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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贵福的故事》

内容概要

《林贵福的故事》讲述了：林贵福生下来后，祖父按“福、禄、寿、喜”的首字取名，谁知这名被后
人叫成了“灵鬼狐”——灵性聪明，鬼点子多，象狐狸一样狡猾，竟成了他一生品行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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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1.穿鼻眼　　林贵福出生后，母亲就再也没生育了，父亲不高兴，说她“鸡公屙屎——
头节硬”。善良的母亲常常抱着“福儿”，躲在一边流眼泪。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福儿”
就过5岁的生日了，但就知道一门心思玩。爬树、采花、捉青蛙、掏鸟蛋，光着屁股到门前映阳河里
玩水、摸鱼、掰螃蟹，还干过捅马蜂窝、挖孔寻蛇打的事情，没少挨过父亲的打骂，但他都满不在乎
。成了临江镇上贪玩孩子的“孩子王”。　　林贵福满7岁那年，街上的伙计对他说：“林少爷，听
说你爸爸要给你‘穿鼻眼’了。”　　像牛一样，在鼻子上穿绳吗？这可把林贵福吓坏了！便回家跟
妈哭闹：“我不要穿鼻眼！”　　正好爸爸进屋听见了，便给林贵福一记耳光，说：“养儿不读书，
不如喂条猪！你怎么不读书呢？”　　林贵福这才明白，“穿鼻眼”就是发蒙读书。但从此，林贵福
对上学读书就没什么好感了。　　2.发蒙　　正月十五一过，林贵福就要上私塾发蒙读书了。　　那
时的私塾有三种：一是“坐馆”，就是有钱人家请先生到家来教育子弟；二是“家塾”，由先生（就
是老师）在自家办学，招收学生；三是“村塾”，由一村一族联合办学，村中或族中子弟都可以去读
书。　　林贵福上的学是第二种，“家塾”。　　开学这天早晨，林贵福穿戴一新，由父亲送到离家
一里多路远的洪先生的家塾去。　　首先是拜师。洪先生的堂屋正中早已供上“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
神位”，摆好了香案和祭品。大概已有七八个孩子在那儿等候着行礼。他们先各自对孔子神位行“三
叩首”礼，然后逐一跪拜先生。家长还将“干笋子”（用于教训孩子的竹片）。送给先生，并再三拜
托先生：“不打不成才，孩子不听话，不发奋读书，就用‘干笋子’拌肉，给我使劲地打。”　　拜
完先生，就安排座位，一个方桌坐四人。随即由先生给学童们讲规矩，什么“站如松，坐如钟”啥的
⋯⋯又讲如何读书，什么“诵读诗文、朗朗上口、字字响亮；勿高、勿低、勿急、勿速，不可兴致而
如骂詈、如蛙鸣，兴衰而如蛩吟、如蝇鸣⋯⋯”　　洪先生越讲越来劲，直讲到站着的大人不耐烦了
，小伙伴在打瞌睡了，这才收住话题，给学生发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宣布第二天正式开课
。　　第二天早晨，福儿和新认识的小伙伴，背着书包上学读书了。他们每天的功课，大概都是点书
、背书、识字和写字。林贵福虽然贪玩，但像《三字经》上的那些顺口溜，却是早就从母亲那儿学过
，背书这道关，他很轻松地就过来了。　　3.打“满堂红"　　林贵福感兴趣，觉得很好玩的，是识字
和写字。　　每个学生都有一个“识字本”，由先生把当天所读文句中的生字写在“识字本”上，每
天放学前去认。认字时有“跳认”、“蒙认”、“随指认”等方法，要能“搬得家”，直至认会为止
。第二天放学时要把第一天的字复认一遍后再认生字，做到“温故知新”。这样日积月累，读一年私
塾下来，便可认1 000多个生字。可是也有认字搬不得家的，即在“识字本”认得，换一个地方就认不
得了。这样的学生少不了“守学堂”、“面壁”、“罚站”、“打手心”。与林贵福同桌的洪小毛，
就经常被打得喊爹叫娘，哭声震天。　　至于写字，先是写“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这
些笔画简单清楚的独体字，再写有偏旁、部首的合体字；先写大字，后写小字；先“扶手润字”、“
描红”、“仿影”，再“跳格”、“临帖”。由简到繁，从易到难。　　书读得多了，字认得多了，
写得多了，背上的包袱也越来越重了。什么“背温书”、“背总书”、“认总字”，使林贵福这些小
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去玩。邻桌有个姓雷的同学，常为不会背书吃“干笋子”。　　一天，雷同学又
因不会背书遭体罚，林贵福眼珠一转，对雷同学说，我教你，保证能背。　　第二天，先生对雷同学
说：“人家的《三字经》读完了，你背得来几句《三字经》？”　　雷同学理直气壮地说：“我怎么
不能背？”随即大声地背起来：“人之初，狗咬猪；咬不到，气粗粗；性本善，捅黄鳝⋯⋯”　　先
生气极了，拿着竹片使劲地打他一顿。使坏的林贵福就更惨了，打完后还罚他头上顶一碗水，跪在孔
夫子神位前“思过”。　　谁知第二天早晨，先生推开虚掩着的教室门，突然“哗啦啦”一响，一撮
箕垃圾直倒在头上，弄得满身都是脏东西。　　先生气极了，叫全体站起来，问：“这是谁干的？”
　　大家都不吱声。先生说：“那我就打满堂红了！”　　先生叫大家把手伸起，手心向上，每人依
次打10个手心，边打边察言观色，直打得大家哭爹叫娘。在轮到林贵福时，先生就知道此事与他有关
，便狠劲打。这一打，就让林贵福更喜欢动歪脑筋、出歪点子整先生了，以至临江镇从此不得安宁。
　　4.拆字　　林贵福10岁那年，已经是少年早熟，无所不知了。　　那年，洪先生要参加县里举行
的“秀才”考试，林贵福和同学们只好一起转到一位姓王的先生的家塾读书。　　这王先生是一个十
分古板的老头子，一天到黑看不到他一点笑容，管教学生仍然是“黄荆条子出好人”那一套。但他又
确实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先生。就拿教学生识字来说，好用个“拆字法”，比如日月为“明”，上不上
、下不下为“卡”，人靠在树边就是“休”，上小下大是“尖”，等等，叫学生茅塞顿开，学起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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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他的缺点是除了体罚学生外，还利用自己有一套学问，挖苦学生，动不动就说自己“对牛弹
琴”、说学生“冥顽不化”！　　王先生随处运用他的拆字法。他在人家店铺里赊了酒钱，找他要账
时，他指责人家说：“就知道‘西女王见金戈戈’！”（要现钱）　　一天，王先生抽林贵福拆字。
林贵福问：“拆个什么字？”先生说：“拆个王字吧！”　　林贵福想，这“王”字就那么三四笔，
怎么拆法？林贵福想了想，高兴地说：“王先生，我知道了！你原本不是姓‘王’，是姓‘金’啊，
已经拆得不能再拆了！”　　先生很诧异：“胡说！怎么姓‘金’？”　　林贵福说：“是这样，你
们祖先姓金，只因这个姓金的人品行不端，欺辱民女，皇帝便将他下面的两个小宝贝割掉，改姓为‘
全’。可是在姓‘全’以后，你们祖先仍然无恶不作，皇帝一气之下，剥掉他的人皮，所以便姓‘王
’了。”　　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　　王先生可气惨了，连声叫道：“朽木不可雕也，竖子不可
教也乎！”　　5.教先生　　临江镇上有个绰号叫做二毛的人，一把年纪了，却扁担大的“一”字也
认不得几个，觉得很不方便，便决定进私塾学识字。上学的第一天，先生教了个“一”字，他很快就
学会了；第二天，先生教了个“二”字，无非在“一”字上添一横，他学得更快。第三天学“三”字
，先生还没教，他就写出来了。先生看，先生说写对了，还夸他无师自通。二毛这下高兴了，心想，
原来写字就这么回事，当先生也就这么回事！于是学也不上了，自己办个私塾，教“一二三⋯⋯”　
　这事让林贵福知道了。　　一天，林贵福来到二毛的私塾，对二毛说：“听说你这里学费便宜，我
想在你这儿报名求学。”　　二毛郑重其事地拿出个簿子，问林贵福：“你叫什么名字？”林贵福说
：“先生，我姓万，叫万百千。”　　二毛想了想，拿起笔，蘸饱了墨，便一笔一笔地画起来。写了
大半天，手写酸了，偌大几张纸也写完了，万百千的“万”字还没写好。他叹了口气说：“唉，你怎
么叫这么个名字嘛，不能少写几笔吗？”　　林贵福说：“那怎么行呢，如果你只写九千画，将来别
人不就要叫我九千百千了吗？”他想了想，又说：“先生，这样吧，干脆将你妈那个大木梳拿来，在
齿上蘸饱墨，一下一下地印，兴许还快得多。”　　“哎，我算个啥子先生罗？还不如学生灵性啊！
”二毛叹罢，私塾也不办了，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当学生，跟林贵福成了同窗好友。　　6.扫牛屎　
　街上摆着一堆牛屎，无人收拾。林贵福正好从那里过路，有人跟他打赌，说如他有本事叫人把这堆
牛屎打扫干净，就输给他一两银子。要知道，那个时候，一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啊！林贵福满口答应
下来。　　林贵福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小字，顺手捡了根棍儿，做成一面小旗，插在那堆牛屎上。　
　没过多大一会儿，来了个戴眼镜的老者，看样子是哪家的管账先生。他发现路上的一堆牛屎上插着
个小旗儿，迎着风飘来飘去，觉得甚是稀奇。便弯下腰去，一字一顿地认小旗上写的字：“这，堆，
牛，屎，是，我，屙，的。”林贵福突然跳出来，拉住就不放：“好哇，我正说呢，是谁这么不懂事
，屙了这么大一堆牛屎在路中间，原来是你哟！那还有啥说的，你快把它扫干净。”　　那人脸红筋
涨，心头发急，可越急越争辩不清楚。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再争下去就更没面子了，只得自认倒
霉，接过林贵福递来的扫帚、撮箕把牛屎扫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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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帮爸爸买的 写东西要用到素材
2、快递速度太慢
3、小时候听大人骂人原来是这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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