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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树理，现、当代作家，原名赵树礼，笔名野小、吴戴等。
他的创作活动始于20年代末，1930年首次发表了反映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
1943年发表成名作、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
稍后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被誉为“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
”，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
本书选录了他作品的一部分，包括小说、戏剧、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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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萨支山，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中国现当代、又学研究，发表过多篇赵树理
研究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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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说　　有个人　　五　　这才“又过了一二年”，秀才死了。
殡葬秀才时所费的款，自然是五亩地作抵，但一时卖不了地，还是秉颖出名借来的。
借了一百元，倒也够了。
但这年年景不好，直到腊月，地还没有卖出去。
　　及至来年春天，村里改选闾长。
大家因为秉颖为人也老实，又识得几个字，所以就照顾了他这个美缺。
他自得了这个美缺之后，和村中人发生的关系便多了。
　　第一个和他关系最密切的，要数村里的王之助。
这是一个黄甏鬃秃头子老汉，常好教训年轻人。
（他也有三个孩子，当然也是每天要教训的）起先教训人时候，常把“皇天不负苦心人”一句话作口
头禅。
后来过了几年，父子四个所受的辛苦，加到一处也不为少了，而“皇天”竞不曾看见：不但三个孩子
依旧是三条汉子，没有一个女孩儿嫁给他们，而且仅有的五亩地还卖了二亩。
因此老汉也再不给“皇天”捧场了，把口头禅改做“如今的世道，和从前不一样了。
”　　这王之助恰属秉颖这一闾。
秉颖怕的是收公款，尤其怕向王之助收。
本来这村的公款太难收了，出钱的人常常好问“出什么钱？
”或“收钱做什么？
”这太使秉颖为难了：因为每次的公款名目，连秉颖自己也讲不通，而出钱的人却偏要寻根究底，特
别是这王之助，出钱最少，最迟，问得又最细。
　　这次秉颖又去问他要钱，他劈头当然要问：“又是什么钱？
”　　“粮秣借款。
”秉颖指着纸条子对他说。
　　“给谁量麦？
”　　“不是‘量麦’：‘粮’是吃的粮食；‘秣’是喂马的草料。
”　　“‘粮’不是早就完了吗？
至于草料呢，我们人还是饿着的，管他草料不草料！
”　　“你见村长也是这话吗？
”　　“论正理，见县长也该是这话。
不过如今的世道和从前不一样了，只能说出几个糊涂钱，那儿还能说什么正理？
”　　“这你不是说对了吗？
只能说出几个糊涂钱就是了。
”　　“那么一亩地多少钱？
”　　“一亩地二角五，你的三亩共七角五分。
”　　“那么多吗？
——不管多少吧，只能迟几天，这会是一个也没有。
”　　“不行啊老伯！
村长那边只限三天。
”　　“钱来的那里能有那么快？
你想：我又没有什么进钱门路，只能迟几天叫我那三条小伙子给人家作些短工赚得几个来，连上两次
欠的一并给你吧。
”　　“给我？
钱是我得的话，那早就好说了。
你要知道这公款比不得别的钱，说要就要，到期交不上是不行的呀！
”　　“不怕真要，只怕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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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钱的时候，就打死人也变不成钱。
我不是说过吗？
‘如今的世道和从前不一样了。
’从前咱虽然没有，还有处转借；如今一来咱的日子过得不及从前，和人家别人攀不上；再者眼面前
这几家人，也是家家弄得没有现钱，所以借也没处借。
”　　“⋯⋯”　　不但他这一家是这样，这一次是这样，秉颖自当闾长以来，家里的地都是雇短工
做的，而把自己的工夫都消磨到这些闲话上来了。
　　到了这年腊月，地卖好了，五亩地卖了一百元，价钱倒还公道。
可是殡葬秀才时的一百元借款，算来已一年半了，利息是四十五元；这年的公款，他二十五亩地的户
口，合算起来又是三十多元，连同秀才在时的二十元，共又是个一百多元。
这年的地是短工们做的，收成也不大好，收下的粮食，除秋天粜了一些，开支了零星工钱，买了点粗
布，其余的粮食也不过可以吃到来年夏季，所以也不敢再粜，只好把一百元打发了零债和利息，而让
先前的那张百元借约暂存于债主之手。
　　来年的闾长美缺，仍推不出去。
　　六　　这年的间长更难当了。
公款的名目比上年多，数目也比上年大，次数又比上年密。
本来这么着就足够一个间长忙了，而还有些人更要从忙中加忙。
例如王之助就是其一：他因为去年腊月被债务逼得过不了年，就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和村中几个所谓
“混鬼”搬到离村一里多地的一个破瓦窑旁边的一孔土窑窑里去住。
这么一来，使秉颖收钱时候每一遭须得跑二三里：你道是忙里加忙不是？
　　公事越忙了，私事越顾不上忙：这年秉颖完全顾不上上地里去了，从春耕起，都是雇了人做，而
自己还好象忙不过来——不是收钱就是送钱；不是区长招集训话，就是村长召集开会；而征集差骡，
供应柴草等杂务，也处处离不开闾长，弄得闾长们个个马不停蹄。
　　这年村子里的人出钱更啬了，没有一次收钱能收齐备了的，都是七长八短拖着些尾巴。
这种情形，已是村非一闾，闾非一户，弄得村长也没有办法使之齐全，也只好马马虎虎。
　　秉颖这一闾，如王之助那些户口者也颇多，而秉颖自己零星用钱之处也颇不少，所以零收零用，
半年工夫就欠下了二十五元公款。
自知无法推托就打发人向村长借钱，结果又借了三十元。
自此以后，虽小心着不敢再用收起来的款，但自己种着二十多亩地，而公款次数半年之间，不下数十
次，所以不到腊月就又累了三十元。
自知非卖地不行。
而这年的小米只卖两角钱一斗，通年的花销又那样大，算来每亩地要赔二三元钱。
加以现残缺乏，所以卖地也没有人要。
　　七　　这天是阴历腊月十五日，村长又召集开会。
　　会开了，村长说：“眼看年残月尽了，各闾的公款还没有交齐，有欠三元五元的，有欠十元八元
的，甚而还有欠几十元的。
诸位要知道千零成总，村里欠下县里的，县里已打发人来，限于阴历二十日以前，扫数缴清，那么我
也就只有请众位帮帮忙，三天以内各把自己闾中的欠款收齐送来。
假如三日缴不到村公所来，那我也就只好不客气了。
你们各位到了那时须把收起来的钱和实在没有钱的欠户送到村公所，我自有办法。
假如人钱两空，那我也就只好坐诸位要钱了。
”　　秉颖自听了这番话起，连明带夜跳打了三天，也没有跳打出个结果来——也托人去借过钱，也
借过当头，也去寻过舅舅，也去寻过银妞（他的女孩）的舅舅⋯⋯法子都生遍了，只是连一块钱也没
有抓到手。
　　第三天晚上，秉颖托人去找村长求情，并且请把自己的地卖给村长几亩，要村长替他垫一步。
起先村长回绝了他的要求，后来看见他已经死蛇躺地，听着吃官司也没有法子弄钱了，这才打算给他
想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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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地成了赔钱货，村长如何肯买呢？
所以后来才让他又进了一张三十元的借约，并且因他拖欠公款，立刻要他交出闾长职另行改选新人接
办——这自然是秉颖求之不得的。
　　秉颖交出闾长，觉着一身轻松，这个年关过得特别高兴。
不过这年无故又给村长进了两张借约，而前者借别人的一百元又够一年了，没有钱付利息，又累利作
本，凑成一百二十元：这些小事，却又使卸却责任的秉颖感到美中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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