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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恣肆豪放的小说，草儿洼的浪人们开始重建家园，土地变成了财富，断裂的历史拉开了人们
创建文明秩序的序幕。
与天斗的美丽人性变成与人斗的劣顽本能。
男人们告别了地母的床帷，迷娘掀起了浪荡的风暴，豪侠潇洒的女寨主变成了温柔的抵抗和母性的宽
容，土地不仅是生命的力量，更是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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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本夫，生于江苏徐州丰县。
1981年发表处女作《卖驴》，并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至今已发表小说、散文等近400万字，出版中外文作品集19部。
著有《地母》三部曲《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无土时代》及《走出蓝水河》《刀客与女人
》《天下无贼》等。
作品被改编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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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这个冬天的第一场狂风扑进草儿洼的时候，地主马坡正搂着八哥睡觉。
八哥是他儿媳妇。
两人折腾半夜，很累。
都睡得死了。
这时大门“咣当”一声巨响，屋子猛烈摇晃了一下，两人都惊醒了。
八哥慌慌地爬起身低声说：“有人撞门！
”马坡侧耳听了听，说：“是风。
”就拍了拍她的屁股。
八哥松一口气，正要重新躺好，忽然想到什么，又猛地坐起，急急地蹬上棉裤、披上棉袄，跳下床就
往外跑。
马坡说：“你别走。
”八哥说：“我得走！
”她怕孩子醒了会闹，更怕瞎服老太太醒了。
她必须尽快回自己屋里去。
马坡伸手想拉住她，八哥已拉开门，迎着狂风消失了。
马坡在空中又抓一把，却抓到一把坚硬的冷风。
　　这场狂风刮了三天三夜。
　　整个草儿洼的草房被刮得像翻毛鸡，一缕缕屋草抖抖地竖起然后飕飕地旋向空中，到处抛得七零
八落。
一头小毛驴被风挟裹着撒腿往荒野里跑，后腿弹得很高像要踢开身后的风，狂风却紧追不舍地蹿上去
，一伸腿把小毛驴绊了个大跟头。
小毛驴四蹄朝天大叫起来：“啊呱！
⋯⋯”　　狂风把荒原整个揭开一层皮。
　　整个大地都在发抖。
　　柴知秋是黄昏时回来的。
　　那时风还在刮，但已经小了很多。
　　柴知秋一根扁担挑两个托，托上放两个小草囤子，在风中打着旋儿往前赶路，身子趔趔趄趄的。
他一手按住头上的帽子，一手抓紧肩上的扁担，样子有些忙乱。
　　这趟外出有十多天了，如果不是赶着回家给七子成亲，他还打算在外头多待些日子。
平时外出一趟就是半月二十天的。
赚钱有瘾。
　　柴知秋是做小生意的。
在外头看什么赚钱就捣腾什么：粮食、瓜果、青菜、猪羊、木器、烧饼、麻花，在他眼里没有什么不
能赚钱，只是利有大小。
大利、薄利、微利，只要不怕吃苦，就会有钱赚。
从烧饼炉上买一百个烧饼，然后沿村叫卖，一个能赚一分钱，一天卖完就能赚一块钱，很好了。
　　柴知秋的生意之道是不拒微利。
　　老话说家有黄金，不如日进分文。
柴知秋信这个。
柴知秋就是这样发起来的。
　　草儿洼的人都承认柴知秋是个能人，是个生意精。
　　但没人能像他这样吃苦。
　　其实柴知秋并不觉得太苦。
他喜欢往外跑。
方圆一二百里内，很多人都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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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知秋穿一件长布衫，戴一顶礼帽，像个教书先生，瘦瘦高高的很惹眼。
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往来于四省交界的集镇间，利用物品差价做生意。
有时也串乡，那时便显得十分悠然，走在乡间土路上，看着青葱翠绿的庄稼，心情就格外好：“白蛇
女在塔房自思自想，回忆起当年事叫人神伤⋯⋯”　　路旁锄地的女子听到了就笑，笑得哧哧的。
柴知秋便把挑子放在树底下歇一会儿，和那女子说一阵话。
有时也帮人锄一会儿地，教那女子说锄地得两腿分开，你看你两腿夹着不像个样子。
那女子脸就红了，说你这人说话真难听，啥两腿分开夹着的，看你不像个正经人。
柴知秋抬起头，看那女子正火辣辣地盯住自己，心想她在挑逗我呢。
但柴知秋不想太随便了，忙笑道妹子可不能往歪处想，我是正经教你锄地呢。
说着把锄头交还她，走到路边挑起担子赶路去了。
走一段路回头看，那女子仍站在地边看他。
　　其实柴知秋在外头有不少相好的女人，他并不想装正经，可他也不能到处拈花惹草。
他明白自己是出来做生意的，必须处事谨慎。
而且，他也没那么多钱。
　　柴知秋要挣钱买地，争取年年都买一块地。
这是他的大目标。
　　柴知秋在外很省俭，很少下店，一般借住老百姓家的草屋、车屋、锅屋。
他很容易就能和人处得好，到谁家借宿，送这家孩子两个烧饼，一家人都高兴，晚上烧面汤还会送他
一碗。
柴知秋见多识广，和人聊天天南地北都是稀罕事，一屋子都是笑声。
　　柴知秋是个随和的人。
　　柴知秋爱听戏，从小就爱。
自己也会唱，而且有一副不错的嗓子。
但他听戏一般不花钱。
乡间野戏班子很多，都是有人请来搭野台，大家随意听，一聚就是上万人。
柴知秋在外做生意，常会跟着戏班子走，戏班子唱到哪里，他就听到哪里，生意也就做到哪里。
卖五香花生豆，一晚上能卖几十斤。
　　赚钱、听戏，两不误。
　　柴知秋在外头很快活，并不时常想家。
　　他唯一惦念的是儿子天易。
　　天易时常犯傻，又老是生病，他老是担心这孩子活不长久。
这是最让他揪心的事。
　　柴知秋经过蓝水河边时，往罗爷那里拐一拐，这几乎已成习惯。
每次从外头回来，他都要去坐一阵。
罗爷不是大瓦屋家的什么人，但在柴知秋的感觉里，罗爷却像一位真正的长辈。
　　罗爷几十年都在蓝水河边放羊，草儿洼有他的宅院，可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与羊为伍。
　　罗爷喜欢清静。
　　天易果然在罗爷这里。
天还没黑透，小家伙已脱光衣裳躺在罗爷的被窝里睡着了。
他睡着的样子像小狗。
　　柴知秋心里就有些不痛快。
　　柴知秋不是对罗爷不痛快，而是对妻子不痛快。
怎么不好好照料孩子呢？
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风，把天易撂在这河边也放心？
娘儿们！
　　罗爷看出柴知秋的脸色，说是我把天易带来的，天易愿意跟我玩儿，你别不高兴。
　　柴知秋说也不能老让你看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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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爷说天易娘够忙的，她不容易，你别不知足。
　　罗爷的嗓音很低沉，浑厚。
透着某种训斥和规劝。
　　其实柴知秋也就是背后不痛快，并不敢当面对妻子抱怨什么。
对那个大他五岁的女人，柴知秋从来都存着敬畏之心。
如果说他们的家是一条船，妻子从来都是舵手，他只不过是个能干的船夫。
　　柴知秋服她，因为草儿洼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有她能干。
但柴知秋心里又存着反叛。
她在家里一切都说了算，时时让他感到憋气。
　　柴知秋把天易揣在怀里挑着担子回到家时，天已大黑。
妻子正在喂牲口，拿个拌草棍刚从屋里出来，看到柴知秋，说：“回来啦？
”平平淡淡的。
惯了。
　　柴知秋说：“把天易接过去！
”话就有些冲。
　　妻子投有计较，她知道丈夫为什么生气。
但她也不想解释什么。
当爹的心疼儿子没什么错。
她知道他生气不会长久。
她常常很宽容地看他发点小脾气。
就拍打拍打身上的草屑，上前把天易抱过来，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你先洗把脸，我这就烧汤。
”　　柴知秋不在家时，通常是不烧汤的，一天就是两顿饭。
草儿洼所有的人家都这样，还有冬天只做一顿饭的。
谁家的粮食都非常有限，庄稼人都懂得省俭。
柴知秋回家例外，汤水是一定要烧的，一是要让柴知秋烫脚，二是顺便烧点面汤好让孩子们吃点。
因为柴知秋每趟回来总会给孩子们带吃的，比如一摞烧饼一个大壮馍什么的。
　　天易娘这边一烧火，在外头玩耍的萍儿、燕儿就发现了。
晚上的炊烟在草儿洼是很稀罕的，谁家的锅屋要是傍晚冒出炊烟来，会引得许多人远远地看，那一缕
缕袅袅升起的炊烟让人眼馋又让人嫉妒。
就是说这家人要烧汤喝了，要吃第三顿饭了。
这第三顿饭对大多数庄稼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奢侈。
　　萍儿十二岁，燕儿十岁，看上去却像双胞胎。
萍儿因为整天背着天易，压得都不长了。
傍黑风停时，两个孩子跑出去玩儿，听见有人叫：“看！
天易家烧汤啦！
”两个孩子抬头看见，先是一愣，立刻意识到是大大回来了，就赶紧往家跑。
柴知秋回来是孩子们的节日。
柴知秋正从草囤子里抱出一个圆圆的大壮馍，足有七八斤重，往案板上一丢：咣当一声。
萍儿、燕儿欢叫着扑过去，柴知秋高兴得两眼眯成缝，伸手摸住菜刀说：“闪开点！
当心砍着了。
”萍儿、燕儿一伸舌头，忙退后一点，两眼还是死死盯住案板。
她们不仅是馋，主要还是饿，就像从来没吃饱过，肚子里永远空荡荡的。
但她们平日不敢说，老说饿娘会骂的。
柴知秋扬起菜刀，猛使劲砍下几块，萍儿和燕儿一人抢到一块，抱起就啃。
柴知秋说：“慢点！
别噎住了。
”　　天易娘已烧好热水，给柴知秋打了半盆，说：“烫烫脚吧！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地月亮地>>

”　　柴知秋一边烫脚，一边看孩子们吃壮馍，心里十分熨帖。
看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满足中又有些酸疼。
妻子已经盛几碗面汤放在案板上，灯光下一脸倦倦的，却也透着欢乐。
柴知秋的怨气早没了，说：“你也吃一块吧。
”　　天易娘坐在一个小木墩上，拿起壮馍掰了一块填嘴里，又放下了，说：“我不饿，留给孩子们
吃吧。
”　　柴知秋说：“多着呢！
今晚上都吃饱。
吃吧吃吧。
”　　天易娘又拿起一小块，慢慢嚼。
　　其实他们家里有条件天天烧汤的，家里有钱，也没缺过粮，但天易娘不舍得。
他们要省着钱买地，这是夫妻俩共同的目标。
　　要说挣钱，家里主要靠柴知秋；要说把钱持家，就得靠天易娘了。
她的心比柴知秋狠得多，有时晚上天易饿得哇哇哭，萍儿就求娘：“给弟弟做点吃的吧，我和燕儿不
吃。
”她还是不动心，宁愿扯开怀让天易吃奶。
天易六七岁了还在吃奶，其实她的奶水已经极少了。
要说饿，她比孩子还饿，家里地里忙一天，作为长孙媳妇，整个大瓦屋家族的事也都要她操心，忙前
跑后，有时饿得前心贴后背，头晕眼花，可她硬是撑着，犯晕时就扶住墙站一会儿。
　　草儿洼的人都说这女人硬气。
说柴知秋是个会挣钱的，天易娘是个会把家的，不发起来才怪。
土改时他们只有三亩地，本可以划个贫农参加分地的，可他们夫妻俩都不同意，死活要当中农。
工作组说按规定不能想当中农就当中农。
天易娘说俺地底下埋着银元呢过两年就买地。
工作组将信将疑，就问方家远。
方家远是村长。
方家远说这可难说，到底是大瓦屋家的后人，说不定有些家底，地底下真有银元呢。
后来柴知秋就成了下中农。
　　工作组的人就很奇怪，说这夫妻咋不愿当贫农呢？
又分地又分浮财，明摆的便宜不捡，傻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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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地月亮地》是一部恣肆豪放的小说，草儿洼的浪人们开始重新建设家园，土地变成了财富，
断裂的历史拉开了人们创建文明秩序的序幕。
与天斗的美丽人性变成与人斗的劣顽本能。
男人们告别了地母的床帷。
迷娘掀起了浪荡的风暴，豪侠潇洒的女寨主变成了温柔的抵抗和母性的宽容，土地不公是生命的力量
，理是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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