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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传奇而又精彩的乡土小说，它描写了我国西南边陲落后山村发生的种种奇事怪状，展现
了近来社会变化引起的一系列人事变迁。
主人公路江民深入泥太阳村调查、摸索村子里的历史和现状，老村长从中作梗，村主任首鼠两端，女
工作人员宣传医疗卫生重重受阻，村中首富马老板雇凶杀人⋯⋯小说故事悬念丛生，人物命运波澜起
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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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灵，1966年生，云南昭通人，布依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血恋》、《情逝》、《红风筝》、《香格里拉》、《翡暖翠寒》，曾获全国优
秀中青年编辑奖。
曾参与创办大型文学杂志《大家》。
编辑的图书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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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候补指导员　　派往泥太阳村的市委新农村建设工作队的指导员疯了，这个小如芝麻绿
豆的事件一时间成了滇西市的特大新闻。
　　这条从非正式报纸发布出来的民间新闻，以口传的形式风一样地席卷了滇西市的大街小巷和村村
寨寨，成了滇西人茶余饭后最兴奋神经的谈资。
关于泥太阳村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疯了的新闻在口传形式下逐渐变形，已经从新闻演变成了故事，这个
故事至少以七八个不同的民间版本在市民中广为传播，除了个别真正了解真相的人，没有人能搞清楚
究竟哪一个版本是真实可靠的。
如果说正式媒体的新闻是以真实作为生命的话，那么民间新闻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不可靠和真假难辨
。
　　一个小事件要成为特大新闻，这其间必有缘由，这泥太阳村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疯了的事件也不例
外。
它之所以能从小事件变成大新闻，是因为两个因素。
这第一个因素是人，疯了的指导员是个女性，而且不是一般的女性。
她是滇西市唯一的高校——滇西学院的女教师，名叫范若娴。
这范若娴在滇西学院可是赫赫有名的。
她刚从省外一所重点大学分到滇西学院不到一年，学的是古典文论，拥有博士头衔。
如果不是所学的专业太偏太难找工作，范若娴是不会来这偏远的滇西学院的。
所以，范若娴一到滇西学院就被院领导视为宝贝，成了重点培养的对象。
但这跟范若娴的有各无关。
范若娴的有名，跟她的才华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她的长相。
范若娴一踏进滇西学院的大门，就让滇西学院的男教师男同学震惊了，他们都误以为学院里来了一位
形象气质超群的女明星。
连滇西学院文史系最古板的系主任施有才老教授在见了范若娴后，竟情不自禁地背诵起了《登徒子好
色赋》，这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了滇西学院年轻教师背地里调侃施教授的笑话。
每每说到范若娴，就会有年轻男教师学着施教授的样子摇头晃脑道：增一分太高了，减一分太低了，
擦朱太红了，涂脂太白了⋯⋯现在，这才情和相貌都堪称非凡的女人却疯了，能不是激动人心的新闻
吗？
　　这第二个因素当然就是泥太阳村了。
这泥太阳村，在滇西市那可是大名鼎鼎的。
说泥太阳村名气大，是因为它是最令滇西市委、市政府头疼的“上访村”，滇西市一年的上访事件，
近一半都来自泥太阳村。
据说连两口子打架闹离婚，自认为吃亏的一方也会上访。
上访这样的事，在泥太阳村成了家常便饭，有的人甚至是煮几个玉米棒子装在袋子里往身上一背就上
访了。
在泥太阳村，村有不平事，不是坐下来想办法解决，而是拔腿上访。
有的人家，久而久之，都成了上访专业户了。
　　上访成为泥太阳村的传统，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那是滇西解放不久的事，泥太阳村出了个叫李有山的民兵英雄。
这李有山在清剿蒋残匪的战斗中立了大功，他用一支土制猎枪击毙了一个蒋残匪的团长。
在歼灭蒋残匪的庆功会上，李有山得到了他一生都认为最弥足珍贵的奖品——一支半自动步枪。
拥有了这支半自动步枪，李有山就成天背着它，在边境一线无限警惕地转悠，内心巴望着从边境的那
一方有股蒋残匪冒出来，然后他照着他们的头把他们一个一个打开花。
但蒋残匪似乎明白了李有山的心思，个个都变成了缩头乌龟，就是不冒出头来给李有山这民兵英雄做
靶子，这实在令渴望再次立功的李有山内心万分烦躁。
转悠来转悠去，眼睛里就出现了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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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皆兵的他一见风吹草动举枪便打，有一次他就打伤了一个在森林里捡拾菌子的妇人。
人们都害怕见到李有山，害怕成为他的活靶子。
村上于是把他的情况汇报到了区里，区里又汇报到县上。
县上觉得问题相当严重，就派人来没收了李有山的枪。
被没收了枪的李有山，内心里相当口气。
想来想去就用口袋装了几斤新碾的白米，背在身上就从区里县里省里一路上访而去，最后头发冷乱胡
子拉碴一身褴褛浑身散发出恶臭的李有山来到了北京。
真是印证了那句苍天不负苦心人的老话，李有山在北京见到了中央首长。
后来中央首长亲自批示，要求县里把步枪归还李有山，但不再配发给李有山子弹。
上访归来的李有山背着一支空枪回到了泥太阳村，逢人就讲他上访得到中央首长接见的经历。
李有山的上访成功，从此刺激了泥太阳村的上访欲望。
有一个笑话这样讲泥太阳村，说两个人在街上赶集，一个碰了另一个一下，那被碰的就鼓圆了眼睛，
碰人的那个说，你甭这么瞪我，小心我上访你。
　　但泥太阳村的名声大到在滇西市妇幼皆知，并不仅仅是因为上访。
它还与两个泥太阳村发生的真实故事有关。
一个是关于水管，另一个是关于化肥的故事。
这两个故事把泥太阳村都妖魔化了。
在滇西市，谁要做了出格的事，就会有人说，你不会是从泥太阳村来的吧。
　　先说一下水管的故事。
　　当时滇西还没有地改市，还叫滇西地区。
滇西地区军分区搞军民共建，选择的试点就是泥太阳村。
军分区选泥太阳村做试点，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泥太阳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它完全是戍边的产物。
当年明朝皇帝派了大批将士戍守西南边境，这些离乡背井的将士在这里一边戍边一边屯田，久而久之
，就在这儿安了家。
据地方历史方家考证，泥太阳这个名字就与一个明朝的戍边大将军有关。
传说那戍边大将军到此，只见连绵不断的阴雨和遮天蔽日的乌云。
这大将军一气之下，从地上抓起一把红土，挥手在山岩上画了一个巨大的太阳。
从此，这地方就风调雨顺，阳光明媚，春和景明了。
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这儿叫做泥太阳，有了村子就叫做泥太阳村，而泥太阳村后面有着巨大太阳图腾
的后山就被叫做了将军岭。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阴雨来临的季节，人们都会到将军岭的太阳崖去祭奠，至今崖下的将军庙
依旧香火旺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连缅甸那方的边民也有过来参拜的。
　　对于军分区来说，选择泥太阳村搞军民共建试点，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军分区政委甚至认为这是自己政工生涯中最出彩的一笔。
军分区派人到泥太阳村后，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泥太阳村的人畜饮水问题。
过去，泥太阳村的人畜饮水，都要用马到附近的山涧里驮，军分区的人到后，就搞来了水管，把山涧
里的水引到村子里来，水管龙头就安在了老村长家院子里。
水管安上几个月后，一天，泥太阳村有一个卖山货的村民来到滇西城里，卖了山货就顺便去了一趟军
分区。
军分区的干部接待了他。
捧着热气腾腾的茶水，村民说，首长，我要上访。
军分区的干部说，老乡，你有什么冤屈？
村民呷一口热茶说，我球冤屈都没有。
军分区干部说，你没冤屈，你上访什么？
你有什么情况，就直接汇报好了。
村民说，好，我汇报，首长，你们的水管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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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分区的干部听了这话有些哭笑不得，把村民送走后就把这事报告了政委，政委听了这事就气得吹胡
子了，他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说，什么刁民？
我们的水管？
这分明是他们的水管嘛，你说这泥太阳村的人真日怪，一点主人翁意识都没有！
　　再说一下化肥的故事。
　　泥太阳村过去耕作从不用化肥，用的都是牛屎马粪和山上茅草地里收拾来的秸秆渥堆后的农家肥
。
后来云南省建成了云南天然气化肥厂，用从四川接过来的天然气在金沙江边生产尿素。
这尿素是上好的化肥，施到地里后包谷秧苗就会疯长。
当时想到泥太阳村地处边疆，上级就下拨了一批化肥，免费送给泥太阳村。
泥太阳村的村民被区里通知去领化肥，大家情绪高昂地都去了。
到了区里的供销社，村民们领了化肥，准备背着回村去。
这时一个好奇的村民弄开了分给他化肥的袋子，看到了那些雪白晶莹状似白糖的尿素，就抓了一撮放
进嘴里。
但尿素的味道显然比白糖差多了，馋嘴的村民就蹲在地上呸呸呸地吐个不停，吐完了嘴里的尿素，这
个村民的四周也围满了看稀奇的乡亲。
这村民于是站起来，把一袋白花花的尿素全部倒在了地上，他用手一边使劲抖搂着装尿素的袋子一边
对领了化肥正围着他看的乡亲说，这尿素难吃死了，一股怪味，庄稼吃了会生病的。
听这村民这么说，所有泥太阳村来领化肥的村民都把化肥倒地上了，那些尿素在供销社的门前推成了
一个漂亮的雪山。
当供销社供销员目瞪口呆时，泥太阳村的村民眉开眼笑地提着印有尿素字样的袋子，扬长而去。
　　这些袋子被拿回泥太阳村后，就有村民别出心裁地用它们做了衣服。
看着这袋子还可以做成衣服，其他村民便纷纷效仿，一时间，区上的乡街子上，就有了一道非同寻常
的风景。
三三两两泥太阳村的村民，穿着印有尿素字样的衣服，在乡街子上招摇过市，招惹了众多惊奇的目光
。
　　这事渐渐地就在滇西范围内传开了，最后就传成了滇西人耳熟能详的歇后语：泥太阳村人领化肥
——不懂科学。
　　关于市委派往泥太阳村的新农村建设指导员范若娴疯了的小道消息，在滇西市越传越不靠谱。
有人甚至恶意地传播，说范若娴疯了都是因为美丽惹的祸。
说她因为太漂亮，到村里后就被村长盯上了。
泥太阳村的村长是个色狼，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扮成魔鬼摸到了范若娴一个人独住的屋子里，把范
若娴强暴了，范若娴惊吓又失身，所以就疯了。
传播这小道消息的人说得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睛。
你们不信，去县里问问，村长都被公安局用警车带走了，现在还关在监狱里。
　　为了辟谣，市委宣传部指示滇西电视台，就今后如何搞好泥太阳村的村风文明建设采访了泥太阳
村的村主任寸云海。
这个本来就是为了辟谣的采访实在是糟糕到了弄巧成拙的地步。
没有见过世面又老实巴交的村主任寸云海，面对着滇西电视台的摄像机，像是面对着一门迫击炮一样
惊慌失措。
从来没有接受过采访的他不仅表情诚惶诚恐，而且说话结结巴巴，没有条理，不着边际，更要命的是
，他还不停地用他那双肮脏的大手一个劲地抹额头上冒出来的汗珠。
　　这个糟糕透顶的采访在滇西电视台的一个过去几乎无人问津的栏目《村官访谈》里播出了，让滇
西电视台大感意外的是，它创造了高得惊人的收视率。
看过这个节目的人都说这哪儿是采访，更像是审问。
那寸云海不像村长，更像罪犯。
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做贼心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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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个节目的播出，另一个更恶毒的谣言又不胫而走。
谣言说市里领导怕出丑，就花工夫掩盖村长凌辱女博士的罪行，想瞒天过海，欺骗市民。
　　恶毒的谣言杀伤力实在太厉害了，连滇西市以镇定自若著称的市委皇甫书记也坐不住了，气得在
常委会上拍了桌子，要市公安局把制造谣言的人找出来。
一些对皇甫书记过去有意见的人背地里议论说，这次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来没有把泥太阳村列
入试点，可好大喜功的皇甫书记硬要去啃这块硬骨头，这下可好，崩了牙了，吃不了兜着走，活该！
　　市委决定搞百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的最初，确实没有泥太阳村。
泥太阳村的名字，也确实是皇甫书记加上去的。
但把这归罪于皇甫书记好大喜功，确确实实是冤枉了皇甫书记。
皇甫书记当时的初衷是，泥太阳村地处边境，把泥太阳村发展好了，不仅可以成为滇西市的范本，而
且对边境那方的边民也有示范作用。
作为一个有政治眼光的领导，他深知邻国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跟本国的发展能够相得益彰，才会有
一个更有利于和谐发展的国际环境。
　　但好事总多磨，线总从细处断，偏偏事情就出在了泥太阳村。
常委会上，有常委建议，取消泥太阳村作为滇西市百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试点的资格。
但这个建议马上遭到了更多常委的反对。
他们说，遇到困难就回避，这不是我们滇西市委做事的作风。
皇甫书记最后发言，他说，这泥太阳村的新农村示范村试点的资格，谁也不能取消。
这泥太阳村，必须要成为滇西市新农村的示范村。
　　书记发了话，自然是一言九鼎，没有人再争论泥太阳村试点资格是取消还是保留的问题了。
话题便又转到了从哪个单位派指导员去泥太阳村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上来了。
有常委提议，这个候补的指导员还从滇西学院派遣。
其他常委不同意，说学校毕竟是象牙塔，处理问题难免书生气。
有人建议从市委机关派遣，但梳理了一遍市委机关符合做指导员条件的人，都不太令皇甫书记满意。
这时有常委嘀咕了一句，这泥太阳村不是“上访村”吗？
市纪委书记说，我们今天谈的不是上访的问题。
那常委说，我没说今天谈的是上访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泥太阳村既然是有名的上访村，我们何不
从信访局派人？
这样，岂不是既可以搞新农村建设的指导，又可以监视村里的上访动态，这可是两全其美一箭双雕的
好事。
　　听了这个常委的话，皇甫书记点了点头。
皇甫书记说，我看就从信访局抽人。
他回头对正在后排埋头记录的秘书说，你给市信访局的段局长打个电话，让他明天一早到我办公室来
。
　　段局长没想到书记找他，是要让他从信访局抽人去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工作，而且是派
往泥太阳村。
段局长一脸为难地对皇甫书记说，信访局已经抽了一个人出来去当新农村的指导员了，现在信访任务
重，人手紧，能不能从其他单位派。
段局长的话让皇甫书记很不高兴，他阴沉了脸看都不看段局长说，老段，你行呵，跟我讲价钱是不是
？
这滇西市就你信访局忙，其他单位都是吃闲饭的是不是？
抽了你一个指导员，就不可以抽第二个？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皇甫的个人安排，这是常委会的讨论决定。
　　段局长没想到抽一个新农村指导员这样的小事，还要经过常委会讨论。
他慌忙说，书记，你别生气，我抽人还不行吗？
　　皇甫书记阴霾的脸有了转晴的迹象，他抬起头，看着段局长问，你决定抽谁？
　　路江民，段局长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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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局长之所以会想到路江民，倒不是他器重路江民，事实上，段局长对路江民还有个小小的成见
，这成见主要是因为路江民这毛头小子总对段局长领导下的信访工作吹毛求疵，开口闭口总说人民群
众上访，说明他们相信党和政府能为他们解决问题，鸣冤昭雪。
他还在一次工作会上含沙射影地批评段局长把上访群众比喻成洪水猛兽是不妥的。
这就让段局长心里有了个不大不小的疙瘩。
但段局长脱口说出路江民这三个字并非没思量过，因为就在今年年初，路江民还成功地劝走了泥太阳
村两个上访群众。
皇甫书记问他抽谁，他就想起了这事，于是就说出了路江民的名字。
　　这人平时在信访局表现如何？
皇甫书记又问。
　　一般。
段局长挠了挠头说。
　　这人平时在工作上有没有什么毛病？
皇甫书记问得相当认真。
　　段局长想了想说，大的毛病没有，小毛病有一些。
在我看来，这路江民的毛病就是对信访工作太理想化，有一次他公然在会上说，对待上访者，要像对
待自己的亲戚。
这路江民是刚从云大社会学系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做指导员年轻了点。
　　他今年多大？
皇甫书记问。
　　刚满二十五。
段局长答。
　　二十五岁，要在战争年代，当团长师长的都有，怎么今天就不能当一个新农村指导员？
老段，不是我说你，你这观念这思想也太陈旧太僵化了。
你说路江民的毛病是对信访工作太理想化，理想化有什么不好？
如果每一个信访工作者都是理想主义者，我相信我们的信访工作会做得更好。
路江民说对待上访者要像对待自己的亲戚，我觉得这一点都不理想化。
路江民说的这话我现在送给你，先从你做起，像对待亲戚一样对待上访者。
如果你们信访局这么做了，那就是真正帮了市委市政府的大忙。
不用再考虑其他人了，凭这句话，我看这叫路江民的人去泥太阳村当新农村指导员，行！
　　段局长被皇甫书记数落了一通，心里老大不高兴地回到信访局。
他对正埋头写材料的路江民说，市里派你去泥太阳村做新农村的指导员，你抓紧时间移交一下手头的
工作，赶早去上任。
　　路江民说，局长，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段局长说，我也没有。
这是皇甫书记的意思，他说你行。
　　路江民有些惊讶，他摸了摸自己的头说，这皇甫书记，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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