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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兄弟》

内容概要

《天下兄弟》叙述了一对双胞胎兄弟的传奇式故事，他们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呱呱坠地。因家境
艰难，襁褓之中兄弟分离，从此天涯殊途，在不一样的环境里艰难成长。命运似乎在和这对亲兄弟开
着玩笑，18年后，天各一方的兄弟俩同时参军，竟凑巧分到一个连队，不知情的两兄弟在部队里成了
最激烈的竞争对手，在事业、爱情、工作中这种竞争无处不在，激烈而残酷！⋯⋯有关专家介绍说，
《天下兄弟》立足于百姓生活、普通人情感，包括母子情、手足情、战友情、爱情⋯⋯真正做到了雅
俗共赏、贴近百姓生活，传达大众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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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兄弟》

作者简介

石钟山，男，1964年生于吉林，当代著名作家。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白雪家园》
、《飞跃盲区》、《男人没有故乡》、《影视场》、《向北、向北》、《军歌嘹亮》、《玫瑰绽放的
年代》、《遍地鬼子》、《大院子女》等多部，中篇小说集四部，共计五百多万字。短篇小说《国旗
手》获《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作品曾获《十月》、《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奖。 根
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有《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幸福像花样灿烂》、《母亲，活
着真好》、《角儿》、《玫瑰绽放的年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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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兄弟》

书籍目录

危险的孕妇一对双胞胎手心手背都是肉艰 难田辽沈和杨佩佩田村的成长新的环境艰难的成长军机关成
长的矛盾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田村阳光灿烂的日子刘栋参军田 村田村和刘栋刘草结婚刘 栋田 村刘栋的
阶梯田村 石兰 刘栋田村请战拉练——歇马屯田村和苏小小医 院提干风波刘 草刘栋的转折田村和石兰
刘栋和石兰田村和苏小小刘栋和他的亲人们田村相亲田村的“迷失”刘树的又一次牺牲刘 栋刘栋和柳
三环生活像一团麻山 火刘栋结婚田村的悲情母亲的心事苏小小迟到的苏小小母亲的心愿刘栋和田村光
明真相大白天下兄弟尾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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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兄弟》

章节摘录

书摘　　王桂香的肚子已经有脸盆那么大了，从怀孕到现在，掐指算算，再有个十天半月就要生产了
。王桂香对于生孩子已经不陌生了。八年前，那一年她二十二岁，生了老大刘树，现在上小学一年级
。四年前，她又生了个闺女，叫刘草，此时应该在自家的院子里玩儿。　　农村女人皮实，不把生孩
子当回事，直到肚子疼了，才往炕上一躺，急三火四地把接生婆接到家里来；这边烧上一锅热水，呼
天喊地地就等着接生了。农村女人大都在家里生孩子，去医院一是没条件，二也花不起钱。因此，农
村的接生婆遍地都是，有几次生养经验的，胆子大些，心细一些的，都可以干这个营生。她们不计报
酬，等接生的孩子满月了，孩子的爹用毛巾包裹着十几个鸡蛋送来，就算是酬谢了。农村女人生养一
点儿也不隆重，怀就怀了，生就生了。　　王桂香虽说离预产期只剩下十天半月了，但她并没把生孩
子当回事，一大早就出工锄地来了。这是生产队的地，集体劳动，挣工分。男劳动力，包括王桂香的
丈夫刘二嘎，被大队集中起来大炼钢铁去了。钢已经炼了一年多了，炼钢炉建了好几座，没黑没白的
，现在每家每户只有做饭的锅没被炼钢，剩下的能炼的都拿去炼钢了。炼出的一坨一坨的铁疙瘩被隆
重地送到公社，又送到县里，支援国家建设去了。　　毛主席老人家号召，要大跃进，要自力更生，
然后就有了大炼钢铁的运动。炼来炼去，钢没见到多少，肚子倒是吃不饱了，生产的粮食都送给国家
还外债了，家家户户能有一缸粮食的，已经算是富户了。　　王桂香一家早就揭不开锅了，自从怀孕
后她就能吃得很，以前喝一碗粥能顶半天，现在一碗粥喝下还不到一个时辰，她的肚子就咕咕响个不
停了。她就喃喃地冲肚子里的孩子说：你这个讨债鬼，是和妈争食呢。　　八岁的刘树正是长身体的
时候，他的胃就像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家里早就清汤寡水了，好在是夏天，地里、山上生着一
些野菜，挖一些，捡一些，熬成半锅绿菜汤，一家老小靠的就是这些。有时，刘二嘎在傍晚时分，偷
偷地跑回来一趟，怀里揣着半个玉米饼子，掰成三块分给老婆、孩子。王桂香看着刘树和刘草狼吞虎
咽的样子，眼圈就红了，悄悄地把自己那一小块饼子塞进刘树的嘴里。丈夫刘二嘎就说：桂香，你就
吃一口吧!别忘了，你肚子里也有一张嘴呢!王桂香就叹口气，摇摇头，理是这么个理，可是让她吃那
块饼子，她做不到，也不忍心。刘二嘎回来就是为了送这半块玉米饼子，然后又匆匆地走了。炼钢炉
前离不开人，要是没人，炉子就塌架了，那可是政治事故，没人能担得起责任。　　王桂香望着丈夫
匆匆离去的背影，她的心疼了一下，又疼了一下。那半块饼子是丈夫刘二嘎的口粮，口粮给了孩子，
他就只能喝野菜汤了。她心疼丈夫，也心疼孩子。她经常发愁，现在家里是四张嘴，如果再生一个，
就又多了一张嘴，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即将生产的王桂香愁得要死要活，早知道添个孩子这么难，当
初还不如不怀这个孩子了。王桂香已经发肿了，腿上一摁一个坑，摁下去，那个坑半天平展不起来。
她知道这是饿的。她要在生产前多挣些工分，年底的时候，生产队是按照工分的多少分发口粮的。她
参加集体劳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地里可以找到一些野菜，收工后回到家里可以整一锅菜汤喝。
她不下地劳动也闲不住，她要满世界去挖野菜，没有野菜，一家老小吃啥?　　这天下午，因饥饿和笨
重的身子拖累，王桂香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她头晕眼花，有几次差点摔倒在田地里。有好心人就
劝她回去歇一歇，都说不差这半天的工分。王桂香不是不想回去，她是担心野菜挖得还不够。所有的
人都是一边锄着地，看到野菜就挖上一些。她想再坚持一会儿。就这一会儿，她的肚子就发生了变故
，先是紧一阵慢一阵地疼，裆里也有了感觉。她生过两个孩子，凭经验，她知道这是要生了，可离自
己掐算的日子还有十天半月，咋就要生了呢?她扔了手里的锄头，把地上的野菜抓起来，放到筐里，她
要回家去，然后打发刘草去大队炼钢炉前喊丈夫，准备生产了。　　她忍着阵痛，从田地里走到公路
上，顺着公路走，还有二里地就能走回村子了，不争气的肚子就在这时发作了。疼痛让王桂香无力走
路了，刚开始她蹲在地上，后来她坐着，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躺在那儿了。她离开田地时，有好心的
姐妹要送她回家，被她拒绝了。凭她的经验，从肚子疼到生孩子，时间还早着呢，最快也得两个时辰
，要是慢一些，一宿也不一定生出来。没想到这次和前两次不一样，不给人个喘气的工夫，说来就来
了。虚弱和疼痛让王桂香大汗淋漓，她冲着天喃喃地说：老天爷啊，你就让我把孩子生在这公路上吗?
她的声音很微弱，她想喊救命，可没有一点儿的力气。⋯⋯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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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兄弟》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石钟山的小说一直是以父子关系构成情节的张力的，这一回他转向了兄弟关系，这种转变也
许意味着他从敬畏历史的写作姿态中走了出来，从而以一种自信注视叱咤风云的当下。   　　　　　
　　　　　　　　　　　　　　　　　　　　——贺绍俊 评论家            　　《天下兄弟》因其戏剧性
而具有可读性，它奇异的故事以及围绕故事的节外生枝，都诱惑或吸引着读者。小说超越了“军民鱼
水情”模型，而升华为对人性探讨的深度。另一方面，小说对农村特殊年代苦难的书写，对普通农民
对苦难忍受力的书写，都因其真实性而给人以极大的震撼。    　　　　　　　　　　　　　　　　　
　　　　　　　　　　——孟繁华  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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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兄弟》

编辑推荐

　　贺绍俊评论家：石钟山的小说一直是以父子关系构成情节的张力的，这一回他转向了兄弟关系，
这种转变也许意味着他从敬畏历史的写作姿态中走了出来，以一种自信的目光注视兄弟们叱咤风云的
当下。　　孟繁华评论家：《天下兄弟》因其戏剧性而具有可读性，它奇异的故事以及围绕故事的节
外生枝，都诱惑或吸引着读者。小说超越了“；国民鱼水情”模型，而升华为对人性探讨的深度。另
一方面，小说对农村特殊年代苦难的书写，都因其真实性而给人以极大的震撼。　　用民族语言，抒
写民族之风情，风姿，风采，风貌，风格，风范，风华，风流，风骨。　　文库并非只是人们熟知作
家的组合，它展示的将是回荡国风之音的一批批新面目与新成果。内容真善美与形式的雅俗共赏，将
是文库不变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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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兄弟》

精彩短评

1、读者有那么弱智吗。。。
2、这本小说真不好看，故事太平淡，即使情节的发展都让人觉得刻意。
3、原来已经拍成电视剧了...汗
4、与介绍不一样。
5、相当好看
6、很浅的小说~不如余华的兄弟~总之就是革命同志那点事情。。
7、　　       当兵，可能是那一代人的梦想，军装、钢枪，硬朗、男人，士兵这个称谓身上承载了太多
的神圣。
　　    三兄弟，刘树无疑最为悲情：当兵梦碎，为妹妹自由磕死胡小胡锒铛入狱，为让田村重见光明
捐献眼角膜⋯⋯作为家中的大哥，刘树把这人生搭了进去。
　　    三四年前的正月，曾亲眼见他酒醉落泪，50岁的年纪，在农村将近半大老头子，就依靠在墙上
，眼泪从爬满皱纹的脸上挤出，随后被大手抹去，随眼泪一起流出的还有鼻涕，真正的涕泪横流。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生，饿着肚子长大，父亲早逝，母亲一手拉扯着8个儿女。待长成，他就梦
想着当兵。每年都去参加体检，每年都不合格，不是眼睛的问题，就是心脏的问题。他不屈不挠，屡
败屡战，从不放弃。
　　    最终，他没能当成兵。结婚之后，民兵连长偷偷告诉他，其实不是他不合格，是老人不让，家
里没有壮劳力，于是每次编排个理由不过关。
　　    当年有没有像刘树一样趴在某个角落痛哭流涕不知道，但他也有一支笛子，上面有黄色和黑恶
的条纹，能吹得呜呜啦啦响。小时候，夏天，天气燥热，我傻不拉几的在平房的一角堆着沙子，他光
着膀子，坐在一角，对着西方，吹起笛子，呜呜啦啦响。一直到血红的太阳落山。
　　    于是，他当了农民，本来就是农民。能吃苦，肯出力，19岁当生产队副队长，家里的光景一年
好过一年。就是这样一个农民，心中还有些隐士的思想，国家大搞联产承包时他正直壮年，却急流勇
退，并未在大队谋得一官半职。曾问过他，那么年轻就干副队长，是否有想过去当书记、村长，他反
问我说，等老了，有人往家里扔石头，是不是我管？后来我才明白，本姓在村里是小户，总共3户，
全是自家人，自然势单力薄，出事不一定有人帮忙。
　　    时间也就这样过去了，转眼20多年，火爆脾气没了，牙也换成了假牙，酒量也大不如从前。老
了。
　　    知天命之年，不知道他心中曾经的梦想是否断了，亦或许是成了他终生的痛。
8、挺感人的，结局是美好的，令人欣慰。
9、 
10、虽然是小说，但小说中读人生
11、当我读到77页时，出现胡小胡这个二流子时，我才发现原来我看过这个电视剧。戏剧性很强，但
这不妨碍我感动流眼泪。亲情至浓，生活之苦总能碰触脆弱敏感的神经。
12、从中看到喜欢不是那么纯粹的东西
13、看完这一部小说后，自己想到了身在外面的姐姐，不知道她是不是怨恨过父母呢？好希望她早日
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来。以了却爸妈的心愿。好想和姐姐说我们是爱你的！！！
14、2013.3
15、送过来的书本是破的。顿感心痛不已。
16、如题，整体感觉很好，手感不错，让人看着舒服
17、觉得没有天下姐妹好看
18、石钟山的书就是好看，兄弟之间的情感故事写得荡气回肠的````````````
19、石钟山的小说，很不错，还是感觉他的叙事很流畅，故事也很感人，值得一读 
20、整体感觉还行，但是没有激情，文字的感染力略逊。
21、军旅青春偶像小说（.......）也就这样了。也许看电视剧 能舒服点
22、天下兄弟
23、里面有一个人物有点假
24、和电视比起来,简单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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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兄弟》

25、狗血的剧情，没有性格的人物，真想象不到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原作者写的
26、高一那年寒假跟母亲和姐姐在家一块看的电视剧。那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情感的集中宣
泄和种种巧合让我们一家三口看得心潮澎湃。虽然现在看来漏洞百出的剧情。
27、伟大的哥哥，现在应该没这样的人了
28、还不错，那个时代。不说了。
29、文章一般，比电视情节简单
30、故事感人 现实  呵呵 也有电视剧要结合起来看
31、人物刻画真实，故事情节发展合理，我喜欢。
32、⋯⋯
33、很真的一部小说。
34、浸着露水的回声透着湿乎乎的潮气
35、还是电视好看
36、朋友听收音机里的小说连载,听得都痴了.请我帮她买一本.于是买来先睹为快.不错,挺感人的.只是觉
得这种书不会再读第二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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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兄弟》

精彩书评

1、当兵，可能是那一代人的梦想，军装、钢枪，硬朗、男人，士兵这个称谓身上承载了太多的神圣
。三兄弟，刘树无疑最为悲情：当兵梦碎，为妹妹自由磕死胡小胡锒铛入狱，为让田村重见光明捐献
眼角膜⋯⋯作为家中的大哥，刘树把这人生搭了进去。三四年前的正月，曾亲眼见他酒醉落泪，50岁
的年纪，在农村将近半大老头子，就依靠在墙上，眼泪从爬满皱纹的脸上挤出，随后被大手抹去，随
眼泪一起流出的还有鼻涕，真正的涕泪横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生，饿着肚子长大，父亲早逝，母
亲一手拉扯着8个儿女。待长成，他就梦想着当兵。每年都去参加体检，每年都不合格，不是眼睛的
问题，就是心脏的问题。他不屈不挠，屡败屡战，从不放弃。最终，他没能当成兵。结婚之后，民兵
连长偷偷告诉他，其实不是他不合格，是老人不让，家里没有壮劳力，于是每次编排个理由不过关。
当年有没有像刘树一样趴在某个角落痛哭流涕不知道，但他也有一支笛子，上面有黄色和黑恶的条纹
，能吹得呜呜啦啦响。小时候，夏天，天气燥热，我傻不拉几的在平房的一角堆着沙子，他光着膀子
，坐在一角，对着西方，吹起笛子，呜呜啦啦响。一直到血红的太阳落山。于是，他当了农民，本来
就是农民。能吃苦，肯出力，19岁当生产队副队长，家里的光景一年好过一年。就是这样一个农民，
心中还有些隐士的思想，国家大搞联产承包时他正直壮年，却急流勇退，并未在大队谋得一官半职。
曾问过他，那么年轻就干副队长，是否有想过去当书记、村长，他反问我说，等老了，有人往家里扔
石头，是不是我管？后来我才明白，本姓在村里是小户，总共3户，全是自家人，自然势单力薄，出
事不一定有人帮忙。时间也就这样过去了，转眼20多年，火爆脾气没了，牙也换成了假牙，酒量也大
不如从前。老了。知天命之年，不知道他心中曾经的梦想是否断了，亦或许是成了他终生的痛。
2、把小说写成故事是一种境界。把小说写成电视剧又是一种境界。把小说写成“故事＋电视剧”更
是一种境界了。在中国，能把小说写得境界迭出的作家不多，石钟山即这不多的作家中很能干的一个
。因此石钟山之名，便也十分走俏，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铺天盖地的“石粉”（石钟山的粉丝/Fans）。
你可以不知道他写了什么小说，但是不会不知道他生产了什么电视剧，像《激情燃烧的岁月》、《幸
福像花儿一样》之类的军旅、怀旧系列，即使你不看，身边总会有人看，即使你没看，也总会有无孔
不入的“二手剧情”钻进你的耳朵，就二手烟那样贴心贴肺。几年来我也饱受“石粉”的熏陶，就算
够不上“石粉”，也得是“石膏粉”了。话说有一天，我的和朋友老莫合资买了一本石钟山长篇新著
《天下兄弟》，都想先睹为快，结果争扯成了两半，只好扯到甚读甚了。不幸的是，我扯到的是下一
半，只将就着读下去，却也未觉突兀。待老莫拿了上半本来交换时，我稍稍显摆了一下，把前面的情
节猜给他听，老莫说，行啊你，不用看都知道啦。于是我便慷慨了一下，好啦，上半本俺就不看了，
这本书的所有权全归你了。老莫乐得屁颠屁颠地去了。过了几天，我问他，怎么样，下半本好不好，
感觉如何？老莫说，很好，不错，很感人，很吸引人，一口气读完！我哈哈大笑：是么？是么！我没
告诉他：有一次我如厕没了手纸，情急之下就从正看的书里撕了几页，等想起撕的是下半本《天下兄
弟》时，那几页无辜的纸已经随着抽水马桶的轰鸣声消失了！现在我怀着不安而又激动的心情说出此
事，只是想宣布这样一个秘密：石钟山的小说确实具有强大的不怕撕功能，哪怕只有半本，哪怕缺张
少页，照样能让你看得津津有味，看得头头是道，这样的书，这样的作家，该是何等境界呢？
（20060311）《天下兄弟》，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
3、本是贫富贵贱两重天，甚是疑似韩剧的开端却在中间和结尾给了我们如此多的震撼与感动。在石
钟山笔下，我再一次体会到了军旅作品独特的感染力。一次危机关头的偶遇给两个家庭都带来了巨大
的变化，更是将两个双胞胎的命运推向两个极端，刘栋，从小泡在庄稼地里，承受了贫苦人家孩子所
能遭受的几乎所有不幸，幼年丧父的阴影笼罩着童年。因贫穷而被人耻笑的学生生涯，哥哥军营梦断
的痛苦，都在他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实现他自己当兵理想的阶梯，又是哥哥的尊严和姐姐的终
身幸福所铺就的⋯⋯但命运给了他振作的动力，他凭借一笔好文章赢得提干机会，真正让自己带着全
家的嘱托有了出息⋯⋯田村，则是无忧无虑的大院子第，若不是军营给了他砥砺意志的机会，他只是
被高干父母。宠在手心里的宝贝，他的发展顺风顺水，父母的地位，命运的垂青让他人生前半段有如
神助。在一个连相遇后，对手、恩人纷繁纠结的命运让他们渐渐看不清彼此。输血的奇迹、与石兰的
交往、对家庭的态度，这一切事情中所反映的又岂止是城市兵与农村兵的差异？石兰的牺牲、田村的
失明是对祖国的大爱中演绎的断肠故事，而刘树的犯罪、王桂香的捐献、杨佩佩夫妇对儿子的关怀和
栽培，则是亲情小爱的最佳注脚，再以苏小小、石兰、柳三环的感情为点缀，整个故事情节曲折，扣
人心弦。天下兄弟，用手足情，亲子情，爱国情、夫妻情为我们描绘了军人生活一隅，天下兄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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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感动。
4、两人的条件有着天壤的差别，性格也大不一样，但有一些东西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作为农民的孩
子，他们骨子里都有梦想出人头地，都勤奋，吃苦耐劳。····命运跟他们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并
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庆幸的是他们的命运最终连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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