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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镇人物”是孙方友“陈州笔记”①的延续，是他“新笔记体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州笔记”里的人物的生存背景，是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小镇人物”里的人物的生存背
景，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今。
从19世纪以降到21世纪初始，孙方友的“新笔记体小说”，讲述了先后三个朝代足足百年有余的历史
。
　孙方友笔下的小镇，就是颍河镇。
在这里，小镇的历史，不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不是政治学家眼中的历史，也不是哲学家眼中的历
史，而是一个文学家眼中的历史。
这是一部带有个人体温具有文学特质的被浓缩了的20世纪的中国民间史。
这部民间史有着明确的历史观，那就是民间立场。
在这里，我们能处处看到我们自己的身影，能看到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存在过的
那一刻。
就像舍伍德·安德森①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历史只是各个片刻的历史，我们只有在难得的片刻间是
真正的生活。
”颍河镇的历史是鲜活的，她的鲜活存在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每一个片断里。
　　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立传，是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的美学根基；以人物命运为纲的叙
事策略，是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的美学风格。
“陈州笔记”收入三百二十余篇，“小镇人物”收入三百五十余篇，前前后后近七百个人物，这些微
弱得像野草一样鲜活的生命，构成了颍河镇的血肉与灵魂，可谓气势磅礴；在孙方友的笔下，颍河镇
上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无所不及，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尽染纸上，可谓生生不息；在一个小
小的颖河镇上，孙方友绘就了中华民族一个世纪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把我们民族的记忆和民族的情绪
书写得淋漓尽致，可谓新时期文学生长史中一座独特的山峰。
　　我们采用编年的方式来编辑孙方友的“小镇人物系列”，这样，能使我们看清作者“新笔记体小
说”叙事风格形成的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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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梅像是生来就有某种“领导意识”，爱出风头且有表现欲。
政界失意了便转入了巫界，领导不了无神论者就领导有神论者。
每逢初一、十五就带领浩浩荡荡的信神队伍去陈州太昊陵、周口关帝庙烧香拜佛。
那队伍虽然苍老，但很壮观，一溜儿几辆小手扶，上面飘荡着鸡尾旗、杏黄旗，下面坐着老太婆和老
头儿，人人胸前别着黄布条儿，手拿元宝、黄表或腰香，一脸虔诚，令人肃穆。
因为胡梅是老巫婆的女儿，仿佛有神的某种召示，衣钵在手，又有文化，见过世面，自然也就是正宗
嫡传的领导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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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方友，男，1950年生，河南淮阳县新站镇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文学院专业作家。
　　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创作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三十六部，中短篇小说集十余部，电视剧
百余集，计五百多万字。
代表作有：《虚幻构成》、《谎释》、《陈州笔记》系列、《小镇人物》系列等。
有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捷克等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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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994年小镇上的大人物麻嫂李小济于老六黄国棋狗拽孙多贤飘飘保镖西岸袁三1995年欢欢歌歌晶晶圆
圆尤狗子流注香香老蔫1996年老白支书鞋匠白五乡长白钢司机白光民师白春乡医刘山乡师白芳巫女打
工妹菊打工妹兰欣欣安主任马仁秀钱县长1997年河边错误老马老典罗锅1998年老梅老曾老常老伊袁板
胡老横雷二少方鉴堂滢滢苗苗郭先生老牛戴先生宝德老金王财附录 我的大哥孙方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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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4年　　小镇上的大人物　　大人物姓柳，名侃，字澜波。
众人只知他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至于官至何位，没多少人能说清。
据传当年北京和平解放时，他曾做过国军代表，可事成之后，他却坚持“一臣不保二主”，弃甲归田
，隐居乡里，清享晚年。
　　论辈分，他在镇东街是首屈一指的，我应该喊他为“爷”。
那年月，他那身份令人悚然。
称呼近了大有勾结“战犯”之嫌，“爷爷”之类万万喊不得。
可他满头银丝，一对双眼皮儿夹杂着几根红丝的大眼睛炯炯有神，总能威逼着晚辈人喊他一声“老侃
”。
　　记得第一次拉他游街的时候，他很顺从。
“造反派”把纸牌子摊在他面前，让他自个儿写。
他毫不迟疑，挥笔而就：“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官——柳侃”。
字体遒劲，且又是怀素体。
不料笔未放稳，头颅上就挨了一掌。
接下来，苍劲有力的“弃暗投明”与“将官”换成了瘦小丑陋的“罪大恶极”和“战犯”，然后套在
他的脖子上，一阵高喝，被拉了出去，前面锣鼓开道，后面口号声声。
他却依然迈着军人步伐，一点儿不含糊。
　　接着是搜家。
院子里挤满了大人小孩。
执行者呵声如雷，他却立正如木。
僵持久了，显得无聊，人们便开始观赏小院景色。
小院不大，篱笆分道。
榕花树、棠梨树、白檀、石榴，奇花异草布满角角落落⋯⋯突然，一阵高喧，有人拿出了一布包儿。
人们簇拥而上，周围的人都伸长了脖颈，踮起了脚跟儿，屏气静声，单等布包儿打开，看到底是否电
台手枪之类。
随着人们的唏嘘声，执行者从包里掏出了一本影集，掀开一页，晃动一圈儿。
第一页是老侃与一个肩扛“门板”、胸佩勋章的光头的合影；第二页是当年北京谈判的集照；第三页
便是他与妻子女儿的全家福。
照片上的两个女人都是烫发、旗袍，年轻的那一位还肩披青纱。
据讲解人说老侃的妻子是天津一位资本家的女儿，解放初期去世，只留下那位身披青纱的独生女儿，
现在天津一个什么所搞研究。
这影集也就成了他的罪证。
每掀一页，照片上便出现不少国民党大人物，他的头上就不免被人击几下。
他却面若冰霜，一副受训的立正姿态。
　　每天游斗归来，他照样要把武装带系在衣外，走路仍是军人步伐。
早晨坚持跑操，在镇外的官道上来回走动，最后还要在他自制的单杠上起落几下。
过了数日，斗争他的人竟怏怏地对他撒手不管了。
偷问原因，原来他与北京通了信，一位大人物替他说了话。
人们就觉得他神通广大，再不惹他，只让他在队里干些散活计。
　　开初，他挑尿肥。
每天早饭后，就见他挑着尿桶，提着尿勺走东家串西家。
太阳落的时候，也是他在颍河边刷尿桶的时候。
他刷尿桶极认真，用一个自制的小竹刷，“哗啦啦，哗啦啦”，直把尿桶刷得比人家的水桶还干净为
止。
　　有一天，他突然不挑尿肥了，也不向队长说，只在家中学“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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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尿肥满了，反映给队长，队长便去寻他。
他淡淡地说：“我上了年纪，挑不动尿肥了，请你另请高明。
”队长知道他通“上神”，便派他去看麦子。
他放下书，摘下花镜，朝队长点点头。
第二天，他拿着苫子、凉席、小褥子、小单子、小枕头、小茶壶、小茶盅、大雨伞、长绳子，搬家一
样到了地里。
他围地转了一圈儿，看了地形，寻到大树下，认真铺了床，然后用绳子把撑开的雨伞吊在上面，仰面
正睡，四肢放妥，轻轻打起鼾来。
睡足一时，便坐起来学“毛选”。
他专看“战争篇”，尤其对战争的电文和有关战争的注解，一点儿也不放过。
　　夕阳如火的时刻，他开始收拾东西回家做晚饭。
他吃饭一直定量，用秤盘小心地称着削了皮的地瓜干，然后从罐儿里取出两个鸡蛋。
他的女儿每月都给他寄钱来。
他把钱换成小票，一天花多少就取出多少。
有一天，他家突然添了个客人。
客人满头银发，看样子比他岁数还大，那客人来后，他再不下手做饭，就坐在一个竹椅上与那老者闲
侃。
那老者又烧火又切菜，忙上忙下地做好了，又端到桌子上，取了筷子，再请他入座。
那老者住了半个月，认认真真地侍候了他半个月。
许久之后，他才说那老者在他手下当过团长。
　　1985年我参加工作以后，就极少见到老侃了。
听家乡人说上头补发了他不少钱，现在照月给他生活费。
他那在天津的女儿回来过一次。
那女人已年过半百，身上再也找不到当年玉照上的倩影了。
海峡两岸活络以后，从那边回来的人不断朝他那儿跑，来了，就做饭，给他端吃端喝⋯⋯　　前年夏
，我回乡探亲，再次见到了老侃。
他已年过九旬，但身板儿还算硬朗。
麦忙五月天，他却每天都去颍河湾里散步，然后寻到一处，一坐一个上午。
　　有一天，我去颍河里洗澡，离老远就见老侃坐在河坡上。
我好奇地游过去，他竟没发现我，双目痴呆地盯着什么。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一下惊诧得张大了嘴巴。
一块硕大的骨头上，爬满了黑色黄色的蚂蚁。
“黑军”和“黄军”为争夺那块骨头，正进行着殊死搏斗。
成千上万的蚂蚁，组成了黑黄两个“军团”，浩浩荡荡，前赴后继，那场面波澜壮阔，惊心动魄⋯⋯
　　一年之后，老侃患脑溢血离世，他死的时候已不能说话，只一个劲儿地指桌子。
他的女儿拉开抽屉，找出一份提前立好的遗嘱。
遗嘱上安排不让女儿为他披麻戴孝送纸钱，只要求女儿每年清明节上坟之时，在他的坟头上放一块骨
头⋯⋯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遗嘱！
　　此地离天津两千华里，他的女儿也已年迈，决不会每年都回来。
可令人不解的是，老侃的坟头上却不断有人放骨头，招来成千上万的蚂蚁为骨头而战。
　　谁放的？
不知道！
　　麻嫂　　麻嫂并不麻。
听人说，麻嫂年轻时长得很漂亮。
　　麻嫂也不姓麻，只因她的丈夫姓麻，所以众人都称她为麻嫂。
麻嫂很不喜欢麻哥的姓氏，常常说：“多好一个人儿，被你们这鸟姓生生拉下不少分儿！
知道的说我长得还可以，不知道的还以为俺是个麻脸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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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是姓美多好，人家一喊美嫂，那感觉立刻就不一样！
”　　麻嫂姓田，娘家住在紧靠颍河的田家大湾村。
由于田家人老几辈都是渔民，所以麻嫂从小就会打鱼。
小时候，她整天在河里野，胆大心细。
有一天午后她去河坡里割芦苇，突然发现一个大老鳖正在河滩上晒盖，就飞似的跑上去，踩在了老鳖
身上。
那老鳖有簸箩般大，驮着她就朝水里跑。
麻嫂急中生智，挥起镰刀削断了鳖爪，等鳖爬不动了，她也浑身像个血人儿了。
后来父亲来了，帮她把鳖弄到家，剥出了不少珍珠。
麻嫂的母亲急忙趁热把珍珠用线串了起来，因为珍珠为奇物，一凉就串不成，而串不成线的珍珠至少
要少卖一半钱。
后来父亲卖了那串珍珠，给麻嫂扯了一身花布料。
麻嫂舍不得穿，锁进了箱子里。
镇里一位郎中听说田家湾出了一个奇鳖，要求买走那鳖盖，可麻嫂执意不卖，说是留个纪念。
她用小刀把鳖盖刮净，又用水洗了几遍，然后对爹说：“咱家穷，让它给我当陪嫁吧！
”后来麻哥娶麻嫂的时候，嫁妆里果然就有这个大鳖盖。
那鳖盖奇大，挂了红绸，招来不少人看稀罕。
乡入见麻嫂长得好，都说麻哥娶了个老鳖精，小心生一窝儿小鳖娃儿。
麻哥就觉得晦气，对麻嫂说：“弄这个盖盖子干什么？
”麻嫂白了一眼麻哥，说：“你懂个屁！
鳖为宝物，等我们有了娃儿，把他放在鳖盖里睡觉，清凉润肺，再热的天也不上火！
”　　麻嫂的嫁妆中，还有一样与众不同的东西，那就是鱼皮鞋。
鱼皮为草鱼皮。
此地人称这种鱼为“火头”。
这种鱼皮又厚又结实，不但能制胡琴，还能做鞋。
鱼皮鞋不过水不过潮，踏雪不沾雪。
那时候农家穷，谁能买得起胶鞋，麻嫂的娘只得用这种鱼皮做鞋让女儿踏泥踩水度雨天。
　　有一日，麻嫂穿着鱼皮鞋披着蓑衣跟父亲去河里取钩。
一到河边，发现鱼钩被拽断了大半。
她和父亲急忙划船顺水寻找，原来是钩住了一个罕见的大鱼。
那鱼足有六尺长，一百来斤。
父亲把大鱼撂到了岸上。
眼见那鱼又要朝水里跃，麻嫂一个箭步飞上岸，用刀一下划开了鱼肚。
鱼肚一开，不想从里边滚出一只娃娃的胳膊。
那胳膊又白又嫩，手脖儿上还系着一个带铃的银镯子。
麻嫂一见直吓得面色苍白，又呕又吐，从此再不吃鱼。
　　由于麻嫂不吃鱼了，嫁到镇上后，就再不打鱼。
只是麻嫂一生喜水，又划一手好船，便和麻哥在码头上边开了个小渡口，单赚那些等不及大渡船的人
的小钱。
一天到晚，从此岸到彼岸，也能搞个六块七块的。
没想好景不长，码头上的大渡船全装上了机器，速度快了几多倍，码头上再也存不住人。
加上小渡船危险又缓慢，就更少有渡客光顾麻嫂了。
麻嫂很无奈，最后只得撤了渡口，回家种地了。
　　那一年，麻嫂二十六岁。
那时候麻嫂已为麻哥生下了一儿一女。
一儿一女从小睡在那个大鳖盖里，仿佛都沾了灵气，上学读书如喝书，眼下双双考上了县重点高中。
由于光靠土地收入，供养两个高中生就有些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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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无奈，麻嫂就决定卖掉那只大鳖盖。
当年要买那只大鳖盖的郎中还活着，麻嫂找到他说明了心意。
老郎中为人耿直，对麻嫂说：“这些年吃鳖的多，鳖越来越金贵，鳖甲也值钱。
你那鳖盖足有二十斤，一般人买不起了，不如到地区大药堂里问一问。
”麻嫂见老先生实在，很是感动，忙派麻哥去了地区中药堂。
地区中药堂很公正，说是麻嫂当年逮的那只大鳖为千年老鳖，属珍贵中药，一下出钱七干元，敲锣打
鼓地运走了。
　　麻嫂手拿一捆儿钞票，怅然望着远去的迎鳖甲队伍，心里好失落！
　　为死钱活用，麻嫂让麻哥请人修补了那只破船，置买了渔具，又开始下河捕鱼了。
　　不知为什么，麻嫂对鳖就产生了某种复杂的情愫。
每每捕到鳖，她再也舍不得吃舍不得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水池，把鳖养了起来，然后去河滩里拉来
沙子，在水池边铺了。
麻嫂对麻哥说：“鳖对咱家有恩，咱一定要好生待它们！
鳖喜阴又喜阳，它们在沙滩上晒盖的时候，都不要惊动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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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镇人物2：巫女》是中国当代笔记体小说之王孙方友的作品。
　　在中国，不提笔记体小说则罢，如果提，则必提孙方友。
　　短短千字，便可写出一个镇、一座城乃至全中国底层社会的缩影。
在各式粗糙的长篇小说泛滥的今天，有这样一扇精致的窗口，可以让我们欣赏到小镇的万千风情，感
受到心灵的丝丝颤动，幸甚！
幸甚！
　　笔记体小说：文体名，笔记泛指随笔记录。
不拘体例的作品。
题材广泛。
其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较有结构的，称为笔记体小说，亦称笔记小说。
代表作有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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