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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
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
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
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
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
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
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
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
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
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
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
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
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
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
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
留了原有版式。
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
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
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
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
举。
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
营。
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
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
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
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
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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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篇小说《芙蓉镇》是古华的代表作。
作者从生活的春雨秋霜、峡谷沟壑中走来，为我们献上一幅寓政治风云于世态民情的风俗画、一曲哀
婉而又严酷的山乡民歌。
《芙蓉镇》以“芙蓉姐”胡玉音的悲欢遭际为主线，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的升迁沉浮，揭露
了“左”倾思潮的谬误危害。
作品内涵丰富，囊括了作者二三十年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思考与认识，浓缩进作者对乡里乡亲乡
镇乡土浓厚的爱恋情怀。
作者几乎调动了自己全部的生活积累，在短短十五六万字的篇幅中压缩进一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向我
们展示了从1963年至1979年间四个不同时代的社会变迁：农村经济复苏时期、“四清”运动时期、“
文革”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在如此风云多变的大动荡年月，作者让生旦净丑、红脸白脸、花头黑头在历史舞台上一一亮相，演出
了一幕幕催人泪下的人间悲喜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芙蓉镇>>

作者简介

　　古华（1942－　），湖南嘉禾人。
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
他曾长期生活在湘西五岭山区，对乡镇风俗很熟悉，创作主要以这一地区的生活为背景。
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篇小说集《浮屠岭》、长篇小说《芙蓉镇》等。
《爬满青藤的木屋》获1981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芙蓉镇》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现旅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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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山镇风俗画一　一览风物二　女经理三　满庚哥和芙蓉女四　吊脚楼主五　“精神会餐”和
《喜歌堂》六　“秦癫子”七　“北方大兵”第二章　山镇人啊一　第四建筑二　吊脚楼啊三　女人
的账四　鸡和猴五　满庚支书六　老谷主任七　年纪轻轻的寡妇第三章　街巷深处一　新风恶俗二　
“传经佳话”三　醉眼看世情四　凤和鸡五　扫街人秘闻六　“你是聪明的姐”七　人和鬼第四章　
今春民情一　芙蓉河啊玉叶溪二　李国香转移三　王镇长四　义父谷燕山五　吊脚楼塌了六　“郎心
挂在妹心头”七　一个时代的尾音后记话说《芙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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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山镇风俗画　　（一九六三年）　　一　一览风物　　芙蓉镇坐落在湘、粤、桂三省交
界的峡谷平坝里，古来为商旅歇宿、豪杰聚义、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地。
有一溪一河两条水路绕着镇子流过，流出镇口里把路远就汇合了，因而三面环水，是个狭长半岛似的
地形。
从镇里出发，往南过渡口，可下广东；往西去，过石拱桥，是一条通向广西的大路。
不晓得是哪朝哪代，镇守这里的山官大人施行仁政，或者说是附庸风雅图个县志州史留名，命人傍着
绿豆色的一溪一河，栽下了几长溜花枝招展、绿荫拂岸的木芙蓉，成为一镇的风水；又派民夫把后山
脚下的大片沼泽开掘成方方湖塘，遍种水芙蓉，养鱼，采莲，产藕，作为山官衙门的“官产”。
每当湖塘水芙蓉竞开，或是河岸上木芙蓉斗艳的季节，这五岭山脉腹地的平坝，便颇是个花柳繁华之
地、温柔富贵之乡了。
木芙蓉根、茎、花、皮，均可入药。
水芙蓉则上结莲子，下产莲藕，就连它翠绿色的铜锣一样圆圆盖满湖面的肥大叶片，也可让蜻蜓立足
，青蛙翘首，露珠儿滴溜；采摘下来，还可给远行的脚夫包中伙饭菜，做荷叶麦子粑子，盖小商贩的
生意担子，遮赶圩女人的竹篮筐，被放牛娃儿当草帽挡日头⋯⋯一物百用，各各不同。
小河、小溪、小镇，因此得名“芙蓉河”、“玉叶溪”、“芙蓉镇”。
　　芙蓉镇街面不大。
十几家铺子、几十户住家紧紧夹着一条青石板街。
铺子和铺子是那样的挤密，以至一家煮狗肉，满街闻香气；以至谁家娃儿跌跤碰脱牙、打了碗，街坊
邻里心中都有数；以至妹娃家的私房话，年轻夫妇的打情骂俏，都常常被隔壁邻居听了去，传为一镇
的秘闻趣事、笑料谈资。
偶尔某户人家弟兄内讧，夫妻斗殴，整条街道便会骚动起来，人们往来奔走，相告相劝，如同一河受
惊的鸭群，半天不得平息。
不是逢圩的日子，街两边的住户还会从各自的阁楼上朝街对面的阁楼搭长竹竿，晾晒一应布物：衣衫
裤子，裙子被子。
山风吹过，但见通街上空“万国旗”纷纷扬扬，红红绿绿，五花八门。
再加上悬挂在各家瓦檐下的串串红辣椒，束束金黄色的苞谷种，个个白里泛青的葫芦瓜，形成两条颜
色富丽的夹街彩带⋯⋯人在下边过，鸡在下边啼，猫狗在下边梭窜，别有一种风情，另成一番景象。
　　一年四时八节，镇上居民讲人缘，有互赠吃食的习惯。
农历三月三做清明花粑子，四月八蒸莳田米粉肉，五月端午包糯米粽子、喝雄黄艾叶酒，六月六谁家
院里的梨瓜、菜瓜熟得早，七月七早禾尝新，八月中秋家做土月饼，九月重阳柿果下树，金秋十月娶
亲嫁女，腊月初八制“腊八豆”，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王爷上天⋯⋯构成家家户户吃食果品的原料虽
然大同小异，但一经巧媳妇们配上各种作料做将出来，样式家家不同，味道各各有别，最乐意街坊邻
居品尝之后夸赞几句，就像在暗中做着民间副食品展览、色香味品比一般。
便是平常日子，谁家吃个有眼珠子、脚爪子的荤腥，也一定不忘夹给隔壁娃儿三块两块，由着娃儿高
高兴兴地回家去向父母亲炫耀自己碗里的收获。
饭后，做娘的必得牵了娃儿过来坐坐，嘴里尽管拉扯说笑些旁的事，那神色却是完完全全的道谢。
　　芙蓉镇街面虽小，居民不多，可是一到逢圩日子就是个万人集市。
集市的主要场所不在青石板街，而在街后临河那块二三十亩见方的土坪，旧社会留下了两溜石柱撑梁
、青瓦盖顶、四向皆空的长亭。
长亭对面，立着个油彩斑驳的古老戏台。
解放初时圩期循旧例，逢三、六、九，一旬三圩，一月九集。
三省十八县，汉家客商，瑶家猎户、药匠，壮家小贩，都在这里云集贸易。
猪行牛市，蔬菜果品，香菇木耳，懒蛇活猴，海参洋布，日用百货，饮食小摊⋯⋯满圩满街人成河，
嗡嗡嘤嘤，万头攒动。
若是站在后山坡上看下去，晴天是一片头巾、花帕、草帽，雨天是一片斗篷、纸伞、布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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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像是在地上行走，倒像汇流浮游在一座湖泊上。
从卖凉水到做牙行掮客，不少人靠了这圩场营生。
据说镇上有户穷汉，竟靠专捡猪行牛市上的粪肥发了家呢⋯⋯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因天底下的人
都要去炼钢煮铁，去发射各种名扬世界的高产卫星，加上区、县政府行文限制农村集市贸易，批判城
乡资本主义势力，芙蓉镇由三天一圩变成了星期圩，变成了十天圩，最后成了半月圩。
逐渐过渡，达到市场消灭，就是社会主义完成，进入共产主义仙境。
可是据说由于老天爷不作美，田、土、山场不景气，加上帝修反捣蛋，共产主义天堂的门坎太高，没
跃进去不打紧，还一跤子从半天云里跌下来，结结实实落到了贫瘠穷困的人间土地上，过上了公共食
堂大锅青菜汤的苦日子，半月圩上卖的净是糠粑、苦珠、蕨粉、葛根、土茯苓。
马瘦毛长，人瘦面黄。
国家和百姓都得了水肿病。
客商绝迹，圩场不成圩场，而明赌暗娼，神拳点打，摸扒拐骗却风行一时⋯⋯直到前年——公元一九
六一年的下半年，县政府才又行下公文，改半月圩为五天圩，首先从圩期上放宽了尺度，便利物资交
流。
因元气大伤，芙蓉镇再没有恢复成为三省十八县客商云集的万人集市。
　　近年来芙蓉镇上称得上生意兴隆的，不是原先远近闻名的猪行牛市，而是本镇胡玉音所开设的米
豆腐摊子。
胡玉音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女子。
来她摊子前站着坐着蹲着吃碗米豆腐打点心的客人，习惯于喊她“芙蓉姐子”。
也有那等好调笑的角色称她为“芙蓉仙子”。
说她是仙子，当然有点子过誉。
但胡玉音黑眉大眼，面如满月，胸脯丰满，体态动情，却是过往客商有目共睹的。
镇粮站主任谷燕山打了个比方：“芙蓉姐的肉色洁白细嫩得和她所卖的米豆腐一个样。
”她待客热情，性情柔顺，手头利落，不分生熟客人，不论穿着优劣，都是笑脸迎送：“再来一碗？
添勺汤打口干？
”“好走好走，下一圩会面！
”加上她的食具干净，米豆腐量头足，作料香辣，油水也比旁的摊子来得厚，一角钱一碗，随意添汤
，所以她的摊子面前总是客来客往不断线。
　　“买卖买卖，和气生财。
”“买主买主，衣食父母。
”这是胡玉音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家训”。
据传她的母亲早年间曾在一个大口岸上当过花容月貌的青楼女子，后来和一个小伙计私奔到这省边地
界的山镇上来，隐姓埋名，开了一家颇受过往客商欢迎的夫妻客栈。
夫妇俩年过四十，烧香拜佛，才生下胡玉音一个独女。
“玉音，玉音”，就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老母所赐的意思。
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也是胡玉音招郎收亲后不久，两老就双双去世了。
那时还没有实行顶职补员制度，胡玉音和新郎公就参加镇上的初级社，成了农业户。
逢圩赶场卖米豆腐，还是近两年的事呢。
讲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启齿，胡玉音做生意是从提着竹篮筐卖糠菜粑粑起手，逐步过渡到卖蕨粉粑粑
、薯粉粑粑，发展成摆米豆腐摊子的。
她不是承袭了什么祖业，是饥肠辘辘的苦日子教会了她营生的本领。
　　“芙蓉姐子！
来两碗多放剁辣椒的！
”　　“好咧——，只怕会辣得你兄弟肚脐眼痛！
”　　“我肚脐眼痛，姐子你给治？
”　　“放屁。
”　　“女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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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米豆腐加二两白烧！
”　　“来，天气热，给你同志这碗宽汤的。
白酒请到对面铺子里去买。
”　　“芙蓉姐，来碗白水米豆腐，我就喜欢你手巴子一样白嫩的，吃了好走路。
”　　“下锅就熟。
贫嘴刮舌，你媳妇大约又有两天没有喊你跪床脚、扯你的大耳朵了！
”　　“我倒想姐子你扯扯我的大耳朵哩！
”　　“缺德少教的，吃了白水豆腐舌尖起泡，舌根生疮，保佑你下一世当哑巴！
”　　“莫咒莫咒，米豆腐摊子要少一个老主顾，你舍得？
”　　就是骂人、咒人，胡玉音眼睛里也是含着温柔的微笑，嗓音也和唱歌一样的好听。
对这些常到她摊上来的主顾们，她有讲有笑，亲切随和得就像待自己的本家兄弟样的。
　　的确，她的米豆腐摊子有几个老主顾，是每圩必到的。
　　首先是镇粮站主任谷燕山。
老谷四十来岁，北方人，是个鳏夫，为人忠厚朴实。
不晓得怎么搞的，谷燕山前年秋天忽然通知胡玉音，可以每圩从粮站打米厂卖给她碎米谷头子六十斤
，成全她的小本生意！
胡玉音两口子感激得只差没有给谷主任磕头，喊恩人。
从此，谷燕山每圩都要来米豆腐摊子坐上一坐，默默地打量着脚勤手快、接应四方的胡玉音，仿佛在
细细品味着她的青春芳容。
因他为人正派，所以就连他对“芙蓉姐子”那个颇为轻浮俗气的比喻，都没有引起什么非议。
再一个是本镇大队的党支书满庚哥。
满庚哥三十来岁，是个转业军人，跟胡玉音的男人是本家兄弟，玉音认了他做干哥。
干哥每圩来摊子上坐一坐，赏光吃两碗不数票子的米豆腐去，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无形中印证了米豆
腐摊子的合法性，告诉逢圩赶场的人们，米豆腐摊子是得到党支部准许、党支书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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