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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农村人，在城市生活，还是觉得自己是农村人。
　　哗哗啦啦，大半辈子过去了，回忆起来，还是觉得农村的生活是生活。
我并不认为农村生活是田园诗，但那些简单而敏感的岁月，让人与自然相呼吸吐纳。
而在城里的生活，有时让我觉得“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掐着不痛，没有
嚼头。
也许农村生活，真的就有诗意，只是当时浑然不觉。
　　这里的文章，《村里的事》是听来的，所以不免有罗织的成分，也可以说是小说化的散文，但骨
子里也是真实不虚的。
其余篇什，没有一个字不真。
《村里的事》有让别人看的意思，剩下的文章，可以说是写给我自己看的。
“野人怀土，小草恋山”，往往，想家的心事浓了，“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缀成文章，便是图个
心安，自慰藉耳。
　　现在，灾梨祸枣，居然要印成书，但愿遇合有缘人，能会心一笑。
　　201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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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村里的事》作者孟会详是农村人，在城市生活，还是觉得自己是农村人。
　　这里的文章，《村里的事》是听来的，所以不免有罗织的成分，也可以说是小说化的散文，但骨
子里也是真实不虚的。
其余篇什，没有一个字不真。
《村里的事》有让别人看的意思，剩下的文章，可以说是写给作者自己看的。
“野人怀土，小草恋山”，往往，想家的心事浓了，“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缀成文章，便是图个
心安，自慰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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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末以迄民国，土匪猖獗，乡村往往夯土为高墙，以为防范，这有点类似于中国之有万里长城。
高墙叫做寨，跟较大规模的城就区别开来了。
我们村里的寨是光绪年间打的，寨要起个名，于是村里人找到本乡本土的张进士，他大笔一挥，龙飞
凤舞写下了“同济寨”三字，大概取“同舟共济”之意吧。
寨墙高约十丈，墙外寨壕深约三丈；寨上灌木丛生，广布荆棘，寨壕一汪澄碧，鱼虾成群，若无匪患
，真可谓一派宁静祥和的乡下风景。
　　然而寨终究是防御工事，总是与凶险连在一起的。
羊无头不行，寨里首先要有寨守，寨守是一村之君，统摄一村行政军事。
清末政事尚简古，出工出钱出粮之外，也无多事，寨守的事主要是守寨。
　　我们村曾经有个寨守叫郭刺猬，性情刚烈，有令必行，约以村民，晚间掌灯之后，任何人不得出
入寨门。
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谓的戒严。
曾有一个京官被贬回乡，路经此地，因贪赶了路程，星夜到村，叫门不开，把名刺射人寨中，寨守一
看是下岗的干部，便坚持不开寨门，京官知道虎落平阳，悻悻然奔县城去了。
火有余烬，官有余威，县太爷久经官场，历练得精明透顶，自然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理，
说不定京官一朝重被叙用，就又是呼风唤雨的主儿，所以居然对这个下岗干部极其巴结，热乎乎地做
起了东道之主。
　　京官一口恶气未出，说什么也得吓唬吓唬这个愣头青的寨守，于是即着人传唤。
郭刺猬哪里敢去，赶紧央本村杨举人去说情。
却说杨举人是武举，身高六尺，目光如电，望之如画中人，他父亲也是武举，都是两步前程。
老举人中举，凭的是弓马娴熟，功夫过硬，而小举人中举，却另有因缘。
他的功夫自然也不差，然而当年校场比武，正逢大雨，其时又没有室内体育场馆，因而比武就无法进
行。
主考老爷到底足智多谋，乃自我作主，让武秀才们排成一队，从面前走过，凭着阅人无数，相女婿般
挑选梁栋之才。
当时杨举人尚未走到老爷跟前，老爷早就起身离坐，一巴掌拍到杨举人的肩上说：这就是举人！
举人也是老爷，在乡下该是何等尊贵，况且杨举人是父子举人，村民自该视为神圣。
但郭刺猬寨守却并不晓得眉高眼低，略无格外崇敬之意，因此举人老爷平日虽极夸郭寨守为人，心里
却埋着老大不悦。
这次不说情则已，一说之下，定要郭刺猬认识认识自己。
到城里参拜寒暄已过，京官问起郭刺猬，杨举人居然哇的一声哭起来。
他说，自己虽荣为举人，但对本村寨守，却怕得要死。
要说这郭刺猬，断非等闲之辈，乃是少见的刁民，观其长相，身高六尺有余，面如漆灰，眼如鸡蛋，
虬髯如曲铁乱缠，双手一伸，晃晃如簸，咔吧一握就能把人活活抓死。
京官一听，汗潸潸然而注，这般人物，他只是在说部传奇中读过，哪曾见过真人，因此恨意顿消，倒
是定要一睹此人庐山真面目。
因此县上催郭刺猬更急。
而杨举人回村，只说老爷愤怒异常，自己人微言轻，说不下来罢了。
　　县上催要寨守，村里自然不得安宁，一千有脸面人商议对策，都觉得理未屈而词穷，要把这理说
出来，就自然想到了左近有名的师爷。
师爷也是读书人出身，早年在省城以写状子营生，律法熟于腹中，辞采烂乎笔下，状子写成之时，就
是案子了断之日，衙门倒还怕他三分。
这师爷吃了原告吃被告，居然把衙门玩弄于股掌之间。
后来衙门到底寻他一个不是，轰出省城，赶到乡下穴居起来。
虽说回乡了，但临近村民有事，他还是会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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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的村民怀着礼物拜见，他也还写状子，至少开示几句。
而不懂事的村民去哭诉，他就会吩咐看门的人说自己不在家。
说，前儿在家，今儿不在。
实际上是指拿钱来就可以了。
我们村里人去时，自然带了不少礼物，而且客气得只剩下给他磕头了，三里五村，亲戚连亲戚，师爷
自然给面子。
村民把原委一说，其实师爷也知道，二话不说，伏案疾书，顷刻草就。
村民想拿了就走，师爷说，且慢，我念给你们听听。
大抵状子先是客气哀求，后是条分缕析，念着念着就有了机锋，直说得京官如此这般，是犯了律条当
拿去问罪的，但隐而不发，又给他留有余地。
这的确是锦绣文章，字字珠玑。
师爷念完，自己也感觉写得好。
说：久不试笔，看来刀尚未老。
继而猛然抬头说：我这文章，值三百两银子否？
这句话真是石破天惊，几个汉子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有老者不急不缓，悠悠说道：我等都是办事跑腿之人，原做不得银子的主，府上不远，少不得还来拜
望。
待我们回村告知管事的，下次来时自然把银子奉上的。
师爷听了，面色不悦，就把状子叠好，放在抽屉里，朗声说道：如此，我还要再斟酌字句，改日再叙
罢。
　　且说村民离了师爷家，老者便问几个随行的汉子：可记住了刚才的那篇状子？
几个汉子虽然也精明强干，且粗通文墨，但哪里能记得住？
不由得大眼瞪小眼。
老者则不慌不忙，从头至尾，滴水不漏，徐徐背出。
回家后找本村孟秀才恭楷录出，递到县上。
几天之后，听说那京官离城回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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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哗哗啦啦，大半辈子过去了，回忆起来，还是觉得农村的生活是生活。
农村生活不是田园诗，但那些简单而敏感的岁月，让人与自然相呼吸吐纳。
而在城里的生活，有时让人觉得“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掐着不痛，没有
嚼头。
也许农村生活，真的就有诗意，只是当时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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