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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没有人能够让生活停滞不前，也没有人能够让再现生活的作品销声匿迹 。
经济飞速发展带来很多挑战与困惑，面对人情世故、社会伦理和道德秩序 等问题，很多人逐渐迷失了
自我。
加上社会转型时期，利益集团及链条的重 新分配和衍生，造成很多跌宕起伏的人生。
大家一方面沉浸在经济发展带来 的快乐物质生活中，一方面又沉沦在随之产生的更高的精神追求的挣
扎与迷 惘中。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农村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进入乡村叙事，就 像找到自己的母体。
有人说，童年生活决定作家的高度，阐述的道理可能是 童年的记忆，它是作家叙述的立场，决定了一
个作家的感觉和态度。
 可以这么说，我的童年是卑微的、低矮的，甚至是无序的。
七岁时候， 母亲让我放了八只皖西白鹅，因为鹅偷吃秧苗，被生产队老队长发现，我轰 赶鹅上堤不
及时，一只母鹅被我活生生打死，后来老队长向我母亲求情，才 免却皮肉之苦。
也是因为放鹅，我差点淹死在大水塘里，后被我当时的玩伴 救起。
母亲不但让我放鹅，还让我天不亮就起床拾粪，我跟弟弟一个从村这 头开始，一个从村那头起步，等
整个村庄醒来的时候，我们兄弟俩已经把全 村的粪拾完，要知道那时候我和弟弟还都不到十岁。
 母亲是经历过旧社会的，她十三岁就到一个自劳自食所谓富农家里当童 养媳，姥姥、姥爷我没有见
过，他们都在母亲的讲述中鲜活起来，但是他们 也如大多数农家人一样，因为贫穷才让十三岁女儿到
“富裕家庭里”当童养 媳的，而所谓富裕家庭没有雇佣一个农民，就是几门人合住在一起，长辈当 
家，弟兄几个带着孩子累死累活一点一点积攒活命的钱。
母亲说，到了婆家 ，天不亮就起床做饭，还要收拾所有的家务，大家庭的地位等级让母亲一直 没有
伸开肠子过一天舒心日子。
一家人苦苦劳作，终于在1948年的时候，买 了上百亩田，也就因为这一百多亩田地，母亲最终戴上富
农帽子，被打上需 要改造阶级的深深烙印。
小时候母亲常说，你是没有奔头的，我不死，你就 不会有出息，你摊上了一个不好的母亲。
那时候不知道母亲这句话的分量， 接着母亲就会诉说她经历的苦痛，说在大家庭受过的委屈。
母亲天生是个倔 犟的人，在外面忍气吞声，长期压抑，在家里却形成泼辣、干练且火暴的脾 气。
我们姊妹多人，没有不怕母亲的。
我因为跟一个玩伴“磨牙”（闹矛盾 打架的意思），被母亲在村子撵上三圈，按倒在地，最后用一个
打麻线的“ 拨锤”在我头顶上磕出一个洞。
那是个死寂的夜晚，当母亲晚上搂着我睡觉 的时候，发现我头发被血黏糊住，拨开头发，看到结痂的
伤痕，母亲哭了， 母亲说，你跟人家闹什么？
你不知道娘是富农分子吗？
人家说你富农羔子让 人家说就是了，谁让你是我的儿子。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父亲是贫农成分 ，而我一直坚定认为我是贫农的儿子。
说起来话长，母亲跟富裕家庭的丈夫 ——我的家门叔叔生活近二十年，因为修六安淠史杭工程，叔叔
在“大跃进 ”年代饿死了，母亲带着四个孩子，也就是我的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到我父 亲身边。
我与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们都是同宗同姓的兄弟，后来兄弟姊妹们 一直没有区分彼此。
我的父亲是贫苦人出身，青年时候被抓过壮丁，当过国 民党的兵。
那时候正赶上国共合作，父亲一直抗日打鬼子，父亲说，他们一 个连围住十九个日本鬼子，最后那些
鬼子全部在树林上吊自尽了。
内战时， 父亲被解放军俘虏了，部队让父亲选择回家还是当解放军，父亲毅然决然选 择了回家，为
此我跟父亲说，当初你不回家，肯定是工作人员啦。
父亲咧嘴 笑着说，那也就没有你啦。
父亲一直温和得很，对母亲十分疼爱，对母亲的 孩子也十分好，父亲有过一次婚姻，但是没有留下后
代，后来那个妈妈得病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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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年代，父亲在大食堂烧饭，因为母亲要救她四个孩子而选 择了父亲。
好在叔叔与父亲是叔伯兄弟，对于叔叔的孩子——我的三个哥哥 一个姐姐，父亲也是一样看待的。
这里面说起来十分冗长和琐碎。
但是我不 能不说父母亲的爱情，母亲对我的那个叔叔是一往情深的，常说那个叔叔如 何忠厚老实、
如何礼义等，叔叔是个从大家庭出来的人，他身上无形中打上 了儒雅与谦和的特征。
父亲走南闯北，早把生生死死看透，所以有些邋遢及 率性。
据说父亲抽烟无钱，家里的母鸡成了父亲抽烟的依靠。
鸡蛋还没有干 爽，父亲就迫不及待拿到代销点换烟。
一个鸡蛋六分钱，一包最便宜的丰收 香烟也要九分钱，一个鸡蛋换不了一包劣质的香烟，只能换几支
，每次父亲 换取几支烟后，都刻意留下几分钱给我买红糖吃，我鼻涕马虎吃糖的情景， 如今还是兄
弟姊妹们的笑资。
我是父亲的大儿子，得到的关爱肯定很多。
因 为父亲的溺爱，我对父亲一点也不尊重，八九岁时候父亲揍我，我嚷嚷：“ 你打我几破鞋底记住
，到时候我还你几个鞋底。
”这句话也成了全村人的笑 柄。
父亲在国民党军队待了两三年，遗留了嗜赌的坏毛病，母亲辛辛苦苦喂 母猪卖小猪得到的钱，经常被
父亲一夜赌光。
为此母亲跟父亲吵过无数次架 。
但是父亲就是个烂脾气的人，母亲怎么说他都行，但是一到大家喊他赌钱 的时候又什么都忘记了，以
致在母亲走了后，赌钱成了我们父子冲突的焦点 ，直到父亲把母亲留下的唯一大柜卖了当赌资的时候
，我们的冲突到了极致 。
晚年的父亲毅然拒绝赌博，戒了快抽了一辈子的香烟，无论父亲怎么近乎 讨好地对待子女，但是谴责
父亲成了我们兄弟姊妹的唯一话语。
我知道父亲 是十分善良、勤劳的人，也是十分本分的人。
我这么说父亲，不是说父亲不 具备农民身上的优点。
我相信，农民身上的所有优点，我的父母亲都具备， 但是我的父亲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严重的不足，而
我放大这种不足，说明它对 我童年生活造成的影响，让我感到自卑与敏感。
我知道父亲心中的痛，尤其 在母亲走后，父亲一直心不在焉、委靡不振，精力基本都在赌博上，仿佛
只 有靠赌博才能不断麻醉自己。
所以包产到户后，我家基本就像生活在新中国 成立前，下雨了，外面什么样子，屋里什么样子，三间
草房早不能遮风避雨 。
弟媳妇到家后，生第一个大侄女，月子里不知道哪有那么大的雨水，她只 好头顶褂子坐月子。
我十四岁那年母亲走的，弟弟才十多岁。
弟弟上学成绩 很好，但是由于无人看管和料理，父亲赌钱时候把弟弟带上，饿了吃一块麻 饼，困了
睡在赌场里。
不到十二岁，弟弟耳朵突然聋了，还常常捡大人的烟 蒂吸，父亲也不管束，甚至有些支持，经常把吸
剩下的烟把子递给弟弟。
弟 弟更加放纵，留长头发的时候留长发，穿喇叭裤子的时候穿喇叭裤子，差点 走上邪路。
但是由于母亲遗留的家风尚在，弟弟造次都是形式，最后弟弟总 算走上正途。
现在弟弟的几个子女十分争气，儿子还考上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自己一度还当上了村干部。
侄儿考上大学的那天，弟媳妇扑在我父亲、母 亲坟头放声大哭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好像弟媳妇要把
所有的委屈都化成那 场放肆的哭声似的。
母亲五十八岁就走了，成了我一生的苦痛，我三十岁前 都不能提及母亲，否则依然会痛哭流涕。
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我们父子三 人牺惶度日，而我正在上学，家里没有任何钱可以供我读书，这时
候我的三 个哥哥一个姐姐，尤其是大姐毅然站出来供我读书，这又成了我一生的感动 。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说我的出生和成长，说我的父母亲，因为这才是我写作 的真实原因，也许这些琐碎
是别人永远也无法体会到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吹不响的哨子>>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基本三到五年换一个岗位，当过乡政府秘书、农业 技术员、科员、科长、挂职
副乡长，分别在政协办、宣传部、档案局、方志 办、乡镇企业局、招商局工作过。
如此众多的单位让我见过形形色色可爱之 人，也无形中充实了我的生活，理解了基层干部的酸甜苦辣
，奉献与挣扎， 也窥视出他们的不足与顽劣，因此一直苦苦思考一个基层干部的价值取向； 懂得了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不仅仅代表自己，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政府 的形象，也逐渐有意识地培养自
己担当的风格，渐渐确立自己的价值体系。
 粮食经过发酵便成为了酒，这些东西在我心中一直生长着，让我无法不 去倾诉，不去述说。
《吹不响的哨子》里的老队长黄瘪子一生呵护集体经济 ，造成他与时代发展的格格不入，但是他的精
神品质难道就那么容易让人忘 怀？
当我写到乡党委书记以党组织的名义命令老生产队长服从组织决定，进 行土地流转的时候，黄瘪子一
万个不情愿，但作为老党员最终听从了党的召 唤，也造成了他精神世界的最终动摇。
《天福》是我比较满意的小说之一， 试想想，什么力量能让帖子不丢失本分？
嫂子人性的苏醒？
菊子最后的回归 ？
那代人追寻什么，寻找怎样的人生？
在文中都得到不错的展示。
我抱着十 分虔诚的态度对待这几个人物，他们身上不仅仅有我对乡村的记忆，也是我 苦苦寻找的精
神高地。
《天街咋就恁么长》主要表现时代变迁给一个街道带 来的伤痛，天街曾经是那么繁华，那么令人向往
，天街人也是那么令人尊敬 。
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天街由盛而衰，昔日令人向往的天街人生活，变成 了底层人的挣扎。
假如一如常态写天街人的苦难，这个小说可能没有更大的 特点，我极力寻找天街的抱团取暖的集体温
暖，他们穷困不失尊严，挫折不 失勇气，伤痛不失追求。
二娥义无反顾奔向天街，最后的遭遇说明了人只是 时代潮流中的一声叹息，沉浮跌宕都在时代大背景
掌控下。
二娥的命运实际 有一定的代表性。
《天狗》写乡村富裕后的状况。
富裕了，利益分配问题成 了大家揪住不放的话题，而乡村干部的立场也成了农民关注的焦点，随之成
了矛盾冲突的渊源。
《乡村大客户》把农民比喻成大客户，乡镇干部就是为 大客户服务的人，这可能是个新鲜的命名。
社会转型时期，乡镇干部如何担 当与奉献。
在这部小说里有了它的积极意义。
《响郢》一文中，“响郢”的 意思是响亮的村庄，郢为什么是村庄，小说中有了很好的诠释，董家与
廖家 的恩恩怨怨，妖怪皮的成长史，也是三十年农村发展的成长史，通过描述， 窥见时代发展的阵
痛与足印。
《秀秀这个娃呀》重在刻画农民阶层分化出现 的问题。
《谁把谁的泪水擦干》突出这个到处快餐节奏和文化的现实社会， 有没有影响到年轻人追求爱情的根
本态度。
小说抱着理想化态度，做出了响 亮的回答。
总之，八部中篇小说从不同侧面展示这个时代下芸芸众生的生活 态度，他们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的
兄弟姊妹，也是我的同事和同僚。
但是 他们又不是，他们代表着一个时段一群人的理想追求和人性的泥泞与挣扎。
 近四五年间，我一口气写了近三十部中篇小说，收录进这个集子的八部 中篇都是得以出版和发表的
小说，有些小说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有的被人 专门评论，有的被多家刊物转载，有了不错的影响。
我发自内心感谢安徽文 艺出版社，他们在2009年1月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说集《知命何忧》之后，再 次
决定给我出版这个中篇小说集，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要知道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社还敢这么扶持本土作家，几乎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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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现在围绕一个市场的环节，找准看点，写部长篇 小说，出版社还是十分高兴
的，但是为个人不断出小说集，几乎没有可能， 这不仅仅需要一定的社会担当意识，还要有一种扶持
安徽作家的强烈愿望， 也需要冒着亏本等极大的风险的。
感谢朱寒冬社长大胆拍板，社长助理刘冬 梅的积极推介，岑杰主任、周康编辑的精心指导和编排，没
有大家的通力协 作，这些小说不可能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与读者见面。
我发自灵魂深处地恳请 爱好文学的同人们。
关注文学事业的朋友们，为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社的这种做法 ，给予积极回应，也是对我本人的认同
和关爱。
 生活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也是疼痛的，作为小说作家难道仅仅关注生 活的本体痛楚？
可能还需要穿越生活之外的某些感受。
虽说有些凄凉，也很 无奈，但是我已经走在这条道上，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我知道就我目前 的创作能力，还达不到经典作品的高度，但是假如你细细研读，还是能够看 出我独
特之处的。
也许会给你百忙之中不经意间翻阅小说后不错的惊喜。
即 便这些小说还很稚嫩。
但是它有自己的温度，也有自己的感触。
好在我继续 在走，走下去的雄心也丝毫未减，渴盼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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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没有人能够让生活停滞不前，也没有人能够让再现生活的作品销声匿迹。
经济飞速发展带来很多挑战与困惑，面对人情世故、社会伦理和道德秩序等问题，很多人逐渐迷失了
自我。
加上社会转型时期，利益集团及链条的重新分配和衍生，造成很多跌宕起伏的人生。

《吹不响的哨子》共计收集作者(陈斌先)八部中篇小说，即为，吹不响的哨子、天福、天街咋就恁么
长、天狗、乡村大客户、响郢、秀秀这个娃呀、谁把谁的泪水擦干。

《吹不响的哨子》由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著。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吹不响的哨子>>

书籍目录

陈斌先，男，1965年4月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文学院第二届、第三届签约作家。
自1986年以来，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铁血雄关》《遥听风铃》《中原沉浮》，中篇小说集《知命何
忧》，中短篇小说集《蝴蝶飞舞》等，共出版、发表文学作品300多万字。
多部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凭借中篇小说《留守女人》《铁木社》连续两
届荣获“安徽文学奖”，还曾获其他国家级、省级文学奖十余次。
现在安徽省霍邱县招商局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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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吹不响的哨子 太阳还没有露头，露水还在草叶上，黄瘪子就上路了。
有点雾气，可能 是凌晨起的。
黄瘪子心里不痛快，打入秋，这天色都是阴沉沉的，不给人爽 快脸面。
刚种上麦子，还没有入冬，按说是平静的日子，可是乡里动员土地 流转，要把散户土地租赁给种植大
户，并美其名日规模种植。
 黄瘪子准备找王乡长，王乡长是副的，但是副乡长也是乡长，谁让他蹲 点北岗村的？
蹲点不是跑两趟就能把问题解决好的。
黄瘪子此前找过村支书 了，村支书是个年轻人，才三十露头，在黄瘪子看来还是嘴上没毛的人，办 
事不可能那么牢靠。
村委会主任也是刚到四十的人，自己当生产队长的时候 ，他们才出生。
村支书出世，吃喜面的时候，黄瘪子还摸过他的小鸡鸡呢， 就那么丁点家什，现在说话口气大上天了
，居然要把全村的土地流转给大麻 子。
所谓土地流转就是农户将土地经营权或者说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保 留农户的承包权，转让使用权
。
大麻子几年光景，一口气流转了三四百亩地 ，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家前些年抛荒的、留下的地都被大麻
子收留去了，有人 戏称大麻子是土地收留户。
免除农业税后，土地成了香饽饽，大麻子每亩地 出几百元钱，算做租赁费。
外出打工的也乐见其成，想，回来种地吧，舍不 得外面闯下的天地；真把地抛了，也有内心丢不下的
情结。
大麻子滚雪球， 土地越滚越多，成了种粮大户，成了“地主”。
 黄瘪子看不惯这些，更看不惯大麻子富裕后的一些做派，天天跟支书、 村主任黏糊在一起，后来驻
点的王乡长也跟大麻子兄弟似的，看了让人难过 。
 村支书不那么看，说人家大麻子有骨气、有志气，是新时代标兵，不但 要大力支持，国家还要给他
种地补贴和奖励。
嘁，成了“地主”，还要奖励 ？
那不就是让富人更加富裕，穷人更加穷困吗？
黄瘪子看不惯，抵制流转他 的三卣地。
 找村支书、村主任，村支书哈哈大笑，说，瘪子叔，都什么年代啦，你 还抱着集体经济葫芦不开瓢
。
 黄瘪子说，你说什么年代？
共产党年代。
怎么变，共产党没变吧？
俺这 个老党员的党票没作废吧？
 村支书外号叫闹子，实际叫黄大成，跟黄瘪子是不是一门黄不知道，但 是都姓黄，不知道亲疏远近
，村支书喜欢喊瘪子叔。
闹子说，瘪子叔，你是 老党员不假，但是也要与时俱进不是？
村里干什么事情你都要拖后腿，还有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吗？
 黄瘪子一生的骄傲就是入了党，大集体时代，他不知道得过多少先进称 号，优秀共产党员、集体经
济带头人、优秀生产模范、突击队标兵等等，黄 瘪子把那些证、章保存得好好的，用大红布里三层外
三层包裹着。
说什么都 可以，就是不能说他丢失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黄瘪子急了，瘪乎乎的嘴唇瞬 间乌青起来，结结巴巴说，闹子，就你嘴上没毛的孩子，能这么说你叔
？
你 的任务是带领全村人致富，不是大麻子一个人富裕，别忘记了共产党人的终 极目标是让所有人都
富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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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子直摇头，说，瘪子叔，俺算怕你啦，当今什么政策到你这里都是瘪 子。
 黄瘪子还是不依不饶地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既然你说得 那么有道理，咋就说服不了俺呢？
 闹子说，谁能说服你？
除非回到过去。
 黄瘪子看闹子满不在乎的样子，更加生气了，说，你以为俺就是顽固不 化的老古董？
俺心里明白着呢，你们这叫忘本，忘记大麻子的爷爷奶奶怎么 剥削俺们的。
 闹子知道黄瘪子又是那一套，不想理他，便说，爱咋咋的，反正俺跟你 瘪子叔说不到一块呢。
 黄瘪子知道闹子不待见自己，心里气也没有办法，人家再年轻也是村支 书，是一个村的头头，不待
见也得忍着。
 黄瘪子又找村委会主任，村主任稳重得多，说话是慢腔调，听了黄瘪子 的陈述，村主任清了清嗓子
说，瘪子叔，俺是听着你哨子长大的人，小时候 你那哨子真叫一绝，就是普普通通的哨子，你居然能
吹得那么透天嘹亮。
不 但大人怕，俺们小屁孩也怕。
那时候人们都说，老兵怕号子，社员怕哨子。
 你哨声一响，整个生产队就沸腾起来啦。
 村主任跟黄瘪子一个队，属于北岗村油坊队，但他不姓黄，跟大麻子一 个姓，姓达。
达麻子被人慢慢喊成大麻子，达主任没有被喊成大主任，达主 任没有外号，与他低调做人、严谨做事
有关，他说什么都与人为善，从对方 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大家都感到达主任温善。
但是跟他处久了，又感到他身 上缺乏闹子那种大刀阔斧的闯劲，少了些哥们义气，他的温善就被人误
解成 狡诈、不实诚。
 黄瘪子知道达主任不理事，但人家既然是主任，就得跟他说，否则自己 越过村主任直接到乡上说事
，就是不讲党员纪律性。
 黄瘪子喜欢别人说起他吹哨子，前些年走到哪儿把哨子带到哪儿。
那是 铝合金哨子，那个时代塑料哨子居多，舍得买铝合金的少。
哨子很多年了， 除去光泽度差了些，其他都还好，吹出的哨音还有当初的味道。
但是近几年 ，黄瘪子怕人们说起那把哨子，仿佛哨子与他的顽固不化画等号，说他那么 重视哨子，
就是重视大集体时代的风光，抵制当今政策，不能与时俱进。
黄 瘪子就把哨子藏在了箱底，也把一腔激情藏匿在暗处，整天郁郁寡欢的。
 达主任敷衍黄瘪子说些话，黄瘪子说要到乡上说事的时候，达主任说， 不要到处说啦，你也上了岁
数，三亩寡地，能给你带来什么？
给大麻子，每 年还有租金，想做活，还可以到大麻子地里忙乎，还发工资，何乐而不为呢 ？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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