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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著名作家高建群的《大西北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剖《最后一个匈奴》），是一部原生态
小说。
原生态的故事，原生态的人物，原生态的语言。
像大西北的原生态民歌一样，纯朴动人，别有韵味。
　　《最后的民间》是我国著名作家高建群继《最后一个匈奴》之后推出的“大西北三部曲”的第二
部，原名《六六镇》，该书初版于1994年，当时曾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此次作者将它重新修订，
易名出版。
　　小说主人公张家山在六六镇上开办民事调节所，为周围百姓调解民事纠纷为主线，展开了一系列
有趣的故事。
小到夫妻不合，偷鸡摸狗，招夫养夫，大到“心脏开花”开棺验尸的人命大案，将陕西农村发生的奇
人奇事用张家山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串在一起，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
勾勒出了一幅原生态的人类生存图景，被业内外人事称为原生态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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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陕北地面，无定河以远，群山环拱中，有个小镇，叫六六镇。
啥叫“六六”，这名字生得有些古怪。
有好事的人，一番考证，从而知道了，这一处地面，正是当年陕北乡党李自成揭竿而起的地方。
　　李自成把自己的年号叫“大顺”。
“六六大顺”、“六六大顺”，却是当地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数字，陕北人独喜欢这个“六”字，认为它大吉大利，大富大贵，而且言
谈口语之间，将它和大顺联系起来，故有“六六大顺”之说。
李自成当年给自己的王朝命名，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
考证认为，大顺王朝既殁，陕北乡党捶胸顿足之余，将这个原来叫太平镇的地方，易名“六六镇”，
算是对乡党的一点纪念。
偌大中国地面，若要刨根问底，想来这一类掌故，不在少数。
仅就六六镇而言，它治下的许多村名，许多姓氏都有讲究，稍稍刨根问底，都能找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来。
　　有个村子，通村姓遆。
这个“遆”姓，就姓得有些古怪。
原来这一村老少，却是皇子皇孙，金枝玉叶。
历史上的某一次兵变中，帝王之家乘一条船仓皇出逃，溯黄河而上，落脚在此。
原先的姓不敢姓了，就取一个“帝”字，加一个“舟字底”，权且姓“遗”。
　　又有一个村子，通村的人，古历的正月十三这天，闭门不出。
这是什么缘故？
这个村子，通村姓杨，细细考察，却是当年杨家将的后裔。
杨家北征辽国，正月十三日那天，有过一次大的兵败，从此子子孙孙们在正月十三那天，闭门不出，
羞于见人。
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又有一个村子，通村姓张。
老辈子传下话来，这是黄帝的第四个儿子的一拨后裔。
原来，黄帝的这个儿子叫青羊。
青羊发明了弓箭，仓颉造字，便取一个“弓”字，取一个“长”字，成为他的姓，从此这张姓人家绵
绵延延，以至今日。
　　另有一个村子，通村姓门。
原来这一村的人都是当年那赵国宰相蔺相如的后裔。
赵国亡国之后，敌人追杀蔺姓人家，叫一声，见了姓蔺的割头，又叫一声，见了姓蔺的，剜心。
于是正在逃亡的蔺姓人家说，我们自己先割头，我们自己先剜心吧。
于是去掉草字头，隹字心，“蔺”字变成了“门”字。
　　闲言少叙。
却说这六六镇的来龙去脉，一旦考证出来，一时节，英雄了这一块地面上的人们，六六镇方圆的山山
峁峁，贫瘠荒凉的山野之地，凭空生出一股豪迈之气来。
六六镇治下，有个张家畔村。
这张家畔，正是陕北民歌“好女子出在张家畔”一句说的那个地方，这张家畔的张姓人家，亦正是传
说中的那青羊的后裔。
　　这村子，有一个人叫张家山。
张家山高高的身材，一张长脸，头上一年四季蒙着个羊肚子手巾，上身是一件发了白的四个兜蓝制服
，下身是一个大裆裤，大裆裤的裤角，总用一个带子束着，脚下则是一双圆口布鞋。
从冬到夏，他都这么个打扮，从不改样。
　　张家山当了一辈子村干部，尔格告老在家，躺在炕上，脊背背着炕石板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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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的话说：“老叫驴拉到背巷里了！
”又说：“老猫不逼鼠了！
”正在这样说着，六六镇的故事，传到了他的耳畔。
本来是死眉搭眼的一个老汉，听到这传说，竟一下子不安生起来。
张家山从炕上，一把拾起，猫着个腰，绕着自家的窑院转了三天，主意拿定，然后丈二长的布腰带，
往腰里一扎，脏尔巴唧的白羊肚子手巾往头上一围，气昂昂地来到六六镇，要闹一番世事。
适逢改革开放年月，六六镇上，一夜之间，生出许多专业个体、地摊铺面。
张家山见了，嘿嘿一笑，托人上县城、办了营业执照，于是，一间民事调解所，鸣鞭开张。
　　张家山民事调解所，专以调解民事纠纷、说白道黑、摆平抹光为大要。
儿歌唱道：“张家山，张家山，陕北出了个儿老汉，麻纸糊的一张脸，四处充好汉！
”说的正是这张家山的日常行径。
啥叫“儿”？
陕北话中，“儿”字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解释清的字眼儿。
陕北人生性懒，遇到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不合常理的人物，双手一拍，哈哈大笑日：“儿货！
”不过公允地讲来，“儿老汉”这个称谓于张家山，却不算十分合适，我们知道，他所以老了老了，
老不安生，却是因为这六六镇的地名，先人们的英雄豪迈的浪漫精神，在一个早晨，像一阵风一样地
钻进了他的脑子里了。
　　所内收得一个面目慈善、菩萨心肠的老女人，人称谷子干妈。
有知道的人说，这是张家山年轻时候的一个相好，张家畔的女儿。
所内还收得一个半大后生，懵懵懂懂的李文化，一个半脑子，忙前忙后，算是仆从。
　　太平年间，人类猥琐，这六六镇及其方圆的卫星村庄，奇奇怪怪，蹊蹊跷跷，生出许多奇异怪诞
的事情。
如此闭塞的乡间，如此呆滞单调的环境，能有什么事情发生？
所发生的事情，大都是些花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日鬼倒棒槌些事情，稀奇古怪些事情。
这些事情总让人啼笑皆非。
当然，怀着深刻的乡土观念、记着昨日的光荣的六六镇的人们会说，正是这半蛮荒的土地，正是这封
闭的环境，正是这些淳朴的山汉们，给他和他们一个机会，他们立刻会像李自成一样横行天下。
亲爱的读者，他们这样说是对的，至少讲故事的人这样认为。
　　张家山调解所一经开业，四邻八村，旮旮旯旯，各样事情，纷至沓来。
其中第一桩，最为尴尬，叫“心脏开花”，说的是一个寡妇的故事。
　　寡妇门前是非多。
六六镇地面，有个田庄。
田庄有个田寡妇。
说话的当儿，这田寡妇都五十三了。
田寡妇膝下，有个独生子，叫田本宽。
这天早晨，田本宽提了把镰刀，上山收秋，出得门来，见母亲拿了把扫帚，站在大门口。
　　田本宽是个粗人，见母亲在门口张望，心中不悦，叫一声：“我的娘，你不见有人说.‘寡妇门前
是非多’么！
你放着逍遥不逍遥，放着自在不自在，整日价提着把扫帚，像个丧门星，站在门口招人眼目，做甚？
你尿泡尿照照自个儿，看你是十七了，还是十八了！
唉，老了老了，老不安生！
”　　这话说得有些馋火。
田寡妇听了羞红了脸，低声斥责道：“好娃哩，你说起话来，咋仄塄半坡地，没个大小？
旁人听见了，会笑话你的！
娘再不好，好歹为生你，十月怀胎，疼过一回！
”田寡妇说完，不再理会田本宽，双手抱了扫帚，开始在地上划。
有灰尘轻轻地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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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寡妇手中的扫帚，是用高梁穗儿缚的。
六六镇靠近蒙地，通常用的扫帚，是用芨芨草扎的，扎好以后，上面再安个把儿，俗称扫把。
另一种是细扫帚，是用糜子秆儿缚的，为了有个区别，叫笤帚，婆姨女子们扫炕用的。
这田家窑院，早晨，田本宽已经用扫把划过一回，因此现在见了母亲这样，就给了些言语，细细想来
，也不为过。
　　关于这扫帚的交代，也不算多余的笔墨，待会儿，田寡妇还要用这扫帚去派她的用场。
这是后话。
　　田本宽在山上干到晌午端，回到家里，冰锅冷灶的，全不见田寡妇的踪影。
田本宽以为自己早晨的话重了，惹得母亲不高兴了，也就没有在意，从馍笼里摸出两个馒头，又从窑
院的空地上，拔下两根生葱，一阵狼吞虎咽。
吃罢，又顺过瓢来，喝了一瓢凉水，算是对付着吃了顿饭，把肚皮哄住了。
吃罢饭，依旧上山。
　　黄昏回来，满院寻找，仍不见田寡妇的踪影。
田本宽这回才有些着急了。
他站在畔上，可着嗓子，朝村子吼了一阵。
这小小的田庄，巴掌大的一块方，以田本宽的大嗓门，焉有听不见的道理。
可是吼归吼，就是不见田寡妇的人影。
倒是有几个光头老汉，听到喊声，探了探头，就又缩回去了。
没良法，田本宽只得叹息一声，又回到窑里。
　　正在无计可施之际，田本宽突然听到南窑里有响动。
侧耳一听，却是老鼠在叫，“吱吱喳喳”的，像是在演戏。
田本宽听了眼前一亮。
这时天色已晚，南窑里没有装电灯，田本宽点了一盏油灯，向南窑走去。
　　陕北的窑洞住家，通常以三孔为一组。
田家也是这样。
中间一孔，算是正窑，由田寡妇住了；住家以外，兼作厨房。
北边一孔，是田本宽住。
南边的一孔，按照惯例，放些杂物。
光景好的人家，这南窑里，会有一头驴子，一合柱子等等。
田家的光景拮据，因此这南窑只是空着，好在当年挖窑时顺势在窑掌留了一面大炕，因此不至于显得
过于空落。
　　推门进去，高举油灯一照，田本宽不由得哎呀一声大叫。
只见窑掌的炕上，顺着炕沿，田寡妇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一群老鼠，围着田寡妇，跳跳蹦蹦，想要下嘴，却又不敢，于是扭转屁股，伸出尾巴来，在人身上试
探。
听到响动，见了光亮，老鼠们“哗”的一声散了。
灯影绰绰中，田本宽实指望母亲也能动上一动，可是这指望是落空了，母亲仍直挺挺地停在那里，纹
丝不动。
　　田本宽大着胆子，走上前去，一手掌灯，腾出另一只手，朝田寡妇的嘴上，试探了一下，不见有
气，就又将手伸到田寡妇脖颈底下，想将她扶起来。
奈何田寡妇全身已经梆硬，像一个直棍子一样，哪里折得回来。
　　田本宽年轻，没经过世事，见了这阵势，早吓得心惊肉跳，失魂落魄。
他掷了油灯，大呐二喊起来。
声音惊动了田庄村。
六六镇上，夜半三更，张家山民事调解所的大门，被敲得山响。
张家山身沉，醒是醒了，却不开门，脊梁骨依旧贴在炕板上，问是谁。
敲门的人乍着哭哭声喊：“张干大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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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山说：“你是谁，你不道出个名姓来，我不开门！
”来人说他叫田本宽，田庄的，他妈死了。
张家山听了，倒是吃了一惊，赶紧下炕开门，嘴里念叨道：“你是说田寡妇死了？
那一天，我从田庄经过，还看见田寡妇提了把扫帚，畔上站着，面色红光光的。
这婆姨，倒是走得快，怎么说死就悄没声息地死了！
也不打个招呼，好相跟上！
”　　田本宽进窑，接住话茬，说道：“我也是这么说，张干大！
事情蹊跷，怕是叫人害死的！
”　　“人命关天，你该出去报官！
”　　“我找派出所了。
派出所不管，说这叫‘自然死亡’！
叫不要声张，挖个坑坑，把我妈埋了算了！
”　　“话咋能这样说，一满不负责！
死的是一个大活人，又不是一只鸡，咋能这么草率！
”　　“我也说的是，张干大！
你看，我跑了四十里山路，跑得一头的米汤，来搬你，就是求你到田庄走一趟的！
这事得靠你做主。
张干大，你给我个脸儿，咱们上路！
”　　张家山要田本宽先回去，自己明个儿一早就去田庄。
田本宽说：“你可要当事！
”张家山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咋会不当事的？
赶明儿，张家山民事调解所，娃娃打狼一齐上，都到田庄去，连红砣砣章子也带上，就地办公，如何
？
”田本宽心安了些，径自去了。
　　第二天早晨，太阳冒红，六六镇上，走出一干人马。
张家山叼着一根烟袋，神色开朗，前头走着。
见人咧嘴一笑，露出一颗铁质的门牙来，煞是有趣。
谷子干妈摇摇晃晃地迈着个“解放脚”，形影不离，跟在后边，落在最后的是半大小子李文化，腋下
夹着一个公文包，一边走着，一边捧着一本闲书在看，高一脚低一脚的。
　　路旁，有一个小孩站在那里撒尿，看见张家山一行过来了，小孩想收，收不住，只好转过身，背
对大路，装作不知道路上有人，继续撒。
　　谷子干妈见了，脸上有些挂不住，用手捂了眼睛，擦着路边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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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作家高建群继《最后一个匈奴》之后隆重推出，“大西北三部曲”之二《最后的民间》，购
买本书，有机会获得作者原生态国画！
　　中央台的原生态民歌唱响大江南北，大西北原生态小说会让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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