，他们本应生活得自得
、自尊，但当所有的欲望只剩下“食”与“色”后，种种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再大的灾难
面前，也还有坚韧的生命力存在，也还有人性的光辉，李七姑对王良说的话，典型反映了黄土高坡人
的处事原则，她说：“活人呀，就要活得像棵甘草样，对人家有用，不白活一场。可是也要有点厉害
处，不能叫人家吃住你，成天价嚼你，捏在手心里欺负你！”李家沟人“肚子饿”，“头脑也饿”，
但最终他们选择了抗争，让我们在畸形窒息的气氛中，看到了光明的一面。

书中描写了王良与李秋眉、李七姑之间欲望挣扎、哀怨缠绵的情爱纠葛，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也多
多少少冲淡了大饥荒的悲剧色彩。评论家雨夏说，本书具有“陕军”小说描写人类爱情的穿透力和明
晰度，并继承和发展了劳伦斯小说的情爱魅力和朦胧美，可谓一语中的。

这是不该遗忘的一段历史，愿每个人都读读这本书！

2、故事展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这是难得的好题材，算是抢在我们的社会完全被金钱和欲望湮没之
前为后人留下些许反思过去苦难的线索。本可以打5星，但遗憾有两处败笔使本书难称完美：一是新
版最后的“尾声”，完全是狗尾续貂，和谐的痕迹太过明显，估计是不加上不让再版吧；二是小说中
的色情描写不够含蓄，笔墨也用得过多，这种题材不用靠这个抓眼球吧。总之，仍是瑕不掩瑜。
3、这本书作者以“右派”王良的角度，将李家沟一群村民在3年大饥荒时期里的生死存亡呈现给读者
，3年饥荒，教科书说是“3年自然灾害”，但历史真相是无法掩埋的，实质上人祸造成饥荒的因素更
大，李家沟的村民在饥饿的迫使下做出了一系列现在想来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吃人肉、以肉体换取
一个馍等，让人震惊之余更是悲叹不已，这就是50年前在中华大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李家沟贫困
善良的村民不仅肚子饥饿，他们的头脑跟心灵更是饥饿的！在薛永革、冯万利等一系列当地领导的压
迫下，只能委曲求全，丧失尊严，村民李明贵甚至为了5块钱将自己的老婆“卖给”禽兽不如的组长
薛永革！看了这本书真是让人了解过去那段悲惨黑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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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山村》

4、我一次性买了60多本书，当然是给公司图书室买的，但我选择阅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在选择
书的时候，就被简介所吸引，什么吃死孩子、舔女性的月经血等等，刚好我宿舍的同事在说他上一辈
的人，还真亲见一个快死的人被村民割肉吃，如是选择这本书看，书基本是纪实性的自传性的，很真
实很震撼！看到结尾时，生活好转了的时候，真的感动得快掉泪了（本人是男性）。
真的值得一看！特别是现在的小青年！
5、七绝
  读王智量《饥饿的山村》二首
        二0一三年十二月
            王放鸣
万斤亩产震人寰，遍地高炉更壮观。
孰料睿思成噩梦，千秋惨祸漫悲叹。
无语苍天不忍看，饥民濒死弃尊严。
天灾人祸难评说，真象成因史海潜。
6、本书以带自传色彩的笔述，描绘了那个年代的真实一面。而这只是整个中华大地遭遇苦难的缩影
。引人深思！
7、读的时候没觉着什么，合上书后才发现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如此可怖，试想一下在现代发生这般
的饥荒又会如何？
8、我还没有看，老爸先看完的，据他说看完了有点堵心，原因是想起了他小的时候经历过的那种饥
荒年代，不知道别的读者有没有共鸣。
9、死在历史或命运巨轮下的蚂蚁历来有之，或多或少罢了。相比当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至少目前
为止，我们还说着冠冕堂皇的话，拜这拜那的好不忙活。不过回想想那时候的人，确实傻的可爱。也
许，今天的人满足了生存需求后想的太多，追的太多，活的太累吧。。。
10、三年饥荒时期的真实记录吧，比各种牛棚杂记更贴地气，西北地区的那个时代真是充满苦难。其
实半个世纪过去，中国没大变，还是集权社会，还是小官大权。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应该会改变
。
11、作者还是缺点才华
12、我感觉这本书是每一位中国人应该读的，大饥荒年代少有人知道的中国历史，她，真真切切的发
生过，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她曾真的来过？？？     为了生存，人性和尊严在生命面前大打折扣，而在那
个特定的年代，又有多少像薛组长这样的人渣在不停地摧残着生命.........太多的太多 ，你们慢慢体会吧
！
13、想起爷爷奶奶讲述大饥荒事情，和书中似乎没有没有太大差别，上山挖野菜吃；有人因为饿了很
久，然后猛吃一顿猪肉然后肚胀而死。
14、这本给朋友的，建议了解苦难家国史。
15、很喜欢这类书，以真实的年代故事为背景。这书是以一个真人真事写的，虽然结局不是十分完满
，但是很真实，世界就是这样没有事情是十全十美的。里面的吃死婴、吃月经这些看似很恶心的情节
，更真实反映了但是那个饥饿年代的无奈！当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会觉得理所当然了。故事也揭
露了一些当时阶级斗阵存在的问题。我们80后虽然没有经历那段艰辛，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字了解体
会，现在我们是幸福的。
16、写的非常真实，和父辈说的基本差不多
17、回想过去饥饿的年代，与今天的衣食无忧相比，确实感觉到现在很幸福！值得现在生活富裕没有
吃过苦的人们看看，不过，有些内容有点过！总体来说，是一部不错的书！
18、饥饿的山村（大饥荒年代的苦难家国史）
19、读中国近代史上的那次大饥荒，难免总带着读报告文学或者纪实文学的心态去看，然而，读到最
后才意识到此本首先是一篇小说，其次才是照应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书中带给我们后一代人难以想
象的荒凉和饥饿感，难以切实体会的那段实在没有东西果腹的感觉，历史的车轮下，我们有幸没有成
为那一大群被碾死的蚂蚁，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生活赋予我们的主题似乎也已不再只是“吃什么
”的问题了。天灾还是人祸，大多数人心里自有一份盘算，好在近来共产党也已不再依赖那所谓的愚
民政策来专政或者压制了。“三年自然灾害”也逐渐转变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洗刷了大自然的冤
屈，却也含蓄到了一定程度。书中的故事是精彩的，人性险恶的同时仍流露着人性真善美的一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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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下来，不禁还是认为作者的笔犹豫了些。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无数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作
威作福的其实并非个别的一两个人，而养虎为患的根本原因在哪？相信现在的人们都能体会一二。文
内的薛永革不过是作家笔下集万恶于一身，以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讲述什么叫“穷凶极恶”而已，故
事更核心的东西隐藏在作者心中，也许未必敢于直言抨击。这是一代人的悲哀，一个国家的悲哀，更
是一个执政党的污点。拿什么能换取本不该经受如此命运的人们的宽恕？拿什么能换取本不该死去的
人们的生命？拿什么来面对这段历史？我们的国和家。
20、反应六十年代，饥荒的中国山村的人心百态。
21、了解那个饥饿年代的一本好小说
22、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真的无法理解！故事里的很多故事都感觉不可思议
23、不能忘记的一段历史，饥饿使人堕落，饥饿使人坚强，你是否对某些事情有饥饿感，那你该读读
。
24、记实的，还真是应了佛洛依德那句话“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性的延伸”。人物有血有肉，读起来
没有预期的震撼
25、本书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的情景何其相似。那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发生中国苦难岁月，那揪
心动地的场面，时时泪如泉涌，一遍又遍，不忍再看，但又放不下，只能艰难地负重痛切去体会...不
能忘记历史，更不能忘记我们曾经的苦难，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不能再发生
了......无论对与谁！
26、写的是大饥荒的事情，买来和夹边沟的对照来看，听那些人说，还不错，我想，做为一个80后，
应该对那段历史多点了解，不要一味的打游戏。看电影，要多读点书，现在的好多年轻人都是数典忘
祖，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27、开篇便是情色濠头，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作品虽然描述的对象野蛮，但善良的人性你可有表现？平
铺直叙，呆板，这不是借历史背景来渲染故事吗？嚼之无味，除了对历史事实的揭示，其他不值得一
读。
28、作者写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让我欲罢不能。小说主要背景是写我们国家发生三年自然灾害的大
背景，以一个小山村的人们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活下去，淋漓刻画了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各种鲜为
人知的事情。尤其让我感觉是对人性感动、感人、真实的写照。
     小说，前后呼应、构思奇特、故事新颖独特，每个人的结局都有很好的交代，真是一本好书。值得
收藏的好书 。
29、一本小说，一个故事，更是一段历史。一口气读完，仿佛随作者回到当年大饥荒年代，那种物质
上的匮乏与精神上的充盈对比鲜明，另现代人深思。
30、这不是小说，而是真正的历史记忆。应该让我们的下一代看看，让他们知道饥饿是什么感觉。
31、五十年前的中国，全体中国人难以湮灭的家国记忆。
一切恍如隔世⋯⋯

32、什么时候能买带啊!!!!
33、竟然再版了。不知道有没删节捏。想当年花15块从孔网买回来，比现在的售价划算多了。
34、文化是有厚重感的   自有好坏    留给时间述说
35、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我们似乎还从未正视过这段历史，为何人类人民几千年的二十世纪，
仍有贫穷饥饿、尸横遍野，是天灾还是人祸如今看来已不需要太多证明，改革开放以后，肚子里的饥
饿少多了，但头脑里的饥饿还在继续，因为这里还没真正的得到“开放”呢
36、苦难的历史不能被忘记。要珍惜如今的生活。
37、小说里的欲望基本就剩下“食”和“色”，所有的原初欲望暴露出来的时候，才是真正触目惊心
。
38、一本有血有肉的书，一本让人看了心情无比沉重的书，从头至尾压抑之感都未曾消退过。相信作
者是带着历史使命来完成这本书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促使他来完成这项工作的。苦难虽已过去，但
仍有许许多多值得后人深刻反思的东西。
39、过去常听父辈们讲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日子，都是泛泛地说常常挨饿，所以一直想找这方面的书
籍了解一下。昨天刚拿到手就开始阅读了，由于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书中内容是不是客观再现了历
史我无权评论。但就文笔而言，生动流畅，每个人物刻画地都活生生的，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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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以前只知道智量是一个外国文学学者，曾经看过他翻译的外国文论，有传统学人的认真。看完此
书才知，先生也曾经是一个右派，并经受了苦难的人生历练，这个经历经过这本书又转换成人生财富
了。就目前来看，这是一本写苦难时期比较有内容，细细读来有比较有味的书。
41、　再读50年前中国的苦难历程，重拾人性与家国命运的非常记忆，我们，都无权忘记过去。　　
在“种族灭绝”的危难中，人性展示着博大坚韧的生命力。　　王智量教授自传体小说，将一段深埋
内心的苦难历史呈现，世界震撼！　　一个负伤的知识分子所亲历的60年代大饥荒　　八旬老人重新
审视生命苦难历程情动难已　　一部善与恶、爱与欲、生与死的人间活剧　　一段艰难坎坷、畸形窒
息的历史大戏　　五十年前的中国，全体中国人难以湮灭的家国记忆　　一切恍如隔世⋯⋯　　白馍
本是救命粮，为何却有人一连吃掉二十多个，竟被活活撑死？　　火车里丢出的果皮残渣，竟然能成
村民们蜂拥争抢的稀罕吃食？　　饥肠辘辘的人们，为何不得不沦落到与驴子争草吃？　　村民偶尔
捉到的蚂蚱，竟顾不得摘掉翅膀和头便一口吞下；　　为了沾点荤腥气，女人月经带子上的凝血都被
人舔个干净；　　刚下葬的婴儿转眼便被挖出下了锅，那是为了给全村唯一的孕妇补身⋯⋯
42、食色性也.
     古人的智慧真是令人折服,区区四字,食:衣食饱暖.色:男欢女爱,传宗接代.性:人类本性的需要.食与色这
不就是人活一世的根本吗?
    看这本书之前对三年大饥荒也有些许的听闻,但没想到是那样沉重.,胸口堵得慌.在人最根本的需求都
落空.在肚子和脑袋一样空的年代.,各种人性在饥饿的驱使下呈现出来:李秀秀,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为了
一个馍,一次又一次的出卖自已;    李七姑,一个率真火辣的半老徐娘.为了能让村里唯一的孕妇生下婴儿,
竟敢用死去孩子的肉去给孕妇补营养,说用死苗去救活苗.看到这时心里一阵绞痛;说实在我是喜欢她的,
她的爽朗给这死寂一般的村庄带来一丝生气.她的敢爱敢恨也让我佩服.是一个真性情的女子,可惜了一
个女丈夫;   秋眉,中国传统的温良.柔弱.美丽的女子,本是个十全十美的可人儿.但在那个年代,美丽竟是一
种过错.遇到一个极其自私的丈夫,为了小利把她卖给了所谓的领导.    王良是一个下放的右派,本是一个
热血的人,也许是被整怕了吧.在关键时候总是犹豫,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不敢造反的,书读的多,想得
多,计较得失,想得总是名声.前程之类虚的东西.等想好什么黄花菜都凉了.李江玉,这不同于一般的知识
分子,有文化也有真性情,在那个年代也注定了他悲壮的命运.这人真是有悲天悯人的宽大胸襟.这本书中
我最喜欢的人就是他了.喜欢他那句;&amp;#39;东风毕竟压西风.&amp;#34;坦坦荡荡的胸怀跃在纸上.   李
山梁,一个有担当的汉子,可惜书读得少,对领导的指令有些盲目听从,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很大多数善良的
老百姓,总觉得哪不对,但又说不出道不明,只是一味的相信上头.一味的做着自已的本分.   李明贵,秋眉的
丈夫,这个可恨又可怜的男人,不该称之为男人,用老婆去换一点蝇头小利,反过来还打老婆..无耻到如此
地步.    薛永革是一个披着领导外衣的畜生.在那个穷得光荣穷得有理的年代,有多少这种人性扭曲的人,
在天灾时更添上了人祸.正所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这种人终将受到惩罚,有时我想,这种人如果
没有受到惩罚呢?那他会受良心的谴责吗?如果也不会呢?那就不用和他计较了,因为他本不和我们同类.    
尤其是二狗子的死.:一个憨厚中透着机灵,.本性善良的半大小伙子,在饥饿的年代竟然偷吃二十五个馍活
活撑死了.饥饿对撑死,多么强烈的反差,竟叫我哭得唏哩哗啦的......
      看完这书我是重重的吐了口气,似乎是一种解脱.这书还讲了一段男女的爱情,爱情真是亘古不变的话
题.在那沉郁的历史瞬间,在生存都是问题前提下,爱情是多么奢侈的,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一句话都是
那样的耐人寻味,这样一种美好的感情注定没有好的结局,中国人的爱情受到太多的约束,尤其是老一代
人,总是在矛盾.犹豫.苦恼中求生.活得太累也太紧,但也因为这样纯粹而刻骨铭心.有句歌词我是相当喜
欢的&amp;#34;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amp;#34;........现在的人活得太自我,过多的考虑自已的感
受,还叫喊着不幸福.......七十年代的夹心饼干最无奈,受着老一辈的教育长大,骨子里有太多传统的东西,
又受到现在社会太多的诱惑,何去何从就要看各自修为了........
43、久不读小说，感触颇深。
44、这是一本读了以后让人震惊的书，描述了一个可怕的年代里的人和事，当历史走到今天，希望通
过这本书能够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醒，让如此荒诞的事情永远留在那个荒凉的山村⋯⋯
45、苦难家国史
46、历史就是如此的残酷，不管在饥荒年代我的先辈们依靠意念、思想、侥幸活了下来，当从今天的
眼光来看，饥荒除了天灾，也无法回避人祸的涂炭，现在的孩子们无法想象当时的景象，让他们也了
解真实的历史阶段，珍惜现在的富足，努力实现将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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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看完之后，内心澎湃震撼不已。问了母亲，母亲说确实是这样的，只不过那会母亲的家乡没有笔
者去的地方贫穷，所以母亲的姐妹兄弟5个都没有被饿晕的经历，归功于外婆的勤俭持家。当然，母
亲说起小时候吃不饱，几个孩子就晚上去偷生产队的南瓜，被邻居当着干部的八婆看见了，呵斥加羞
辱了一顿，并且让家长来受训领人，说要没收拿去食堂交公。结果第二天，八婆居然在家和另一个干
部（让她小三的）在家里开小灶煮了吃了。母亲到这么多年想想都气的，我们孩子偷的被骂了，最后
交公大家一起吃也就算了，你干部作风不好和老百姓不相关，也算了。结果最后被你们贪污了，真是
不值了。所以，母亲说，贪污在中国永远是春风吹又生，野火烧不尽。想想现在的世道，我是感慨万
千！
48、读过的人好少。。 觉得最后结尾把档次拉下来了。。主旋律需要什么的吧
49、悲惨
50、从人性的角度写的很好，文笔粗犷，体会出黄土的倔强和凄凉，比平凡的世界更加有爆发性，适
合快速阅读去体会那个年代的人情冷暖，看这个的时候，画面感很强烈，但是构思的略微简单了。
51、那段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小人物们的悲哀，历史的教训是血淋淋的，尽管那段岁月早已从我们的
生活中远去，可是那个年代留下的是宝贵的情谊，是特殊年代对人性的真实考验。看过后对于我这
个80后来说，虽然没有经历过那段沉重的历史岁月，但是却能帮助我更深的去理解和体会那个年代中
国人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与痛苦。
52、我是个80后，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对那段历史有着模糊的印象，偶遇到了《饥饿的山村》，没
像被她牢牢吸引住，莫名的亲切感伴我入读其中，欲罢不能。非常感谢“智量”为我们这代人和下代
人展现了历史真实的一角，那鲜活、血肉且真实的人物，让我身临其境，觉得我是这个村子一员，二
狗就是自己的朋友，秋眉、七姑就是自己的邻家姐姐。

那个时代、那段背景、那种生活环境，人们只有用信念和盼望来维持眼前生命，而不是生活。只是单
纯的活着，只存下人类最原始本能，活着的饥饿同饥渴的欲望，人性只在这时才是最直接、最赤裸的
真实，善良的村子啊、淳朴的亲人哪还有丑恶的混蛋们~~呸。

这里记述的仅是历史车轮进程下的一处低洼吗？如一粒不起眼的土石随之溅起又随意落地吗？我不能
断定，只感到这给予了我一次心灵的震撼和情感的激荡！
53、结局又红旗飘飘了
54、人间悲剧啊，心情很沉重的把这本书看完。。。现在我再看到那些写风花雪月的书就烦，人快要
饿死了，要讲什么风花雪月？？？向每一位看见我的这篇评论的人推荐《饥饿的山村》！！！
55、也就是小报记者的水平。
56、看了之后很震撼，在那样一个物质，食物极其匮乏的年代里，人性的光辉被磨灭，黑暗笼罩大地
，但光辉任然在闪耀，书里写了太多让人叹息历史
57、一段艰难坎坷、畸形窒息的历史大戏
58、这本小说只是揭露了那个荒唐时代里一个下方的知识份子在这个小小山沟里的所见所闻，这定然
是历史的不幸，更是这个小山村里每个人的不幸。悲哀的是这种不幸只是当时中国万千村庄的一个缩
影，故事中的人物有你的祖辈也有我的祖辈。愚昧荒唐悲哀的不是山村的那些村民，而是当时的每个
泯灭良知的执政者。读此书一直有一种压抑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胸，让人苦闷难耐；这种感觉在喉，
让人不吐不快，却又咽不下去。还好还能出版出来，让每一个人都能有可能了解那段岁月，那段凄凉
。
59、这是一段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本不该有的悲惨历史。
现在有人故意淡忘它，甚至把那段历史描绘成天堂。
相信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不会举国都患失忆症，
尽管“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但要想闭着眼睛把黑的说成白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60、开头就写的很阴沉，很压抑，读起来很累
61、上学的时候读过，深深地震撼。
62、苦难的中国，苦难的人民！我深深为其震撼。
63、这本书带给我的那种震撼和冲击力是&amp;#34;苦难“二字无法形容的。阅读完后已是深夜，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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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很强烈的饥饿感.
64、不管是“李秀秀的换馍，还是秋眉嫂子的遭遇，盼水嫂宝贵和怀着李家沟的希望，山梁叔的耿直
和服从，江玉老师的无奈与迷茫等等。”当然还有主角王良的人生的挫折，都是那个年代不可磨灭的
历史痕迹，是我们这一代人该去了解和记住的历史。同时真理是存在的，邪不可胜正所有的一切都是
会一步步往前走，走向光明的。往好的方向发展但不可忘却过往的疼痛。是本好书，特别适合不明白
“文革”那段时间历史的人看。它可以带你去了解，懂得......
65、苦难的历史，沉重的代价。作为70后无法想象当年的这一段苦难史，希望国家更强大，人性更坚
强。
66、记住苦难，给我们那些在特殊年代不该死去的亲人和朋友。怀念我的外公、大舅、姨妈。
67、一切关于此小说并非实录的可耻诬蔑与议论，都使我感到出离的愤怒。看到书评区中有人认为这
部小说并非实录，甚至还有极个别人诬蔑这部作品是造谣，我真感到恶心。拜托，在发表议论之前，
可不可以稍微懂一点儿常识，可不可以稍微读一点儿历史，可不可以稍微有一点儿良心？
    说这部作品是造谣，让那些饿死、冤死在历史黑暗最深处的人，如何能够宽恕你？
    时至今日，在我身边，或者在芜杂的网络上，都还有不少人把那段历史描绘成天堂，进而丑化现在
这个正在进行的伟大时代，我真为这个民族感到悲哀。
    英雄与小丑，智者与愚顽，从来都共享一个时代。书友“才貌双缺”的评论说得真好，特此引用：
              “这是一段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本不该有的悲惨历史。
                现在有人故意淡忘它，甚至把那段历史描绘成天堂。
                相信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不会举国都患失忆症，
                尽管‘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但要想闭着眼睛把黑的说成白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饥饿的山村》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但我仍然要为它指瑕：
    其一，如一位书友所说，“文笔一般，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有限”，人物形象和性格也有限；
    其二，重点内容，只是“食与色”，其实农村生活范围很宽广，要做的事情非常繁琐劳累；
    其三，所指归的历史时间，非常短暂，只是大时代中的一段碎片，不太能见出深刻长久的历史现实
根源；
    其四，所写的北方农村，尚具备较强的宗族观念，人们比较团结，其实它没写到的当时南方农村，
人们四分五裂，比这更惨酷。
    是的，食与色很重要，但仅仅写这些，似乎也不算独具一格。很多伤痕文学，知青文学，严歌苓的
作品，还有一些颇具名气的电影，不也擅长写“食与色”吗？不要小看了农村人，不要小看了中国人
，我们生活的内容，我们思考的方向，绝不仅仅限于这些。

    无论鲁迅本人如何，至少有一句话他说得非常好：“墨写的谎言，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等着瞧吧，虽然，作为事件亲历者的老一辈，渐渐凋零，但他们还没死
绝呢，他们中，一定会有人写出真正的家国春秋，控诉那个罪恶滔天的旧时代，为现在这个虽然远非
完美但已进步亿万倍的新时代献上诚挚的颂歌。
    这绝不是说大话！因为，我母亲也正在写她的自传体小说《枯边草》。与本书作者不同，我母亲是
真正的农村妇女出身，在南方农村呆了长长的三十多年才进城。母亲的一生，差不多伴随着共和国的
整个历史，因而，母亲的作品，完全是一部共和国前三十年农村妇女的悲愤家国史，是吁天呕血的《
春秋》，更是当时6亿以上农村人口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当时那些城市青年的悲惨遭遇，大多数所谓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关于“右派”的叙事
，以及本书这样以“下放干部”视角写就的作品，你们的作品是伟大的，我要热烈歌颂你们，赞美你
们，因为，你们的作品揭示了一个永远不能被掩盖被涂改的时代真相，闪烁着历史黑暗深处最惨烈最
悲痛的怒火！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一点上，你们是真理的化身，是进步的使者！
    但，与我母亲的作品比起来，不得不说，那些作品，包括本书，很多都显得苍白无力！
    曾经沧海难为水，不身为沧海中之一滴，怎能代表那个时代最深沉最普遍的苦难！什么是沧海？就
是那广大的、永远沉默无语的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那时候，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80%以上，
而所谓“解放了的农村妇女”，更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迫害与压榨。仅仅以“知青”、“下放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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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身份，仅仅凭一个从城市“空降”到农村的角色，不足以完全理解那个时代。

    我的母亲聪明勤劳，记忆力极佳，更有语言天赋，她的小说朴素无华，却极具震憾力。她的作品内
容丰富深沉，包罗万象，完全不限于“食与色”。几乎可以说，母亲所写的每一件农民的小事，都是
国家大事！或者反过来说，那个漫长时代，几乎所有与农村有关的国家大事，都会在母亲所写的农民
的小事中得到反映。
    母亲有两位文学博士女儿、一位法学学士女儿、一位在读博士生儿子，还有两位理工科博士女婿。
所有的儿女都一致认为，母亲这部作品极为伟大，不光是文学性，更具有罕见的文献史料价值！
    多少人死去了，又有多少人越来越老，可我们最为伟大的、关于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还只有寥寥
几部。我确信，天命所归，这部《枯边草》也会进入未来的文学史——农民，尤其农村妇女，有真实
足够的亲身苦难，可是写不出；作家或知青，有文笔才华，可是没有足够的真实经历。而母亲，再加
上她的儿女，难得的达成了两者兼顾，在亿兆国人之中，真的可以算是天命所归。
    我指着九天发誓：我这渺小微末的一生，最为伟大神圣的使命之一，就是帮助母亲完成这部《枯边
草》！我一定让世界看见，看见这部作品，看见真理，看见历史，并且，看见这个新时代的进步与光
荣！

    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内容简介：“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是作家
虚构不出来的。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
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象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
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
。”
    杨显惠、邵燕君《文学，作为一种证言——杨显惠访谈录》(《上海文学》2009年第12期)：“《定西
孤儿院纪事》是真正的苦难写作。这本书的存在，让过去一年流行的所谓底层文学作品失去了重量，
让文学采风和体验生活式写作显得轻佻可笑。”
    “直白地说，我的作品就是对专制主义的激烈批评。我们的民族遭受了那么大的灾难，却没有人认
真表达过，一句‘母亲打孩子’就放过去了。我放不过去，我要表达愤怒，做个‘愤怒的作家’。”
    “自马原之后，当代创作最缺乏的不是想象而是经验——原创性的想象固然缺乏，但更缺乏的是培
养原创性想象的土壤——原创性经验。特别是随着文学的边缘化，越来越多的作家远离时代、偏居一
隅，又持续不断地从自己的小头脑、小心灵中挖掘想象。这种想象看似有七十二般变化，实际上跳不
出一个既定的圈子。因为想象力的飞翔其实是有疆域限制的，它受制于个人和人类经验的广度。当历
史有可怕的经验一直被尘封，当下有大量鲜活的经验不能被作家感受表达时，经验比想象的疆域要大
。”

兜兜转转多少年，山穷水复多少年。
英雄与小丑，智者与愚顽，从来都共享一个时代。
不知不觉之间，宛然发现，原来，平凡如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成为智者。我发现真理可以被发现
，只要有一颗易感的爱心慧心，在生活与历史中观察与经验，在书籍中猛烈顽强地求索，不停地思考
，不停地观察，不停地阅读。
最怕的是“知识
68、饥饿的山村（大饥荒年代的苦难）只写了困难时期的一些人和事，再深入一些就好了。
69、出卖贞操，吃死娃子，偷舔月经，他【她】们饿啊。我哭了。我已失声痛哭。我诅咒那个罪恶的
时代，诅咒那个被疯狂的暴君，调教出一批疯狂的暴徒的时代，诅咒独裁者违天意，造人祸，菅人命
，诛无辜。，星那是一个人类史上最残暴，无耻，真理被强奸，魔鬼成救星，人妖颠倒，是非不分，
充满各种杀戮手段，善良的中国人民陷入屈辱，杀戮的深渊的开始。灾难刚刚开始，一直到一九七六
年九月九日
70、体现了那个没有经历过的苦难历史，很现实
71、了解历史，记住历史、人民的苦难
72、人物刻画还不错⋯⋯就是结局有点水⋯⋯跟《通往奴役之路》算是互为表里吧
73、那段饥饿的岁月被无数的谎*言和宣*传掩盖，还好有家族记忆的传承，可以贴近感受那代人的苦

Page 14



《饥饿的山村》

难。
74、不如定西孤儿院
75、虽早听说过饥荒时人吃人的状况，但书本所写情况比我听说的更残酷。书本写的都是我想象不道
德事情，原来饥饿能把人逼到如此的地步。
76、看了简介之后，我决定把这本书买下来，因为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很难相信人到底能饥饿成怎
么样。
  看书的时候，我不断地想，明明有一条桃花河，河水清甜，为什么要喝水窖里面的苦水，臭水？？
大地干旱，颗粒无收，为什么不在水源的地方引水耕种？？不能想象野菜饼子什么味道、和燕麦皮一
起磨的粉是什么味道，吃糠咽菜是我这个80后不能想象的。
  在这个开口闭口讲革命、讲政治、讲思想觉悟的年代，即使人饥饿到连死的力气都没有，这种痛苦
，这种饿的感觉我们没有经历过，但它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能把它遗忘。
77、吃人肉 饿死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百姓的残害 
78、其实饥饿只是作为这本书的背景，写的是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事。
79、初中的英语老师有一次就提起了大饥荒的年代，亲眼看到自己的两个妹妹在母亲的怀抱中饿死，
不得不看的书。
80、薛永革这样的人如今遍地都是了。可能我们不会再肚饿，但是我们的思想却从来没有改变，一直
饥饿着，饥饿着。
81、2011年5月10日读。2011-80。
82、恐怖的年代
83、【20120504今日购书】结尾太自欺欺人了。苦难的岁月是人祸大于天灾。谁要是说毛是伟大的，
我不想和他多说一句话。
84、肚子是空的脑袋也是空的，典型的中国人。不喜欢结尾，有点媚气。
85、因为实在无法在各类历史教科书中翻找到关于文革前的历史记述，于无意中看到关于此书的介绍
，便毫不犹豫地下单买下。
王良，一个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怀着一颗虔诚的接受改造的真心来到了这个正在饥饿中的山村。短
短一个月，他与山村里淳朴的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情感方面：最关键的两个女人——温良谦恭的秋眉嫂，敢爱敢恨的李七姑，与王良发生了暧昧的情愫
，如此特殊情境中的情感透着股无邪的可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党代表邢永革无耻卑鄙的奸淫村
妇却安然理得。便是在这样的纠葛中每个人的人性都鲜明地表现出来。
残酷的现状：李秀秀为了吃饱肚子用自己的身体与男人进行交换；荒芜干旱的黄土地上生产不出可供
村民填饱肚子的粮食，饥饿像笼罩在大家头上无法散去的阴云；大家的党代表却顿顿吃净面馍，任凭
村人陆续死去，而当时村人的死亡竟然被上级领导视如草的萎去；死了的孩子被扒出来剜了肉，竟然
是为了给孕妇增添营养；久未见净面馍，一顿饭吃了24个，活活撑死了二十几岁的男人⋯⋯
饥饿面前，所有的一切都已不足为奇。没有经历过那种日子的人，怎能想像得出？就是这样的现实中
，王良因其所学专业竟然与村里曾经的小学老师也是共产党员的李江玉有了深厚的交往，关于写作与
诗歌关于人生与人性关于道德与良知等等，这样的交谈便成为了这灰暗生活中的一抹亮色。而女主人
公秋眉嫂对书籍的喜爱，也是吸引王良最重要的一点。
匆匆走入大家生活中的王良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便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却是在主持正义之后被上级调往
他处，他的离去牵扯了好多乡亲的不舍之情。明知无法与他相守的两个女人——秋眉嫂李七姑，于无
奈中送别了这个善良的年轻男人。秋眉嫂送给王良的那枚黄铜顶针，在本书的结尾成为了那么深入人
心的关键物件。
包括在尾声中，那份令人感动以至唏嘘的镜头依然在延续——已是矿区中学校长的张秋眉在面对曾经
喜欢过的男人的儿子时，回忆一下子跨越了三十几个春秋。而她曾经喜欢过的男人却已经化为了灰烬
，此次他儿子的到访就是要为父亲寻一块最后的归所。在面对昔日深深影响了自己的男人的遗物时，
张秋眉内心再也不能平静，那是自己一生中最艰难时期让自己充满希望的美好相遇啊。阅读那洋洋洒
洒的正文时，眼中没有泪的涌现，却是在简短的尾声中被女主人公细微的动作感动得湿润了眼睛。还
有下葬时。还有李秀秀的最后出场。
尾声便成了整部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次刻骨铭心的阅读历程，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深冬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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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05
86、话说那年月的苦难已经不是我们今天能感受到的，但历史不能忘却。
无论兴亡，国家的大趋势总是影响着普通民众的生活。
书的品相不错，虽然不是一版一印了......
87、大饥荒年代的苦难家
88、带自传性质的小说，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饥饿会使一个少女愿意用肉体去换取一个馍馍，饥饿会
让人把掩埋的死婴挖出来吃掉，饥饿使得人们守在铁路线旁捡拾旅客丢弃的残渣，饥饿驱使小伙子去
舔舐月经带上经血。难以想象！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居然还有诗和远方，不禁
让我回想起当年在福建大山里听到的传说。两天看完，五味杂陈。饥饿的山村，除了对食物的饥渴，
还有对性、人性、知识的饥渴，最终便是对美好未来的饥渴。各种惨状，不忍目睹。
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赤裸裸的真实，足以让你怀疑人生。
——《饥饿的山村》读后感
89、民间的人文革命
90、看过学术著作《墓碑》看过杨显惠的三部曲之后，自然而然地看看《饥饿的山村》。人祸造成的
大饥荒。刚听闻广州美院副教授被杀的原因是因为凶手因为饥饿。
饥饿的人们为了沾点荤腥，竟然舔舐女人的月经。
91、小说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直面人性最根本最裸露的本质，深刻反省那段天灾人
祸并重的扭曲政治。只有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人们才能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和阐发。
小说的好不在于作者的手法有多高明，文笔有多优美，而在于真实地记录了这段悲剧性的历史，这才
是珍贵的。
只是小说结尾有点突兀，自王良离开后，就基本结束，交代了所有人的后续故事，唯独没有对主人公
王良的结局有任何交代，只谈到最后死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再回去等等一系列问题均没
有回答。读来很不爽。
92、比较怀旧，对那段历史有着深深的感触！饥饿的山村，真情不在，人心不古，这些卑鄙的佞妇简
直是禽兽！
93、小说质量不是很好
94、看完之后我也很佩服自己会花三天的地铁时光，也许是我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说期望值太高，
看之前多了点渴求的情感欲望。不过也挺佩服以大饥荒为北背景，整篇贯穿人最基本的食、色需求，
不管是当普通小说还是纪实文学，居然都没有一点点的震撼。看过杨显惠写书，通篇都在期待一个挣
扎，最挣扎的却是看完之后实在平平无奇的失望。
95、虽然生长于农村，听父辈讲过以前的穷苦日子，但是未经历过饥荒年代，没有感同身受，读此书
忆苦思甜。
96、饥饿显出人的本性，而现实社会精神上的饥饿也突显人的本性。
97、鼠标摇曳在三星和两星之间最后还是做出了个选择。读关于三年饥荒时期的书也不是一本两本了
，感觉作者王先生硬是把《平凡的世界》中农村生活的家长里短安在了这三年。感谢王先生，我们确
实需要更多关于饥荒时期的文艺作品，以免历史被后人遗忘。可惜除了挖坟吃死婴、二狗子吃月经、
秀秀用身体换馒头这几个噱头外，本书过于平庸。
98、和平年代出生的我们，是那么幸福，未经历过灾荒饥饿，又是那么幸运，值得去看，去反思！
99、那个饥饿的年代，描写得非常细致入微，能透露出一种绝望，好书。
100、与其说是山民的饥荒遭遇，不如说是右派知识分子精神折磨。
101、内容很震撼，作者很真诚，文笔略有不适应～还好，其实想给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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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小说里的欲望基本就剩下“食”和“色”，所有的原初欲望暴露出来的时候，才是真正触目惊心
。有为了活命煮掉到村里借东西的小孩、有挖出刚死去的孩子尸首来给村里唯一的孕妇补生的、有抠
妇女骑马带子的凝血来沾腥气的?有一见驴子弯头准备吃草就抢挖来吃的、有忍不住诱惑连吃20个白馒
头撑死的，有为让濒死的丈夫吃个馍馍出卖自己身体的⋯⋯所有的所有都源于山村缺食，但你又很难
去指责那片土地，因为土地是最友善、最报答人的，只要你依时照律耕种，到年末总会有丰盛的收获
来报答你。那问题究竟出在人那，不是么？但看完书后，你甚至根本无法说得清那些淳朴善良的村民
、那些飞将军李广的后人、那些生来逆来顺受听话听教的村民到底有什么错。错的究竟是什么，就不
用解释了。 这是一段悲伤的历史，不该被我们每个人忘记
2、在机场和飞机上用了大概六七个小时把书读完，本来对于这本书是充满了期待的，否则也不会特
地带着它上飞机。但是完成了阅读之后却总是觉得不知为什么心里觉得并没有最初预期的那种冲击。
事情也就放下了，如果不是正好今天有一点时间可以琢磨琢磨这件事，估计也只能就此放下了。想了
一会儿，似乎一下子清楚了心中的那种不满，所以写几个字记录一下。小说的文案写的还不错，对于
那些心中充满了疑惑与渴求的读者，真的很有兴趣想要去读一下这本书，但是对于本书的评价，我认
为可能需要取决于不同读者的需求。如果对于你来说，想要去阅读一下曾经的苦难，曾经的癫狂，曾
经的挣扎，也许会对这本书有一个不错的印象。但是如果这些你已经了解，想要去追求思考一些更深
入而非浮于文字表象的内容，这本书很可能会让你失望。最凄惨最震撼的景象，实际上在杨显惠等人
的文字当中记叙的淋漓尽致，饥饿山村当中可能并不会有更甚的描写。而抛开这个层面的内容，而仅
将其视为一本纯粹小说的话，很可能你会发现，主要人物的设置，主要的矛盾冲突以及一些情节的波
折，并不会带给人以太大的惊喜。所以，作为一本小说，本书平平无奇；作为一本纪实文学，本书存
在一些能够震撼人心之处。但是，至少，这本书并没有打动我，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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