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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刀客和女人》告诉我们，湮没在封建时代里的女性终究逃不脱毁灭的命运，无论是凶悍的母骆驼，
善良的玉梅，恶毒的一枝花，还是无助的彩莲和可怜的老妓都是如此。

欧阳掌门、乱世巾帼、柳溪首富的地主婆母骆驼，富甲一方，不仅在欧阳家说了算，就连称霸柳溪的
镇长刘大炮也要让她三分，这么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只落得暮老时一把焚烧的火。
欧阳宅院战争的焦点是繁衍后代的
“生育问题”，一个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永恒主题。
这显然并非母骆驼一人所想，而是那个时代使然，母骆驼生命中的最后举动是下意识的，它的实质却
体现了这个典型的封建女性无法逾越的荒诞宿命。
　欧阳家的大少奶奶玉梅当属另一个旧时女性的典型人物或封建纲常的殉葬品。
大家闺秀，温良柔弱，但背负着不育的锥心刺骨之痛。
封建伦理山一样压埋了她，使她生不如死。
为了繁衍，为了给欧阳家留个根，她抛弃道德，以身相许，意外获得了爱情的甘露，无奈稍纵即逝，
玉梅是多么渴望拥有它，但除了放弃，她别无选择。
她生下一个让母骆驼失望的女娃，并由此点燃了一枝花的复仇之火，玉梅极形象地写照了一个封建礼
制制造的无辜者。

说到封建深闺的弱势群体，玉梅无疑是典型的缩影。

《刀客和女人》朴拙刚强地走入我们的视线，以其故事的神奇曲折，情感的宽厚真实，语言的纯粹简
约，人物的鲜亮忠诚撼动着所有人的精神世界，唤醒那些美好的曾温暖我们的流逝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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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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客和女人
》《天下无贼》等。
作品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走出蓝水河》《青花》小说《天下无贼》被冯小刚改编成同名电影。
为人们津津乐道。
现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二江苏作协专职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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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外乡人到柳镇，沿街走一遭，就会发现一个特点，这里茶馆特别多。
大略数一数，约有十四、五家。
在古黄河两岸的集镇上，茶馆如此密集，还是少见的。
细说起来，又并不奇怪。
柳镇坐落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的一个岔路口上。
东西一条街，南北一条街，组成丁字形。
这还是历史沿袭下来的格局。
丁字街铺一层长条青石，小孩子端个碗在外面吃饭，若不小心把碗掉下地：&ldquo;
啷&mdash;&mdash;&rdquo;摔得很脆，自然，也很碎。
青石板由于长年磨损，已经凸凹残缺，车辆碾过，发出&ldquo;咯噔咯噔&rdquo;的震响。
丁字街伸出镇外，就是三条官道。
往东通向苏北；往北通向鲁西南；往西通向皖北，沿这条路再往西走，越过安徽地面百十里，就到了
豫东地区。
柳镇南面，紧邻七百里黄河故道。
解放前，这里沟壑纵横，黄沙滚滚，无路可走，直到解放后的六十年代末才修通了公路。
现在，四省边境地区的十几个县互相来往，柳镇更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
它的繁忙是可想而知了。
车马行人，一天到晚络绎不绝。
每月三、六、九，又是集日，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民拥上来，里外都是人。
逢上庙会，那就更热闹了。
眼时农民一天天富起来了，可供交换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街里挤不下，许多生意小摊便逶迤向镇子南边排出去，一直快排到古黄河滩头。
这里有大片茂密的柳树林，挡风遮阳，林间空地便成了绝好的交易场所。
那些大宗买卖，如木杂、家具、条编、骡马等，都安排在这里。
镇里镇外，万头攒动，人欢马叫。
不要说一般货物的销售了，单是人们对饮食，茶水的需求量也大得惊人，十几家茶馆常有供不应求之
感，不得不另外设些临时茶摊。
柳镇的茶水生意越来越兴旺，茶馆主人们为了适应需要，纷纷把过去的小灶改成白铁皮的大茶炉。
这样既省事又赚钱，还免去了烟熏火燎之苦。
凡事总有例外。
在这十几家茶馆中，只有丁字街口老柳树底下那家小茶馆，固执地保留着旧式的七星灶。
炉灶在茶房里沿墙砌成，一条火龙似的，上面开着圆洞，洞口放七只长嘴大锡壶，烧起来&ldquo;咝
咝&rdquo;有声，开起来沸沸扬扬。
添炭有些麻烦，要提起锡壶挨个来，一股股烟火往外扑，加上水雾蒸腾，烧茶人的手脸不大会儿便涂
上一层灰。
显然，这种茶炉已落后于时代。
这家茶馆的主人是个上了岁数的老女人。
看得出，她很爱整洁。
茶馆门旁一个石墩上，总是放着一个破了边的青铜盆，里面盛半盆清水，浸一条素花印染毛巾。
老女人每捣弄一次炭火，便出来掸掸身上的灰尘，拧出湿毛巾擦一把。
几次下来，盆里水脏了，再换上清水，仍旧放在老地方。
茶馆前头，有一棵三个人才能合抱的老柳树，树皮枯皱，疤痕累累，似乎已经老死了。
其实不然，往上看，树干苍劲，势若飞腾，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巨大的树帽几乎罩住了整个三岔路口，浓密的枝条遮住日头、天光，树荫下凉气浸骨。
风过处，常有一些朽枝残叶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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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女人每隔一会，便打扫一遍，茶馆门前始终是干干净净的。
客人坐在这里喝茶、乘凉，一边观看街头小景，是再好不过的了。
女主人很周到，却很少言语，从不像一般老妇人那样唠叨，更不为招徕顾客而假作殷勤。
她只是默默地做事，添炭、提水、冲茶，显得有条不紊。
客人来了，简单地打个招呼：&ldquo;坐吧。
&rdquo;但又绝不会让人感到一丝冷淡。
这女主人有六十多岁了，身材依旧那样挺拔，面孔仍旧那样白皙。
由此可以判断，她年轻时没有出大力干过多少活儿。
假如在薄暮或者晨光熹微的时候看她忙碌，你一定会禁不住发出一声赞叹，遥想出她当年的风姿。
然而，岁月毕竟是无情的。
这女人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眼角、嘴角都布满了放射性的皱纹。
细细端详，那完全是一副老人的面孔了。
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子、媳妇、孙子、孙女，都有。
他们住在镇子东南角一座青砖瓦房的三合院里。
家里包种了五亩地，还包管着七亩苹果园，生活很富裕。
按说她已有条件享受天伦之乐，什么都不干了。
可她不，宁愿一个人住在茶馆里，常年过着孤独的生活。
本来，农村像她这个年龄的妇女，没有几个能安享清福的。
但她之所以不愿闲着，还不完全由于那种勤劳的惯性，也不是为儿孙积敛财富。
不，都不是。
她似乎只是在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或者，在做一件前人未竟的事业。
这件事和儿孙没有任何关系。
逢集逢会比较忙时，儿子、媳妇都来帮忙，但也只是帮助冲茶、收碗。
捣弄炭火之类脏活，绝不让孩子们沾手。
她疼爱他们，疼爱得小心翼翼。
仿佛自己吃苦受累是应该的，享福的倒应该是孩子们。
秋冬之季，如果不是集日，一大早镇上的居民提过水后，白天来喝闲茶的人就少了。
这时，她便常去黄河滩里打草，扎成一大捆，一个人往家背。
草捆太大太沉重了，压得她几乎弯到了地面，脊背和满头白发都被埋住，只露出两截很瘦很细的腿，
稍微离得远一点，只能看到一个很大的草团在慢慢蠕动。
废黄河滩可以打草的地方，离家最近也有三、四里路。
她背到家来一路上要歇息十几次，每一次都是张口喘气，汗水把白发湿成一缕缕的。
柴草背到家里后，在街上换成硬柴烧茶水。
其实，家里并不缺少烧柴，光每年剪掉的果枝就堆得一垛垛的。
可她一定要去黄河滩里打草，隔些日子就要去一趟。
好像不仅仅是为了打草，而是去那里寻找什么。
那里有她失落的岁月，有她怀念的旧物。
每逢她去打草，儿子、媳妇总会有一个人去接她，但从来不劝阻她。
他们理解老人的心思。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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