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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麻子的老婆生性风骚，刘麻子风光十足时，有回她偷野汉子，被突然而归的刘麻子撞见。
她被吊在一根柱子上暴打了一顿，半个月大小便失禁，听见响声就毛骨惊然，哪怕是风吹树叶的沙沙
声也令她害怕，总疑心那是鞭子的抽打声，心里一抽一抽的。
她恨刘麻子，他可以胡作非为地把女人带回家来明目张胆地睡，而却不许她有任何风吹草动。
    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早就对他怀恨在心。
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名为刘青，平素寡言少语，对父母的做派一直耿耿于怀，常常独自垂泪。
刘麻子瘫痪在家一年，那些结拜兄弟纷纷离去后，侍候刘麻子的重任落到了刘青身上。
刘麻子的老婆见日本人也像丢垃圾一样对他弃之不顾了，便对他更加冷酷。
刘麻子的腿本来是用不着截肢的，可由于侍候不佳，长了褥疮，双腿先是红肿流脓，继而一块块地往
下掉肉，只得请医生将双腿截断了。
    刘麻子为此一天到晚喊冤叫屈个不停，这女人嫌他吵得慌，常趁女儿不在时将他的双手绑在一起，
然后将两只臭袜子团在一起塞在他嘴里，自己则快活地当着他的面翻箱倒柜，将家私转移到别处，刘
麻子为此几次气昏过去。
    刘青后来察觉到母亲趁她不在时虐待父亲，就把这消息传给望云乡的姑姑。
刘麻子的姐姐是个本分农民，一家人对弟弟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近几年很少走动，风闻他瘫痪在床
了，只觉得这是报应，并不想管他。
刘青就给姑姑姑夫跪下了，说是她也不喜欢父亲以前的做派，但母亲如此折磨他，做女儿的实在看不
下眼了。
毕竟是一奶同胞，刘麻子的姐姐终究是动了恻隐之心，雇了一挂马车走了大半天的路去接刘麻子。
    刘青的母亲知道刘青去望云乡肯定是搬援兵去了，因而在家里更加倍地蹂躏刘麻子。
她首先在地中央抱了两蓬干草，又铺了条干净的褥子，然后叫来镇里的相好吴三宝。
吴三宝开着家干果店，长得失嘴猴腮，谁家的女人他都要打主意。
他觊觎刘麻子的老婆已经是很久的事了，只是碍于刘麻子的威风而不敢贸然行动。
    那一次终于听说刘麻子要外出半月，吴三宝就把刘麻子的老婆给勾搭到手了。
岂料刘麻子提前归来，撞见了他，不但打碎了吴三宝的两颗门牙，还剁下了他的一根拇指。
而刘麻子的老婆则被五花大绑在柱子上，被皮鞭暴抽了一顿。
刘麻子边打边说：“打下你个骚婆娘的屎来，打出你的尿来！
”果然，她被打得屎尿失禁，足有半个月才恢复常态。
    这回她和吴三宝当着他的面，晴天白日地做那事，气得刘麻子嘴歪了，眼球似乎要迸裂了。
他们在温暖的干草堆上赤身裸体地欢愉地呻吟着，刘麻子则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喊，喊得失声了。
吴三宝事毕后走到刘麻子面前，先吐了他一口，然后用那只缺了拇指的手打了刘麻子几耳光，他咧开
嘴，指着那两颗黄灿灿的牙说：“是金的，知道么？
你要不打下我的白牙，我哪能镶上这么漂亮的金牙呢。
知道么？
这金牙比白牙厉害着呢，都能把你的骨头嚼碎了！
”    刘麻子长一声短一声地费力喘着气。
吴三宝说：“你喊呀，叫呀，你他妈的怎么软茄子了？
”刘麻子的脸抽搐了许久，突然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我成了鬼也要回来抓你！
”吴三宝说：“还真能讲呀，我让你从今以后连话都说不出来。
”他捏了一下刘麻子青紫的嘴唇说：“放心，我不割你的舌头，那太明显了，我可不想让你老婆背个
骂名。
我糟践你糟践你个明白，知道么，我爷爷是个老中医，研制过一种哑药，哑巴吃了能说话，而好人吃
了能变哑巴，都说这药奇，传到我这只一服了。
我爹咽气时让我将来把这药送给一个好心的哑巴，让他开口说话，给我们吴家积点德。
可我不想让我们老吴家的祖坟冒青气，我想让你尝尝那哑药是不是真灵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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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三宝说到做到，当夜他就取来那包哑药，跟刘麻子的老婆一起用水强行给他灌进去。
刘麻子挣扎着，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从那夜以后，他就再也没能说出一句话。
    刘青从望云乡归来，见父亲不仅奄奄一息，还成了哑巴，便明白母亲在家做了些什么。
她把自己的东西打点干净，放在马车上，离开母亲时只对她说了一句话；“我跟你再也没有关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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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迟子建，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黑龙江省漠河北极村。
1983年从事创作，至今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
曾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女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以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东北
文学奖等多种奖励，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主要作品有《迟子建文集》（4卷）、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以及散文集《伤怀之美
》、《听时光飞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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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火烧云像除夕时窗棂上的剪纸，红通通地贴在西边天上。
它们有的像奔马，有的像卧牛，还有的像汪汪叫着的狗。
人们在被火烧云映红了的玻璃窗里忙晚饭，等晚饭利落了的时候，火烧云就变浅变淡了。
奔马缺了头和四蹄，卧牛已没有一只猫大，先前像狗在叫着的火烧云，已经只剩下一条短短的尾巴。
王小二通常是在这个时分用一双筷子挑着些残缺的馒头或者窝头走进吉来家，他来吃饭了。
　　王小二其实叫王顺林，只因他在一家饭馆当店小二，所以就被周围的邻居唤成王小二。
王小二也不恼。
王小二瘦小瘦小的，刀条脸，薄嘴唇，今年二十二岁，还没有娶媳妇，喜欢开玩笑。
他开玩笑不分对象，所以容易把比他年长的人给惹恼。
吉来的爷爷常常用烟袋锅敲着他的脑袋斥责他：“没老没少的!”王小二就龇一下　　牙，双手作揖告
饶。
以前吉来是讨厌王小二的。
他看中了自己的姑姑，常常在黄昏时一身油腥味地来给姑姑献殷勤。
一块猪排、几条干炸小镜鱼．或者是盐水点的毛蛋，都是工小二希望得到青睐的牺牲品。
它们当然都是从灶上得来的，不会花一文钱。
姑姑从来不吃王小二带来的东西，仿佛吃了就得登上人家的花轿。
但姑姑并不让王小二把东西带回去，而是分给吉来，由他当着王小二的面吃掉，反正吉来又不会嫁给
他，吃了无妨。
吉来虽然看不起王小二，觉得他干瘪得不配给姑姑提鞋，但吃了他的东西，就不对他怒目而视了，于
是王小二就趁着这团和气给吉来讲武侠故事，讲得唾沫星子溅到姑姑怀中的白猫身上，猫抖着毛“喵
呜——喵呜——”地叫着。
吉来听完故事，往往会对王小二说：“你要是长得再高—些，也许能练成一身武功。
”王小二就像被人揭了疮疤似的跳着脚说：“我跟你说像我这么矮瘦的人的优点多着去了!省粮省布不
说，坐车时占的地方也小!就说我们馆子，有一段招了一个高个子伙计，他给人端菜倒茶时笨笨磕磕，
而且他一弯腰头就会偏向饭桌，能把客人吓一跳。
老板娘就把他给赶走了。
我个子矮不假，可别人都喜欢我，我不猫腰客人也以为我猫着腰，对他们恭敬。
所以武大郎个子虽矮，可他的炊饼卖得好！
”听得吉来一家人捧腹大笑。
　　　　丰源当在除夕时总是比别的店铺招来更多的乞讨者。
乞丐都知道王恩浩菩萨心肠，见不得人落难，所以年年逢这个时候都来讨东西。
王恩浩给他们的有吃的，用的，当然也有钱。
丰源当的伙计在腊月二十八九就忙起来了，一方面忙当铺过年用的祭品，另一方面忙的就是乞丐的年
货。
通常，在王恩浩的授意下，伙计会给乞丐准备一件衣裳、一包点心和一些钱。
衣裳多为永远没人再赎的“死当”，虽是旧物，但收拾保管得很好，乞丐穿上后就显得不那么落魄了
。
点心自然也是新出炉的，花样繁多，点心包里还印着烫金的“福”字。
至于钱，虽然是小钱，但也够乞丐吃上一顿热热乎乎的团圆饭了。
乞丐们来丰源当的时辰，通常是除夕的黄昏，这时街上行人稀少，店铺也关了许多，大多数的人都聚
在家里忙年。
丰源当的伙计老远看见乞丐来了，就会唤王恩浩出来。
王恩浩按过年的老规矩穿上绛红色的缎子长衫，将钱物交给乞丐。
乞丐们便一齐跪下来给王恩浩叩头，祝他来年身体好，生意兴隆。
王恩浩也说几句祝福话给他们。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伪满洲国（上下）>>

乞丐们就纷纷离去了。
自从丰源当开张后，来的乞丐每年大多是七八个，最多时十三个。
年景不好后，乞丐的队伍也就庞大了，所以王恩浩在今年的除夕准备了十六个乞丐的东西。
乞丐中有老有少，有年年都来的熟面孔，也有初次来的新面孔。
有个老面孔连着来了五年后不来了，王恩浩一打听，知道人已冻死了，就唤伙计去纸花铺订做了两件
纸棉袄，写上那人的名字，连夜烧了。
　　今年丰源当给乞丐准备的衣裳与往年不同，都是簇新簇新的，特意让裁缝给做的。
点心也比往年好，有桂花馅的圆饼，也有枣泥芝麻馅的江米炸糕。
包点心的黄纸被点心上的油浸透了，又光又亮的，像是一块风干得流油的肉皮。
吉来就恶作剧地把双手往这油纸上蹭，然后用这双油手去摸伙计的新衣。
摸得人家的衣领和袖口印上油污，心下不乐意，恼又恼不得，只能忍气吞声地趁人不备飞给吉来几个
白眼，吉来反正是看不到的，就是看到了也权当这白眼是初开的茉莉花，带给人馨香的感觉。
只有张弓子的反应是不同的，只要吉来的油手上了他的新衣，他就会骂道：“你这个小厌世鬼!”然后
去捉吉来，欲提着他的耳朵弄疼他，然而吉来敏捷得像狐狸，张弓子总是追不上他。
追吉来时张弓子会慌里慌张被门撞了，或是掀翻了椅子。
这时当铺的管事就会叉着腰训斥张弓子：“你也是孩子是不是?”张弓子并不怕人吓唬，他太在意自己
的那件新衣了，便理直气壮去找王恩浩，向主人诉苦，让他看他衣裳上的油污，王恩浩便说：“都是
惯的。
”主人没说是谁惯的，想必也包括张弓子在内。
张弓子也无可奈何，油污是除不掉的了，它们就像小孩子的尿水一样，很有些湿意地印在他的衣衫上
，他想着见丽水巷的瑶琴时，她不知会怎么嘲笑自己的衣裳，对吉来的火气也就像盛开的金菊，分外
火爆了。
　　　　炉子上的水开了好一会儿了，沸水将壶盖顶得咣啷咣啷直响，杨三娘却依然盘腿坐在炕上用
掏耳勺来剜指甲里的泥。
杨三娘非常邋遢，即使过年了也不洗一回澡，她身上总有一股酸臭气。
她清理个人卫生的工具是一个银质掏耳勺，一端是尖的，另一端则是个米粒般大的小勺。
隔上一两个月，她就会坐在炕沿上清理一回。
先掏耳朵，将黄乎乎的耳屎掏在裤子上，仔细看看，就像打量金子一样专注。
然后又用尖的那头抠指甲里的黑泥。
她平素不剪指甲，指甲养得很长，里面藏着的泥多得似乎能容一条蚯蚓在里面爬来爬去。
弄过指甲，她又把掏耳勺伸向鼻孔，左右旋转着弄出黏糊糊的鼻涕嘎巴儿，这样她裤子上就星星点点
地沾了不少脏东西。
杨三娘这时将掏耳勺往头发里一插，伸腿下了炕，三下两下就把脏东西拍落了。
之后她便用掏耳勺刷刷地划头皮，直到白花花的头皮屑像雪花一样飘落下来。
她的清洁自身的卫生行动也就暂告结束。
杨三娘每每这样折腾一回，都显得精神气十足，她大声咳嗽几声，用亢奋的声调与人说话，仿佛脱胎
换骨了似的。
　　杨浩坐在一堆黄裱纸中给马凉的儿子马林做弹弓和书包。
马林腊月十七死了，死时瘦得像根野蒿，谁见了都落泪。
吴老冒那些自称打海上运来的药也没能挽留他的生命。
马林死前的一周更加骇人地能吃，恨不能一口吞下一锅的粮食。
喝水也甚为吓人，一瓢接一瓢地灌，却仍是害渴。
这边水刚落肚，那边尿水就出来了，愁得马凉天天在村路上晃荡，不敢回家看这情景。
总幻想着他游荡几圈回家后，马林会奇迹般地痊愈了。
马林死时并不是用棺材下葬的，而是用炕席裹着埋了。
马凉声称儿子未成年，是童子，不应当成大人来发送。
但是村里人都明白，马凉因为儿子生病，家里穷得叮当响，哪儿有钱给他买棺材呢?杨三爷为此气急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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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地骂马凉心肠毒辣，对亲生儿子如此轻薄，实在令人寒心。
谁都明白，他是由于棺材没能卖出去而心生愤懑。
杨三爷还特意让卖油郎去马凉家游说，说是马林本来就町怜，入土后如果混不上副棺材，在那边就没
有房子住，只能露宿荒郊野外，连个媳妇都说不上了。
马凉却说人死如灯灭，他管不了阴界的事，一切都靠儿子自己去修行了。
卖油郎的游说最终失败了，杨三爷只能自认财运不济，遇见马凉连招呼也不打了。
　　　　陈希金一来，王小二就有些手舞足蹈的。
他十分麻利地上前取下他的方格蓝围巾和黑呢制服，飞快地返身挂在衣架上，然后殷勤地跟他打招呼
，说：“又来词儿了吧?”陈希金不苟言笑，下巴拉得老长，很深沉地点点头。
王小二连忙给他倒茶看座，满心愉悦地看着他从贴身衣兜里掏出一个本和一支笔，若有所思地进入创
作状态。
　　陈希金是个诗人，有十几个笔名，陈蛮、洪水风、沉钟、际德、开开、烛火、流萤、雪花、玫瑰
青等等，让人琢磨不透他这变幻万千的笔名的含义。
王小二有一回把这想法说与陈希金，陈希金挺着下巴尖声叫道：“这就对了!你领会不到这笔名的含义
，说明它是朦胧的、模糊的、有韵味的，这就是诗!”他那慷慨激昂的神态着实把王小二吓了一跳。
陈希金三十儿岁，不过他过早歇顶了，脑壳中央空着块鹅蛋般大的领地，周遭的头发长短不一地披垂
下来，让人联想到这是一个被杂草簇拥着的死湖；还让人觉得秃顶的那块白是什么美食，突然长了万
丈绿毛，于是周围的头发才如此凌乱，给人一种发了霉的感觉。
陈希金通常是黄昏时来，吸着烟泡，在烟馆泡到夜深才走。
他的诗，就是在烟馆写就的。
王小二曾经读过无数首，印象最深的是一首名为《秋江》的诗：你见过一条白色的船吗／船上有我心
爱的姑娘／她面如满月，蛾眉如黛/她笑起来/会使河水发出夜莺般动人的回声／你见过一条白色的船
吗／船上有我心爱的姑娘／她素手纤纤，长发如瀑／她哭起来/会使河水也呜咽。
王小二很喜欢这首诗，它令他想起已故的美莲来，她因为永久的消失而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可以随时随
地伤害他。
她的笑靥也就经常出现在他的梦境中。
王小二对陈希金的另一些诗却不感兴趣，因为他根本读不懂，比如：尖利的黑夜／红头发在飞舞/我的
心／在狗肺里漓血。
再比如：十万里高粱做戟／你的脊梁/还要弯曲吗／九万里白云做歌／你的黑夜／还觉寂寞吗。
陈希金第一次来到醉云烟馆，是去年的深秋。
他穿一件驼色毛衣，肩搭一条方格蓝围巾，一进了门就对王小二说：“这烟馆的对联写得不好，什么
‘吞云吐雾三千里。
烦恼忧愁万丈抛’，不如改做‘云深雾锁处，自有逍遥人’。
”王小二觉得这人好生奇怪，不由把他改的对联跟烟馆的主人说了，主人听了这两句诗，沉吟良久，
说：“果然有味道，不如就改了吧。
”如此，陈希金在烟馆也受到了特别礼遇，每次只收他一半的钱。
　　陈希金的身上老是散发着一种古怪的气味，说香不香，说酸不酸，说涩也不涩，反正是怪怪的。
王小二问过他，他趾高气扬地说那是法国香水，蛮昂贵的。
他说法国上流社会的男士都洒香水，否则就没有绅士气度，就无法参加社交活动。
王小二就问他去过法国吗，陈希金就一擞嘴角说，那当然了，他在巴黎住了两年，住在一座城堡似的
房子里，周遭被浓密的梧桐树叶覆盖。
他说法国的音乐好，法国的绘画好，法国的面包也好。
王小二没有问，想必法国的茅房也好。
为了证实自己去过法国，有一回陈希金带来一首诗，说是留法时写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五月，诗名
为《塞纳河》：你究竟流到哪里／才算是尽头呢/哦，塞纳河／你的清晨/就是一杯洁白的牛奶／风尘
仆仆的旅人／怎忍别你而去/哦，塞纳河／你的正午/就是一杯烈酒／钦进了阳光的醇香／又怎忍别你
而去/哦，塞纳河／你的黄昏/就是一杯香浓的咖啡/浪迹天涯的旅人/又怎忍别你而去/哦，塞纳河/你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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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流到哪里/才算是尽头呢。
王小二当时看了诗就想，陈希金在法国看上去定是个吃客，诗里无非是牛奶、咖啡、烈酒的意象，想
来也是个酒囊饭袋的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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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翻开《伪满洲国》的手写稿，在第一本的第一页上，我看见了当时标记的写作日期：一九九八年
四月十二日。
　　记得那天花去了整整一个白天，才写下并且确定了《伪满洲国》的开头：“吉来一旦不上私塾，
就会跟着爷爷上街弹棉花，这是最令王金堂头疼的事了。
把他领出去容易，带回来难。
吉来几乎是对街上所有的铺子都感兴趣，一会儿去点心铺子了，一会儿又去干果店了，一会儿笑嘻嘻
地从畅春坊溜出来了。
”　　我觉得找到了《伪满洲国》的叙述基调和语言感觉。
虽然那一天只写了几百字的开头，可却觉得无限充实。
傍晚散步时看着暮色温柔的街景，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追溯《伪满洲国》的写作动机，那还是十二年前在北京鲁迅文学院求学期间萌生的。
不过那时我对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所知甚少，那种动机只能是一种想法，很快就被其他的写作淹没和冲
淡了。
一九九0年我毕业回到哈尔滨，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终于可以安定而踏实地读书和写作了。
这时《伪满洲国》的写作念头又不可遏止地浮现出来。
同年底，我到日本访问，在东京，有天晚宴结束后，有一位两鬓苍苍的日本老人突然走到我面前，他
讲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从满洲国来？
”我当时有一种蒙羞的感觉，因为满洲国的历史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而那段历史对东北人民来讲
又是苦难的历史。
这位老人在三十年代来过东北，当时是一家新闻通讯社的记者，他向我了解如今的东北的情况，表达
了想再来看看的愿望，这对我是一种震动。
我想起了东北一些第人在忆起旧事常常要说的那句话：“满洲国那时候⋯⋯”这段历史何以给中日人
民留下了的烙印如此深刻？
归国后我开始去省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做了一些笔记。
然而图书馆资料有限，《伪满洲国》在我心中只是一个雏形，觉得动笔写它为时尚早。
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我着力进行一些中短篇的写作，从这种写作中获得了文字的锻炼，同时，仍
然注意搜集《伪满洲国》的历史资料，这里既有从图书馆复印来的，也有从书店购置的，更宝贵的是
从一些旧书摊寻到的。
到了一九九八年，我觉得《伪满洲国》的意象在我心中愈来愈丰满，创作的冲动已经出现，于是又集
中做了两个月的资料，到了四月迎春初放之时，便开始了写作。
　　从一九九八年四月动笔，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底写毕，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期间除了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中断了写作外，基本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到了《伪满洲国》上。
写作带给人精神的那种愉悦与给身心所造成的疲惫自不待言。
在这期间，由于我结婚后与丈夫两地分居，所以常常是提着资料和手稿奔波在哈尔滨与故乡之间。
在哈尔滨每天写作之后，无论什么天气，总要坚持在晚饭后的黄昏散散步。
有时累得或懒得不想做饭了，就花钱到餐馆吃现成的。
而在故乡，我的窗外就是山峦、河流和草滩，夏季时推开窗户，清冽的空气就会飘荡在室内，你能嗅
到花香、草香和河水的气息，鸡鸣狗吠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记得去年阴历七月十五的夜晚，我站在窗前向下一望，只见那河流被月亮映照得焕发着勃勃金光，感
觉那河上的月光似在燃烧，这夜景实在美得惊心动魄。
这种寂静而风景优美的写作环境，使《伪满洲国》的写作一直显得比较悠徐从容，不急不躁，以至脱
稿之后，当我把稿子整理出来，发现它已有六十多万字，着实吓了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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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像萧红一样，东北女作家迟子建恋恋不忘的是黑土地上的人，黑土地上的苍痍和苦痛。
长篇新作《伪满洲国》描述伪满洲国时期东北下层人物的生活，特殊的历史时期，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黑土地的风土人情⋯⋯被评论家誉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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