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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作品精选》

内容概要

《冯骥才作品精选(珍藏版)》是“现当代名家作品精选”之一，收录了冯骥才创作的散文、小说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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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作品精选》

作者简介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初为画家。文革后为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八
五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百
种，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种。近十多年来，冯骥才投身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现
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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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作品精选》

书籍目录

小说炮打双灯神鞭三寸金莲楼顶上的歌手胡子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抬头老婆低头汉雪夜来客老夫老妻
俗世奇人短语酒婆蓝眼泥人张苏七块好嘴杨巴张人力小畅月楼义结李金□刷子李散文逼来的春天苦夏
秋天的音乐冬日絮语夕照透入书房马年的滋味猫婆珍珠鸟大地震给我留下什么在雅典的戴先生我与《
清明上河图》的故事维也纳春天的三个画面萨尔茨堡的性格燃烧的石头精神的殿堂古希腊的石头离我
太远了，皮兰草原深处的剪花娘子大雪入绛州羌去何处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谁能万里一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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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作品精选》

章节摘录

羌，一个古老的文字，一个古老民族的族姓，早已渐渐变得很陌生了，最近却频频出现于报端。这是
因为，它处在惊天动地的汶川大地震的中心。    羌字被古文字学家解释为“羊”字与“人”字的组合
，因称他们为“西戎的牧羊人”。在典籍扑朔迷离的记述中，还可找到羌与大禹以及发明了农具的神
农氏的血缘关系。    这个有着三千年以上历史、衍生过不少民族的羌，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一个向
外输血的民族”，曾经为中华文明史作出过杰出贡献。但如今只有三十万人，散布在北川一带白云迷
漫的高山深谷中。他们居住的山寨被称做“云朵上的村寨”。然而这次他们主要聚居的阿坝州汶川、
茂县、理县和绵阳的北川，都成了大灾难中悲剧的主角。除去一千余羌民远居住在贵州省铜仁地区之
外，其他所有羌民几乎全是灾民。    古老的民族总是在文化上显示它的魅力与神秘。羌族的人虽少，
但在民俗节日、口头文学、音乐舞蹈、工艺美术、服装饮食以及民居建筑方面有自己完整而独特的一
套。他们悠长而幽怨的羌笛声令人想起唐代的古诗；他们神奇的索桥与碉楼，都与久远的传说紧紧相
伴；他们的羌绣浓重而华美，他们的羊皮鼓舞雄劲又豪壮；他们的释比戏《羌戈大战》和民俗节日“
瓦尔俄足节”带着文化活化石的意味⋯⋯而这些都与他们长久以来置身其中的美丽的山水树石融合成
一个文化的整体了。近些年，两次公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把其中六项极珍贵的民俗与艺
术列在其中。中国民协根据这里有关大禹的传说遗迹与祭奠仪式，还将北川命名为“大禹文化之乡”
。    在这次探望震毁的北川县城的路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飞石，树木东倒西歪，却居然看到道边神
气十足地竖着这样一块大禹文化之乡的牌子，可是羌族唯一的自治县的“首府”——北川已然化为一
片惨不忍睹的废墟。    二十天前北川县城就已经封城了。城内了无人迹，连鸟儿的影子也不见，全然
一座死城。湿润的空气里飘着很浓的杀菌剂的气味。我们凭着一张“特别通行证”，才被准予穿过黑
衣特警严密把守的关卡。    站在县城前的山坡高处，那位靠着偶然而侥幸活下来的北川县文化局长，
手指着县城中央堆积的近百米滑落的山体说，多年来专心从事羌文化研究的六位文化馆馆员、四十余
位正在举行诗歌朗诵的“禹风诗社”的诗人、数百件珍贵的羌文化文物、大量田野考察而尚未整理好
的宝贵的资料，全部埋葬其中。    我的心陡然变得很冲动。志愿研究民族民间文化的学者本来就少而
又少，但这一次，这些第一线的羌文化专家全部罹难，这是全军覆没呀。    我们专家调查小组的一行
人，站成一排，朝着那个巨大的百米“坟墓”，肃立默哀。为同行，为同志，为死难的羌民及其消亡
的文化。    大地震遇难的羌民共三万，占民族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擂鼓镇、板凳桥以及绵阳内外各
地灾民安置点走一走，更是忧虑重重。这里的灾民世代都居住在大山里边，但如今村寨多已震损乃至
震毁。著名的羌寨如桃坪寨、布瓦寨、龙溪川、通化寨、木卡寨、黑虎寨、三龙寨等等都受到重创。
被称作“羌族第一寨”的萝卜寨已夷为平地。治水英雄大禹的出生地禹里乡如今竟葬身在堰塞湖冰冷
的湖底。这些羌民日后还会重返家园吗？通往他们那些两千米以上山村的路还会是安全的吗？村寨周
边那些被大地震摇散了的山体能够让他们放心地居住吗？如果不行，必须迁徙。积淀了上千年的村寨
文化不是注定要瓦解么？    在久远的传衍中，这个山地民族的自然崇拜和生活文化都与他们相濡以沫
的山川密切相关。文化构成的元素都是在形成过程中特定的，很难替换。他们如何在全新的环境找回
历史的生态与文化的灵魂？如果找不回来，那些歌舞音乐不就徒具形骸，只剩下旅游化的表演了？    
在擂鼓镇采访安置点的羌民时，一些羌民知道我们来了，穿着美丽的羌服，相互拉着手为我们跳起欢
快的萨朗舞来。我对他们说：“你们受了那么大的灾难，还为我们跳舞，跳这么美，我们心里都流泪
了。当然你们的乐观与坚强，令我们钦佩。我们一定帮助你们把你们民族的文化传承下去⋯⋯”    不
管怎么说，这次地震对羌族文化都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它使羌族的文化大伤元气。这是不能回避的
。在人类史上，还有哪个民族受到过这样全面颠覆性的破坏，恐怕没有先例。这对于我们的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可是，总不能坐待一个古老的兄弟民族的文化在眼前渐渐消失
。于是，这一阵子文化界紧锣密鼓，一拨拨人奔赴灾区进行调研，思谋对策和良方。    马上要做的是
对羌族聚居地的文化受灾情况进行全面调查。首先要摸清各类民俗和文学艺术及其传承人的灾后状况
，分级编入名录，给予资助，并创造传承条件，使其传宗接代。同时，对于地质和环境安全的村寨，
经过重新修建后，应同意原住民回迁——总要保留一些原生态的村落，当然前提是安全！还有一件事
是必做不可的，就是将散落各处的羌族文化资料汇编为集成性文献，为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建立可以
传之后世的文化档案。    接下来是易地重建羌民聚居地时，必须注意注入羌族文化的特性元素；要建
立能够举行民俗节日和祭典的文化空间；羌族子弟的学校要加设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以利其文
化的传承；像北川、茂县、汶川和理县都应修建羌族文化博物馆，将那些容易失散、失不再来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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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作品精选》

深远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民俗文物收藏并展示出来⋯⋯说到这里，我忽想做了这些就够了吗？想到震
前的昨天灿烂又迷人的羌文化，我的心变得悲哀和茫然。恍惚中好像看到一个穿着羌服的老者正在走
去的背影，如果朝他大呼一声，他会无限美好地回转过身来吗？P354-356

Page 6



《冯骥才作品精选》

编辑推荐

冯骥才，男。汉族。浙江宁波人，祖籍浙江慈溪，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
，民间艺术工作者。著名民间文艺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
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
《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2009年1月16日被国务院
聘为国务院参事，现任央视《感动中国》推选委员。    《冯骥才作品(珍藏版)》收录了其创作的散文
、小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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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作品精选》

精彩短评

1、乡土韵味，人物刻画精到，很有味道。
2、本来选的那本《俗世奇人》，结账发现不是亚马逊自营，还要运费。后来发现这个新版，篇目也
不少。好像第一个买吧。还没细看
3、学习民俗故事写作。
4、内容好，纸张质量好，推荐购买哦
5、一位作家文学创作的情怀与对象的转移
6、在天津呆了半年，其中在静海呆了三个月。看见第一篇炮打双灯说的是静海，陈官屯，杨柳青这
样的地名真心太让人熟悉亲切了。
7、偶然看到一篇文章高个女人与矮个男人觉得冯老师写的很有意思于是买来精选集还不错 。其中有
作者写的散文作者遇到的事情文革与地震 。作者像是与人谈话一般将人与事一一说来作者画的清明图
被骗、对面的音乐家 都很有意思。看作者写的小说完全停不下来真是有意思极了三寸金莲里的各种诗
句神鞭的古古今今。这本书还算值吧只是对于我感觉它还是太少 。
8、小说趣味横生，底蕴深厚；俗世奇人，通俗妙趣；散文引人思考，我们在有生之年是不是也应该
做点有意义的事。
9、小说不错，很喜欢，天津味很重
10、天津市井味儿的小说还是比较精彩的，其他的嘛就没什么意思了。
11、2013.9.9/ 2014.2.11/ 2015.2.15 从课本的泥人张开始，天津卫的故事，有趣啊。
12、太棒了！这本书中收录了冯老的中短篇传奇小说，写在文革后的散文随笔，关于老夫老妻相守的
爱情，关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传奇小说个个带劲儿，读在口中嘎崩脆！胜在情节和语言。散
文随笔则以真挚的情理动撼人心。特别是最后一系列关于传统文化保护的文章，时代翻天覆地的浪潮
下锥心泣血的抢救与万里一身行的执著⋯⋯肃然起敬。
13、看到的每一个地名都格外亲切，听到的每一句话都那么熟悉⋯⋯
喜欢这种市井文学，喜欢这种风格。
14、喜欢的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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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作品精选》

精彩书评

1、《炮打双响》卖缸鱼的鱼宝，从杨柳青外婆家学来一手好画，专画大年贴在水缸上求福求贵的缸
鱼，卖完了缸鱼去炮市凑热闹，看中了卖鞭炮的春枝，买来鞭炮和春枝家斗炮，输了之后不甘心买来
非常出名的“万家雷”，与春枝夫家小子斗炮，并想常识春枝死去丈夫蔡老大的放炮绝技，牛宝从万
老爷子口中知道了春枝的爹、公公、丈夫，全是炸死的，说春枝是火命，是灾。牛宝让万老爷子教他
做炮打双响。“一硝，二磺，三木炭，火药就这三样东西。”“你要往天上打，少放磺，多放炭，这
叫竖药；你要想往横处炸，多放磺，少放炭，这叫横药。”哪知道牛宝在做炮时走神，配料弄反了，
成了横药，结果在放的时候，炸了手，却不肯停止，他是要用“炮打双响”向春枝证明自己的心。一
年后，牛宝卖起了“杨家的炮打灯”，而且只卖“炮打双响”，他的右手残断了，不能画缸鱼了，但
他娶到了春枝。“牛宝听到这些闲话憨笑不语，人间的苦乐，惟有自知。”幽默、充满方言地域特色
的描述。不得不说，牛宝手被炸了之后继续点炮的那一段震撼到我了。执着的人，执着的爱情。《酒
婆》酒婆每天都到酒馆买酒，衣衫破烂如叫花子，半碗酒劲大却又便宜紧的“炮打灯”，虽然她喝完
摇摇晃晃一路到十字路口过马路却没事，虽然烂醉如泥，可每次将到路口，自然而然不带半点醉意，
醒过来穿街而过，天天如此，从无闪失，众人不解。直到一天，老板六十了，老板娘终于怀上了，老
板动了良心，发誓再也不往酒里掺水了。那天酒婆如常而来，喝完就走，到路口时却没醒过来，自然
出了意外。老板知道后，想“原来祸根荆楚在自己身上！他便别扭开了，心想，这人间的道理真是说
不清道不明了。到底骗人不对，还是诚实不对？不然为嘛十几年拿假酒骗人，却相安无事，都喝得挺
美，可一旦认真起来反倒毁了？”我觉得自然是老板不对了，酒婆的习惯自然是他用掺了水的酒给养
出来的，若他一开始就不往酒里掺水，酒婆应该不能在喝真酒的时候养成一个安全的习惯，而不会被
老板突然的“善心”给害死了。《蓝眼》古玩行中有对天敌，造假画的和看假画的，看假画的名叫“
蓝眼”，在锅店街裕成公古玩铺做事，专看画，他验明了一幅“大涤子湖天春色图”，收了下来，不
断有人来看画，事过三月，有人说这画是假得，是西头黄三爷造的赝品，蓝眼相信自己，不理睬，还
有人说真画在另一个人那里。古玩铺老板佟五爷心里发毛，着人打听另一幅画，蓝眼一看，傻了眼，
这幅才是真的，回去给佟老板说了，佟老板决定把那幅画再买回来，这样不管真画还是假画都掌握在
自己手里，花了比第一次三倍多的钱买回来那幅画，两幅画一比较，蓝眼又傻了眼，其实第一次买得
才是真的。转过三天，他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黄三爷在暗处做得圈套一步步叫你钻进来。人家真画买
得不亏，假话卖得比天高，不单冲钱来，更是冲自己来的，等蓝眼明白了，打铺盖离了古玩铺，在天
津地面再无此人。不知道这个人是对自己太有信心，看走了眼，还是心思太单纯，从作者的态度看，
并不同情蓝眼，反而显露出了夸奖黄三爷，不过，这世上的事也不全是都看对错的，就像《后会无期
》中：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真是无奸不商啊，商场如战场。《泥人张》在初中课本上
看过，篇幅不大，趣味多多，当时就想着再看看，冯骥才写得其他的俗世奇人，记得和同桌闹着玩，
在本子上画着小泥人，写着“贱卖×××（同桌的名字）”实在是佩服泥人张，第一，他的精妙的手
艺，“他排第一，有第一，没第二。”第二，不畏权贵，欺负我的人，要还回去。以牙还牙，以眼还
眼。“贱卖海张五”超级搞笑，第三，情商高，虽说摆出了高姿态。但也并不是一味硬碰硬，出了口
气就行了，最后让海张五买回所有的泥人，不屑与他死磕到底。十分有趣的一个人，双Q都棒棒哒！
《苏七块》以前也看过，一个规矩不改，牛脾气，但是心善的医术高超的大夫。《好嘴杨巴》杨巴在
李鸿章错把碎芝麻当成了脏东西，大发雷霆，别人都没反应过来是什么事？他三言两语解释清楚了，
既说明了事实又给足了李鸿章面子，这样精明的心思，这样的巧嘴，这样的敏捷的临场反应能力，就
是在官场周旋也决不会差到哪里去。若是我，早在李鸿章发火之后就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
是直接就拉出去砍了，后背冒冷汗ing《张大力》张大力 身强力蛮 力大没边“凡举起此锁者赏银百两
，惟张大力举起来不算！”有趣的故事，聪明的石材店铺老板。《刷子李》这篇貌似做过阅读理解，
好吧，俗世奇人真乃语文考试之必备啊，“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
有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靠边呆着。”刷子李，专干粉刷
一行，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一次收
了个徒弟曹小三，去洋房刷浆，刷子李刷完之后，曹小三发现师傅裤子上出现了一个白点，他怕师傅
难堪不敢说，刷子李看出后，一提裤子，白点不见了，原来白点是一个小洞，抽烟时不小心烧的，里
面的白衬裤打小洞透出来，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刷子李对徒弟说：“你以为人家
的名气全是虚的？那是你在骗自己。好好学本事吧！”看完一个字：妙。人家自然是有那个金刚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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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瓷器活的。我并不反感有才能的人傲气，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才能和这个人身上的傲气完全可以成
正比，而不会让我生厌，如果没有才能，整天balabala，或者一幅生人勿近的面孔，会让我很不舒服。
真想知道作者写得这些奇人是不是有历史原型，如果有那真得是非常好的，这些手艺人技艺自是不用
多说的，他们或精明或心善或固执，都让我可以感受到历史长卷中天津卫这片地方因他们所散发的光
芒，因为他们让我对天津卫的了解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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