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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树榆钱儿》

内容概要

一幅民国初至解放前的“清明上河图”
一部京城学士府版的“大宅门”
一部人人可以朗读的小说
京味儿文学的一部力作
北京文艺广播电台全文联播，反响热烈
老北京的名门之后，操刀写作京味儿小说。追老舍先生神韵，凝京味儿文化精髓，观京城历史风云，
品皇城百姓精神。
长篇小说《满树榆钱儿》是一部继承老舍先生遗风，又力求有所突破的京味文学。作者为著名戏剧理
论家马少波之子，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小说以民国初至解放前的历史为背景，以京城名门学士府的兴衰及少主人齐月轩的人生经历、爱情经
历为主线，运用浓郁丰富的京味语言，全面展现了老北京几十年的社会风貌和变迁，通过众多鲜活的
人物描述了老北京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和命运。进而由这些各异的生活轨迹，人生命运，就交织凝聚出
整个时代和民族的轨迹和命运。小说堪称一部平民的史诗，宽广、厚重、质朴，也苍凉、悲壮、高亢
。同时，也像一幅老北京的“清明上河图”， 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官府宅门、平民杂院、市井庙市
无所不包，但又杂中有序，庞而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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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树榆钱儿》

作者简介

57岁，北京人。被称为“文坛超大龄新人”。曾赴内蒙军垦7年，归京后曾做工、从干、任教、经商，
阅世读书颇丰。创作长篇小说和电视剧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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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树榆钱儿》

章节摘录

　　学士府大门外不远有棵老榆树，有一搂多粗，几丈高。它有多大岁数，谁也说不清。不过府里头
进院靠墙有块修府时立的石碑，上边除了记着乾隆爷赐府和齐家从宦、封妃的政绩，也说到当年建府
址时是&ldquo;老榆树以北为院墙，以西四丈建府门&rdquo;。由此推算，这棵榆树起码也有两三百年
了。虽是棵老树，它却一点儿不露衰相，依然枝繁叶茂。这不，春风一吹，满树就挂起了一串串、一
簇簇的榆钱儿。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子光着脚，攀在树上，灵巧得活像只猴子。一群穷孩子围在树
底下，抢着拣他扔下的榆钱儿，边拣边还尖声稚气地念着童谣：&ldquo;榆树钱儿蒸饽饽，穷人见了乐
呵呵。树上长钱不能花，填饱了肚子先不饿。&rdquo; 这爬到树上的孩子叫望田，是老高高贵庚家的
小子，他家也在旗，就住在学士府胡同路南的一条小巷里。那边的房和胡同两边的宅门可没法比，都
低矮简陋，破旧不堪。据说这片房最初是修学士府时工匠住的工棚，之后越盖越多，成了当年内务府
应差的工匠杂役们的住所。这些人无论原先是满人、蒙人，还是汉人，也无论干的是车夫、轿夫、奶
妈子，只要进内务府应常差，伺候宫里府里的活就算随了旗，成了旗人。后来一提在旗，人们往往和
贵族混淆。其实旗人中的主子是少之又少，大多是给旗主、营主侍应的旗奴。这些人是一人为奴，子
孙为奴，得跟主子姓，几代后主子开恩才能还籍复姓，归自家的宗。按大清律，百姓有罪送衙门，依
国法论处。旗人主子有罪送族堂、宗人府，按族规量裁。而奴才依的是家法，哪儿都甭送，罪大罪小
，怎么处置就是主子一句话。好在大清国倒了，小皇上退了位，靠民国政府给银子维持，再也摆不起
过去那排场。内务府遣散裁减了一大半，这里的人们也大都各自凭手艺谋生。最苦的是像高贵庚这样
的主儿，军伍出身，不会养家的营生，只得推着粪车走家串户，以掏粪背道为业。现今这一条胡同里
还是两重天，两层地。大胡同里住的都是爷，而小巷里住的是为这些爷效劳，也靠这些爷活的穷孙。
人比人气死人，甭比。富有富的愁，穷也有穷的乐。你看，树上的望田多开心。不仅有收获的乐，还
有给人的乐。穷的乐其实比富的乐容易得多。　　月娥在学士府院里听到外面孩子们的喧闹，也按捺
不住，抱着一个小笸箩，跑出府门。她是杨志兴杨管家的女儿，今年刚八岁。虽说不是小姐身份，生
下不久就没了娘，可这偌大的学士府就她这么一个小孩儿，又生得俊俏伶俐，自然成了全府上下的心
尖子。连齐大少爷也格外喜欢她，带她玩儿、逗她乐，成了齐月轩每天必修的功课。连她身上那缎子
棉袍，脖子上挂的白玉葫芦都是少爷赏的。按规矩，大宅门里的孩子都是高墙围里圈大的，哪能和外
边那些小胡同串子一起折腾啊？可孩子爱扎堆儿，那是天性。管了她几次，弄了个整天噘嘴掉眼泪，
不忍，只得随她的兴儿。　　月娥跑到树下，高举着笸箩仰面喊：&ldquo;望田哥，我也要！我也要
！&rdquo; 高望田低头见是她，忙应着撅了个满是钱儿的小枝儿扔下。见她也学旁边孩子，用手撸下
榆钱儿就往嘴里塞，忙说：&ldquo;月娥，别生吃。拿回去洗干净蒸窝头。&rdquo; 月娥却不在乎，边
嚼着，咂吧着滋味儿，边喃喃自语；&ldquo;嘿，甜的，挺好吃。&rdquo; 没等望田再说什么，身边一
个小小子搭了茬儿；&ldquo;嗬，大管家的千金也吃这个？告诉你，我们穷人天生是草肚子，咋吃都没
事。你是肉肚子，生吃准拉稀。&rdquo; &ldquo;你才拉稀呐。&rdquo; &ldquo;不信是不？大伙儿说我
说得对不对？&rdquo; 穷孩子们哄笑着纷纷应和：&ldquo;对，对，一准儿拉稀。&rdquo; 月娥不经逗，
有些恼，伸手打去。小小子一闪身躲开，还顺手揪了揪月娥的小辫儿，逗得月娥更急，穷追不舍。可
那小小子泥鳅似的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加上孩子们起着哄故意遮挡，哪里逮得着？气得月娥直跺脚，
竟哭将起来。　　树上的望田见了喊道：&ldquo;她小，你们就不兴让她点儿？月娥，别哭，接着
。&rdquo; 一个满是钱儿的小枝准准地扔到月娥的小笸箩里，月娥才眨巴着泪眼笑了。　　这时，从
胡同东口走进几个人。两个乡下打扮的中年人在前，一个十七八岁挺虎实的小伙子搀着个着长衫的老
先生在后。这．老先生可有岁数了，长而稀的山羊胡已全白，脸已像风干的橘子，精瘦得只剩一层皮
，只是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小眼睛随意地一瞥一扫，竞显得格外有神。　　几个人拦住个路人，像是
打听什么，尔后径直走到学士府门前。　　老先生仰头看看门上的太匾，微笑着点点头：&ldquo;是了
，就是这里。&rdquo; 说着，没让扶，自己迈上台阶。　　门房闻声忙从屋里出来，见几个人想往门
里迈，忙拦住：&ldquo;哎，你们找谁呀？&rdquo; 小伙子抢先答：&ldquo;找学士府。&rdquo; 门房噗
嗤一笑：&ldquo;学士府人多了，找谁呀？&rdquo; 老先生上前欠欠身：&ldquo;这位小哥，老朽姓张，
从德州来。距贵府祖地不远，也算个乡亲吧。&rdquo;一指小伙子，&ldquo;这是我孙子张志诚，这两
位都是同村乡亲，我们要见府上当家的主子，请您给通禀一声。&rdquo; &ldquo;大少爷不在。&rdquo;
&ldquo;那府上的管家&hellip;&hellip;&rdquo; &ldquo;杨管家也不在。先回吧，过后您再来。&rdquo;门
房的话像俩月没烧的炕。　　透着冰凉。　　张老先生还要说什么，可话还未出口，他孙子张志诚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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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树榆钱儿》

早按捺不住．张嘴声儿就挺冲：&ldquo;让我们回没那么容易，我们都让你们学士府给糊弄多少次了？
这回大老远跑北京来，见不着你们当家的，让我们回？甭想！&rdquo; &ldquo;嘿？！你这小子说话真
不知深浅，&rdquo;门房也有些恼，&ldquo;你不头一次来学士府嘛，怎么叫糊弄你多少次了？告诉你
，这也就是民国了，要是大清国那前儿，能容你这号儿的上这台阶儿？早给你一顿乱棒了。&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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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树榆钱儿》

编辑推荐

　　《满树榆钱儿》以民国初至解放前的历史为背景，以京城名门学士府的兴衰及少主人齐月轩的人
生起伏、爱情经历为主线，用原汁原味的京味语言，全面展现了老北京几十年的社会风貌和变迁。《
满树榆钱儿》堪称一部平民的史诗，也似一幅老北京的&ldquo;清明上河图&rdquo;。故事之精彩直追
《大宅门》，人物之神韵颇得老舍真传。作品曾在北京文艺广播电台全文联播，反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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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树榆钱儿》

精彩短评

1、很有京味儿
2、齐少爷很想茶人三部曲的杭大少爷。
3、老北京社会下的生存
4、老北京的“清明上河图”~
5、写京味儿小说的“腕儿”多了去了，老舍，邓友梅，叶广岑......，看看新秀之作......。
6、齐月轩这个任务还不错，一枝花就有些牵强。总体来说还是不错。只是在时间和人物年龄的逻辑
上似乎不太对。月娥结婚的日子选的是腊月十八，后来怎么就成了腊月二十八结婚了，看的我晕。齐
月轩怎么也不可能比周正英大二十岁啊，那不是周正英比月娥还小？
响当当的一枝花，二十多年硬是没人看出她就是剃刀刘的女儿？
看着玩玩，了解一下老北京。不过要说和老舍先生的神韵，那还差得远呢！呵呵！好好努力吧！
以后电台的长篇联播不能听，听了就想看看书到底是怎么样的。
7、只是上册啊
8、这本书语言有点浅显了，闲来无事读读还不错。
9、挺好看的满意
10、给老公买的 他很喜欢看  期待下一本
11、是那种不错的午后读物
12、本书有浓郁的北京味道！
13、 整个下来好像又让我复习了一下近代史 大背景下的 个人觉得没有老舍先生那样说话风趣
14、最质朴的情感存于最普通的百姓之中
15、书太棒了，很生活。
16、和叶广苓一样是京味儿，但两百页之后就高下立现。没办法，老天爷赏脸，叶广苓只用写自个儿
的家事，字字就是传奇。马平来也不容易，学士府一干众人，小说里几乎想要面面俱到地说个遍，只
可惜读下来，总觉得欠火候，“编纂”的痕迹太重。齐月轩遇到周正英之前还尚可，囫囵一气，大概
能描出几个重要角色的影子。之后就有些离谱了，似乎处处都是奇缘巧合，巴不得把所有人物都编派
上一层关系。角色里我最喜欢一枝花，但也是颇为看不起她对齐家少爷的念念不忘。因为没写出她情
人有几分好，让人琢磨不透有什么放不下。用了太多类似“此处不表”的短句，例如“转眼间六年过
去”——就这样六百多页也没把一个故事讲通透，我觉得相比叶广苓，马平来的文字读起来，确实还
是挺费劲的。
17、赶上特价买来收藏，还没来得及看，有时间看一下，再者替女儿留着，也许她会喜欢。
18、　　好久没看这么顺溜的小说了。
　　里头的京味儿，倍儿足。读来让人感觉痛快。
　　
　　尤其是写的老北京民国时候的“黑道儿”，土匪头头一枝花，有意思，有看头儿。
　　
　　大声吆喝哦！
　　
　　搁一段儿开头儿：
　　  
　　这都是民国六年了，和皇上在位的时候比，除了头上没了辫子，铁狮子胡同里多了块民国政府的
牌子，北京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春天还是让关外那铺天盖地的西北风给刮来的，娇嫩的绿色中夹
带着土黄，苍旧中又分明透出着鲜亮。什刹海冻的冰早化了，又成了招人爱的一汪水。草生了，柳绿
了，过往的人脸上也多了点儿喜兴。
　　沿湖沿儿向东就是把后门大街隔成南北两段的后门桥。这桥打元大都时就有，几百年了。破是破
了点，汉白玉的栏杆已经像老头儿嘴里残缺不全，满是黄垢的板儿牙。不过它没塌没倒，每天仍然载
车驮人。远看拱起的桥身，还真像个驼背的倔老头儿生生撑立在那儿，让人看了不免有几分苍桑，几
分感慨。
　　后门大街在北京不算条长街，一共也就二里多点儿。从后门桥往北，抬头就见高高的鼓楼，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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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树榆钱儿》

不远就是地安门。不过它和前门、天安门、午门、景山、鼓楼、钟楼共同连成了一条通贯北京城的中
轴线。要说长安街是北京的脸面，那后门大街就活脱儿是北京的一条脊梁骨。
　　据说元大都时，北京是个水城。什刹海西边的积水潭，就是个水运码头，紧靠水边的后门大街就
成了北京最热闹繁华的一条商业街。那阵儿船经后门桥，向东经东不压桥，与北河沿、南河沿和天安
门前的金丝沟相连。再往南经天桥折向东，过红桥可直通五十里外的通慧河。到明代水源渐竭，到大
清更是难寻穿城而过的水系，只留下中南海、北海、什刹海这几汪水，和若干不见水，可还叫桥的地
名。
　　自打大清国把都城从奉天迁到北京，原先明京城的九门之内就成了只许旗人居住的内城。汉人大
都给赶到前三门以外，另辟新城。据说这是摄政王多尔衮的主意，美其名曰“拱卫京师”。内城以紫
禁城和后门大街为正中，东边是镶黄、正白、镶白、镶蓝四旗；西边是正黄、正红、镶红、正蓝四旗
。北京的地势是西高于东，北高于南，当然以上风上水为贵。所以后门大街以西，一直到积水潭，这
一片邻水的西北角儿就成了最金贵，皇亲国戚、显贵宠臣最聚集的地界儿。
　　
19、哈哈。满嘴的京片子。读来畅快淋漓。虽然一如《大宅门》、《春秋家国梦》这样的国仇家恨演
义，但是作者娴熟老到的笔锋，读来却别有风味。
20、这个要是改编成电视剧应该相当好看，人物刻画丰满，故事张力十足，充满着戏剧性。就是我听
的应该不是全本吧，总感觉后面的故事还有很多。
21、说是老舍第二，京味儿十足。看了之后才感觉，与舒先生差远了
22、小说言语用词京味十足，小说里的故事人物遭遇也勾人心弦，很多悲剧都是各种机缘巧合所导致
冥冥之中仿佛命中注定一般。面对明国时期动荡的大环境，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有颇多的无可奈何。期
待下一部
23、五个月啊，终于看完了
24、最近很喜欢看这类的书~感觉这本看着缓缓的还不错~书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不过可能比较小
众...
25、人在大背景下的生活。感觉到更宏观的世界观
26、这才是老北京风味。
27、这是第一部，还有第二部可看。京味儿小说就是这样，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就像文中老张结尾
说的：凭什么咱不笑？咱就慢慢陪小鬼子玩儿，天塌也要笑着顶。笑，也得把小鬼子笑毛了，这，才
是咱北京爷们儿的份儿！“路有头，情难罢。热血润开血色花。常开何分冬夏。话无多，心长挂，悲
歌慷慨唱天涯。永传一段佳话。仇未偿，血流罢。国若不存哪有家。视死如归何怕。情不平，笔难下
。拼就一抹半天霞。只求无愧天下。”
28、在当当买过好几次书了 都很棒 价格又优惠很多 哈哈~
29、京味儿挺浓，确实有点老舍的感觉。开头特别好，京韵都能照着念出来，往后写感觉有点吃不住
劲了，没能收回来，人物单薄了点。不过依旧期待后续
30、还不错 
31、20170320
32、大气,弘大,史诗效果.
33、差不多是一口气读完的，书印刷的质量还不错，内容写的也是满流畅，值得读一读。
34、老公借图书馆的书看，结果丢了，只好买一本赔上。
35、有老舍的风格。好！
36、京味儿浓郁，看的不肯放心，期待第二部！
37、后半部分，人物形象（主要指齐月轩）在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之下顿时就高大上了，但也空了。京
味儿也就不那么正宗了。虎头蛇尾。
38、超级无敌棒。听的 何善伯播讲的有声小说。喜欢的不得了。
里面的人物，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展现着自身的形象和性格。
刘成龙，一枝花，杨志兴，齐月轩，都是很丰满很多面，同时又很合理的任务。情节设置得恰到好处
，让每个人都在里面充分的碰撞。很多作者自己的想法，通过人物对话展现出来，自然而深刻。
恰好在看《穆斯林的葬礼》。云泥之别。
39、好不错。就是人物的思想，给我一种作者通过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感受，附在齐少爷身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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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过于现代了。其他的。。还是比较痛快的。。
40、这本书早就想买了，这次等到降价购的书很便宜的，不但便宜书的质量非常好，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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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好久没看这么顺溜的小说了。里头的京味儿，倍儿足。读来让人感觉痛快。尤其是写的老北京民
国时候的“黑道儿”，土匪头头一枝花，有意思，有看头儿。大声吆喝哦！搁一段儿开头儿：这都是
民国六年了，和皇上在位的时候比，除了头上没了辫子，铁狮子胡同里多了块民国政府的牌子，北京
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春天还是让关外那铺天盖地的西北风给刮来的，娇嫩的绿色中夹带着土黄，
苍旧中又分明透出着鲜亮。什刹海冻的冰早化了，又成了招人爱的一汪水。草生了，柳绿了，过往的
人脸上也多了点儿喜兴。沿湖沿儿向东就是把后门大街隔成南北两段的后门桥。这桥打元大都时就有
，几百年了。破是破了点，汉白玉的栏杆已经像老头儿嘴里残缺不全，满是黄垢的板儿牙。不过它没
塌没倒，每天仍然载车驮人。远看拱起的桥身，还真像个驼背的倔老头儿生生撑立在那儿，让人看了
不免有几分苍桑，几分感慨。后门大街在北京不算条长街，一共也就二里多点儿。从后门桥往北，抬
头就见高高的鼓楼，往南不远就是地安门。不过它和前门、天安门、午门、景山、鼓楼、钟楼共同连
成了一条通贯北京城的中轴线。要说长安街是北京的脸面，那后门大街就活脱儿是北京的一条脊梁骨
。据说元大都时，北京是个水城。什刹海西边的积水潭，就是个水运码头，紧靠水边的后门大街就成
了北京最热闹繁华的一条商业街。那阵儿船经后门桥，向东经东不压桥，与北河沿、南河沿和天安门
前的金丝沟相连。再往南经天桥折向东，过红桥可直通五十里外的通慧河。到明代水源渐竭，到大清
更是难寻穿城而过的水系，只留下中南海、北海、什刹海这几汪水，和若干不见水，可还叫桥的地名
。自打大清国把都城从奉天迁到北京，原先明京城的九门之内就成了只许旗人居住的内城。汉人大都
给赶到前三门以外，另辟新城。据说这是摄政王多尔衮的主意，美其名曰“拱卫京师”。内城以紫禁
城和后门大街为正中，东边是镶黄、正白、镶白、镶蓝四旗；西边是正黄、正红、镶红、正蓝四旗。
北京的地势是西高于东，北高于南，当然以上风上水为贵。所以后门大街以西，一直到积水潭，这一
片邻水的西北角儿就成了最金贵，皇亲国戚、显贵宠臣最聚集的地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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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满树榆钱儿》的笔记-第294页

        挺喜欢周正英的 
就是现在这个告白都不过时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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