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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烽小说选》

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
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
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
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
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
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
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
，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
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
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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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烽小说选》

内容概要

《马烽小说选(文学类)》内容简介：“中国文库”主要收选加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
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
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
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
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
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
，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
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
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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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烽小说选》

作者简介

马烽（1922～2004），山西孝义人。当代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
著）《刘胡兰传》，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
黄土坡的婆姨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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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烽小说选》

书籍目录

金宝娘村仇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四访孙玉厚三年早知道沈大妈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  临时收购员太
阳刚刚出山五万苗红薯秧伍二四十五纪要结婚现场会典型事例山村医生野庄见闻录彭成贵老汉我村有
个章小宝葫芦沟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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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烽小说选》

章节摘录

　　金宝娘　　一　　一九四七年冬天，我被分派到店头村领导土地改革。店头村是个四五十户人家
的一个小村子，坐落在大官道上，从县城到这里刚好一站路。南来北往的人，都在这里住宿。村里有
两家骡马大店，还有三四家留人小店。有一家小杂货铺和几个卖零食的小贩。虽然不是什么市镇，但
在山沟里就算个热闹地方了。　　我住在中农刘拴拴院里。刘拴拴是个二十来岁很爱开玩笑的年轻人
，三两天就和我混熟了，没事常来我住的房里闲坐。　　一天下午，我趴在炕桌上整理材料，拴拴在
后炕捻羊毛线。忽然听他说道：“哈！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呀！”门口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这就是
工作团那马先生吧？”我一回头，见进来个年轻媳妇，后边跟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那小孩我初
来那几天就认下了，名字叫“金宝”，是个很伶俐的小鬼。　　那媳妇一进来，就坐在了炉台上，和
我正对面。这时我才看清她并不是个年轻媳妇，看样子有三十大几快四十了。惨白的脸上有很多皱纹
，眼圈发黑，剪发头，宽裤腿，还穿着一对破旧了的红鞋。她这一身和年龄十分不相称的打扮，引起
我一种厌恶的感觉，一看就知道是个不正派的女人。　　我继续看材料，没有去理睬她，只有刘拴拴
，杂七杂八地和她胡扯。只听那女人低低地说：“不要瞎说了，我早就不啦。”金宝趴在了炕上，拿
起我的水笔说：“娘，看人家老马这笔！写的字可细啦！”那女人说：“金宝放下，操心弄坏！”金
宝乖乖地放下了。我这才知道这女人就是金宝娘。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刚来这村的第二天。我正
在街上和一些人闲谈，一群小娃娃在顺义店门口“跳格”玩。金宝提着粪箩头过来了，不知因什么争
吵起来，几个小娃娃像唱歌似的骂道：“婊子儿，不害臊，你妈碉堡上去睡觉！”，金宝也回骂了几
句，那几个小娃娃说：“婊子养的，你敢骂人！”另一个说：“拿土塑了！”于是几个小娃娃抓起土
向金宝身上扬，金宝大声哭了。我训了几句，那几个小娃娃才跑了。忽然从顺义店隔壁破门内伸出个
女人的头来，大声喝道：“金宝！还不给我滚回来！让你好好拾粪，就不听话！你的记性给狗吃了！
”金宝揉着眼进去了，门砰地一关，金宝便大声哭起来，显然是又被他娘打了几下。　　我想起那天
小孩们骂金宝的话来，更证明了这是个不正派的女人，对她的厌恶感更加深了一层，所以一直没去理
她。只有刘拴拴和她胡扯。只听拴拴问她：“你是来找老马有事啦？”金宝娘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
两下，改口说：“没甚要紧事，老马公事忙啦！我是向你娘借点东西来了。”说着就走了。两条腿向
两边撇开着走。　　她走后，刘拴拴对我说：“老马，你看这女人怎样？”我说：“不是个正派女人
！年纪那么大了，还那样打扮。”刘拴拴说：“以前还擦粉抹胭脂咧！自土地改革开始，才不敢了。
”我问：“她有男人没有？”刘拴拴说：“原先是有，如今大概死了！”我又问：“靠甚过活？”刘
拴拴笑着说：“靠甚过活？田不耕，地不种，腰里就有米面瓮。这女人，嗨！不能提了，以前接日本
人、警备队，后来又接晋绥军。烂货！”停了一下又说，“听说以前也是好人家女人，后来因家穷，
才做了这事。不过做什事不能赚碗饭吃，为甚要挑这种丢人败兴营生？我就最看不起这种人！”我说
：“就没人管教？”刘拴拴说：“怎没人管教？自去年春天解放以后，干部们可多管教啦，定成个‘
女二流子’，戴纸帽游过街，坐过禁闭。可是前晌放出来，后晌又接下客了。谁能常跟着她？！”　
　正说间，门吱的一声，金宝又进来了，对我说：“老马，我娘请你去我家坐坐！”还没等我开口，
刘拴拴抢着说：“你妈瞎了眼啦！老马不是那号人！”我也很起火，我记得我把手一挥说：“快滚你
的蛋！”金宝吓得跑了。刘拴拴笑着说：“老马，你看她还想勾引你啦！”我说：“你看我是干那事
的人？！”刘拴拴说：“我是说笑啦！”说着出去担上水桶走了。　　我收拾起材料，要到贫下中农
代表会去，这时太阳快落山了，西边红了半个天。街上有好些过路人，赶着牲口进店了。顺义店门口
站着好几个女人，刘拴拴娘和金宝娘也在那里，住店的脚夫们正在门口收拾鞍架。我走过去时，金宝
娘叫了我一声：“老马！”我说：‘‘叫我干什么？”金宝娘不好意思地说：“有工夫请你来我家坐
坐⋯⋯”其余的女人都在看我，那些脚夫们也停了手里的营生。恰好刘拴拴也担着水过来，朝我直扮
鬼脸。在这样个场合下，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叫自己去她家坐坐，我简直生气透了，我记得我训了她一
气，我说‘“看你就是个坏女人，你叫我想怎啦？”好像还骂了句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总之，
我当时非常生气，一直到了代表会上，我的火气还没下去。　　代表们见我脸色不对，问我因为什么
，我讲了一遍。代表主任田老大说：“我看她没那胆量勾引工作团，怕是真有些说的！”开会的人还
没到齐，大家谈起了金宝娘的身世。我才知道了她是怎样一个女人。金宝爹叫李根元，李根元爹娘就
他一个儿，家里很穷，租种着本村地主刘守忠的二十多亩地。　　根元三岁的时候，从绥远逃来一家
难民，走到店头村，生下个女孩子，养活不起，要给人。根元娘花了五升米，就把那个小女子买下了
，准备奶大以后给根元做媳妇。逃难的拿着五升米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来。　　根元娘没女儿，对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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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烽小说选》

媳妇就像自己的女儿，从小喂奶喂饭，屎一把尿一把地操养。她给奶媳妇起了个名字叫翠翠。　　翠
翠十五六岁时，长得真像一枝花，手又巧，心眼又灵，白白的圆脸，长着一双明闪闪的大眼，留着一
根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全店头村也是挑头的好闺女。但是翠翠从来很少和男人们答话。小时候常和根
元在一起耍，大了些，知道这就是将来自己的男人，虽然一家人就在一个炕　　上睡觉、一个锅里吃
饭，但和根元也羞得不多说话。有时根元故意引逗她谈句话，她马上脸就红了。根元二十岁上，翠翠
已经十八了。爹娘看见都大了，那年秋天就给翠翠绾了头。前一天，把翠翠送到根元二姨家，这天拉
了个毛驴去接回来，毛驴身上搭了块红褥子，回来拜了天地，吃了顿素糕，就算结了婚。虽然是从小
这村长大的闺女，但来看新媳妇的人很不少，大家都连声称赞：“真是个好媳妇，咱村刘守忠那样大
的财主，也没这么个媳妇！”　　地主刘守忠的儿子叫刘贵财，和根元是一般年纪。贵财早就看上了
翠翠。翠翠结了婚以后，比闺女时更好看了，脸就像一朵桃花。刘贵财时时刻刻想勾搭，有事没事常
到根元家闲坐。遇着根元和他爹上地了，便搭搅着和翠翠说话。有时把金戒指露出来给翠翠看有多重
，有时把手绢拿出来，让翠翠认是丝的是麻的。翠翠只是不理睬。有时刘贵财来了，翠翠便扫炕扫地
，故意闹下一屋尘土。有次她娘说：“人家少东家来了，不要那个样子，咱得罪不起人家。”翠翠说
：“我看他没长着好心！”　　根元结了婚的第二年，他爹死了。那年冬天，翠翠生了个小子，婆婆
见添了孙孙，喜得了不得，给起了个名字叫“金宝”。根元还是租种着刘守忠的那二十多亩地。翠翠
生了小孩，刘贵财仍然没死心，还是常去根元家闲坐。有时用肘碰一下翠翠，有时要和翠翠比手大小
、比身子高低，翠翠仍然不答理，并且把这事告诉了根元。根元知道自己惹不起刘贵财，只好安抚翠
翠：“不要答理他！”　　这年秋天，发生了件事。根元从地里割谷回来，听着翠翠在房里叫喊。他
忙跑进去，见翠翠缩在炕角里，刘贵财一手拉翠翠，一手拿着两块白洋。根元年轻人，火气大，见了
这个情景，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喝道：“你干什么？”刘贵财说：“要租子！”说着跳下炕来。根元
说：“要租子到我家炕上要来了？”拿着镰把就打。贵财挨了两下，口中骂道：“你敢打我？等着！
”慌忙跑了。翠翠哭了一场。　　过了一阵，他娘抱着金宝回来了，听了这事也气得说：“怪不得贵
财上午叫我抱上金宝去他家，说他娘想看看小孩，不想操下这狗心了！’’随后又对根元说，“撵跑
就对了，不该打。咱租种人家的地，得罪下可吃不消！”　　果然，不久刘贵财家就把地收回去了。
根元说：“世上又不是光他一家地主，咱有苦还怕没处受！拿上猪头还找不下庙门？！”　　刘贵财
收了地，恨气还没完。这年是一九三五年，冬天各村都成立‘‘防共保卫团”，店头村也成立了。刘
贵财家有钱有势，就当了村团长。第二年春天，各地抓共产党，刘贵财说根元是共产党，就把根元捆
去了。刘贵财亲自拷问，打得昏过去几次，也没落下口供。村里人都知道是怎个情由，但没人敢说句
话。当天把根元关在村公所炭房里，准备做好公事，第二天往县上送。　　下午，翠翠给送了一次饭
，根元爬在窗户窟窿上，翠翠见他脸色黄白，顺脸流下几道血迹，翠翠伤心地说：“你⋯⋯”刚吐了
一个字，就被看守的人喊住了，说：“团长吩咐，不准外人和共产党说话！”翠翠呆呆地看了根元几
眼，哭着回来了。临到家门前，擦干了眼泪，她怕娘看见伤心，只告娘说不要紧。　　夜里，翠翠没
合眼，她知道一说成共产党，根元就没活命了。她想起前半个月城里根元姑夫死了，她和根元去吊丧
，正好碰上城里枪毙共产党，枪毙的共四个人，三个是受苦人，一个是学生。打了四枪，流下四摊血
。最后，他们的家属来收尸，有老太婆，有年轻媳妇，还有几个小娃娃，他们都哭得那样伤心，有一
个老太婆趴在死尸上疯了一样地嚎，看的人都哭了，翠翠也哭了⋯⋯　　翠翠想到这一幅悲惨的情景
，想到根元的命运，不由得哭泣起来，眼泪洇湿了枕头。她哭着，她想着，她想：“拼上命也要把根
元救出来！”打好了主意，悄悄起来，拿了几件衣服，又拿了一把镶头，出了街上。这时有半夜了，
天黑得很，冷风迎面扑来。她从村外绕到了村公所后面，找到那问炭房的后墙，便用镬头开始刨了起
来，幸喜那墙是土打的，不一阵便刨下个洞，她把根元放了出来。野地里风呼呼地刮着，干树枝哗啦
啦啦作响。根元握着翠翠的手说：“我死不了，总要报这仇！你年轻轻的，趁早寻个头主，我逃出去
还不知道死活，你们就当我是死了！”翠翠哭着说：“我活是你家的人，死是你家的鬼，我至死总不
变心⋯⋯”翠翠哭得哽咽了，小俩口在大风地里，抱着哭了一场。翠翠把带来的衣服给了根元，把那
件糊着血的衣服换下来，又把两只银手镯给了根元，让他路上作盘费。根元朝他家住的方向磕了一头
，爬起来走了。　　翠翠抱着那件血衣，溜回了家里，但她的半个心，已跟上根元走了。　　第二天
，刘贵财见根元跑了，也没敢声张，怕上边知道跑了共产党，自己受连累。但想翠翠的心更切了。随
后造出谣言说：“根元跑出去被抓住枪崩了！”并说，“只要翠翠嫁给他，他就把他媳妇休了。”　
　又过了些时，刘贵财就打发顺义店刘顺义老婆，给翠翠来说媒，那是个说媒拉皮条的老手。她先把
翠翠叫到她家，探了探口气，她说：“根元已经死了，你这样年轻轻的，该找个婆家，寻自己下半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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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活。就凭你这一表人才，只要你肯，财主家也双手接待哩！”翠翠说：“顺义婶，我活着是李家
的人，死是李家的鬼，不要说李家还有金宝这点骨血，就是没有金宝，我也留不下老人。那说是婆婆
，实情和娘也一样，我不能昧那良心！”顺义婶说：“两个女人一个小孩，家资没家资，受苦没苦水
，可怎活呀？我都替你们发愁咧！”翠翠说：“我就是讨吃要饭，也要把我金宝抚养成个人，侍候我
娘百年以后！”顺义婶见苗头不对，也就没再多说。　　根元娘自儿子出了这事，整天啼哭，要寻死
上吊，把眼也哭瞎了。老的哭，小的叫，翠翠一个人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家里吃的也没有了，每天
还要去地里挖野菜、拾庄稼。翠翠就这样受，也没在娘跟前说一句不顺气话。　　一夏天、一秋天，
总算熬度过去了。这年冬天，可难过了，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天，饿得实在没法了，翠翠只好抱着金
宝，到左邻右舍去求乞。根元爹娘平时在村里很为人，人们又见女人娃娃们可怜，都一碗半升给了些
。过了几天，娘病了，金宝瘦得皮包骨头，翠翠又抱着金宝去讨吃，但谁家也不给了。随后有几个老
太婆悄悄告诉她说：“人家贵财放了话，谁家要给你吃的，谁家就是他的对头。你想，半个村子都是
种人家的地，谁敢和人家作对！”翠翠一点东西也没要下，哭着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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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马峰人选为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值得学习。
2、说实话，不论别人怎么评论十七年文学成就，反正我是很喜欢《林海雪原》之类的小说的，通俗
易懂，多有传奇色彩，关键是书的背后有一种正能量。
3、比肩赵树理
4、大概在80年左右看过马烽的小说选，时间久远小说的内容已忘记，但刻画的“五爪猪”这个人物仍
记得。终于在当当寻到了，但已不是当年的版本，没关系，此书留待成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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