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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遗梦》

内容概要

《家国遗梦》主要内容包括:它是一幅图画，把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皖南小城的市井文化、社会生
活画面生动地演示出来。平民的生活虽然平淡，但平淡之中却贯穿着让人跌宕回肠之处，有时让人潸
然泪下，有时又让人捧腹不止。
它是由血汗凝成，记载了先辈们历经的苦难与艰辛；
它是用泪水写成，既有哭的泪，也有笑的泪；
它也可以说是粗心的媳妇打碎了五昧瓶，酸甜苦辣成棒样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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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遗梦》

作者简介

　　方行明，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从事经济学研究，近年来致力于能源经济及能源相关产业
的研究。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重化工业发展问题及战略研究、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
五”规划2005年度重点课题、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重点课题及10多项横向课
题。在国际性学术刊物Far EasternEcOnomie　Review、Futurics、Journal 0f Economic Issues和匡I内核心学
术刊物《中国农村经济》、《光明日报》（理论版）、《改革》、《经济学家））等发表论文80多篇
。合作出版《中国高载能产业与西部发展战略》等10部专著。 　　产业是能耗高的产业，因而也是国
家宏观调控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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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遗梦》

书籍目录

一　跋——罪与忏悔二　原罪三　叛逆四　难中相逢五　流连与空亡六　孽缘七　阳债与阴债八　奶
妈九　对簿公堂十　双赢十一　赶考十二　喜报十三　鸡窝飞凤十四　两位绅士十五　媒婆十六　迎
亲十七　拜堂十八　虚拟婚姻十九　媳妇二十　女婿二十一　生日礼物二十二　英姑婶婶二十三　家
庭教师二十四　故土二十五　义子二十六　嘱咐二十七　小放牛二十八　会师二十九　苦恋三十一　
对痴情人三十一　求亲三十二　成婚三十三　套牢三十四　两个秃子三十五　骗局三十六　城隍庙三
十七　儿女三十八　风水三十九　归根四十　南军打北军四十一　师生四十二　童养媳四十三　水琳
啊水琳四十四　暑假四十五　送灶四十六　鸳梦重温四十七　金陵梦断四十八　观亡四十九　周家兄
弟五十　阴叉五十一　九龙下海五十二　庭院里的媳妇们五十三　大上海五十四　梅开二度五十五　
神汉五十六　法空五十七　王铁嘴五十八　王保长五十九　忠孝难两全六十　苦难的岁月六十一　飘
零六十二　罪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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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遗梦》

编辑推荐

　　往事回顾，犹如梦境，有时历历在目，有时模糊不清，使我沉陷于苦苦的追忆之中。　　它是一
幅图画，把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皖南小城的市井文化、社会生活画面生动地演示出来。平民的生
活虽然平淡，但平淡之中却贯穿着让人跌宕回肠之处，有时让人潸然泪下，有时又让人捧腹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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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遗梦》

精彩短评

1、老板写的书～客观滴讲还挺喜欢的～
2、原以为是写抗战及以后的事，没想到一下子提前了七八十年，从太平天国写起。方先生现执教于
西南财经大学，期望方先生把《家国遗梦》的续集也写出来。其实，看到方先生，想到了齐邦媛先生
。
3、作为方家的子孙，受赠于方行明伯伯，寒假期间看完，感触很深。方家人才辈出，能够有幸看到
这部描写方家历史的书籍，深感荣幸。同时也是一部纪录方家血泪史的巨著，见证了方家的荣辱兴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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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遗梦》

精彩书评

1、《家国遗梦》出版之后，获得不少读者的评价和质疑，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我个人疏忽，产生了
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把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说成“来自江西”（书中445页10行），真是追悔莫及！下
面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作一简介。记得我在向父亲收集素材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清代皖南徽
州的一个县（好像是歙县），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小寡妇，家财万贯，县里一些贪官就觊觎她的财
产，要算计她。小寡妇为人善良，反正这些家产自己也花不完，不如用它做些好事。有人建议她修一
座桥，造福乡里。她一口答应。当然，她只是掏钱，桥怎么修，她可就是外行了。这样，就留下了被
算计的隐患。有人劝她修一个十六孔的桥。十六孔就十六孔吧，她当然是没有异议。据说，民间修桥
只能是单孔，只有皇家才能修双孔。小寡妇哪知其中的险恶，待桥修好以后，当地官员立即上报朝廷
，龙颜大怒，随即降旨，将小寡妇处以极刑：剥皮——临迟处死。当地官员趁机将小寡妇的家产罚没
“充公”。可怜的小寡妇，一心想做好事，却遭到如此暗算。待到行刑时，当地的刽子手都推托，不
会剥人皮。这样，就没有人来行刑。朝廷没法，就下了两道圣旨。第一道圣旨是悬赏两千两白银，招
募行刑刽子手，期限三个月。第二道圣旨要等第一道圣旨完成以后才能公布。第一道圣旨一下，当地
的刽子手仍然没有反应，没有人要这两千两白银。他们当然是同情小寡妇，不忍她遭受痛苦，等到三
个月期满之后，给她一刀，快速结束她的性命了事。眼看三个月将近，这时，有一个人从江西赶来，
揭了榜，要领取这两千两白银。他建议，可用刀在小寡妇的头顶划开一个“十”字型口，然后顺着“
十”字口灌下水银，小寡妇的皮就全部自动脱落。这一招还真灵，这件棘手的行刑，也就顷刻化解。
监斩官当即将两千两白银赏给这位来自江西的人。随即，公布第二道圣旨：此人同剥！善恶忠奸，朝
廷当然明白，小寡妇修桥造福于乡里是值得嘉奖，但皇家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必须施加重刑以示意
惩戒。这时，轮到要给这位从江西来的人行刑了，当地的刽子手争先恐后地要来给他剥皮。后来，当
地人感念小寡妇的善举，在桥头上给她修了一座庙，把她当神来伺奉，据说还香火不断。当时我正在
思考反面人物王富昌的来历，受故事里有“有一个人从江西赶来”，的启发，就没加思索地把王富昌
说成“来自江西”（但书中并未说他是江西人），因而铸成大错。父亲讲的毕竟是一个故事，我也没
有查证它的真伪，现在若再向他询问故事的出处，已是不可能了，死无对证，他老人家已入土为安了
。这个故事应该说很精彩，它虽短小，却深刻地反映了人间的善恶忠奸，同时也揭示了世事险恶，充
满陷阱。第一个陷入陷阱的是小寡妇，第二个则是“从江西赶来的人”。前者因造福乡里而被人们纪
念，而后者却背上了不义之名。现在我又开始仔细地品味这个故事，发现其中有一个重大冤案，有一
个人背了黑锅，这个人就是“来自江西”的人。他的爱财之举，无可厚非，谁不爱财？两千两白银对
普通百姓来说，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他也是取之有道。大家知道
，用手工剥皮的办法，那可是一件漫长的细活，给受刑者带来的痛苦可想而知。而他提出的办法，既
解决了朝廷的难题，又可快速结束受刑者的痛苦。水银一灌下去，她也就立即死亡，一了百了。他是
一位智者，并知道用技术的方法来解决难题，可他却背上了不义的名声，并且还遭受了不应由他承担
的剥皮酷刑。中国历史上的冤案多啊！在此，我谨向这位智者表示哀悼，希望能以此文为他洗刷不白
之冤。最后，我想在《家国遗梦》重印时把那一段修改如下：三十年代时期，寺中有常住僧人二十来
人。其中有一个叫法空的和尚。此人自称姓王，名富昌，他的来历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即便是他的姓
名也是难知真假。这王富昌读了些书，识些字，只是为人奸刁滑怪，心狠手辣。因谋才害命一事败露
而遭到通缉，逃到了南陵县。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后来他还俗后，有人觉得他跟几年前
的通缉犯长得很像，并且从他的行为举止及所从事的行当来看，是他无疑。人们也只是私下议论，不
敢出头来指认，因为那时王富昌已经有了权势，怕抓蛇不成，反被蛇咬，遭他暗算的人可不在少数啊
！后来中国历经八年抗战、三年解放，一直处在战争之中，这桩民国旧案也就没人过问，不了了之了
。王富昌为躲避追捕，路经香由寺时，便在寺中出家，暂避风头，并把那不义之财找个地方埋藏起来
，等风平浪静以后再来享用。方行明
2、情节独特又合乎情理，书中汇集了祖辈生活的艰难、辛酸，更有让人意想不到捧腹场景的描绘，
“正如粗心的媳妇打碎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样样都有”，看后定有收获！ 我很喜欢看这本书，它
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3、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轰轰烈烈的土改，细细品味《家国遗梦》，500多页的书卷，藏着多少平淡的传
奇，藏着多少沧桑的世事，藏着多少深情的爱恋。美丽贤良的徐县令遗孀李氏改嫁乡巴佬、柔情智慧
的李氏之女英姑改嫁方玉才，他们追求幸福婚姻的无畏和幸运唱响了方家史诗。方家后代，看那百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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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遗梦》

出色，为国奋战的好男儿和为爱舍命的烈女子，如金岁月，哭笑皆由我。金水、年宝、九宝、金棠、
水琳、秀娟、腊子、秀婷⋯⋯一个个好男儿好女子精彩的灵魂和爱恨，伴着日月共疾风，悠然在历史
长空留下此生的流丽与潇洒
4、为了尽快看完他的小说，我每天带着250度的老花镜坚持看一小时以上(一般超过30分钟眼睛就会
疼)，刚才终于看完了。掩卷遐思，到今天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地道的南陵人。以前我一直以为他是外地
迁来的（他的讲话口音和他父亲在陈村水库工作）。文如其人，他的小说再现了他的才干。在他的小
说中让我弄清了南陵县很多我想知道却无从打听的疑问。谢谢他，我真正的老乡！这部小说充分发挥
了他记忆力超群的特长，把零星得来的传说故事，用历史的红线贯穿其中，演绎成牧歌式的人文传奇
——方家传奇传。中心人物是他的奶奶。但是，据我对他母亲的了解，她才是现实中的真实传奇的母
亲——她是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下，把他从一个浑噩胡混的小青年引导上成才之路的，他比谁都清楚。
不可否认，他的血液里有祖母的遗传因子，但后天的培养应该更加重要。我认为他应该继续写下去，
而且以他母亲为主角来演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的这段家史，这里大多是他自己亲身经历，是真正展示
他观察创作才华的所在。
5、一气呵成地看完，当一个家族一群人一生的命运、故事，让旁人用几十个小时浏览，会有些喘不
过气的。尤其这个故事讲述了情感、奋斗历程，所以总觉得有种无形的东西压迫着自己，头疼欲裂。
然后系统死机。虽然写的是小市民的故事，但更能贴进我们现代百姓的生活，有悲伤,有喜悦。书中主
角英姑时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让人感到中国女性的优点在英姑的身上体现。此书适合座在书桌边，泡
上一杯清茶静下心来细细品味。
6、一般只有看电视言情剧才会感动的我，从来没有因为看一本书而流泪，但我居然真的哭了，很难
想象没有真人的演绎，只有那文字的表达就已经将我感动．．．．．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幸
福，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没有欺凌．．．　我非常喜欢故事中的英姑，她是位伟大、美丽、传奇的
女子。
7、这部小说题材新颖,谈古论今,从国史谈家事,故事性强并且具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回顾
历史,日本侵略者的可恶行径,罪证历历在目.它是一部警醒之作，一部警世之作,具有现实意义。
8、本 书 讲 述 一 个 大 家 族 如 何 从 兴 盛 到 衰 败 的 过 程， 最后 主 人 公 毅 然 投 身 革 命 的 大 熔 炉
。故 事 情 节 跌 宕 起伏 引 人 入 胜，是 一 本 有 情 节、有 深 度、有 思 想 的 不 可 多 地 的 好 书。用 
了 半 个 月 的 的 时 间 拜 读 完 此 书，觉 得是 很 值 得 的！！
9、小说以牧歌式的笔调，娓娓道来。从清末到新中国初期，用最底层农民的传奇故事，演绎了一个
家庭励志奋斗，不屈不挠，随时代变迁而起伏沉浮的家史。主人翁英姑，曾得叶挺将军的称赞，是贯
穿小说始终的主角。表面看她是这个家庭的核心，是她把这个穷得连住处都没有的小两口，发展成一
个既有田产，又有多处房产的富足之家。在日军侵华的大难中，她毫不犹豫地将两个儿子送上前线，
可是在社会的变革中，她也没能逃过劫难。但细细读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家庭是在劫后余难中挤进
县城，是在社会相对稳定时发展壮大，当社会动荡不安时，个人再大的抱负，家庭再大的富足也只能
是杯水车薪。作者在幽默诙谐的叙述中，客观冷静的描写了皖江一带的老百姓对太平军的怨恨，对汉
奸败类的唾弃；尤其是文中描写的一些好人却得到了恶报，与传统的好人必有好报截然相反，令人深
思——他们为什么得不到好报？作者在多处强调：如果历史能够重新开始，我们都会变得聪明起来。
是的，不能让不堪回首的历史在故去的人身上重演只能是梦境，但看了这些演变的人是绝不会再让它
重演了。我想，这才是这篇小说的真正意义吧。
10、刚发了一条书评后，却忘记了很关键的一条。整本书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清军，普通农民还是贩毒
的刘举人，都形象不恶，这可能是方行明先生心中宽容的体现。可要命的来了，看完之后，有个人，
我相信读者们印象深刻，从和尚到铁嘴到保长到汉奸到“革命者”，的确是烂的透顶了。这个人在书
中描写中，这位王XX是江西人。随着这本书在爱书之人中的传阅，江西男同胞在潜移默化中不是会被
爱书的女性读者们给鄙视了吗？我像给方老师提个意见：请照顾下还没有结婚的江西男同胞们吧，我
们不是王XX，我们也要娶媳妇！最后，我也是江西人！
11、这是一部很容易读进去的小说。一是它的脉络分明，故事生动，情节曲直，人文风俗情趣盎然；
二是感情真挚，牧歌式的叙述描写渗透了作者对故土的眷恋深情。更重要的是，小说不仅通过一个家
庭的兴衰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在皖江一带给寻常百姓带来的喜怒哀乐，而且辩证地引导人们怎样认识
在生活中的得失。尤其在当今社会，很多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人，读了这部小说就会知道，今天的幸福
是多么不易。小说中客观的反映了皖江地区老百姓对太平天国军的否定，那是因为起义军的确给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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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遗梦》

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小说中塑造的好人并没有得到所谓的好报，那是因为历史的混乱、政治的
错误扭曲了民族文化的纽带。小说的结尾很沉重，似乎看到作者的怨愤和无奈，但那就是那个时候的
真实。小说应该还有续集——土改到改革开放，这家人的命运应该还有更多的故事来反映历史的进程
。要是那个导演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那不仅好看，而且对提高民族素质也有积极的教育意
义。小说中有个小的瑕疵：478页的“91.3空战”肯定不是2004年，请尽快订正。
12、我一口气读完了方行明先生所著的长篇小说&lt;&lt;家园遗梦&gt;&gt;,感觉非常高兴,真是一种美的
享受,受益匪浅.读书把家业国事溶为一体,以一个家庭的盛衰枯荣来折射世事的沧桑变化,从普通市民的
生活和情趣中浓缩出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有时让潸然泪下,有时又让人捧腹大笑.作者虽不是专业作家,
但文学功底厚实,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此书是不可多得的小说精品,值得一读.
13、这本书，是本很有内涵的书： 读了后感想深刻，回味无穷。 不仅使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对国
事有了了解， 而且能激励我以乐 观的心态迎接每一天。 我对人生的看法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每个
普通百姓都有自己特有的生 活画面，自己精彩的人生。 ......
14、一部看似反映市井百姓琐碎生活的诨曲，却包含了中国普通百姓在国家盛衰兴亡中的挣扎浮沉。
国是由无数个家组成的，一部家庭的历史，同样也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变迁。作者表面是在书写自己家
族的历史，但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国家命运的追忆和感慨。
15、看完这本书非常感叹于作者将国事与家事紧密联系起来构成一部耐人寻味的故事。这正是微观事
物与宏观事物间作用与反作用的真实写照
16、这本小说风格独特，语言诙谐，妙趣横生，对皖南市井文化、市民生活的深度描写和刻画令人惊
叹，似乎可以堪称现代版之《金瓶梅》:)故事情节曲折，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感人肺腑，跌宕回肠
。或许正如序言所说：它是一幅图画，把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皖南小城的市井文化、社会生活画
面生动地演示出来。平民的生活虽然平淡，但平淡之中却贯穿着让人跌宕回肠之处，有时让人潸然泪
下，有时又让人捧腹不止。它是由血汗凝成，记载了先辈们历经的苦难与艰辛；它是用泪水写成，既
有哭的泪，也有笑的泪；它也可以说是粗心的媳妇打碎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样样都有。
17、整本书并没有出现大人物，除了开篇的曾九大人。我的理解：这本书是来描写像你我一样平凡的
小人物故事，方行明先生的平易近人的用笔和妙趣横生的小故事也正是用来证明一点的。所以从这个
角度来说，我在某一个阅读点时，突然对书名起了怀疑，家或者“国“的遗梦，这是国的梦吗？但在
我掩卷之后的思考中，我却突然想起一句政治教科书式的话“历史的主人是人民”，是啊，历史的主
人是人民，国家的主人不正是老百姓吗？从李氏到英姑，他们都是普通的妇女，他们并没有像伟人那
样，“为中华崛起而奋斗”，她们对生活的渴望，对生活的展望都是那样的简单而平凡，但就是这样
简简单单的老百姓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后代能活的更好的，生活的更自由的百姓们，推动了历
史的发展。那她们的梦（也包括玉材这些男性角色）也的确是国家的梦啊。作为和她们一样平凡的人
，我决定不轻视自己，也希望看过此书的读者和我一样把自己（包括身边所有的普通劳动者）看的伟
大，我们的梦就是国家的梦。
18、据我对他母亲的了解，她才是现实中的真实传奇的母亲——她是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下，把他从一
个浑噩胡混的小青年引导上成才之路的，他比谁都清楚。不可否认，他的血液里有祖母的遗传因子，
但后天的培养应该更加重要。我认为他应该继续写下去，而且以他母亲为主角来演绎解放后到改革开
放的这段家史，这里大多是他自己亲身经历，是真正展示他观察创作才华的所在。
19、这本书，是本很有内涵的书：读了后感想深刻，回味无穷。不仅使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对国
事有了了解， 而且能激励我以乐观的心态迎接每一天。我对人生的看法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每个普
通百姓都有自己特有的生活画面，自己精彩的人生。
20、这部小说充分发挥了他记忆力超群的特长，把零星得来的传说故事，用历史的红线贯穿其中，演
绎成牧歌式的人文传奇——方家传奇传。中心人物是他的奶奶。但是，据我对他母亲的了解，她才是
现实中的真实传奇的母亲——她是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下，把他从一个浑噩胡混的小青年引导上成才之
路的，他比谁都清楚。
21、炎炎盛夏，再读佳作，遥远而熟悉。雨打、雷鸣、蛙声、蝉唱，仿佛仲夏夜之梦飘扬的音符。英
姑一大家子在风雨飘摇的时代浪潮中浮浮沉沉。《家国遗梦》一书，将市井人物生活式传奇刻画得淋
漓尽致，栩栩如生。尤其是英姑祖母的传奇，咀嚼回味，满口余香。既沉醉于英姑的美丽智慧识大体
，也感叹其身世浮沉如雨打萍。但是，看似命运的安排，最终却是英姑自己的果敢选择。掩卷长思，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待“命运”这个词语。命运并非被设定好只能无条件遵循，而是有种某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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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家国遗梦》已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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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家国遗梦》的笔记-全书

              说来很惭愧，作为85后的我  在从小就有电视等影音科技的环境下长大，对于纸本的文学作品并
没有太多涉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朋友向我介绍了他老师的一部作品，对于身边的人，我总是更
具好奇，于是我猎奇地看到了这本书，这是我从头至尾看得一字不落的作品。
    刚开始看到《家国遗梦》这个名字，总觉得有点悲伤有点与我的生活不相干系，但当我去细细地品
味，我发现这里面的故事难道不是我也耳熟能详的我的上辈，上上辈的故事吗？这些离我们这代并不
遥远，但又未曾经历的故事一个个浮现在我眼前，哦，原来那个年代除了有我知道的伤悲哭泣，也有
时代独有的生活情味，没幸亲身经历但在书海中遨游，置身于其中，真的是像经历了一个一个鲜活的
故事，那种感觉真的很不错，在细心勾勒每一个人物，每一段场景时，我总是乐在其中，悲在期内
    我用下面的文字来表达下我的观点（转述另一位读者的观点):
    
          这是一部让人心灵震撼的小说！

          它是当代版的金瓶梅，小人物的史诗

          家国一体，家的境遇折射出国之沧桑。

          这是一部不朽的作品！

千古以来，历史上的记载总是这个《世家》、那个《本记》，所记录的多是能够影响历史的大人物，
有谁能顾及小人物、小市民的生活，难道这类人的生活可以忽略不计？

到了明代，中国终于出了一部专门反映小市民生活的历史巨著——金瓶梅，而家国遗梦同样是反映小
市民的生活，即晚清至民国小市民的生活。究竟哪部好看，那就请读者来做个比较与鉴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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