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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姻缘

很久以前，在衩裆沟里，住着三兄弟。因为兄弟三人从小都爱放屁，所以

老大就叫“大屁”，老二叫“二屁”，老三叫“小屁”。兄弟三人都喜欢大舅

家的表妹，所以三天两头你来我往，便成了大舅家的常客。尽管他们都缠着表

妹不放，但表妹在他们跟前，不敢有半点眉来眼去，这是因为，大舅管得严，

家规更不敢违。

表妹长得蛮好看，待人也诚实。其实，她心里早有了打算。她背着父母

亲，精心细致地绣了一个荷包，荷包上绣了一对鸳鸯，那对鸳鸯活灵活现，栩

栩如生。趁父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她就拿出荷包，呆呆地看，看着看着，就抿

嘴一笑，笑得甜蜜蜜的。

“闺女，你这是给哪一个绣的荷包？”母亲发现了荷包，问。

“我、我，是、是……”女儿吞吞吐吐，语无伦次。

“你给娘说实话，你是不是看上了你的哪一个表哥？”

“将来，我看上哪一个，就把这荷包给哪一个。”

“说瞎话！”父亲走出来，嗔怪道，“我们李家祖祖辈辈是有规矩的：男

婚靠的是媒妁之言，女嫁靠的是父母之命。由不得你胡来！”

“爹，嫁人是我一辈子的大事，总得和我打个商量嘛！”

“那你三个表哥，你到底看上哪一个了？”母亲带着商量的语气问。

“虽然三个表哥都喜欢我，我也喜欢三个表哥，要我说真正要嫁给哪一

个，到现在为止，我心里还没个谱儿。”

“依我看，老二就不错嘛。”母亲偏向老二，“老二懂礼仪，会处事为

人。将来你嫁给老二，吃不了亏的。”

“依我看，老大人品不错。”父亲偏向老大。

女儿一笑，不点头，也没摇头。

“掌柜的，咱俩得商量商量，尽快把闺女的终身大事定下来。”母亲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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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咱只有一个闺女，喜欢她的却是三个人，总不能就这样长期拖下去，

时间长了，有了麻达了，到那时，那才叫‘老鼠咬了磬，好说不好听‘哩。”

“我也在为闺女的婚事熬煎哩。”父亲想了想说，“我想到办法了。”

“啥办法？”母女俩异口同声地问。

“就看她（他们）的缘分呗。”父亲说，“你们去炒几个像样的菜，叫他

们来吃酒席，我有话说。”

母女俩就忙着置办了一桌酒菜。大舅把三个外甥都召到家里来。

入席之后，大舅对三个外甥说：“你们三兄弟同时喜欢上你们表妹，但表

妹只有一人，而你们是三人，咋办？今天叫你们一同来，就是要看你们哪一个

和表妹有缘分。事情是这样——你们三兄弟从小都爱放屁，今天在酒席上，哪

一个要能憋着不放屁，要憋到酒席结束，我就把表妹许配给哪一个。”

“我依从爹爹的想法。”表妹羞涩地说，“哪一个能不放屁，我就把这荷

包给哪一个。”

“要得！”舅娘说着，立即把屁股挪到老二身边，咬着他的耳朵，悄声

说，“老二，你平时接二连三地放屁，我都不怪你，今天，是最要紧的时候，

你千万别放屁啊！”

老大马上跳起来火气毛躁地说：“放屁放屁，五谷作气，有屁不放，憋坏

肚皮。我有屁还是要放的！”

“你真老诚！”大舅伸手把老大拉到一旁，强迫道，“你就是再要放屁，

这会儿，你都给我憋着！你一旦放了屁，你就没有机会娶到表妹了。”

老三沉默着脸，好歹不说话。表妹有些偏爱老三，所以，生怕他会放屁，

给他递眼色，他也懒得朝她看。她有些着急，就把头伸过去，对他悄声问：

“三表哥，你在这顿饭的工夫，能不放屁吗？”

“……”老三不点头也不摇头。

在喝酒吃菜的时候，老大首先伸出手，要与大舅划拳饮酒。在他与大舅划

拳的时候，一句“二家有喜”没喊完，屁股下边就扑哧放了个屁。

“这是哪一个放的屁？”舅娘问。

“这是哪一个放的屁？”大舅在追问。

“我没有放屁！”老大不承认。

“我也没放屁。”老二和老三异口同声地说。

“都说没有放，难道是狗在放屁？”大舅有些生气了。

“好像是大哥在放屁。”老二说。

“我也看到大哥屁股动了一下，那响声就是从大哥屁股下边传出来的。”

老三说。

“好汉做事，好汉当嘛！”舅娘没好气地说，“自己放了屁，都不敢认

账。一看你就是个不诚实的种！”

“唉，都是我这个不争气的屁股！”老大站起来，伸手扇了自己屁股一巴

掌。

“大表哥，你不怨东，不怨西，只怨你屁股不争气。”表妹笑了笑，和颜

悦色地说，“缘分，都是缘分。”她说着，就给大表哥倒了一盅酒，又夹了一

大块腊肉片子。

老大放了屁，老二双腿在打战战，生怕自己在这个时候也走大哥一条路。

他这一着急，就觉得想放屁，而且越来越觉得肚子里有气在咕咕地上下窜动。

怕鬼就有鬼，一不小心扑通一个响屁从他裤裆里冒出来，顿时，震得板凳都动

了下。

“老二，你这屁咋这响的呢？”舅娘惊叹道，“震得我也想放屁呢！”

大舅扑哧一笑，也放了个哧溜子屁。

“这又是谁在放屁！”舅娘问。

“是我在放屁，不和你们屁相干！”大舅漫不经心地说。

父亲一个屁刚结束，女儿扑哧一笑，也笑出一个哧溜子屁来。

舅娘马上问道：“这是哪个在放屁？”

大舅追问道：“这是哪个在放屁？”

老大跟着问：“这是哪个放的屁？”

老二也跟着追问：“这是哪个放的屁？”

他们这一问，女儿顿时脸色通红，红得像桃子花。作为一个姑娘家，在大

庭广众的场合下，放了屁，就羞得无地自容了。

“这是我放的屁！”老三站起来，拍了拍自己的屁股，假惺惺地说，“都

怪我这个不争气的屁股啊！”

表妹看一眼老三，毫不犹豫地掏出荷包，塞到他怀里，双手捧着脸，一头

钻进了闺房……

                   讲述人：陈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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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民风

从前，有一位明知县，他上奏朝廷说，太平桥那地方，人都心地善良，民

风淳朴，可谓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皇上对明知县的话半信半疑。虽说半信

半疑，但又深感欣慰。于是，就微服私访，长途跋涉，来到了太平桥。

皇上来到太平桥，看到这里的民众，对人和气，讲礼节，会谦让，都在和

和气气地过日子。皇上对这里的民风，虽然心里也满意，但他还是想体验一回

这里的民风。于是，他掏出一个金元宝，用纸包裹，然后在纸上写道：“元宝

就是马上福的。”便将元宝放在路的中央，不紧不慢地走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皇上离开不多时，就来了一位年轻的汉子，那汉子

就叫“马上福”。

马上福拾起元宝，自言自语地说：“这元宝咋是我的呢？”

马上福心想：一定是哪一个的名字和自己同名。他想着，就在那里坐下

来，等待着另一个马上福，从他手上拿走金元宝。他在等失主的时候，每路

过一个人，他都要上前问：“你是叫马上福吗？”但所路过的人都是同样的回

答：“我不叫马上福。”

马上福等待丢失元宝的人，正等得心急火燎的时候，来了一位骑着黄马的

人。他知道，能骑上黄马的人，大都是当官的，于是，他上前双腿跪地：“这

位官老爷，草民我有事相告。”

“我是这里的知县，你有啥子冤情，如实向我禀告，本官一定为你做

主。”

“草民本无冤情。”马上福把手里的元宝举过头顶，着急地说：“县老

爷，草民刚才在这里拾到这个金元宝，我等失主来认领，但直到现在，也没有

半个人来认领。我还是把元宝交给知县大人，求您张贴告示，告知失主吧。”

知县跳下马来，接过马上福手里的元宝，抱怨道：“这个马上福也真马

虎，就连这么大个元宝也会白白地丢在路上。”

“知县老爷，我也叫马上福……”

“这元宝既然是你的，那又为何上交给本县呢？”知县百思不得其解。

“名字是我的，但元宝不是我的。”他解释说。

“哦，是同名了。”知县夸赞说，“咱们这里的民风真淳啊！”

“取财有道呗。”马上福说，“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是财宝

堆成一座山，也不能动嘛。”

“你做得真好，我会将你这种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告知全县子民，往

后，叫各个地方多出几个马上福。”知县接着说，“马上福，你把元宝交给我

了，你该放心地回家了。”

“我还是不放心。”

“为啥？”知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我得到县衙里等元宝的失主。”马上福进一步说，“如果你知县老爷把

元宝独吞了，真的马上福来认领的时候，你就会说，是我这个拾元宝的马上福

认领了。到那时，我背着黑锅，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哩。”

马上福就跟着县官，来到了县衙大堂。

知县也是个清官，他领着马上福，径直走进县衙大堂，屁股还未沾板凳，

立刻叫师爷书写了告示，将告示贴进了大街小巷。

告示张贴的当天下午，就有人在大门外击鼓。

衙役将那击鼓人带上大堂。

知县问：“你击鼓为的何事？有何冤情，如实说来，有本知县为你做

主。”

“我叫马上福，是来认领丢失金元宝的。”击鼓人说。

“咋？你和我是一模一样的名字？”马上福问。

击鼓人惊奇地看着他：“你真的叫马上福？”

“我真的叫马上福。”

“你真的叫马上福，那金元宝，你咋没有认领呢？”击鼓人不解地问。

“他真的叫马上福，元宝也是他拾到的。”知县欣慰地说，“他拾到元

宝，尽管元宝上有他的名字，但他还是把元宝交给我了。”

“我信了，我信了！”击鼓人说，“你们这里的民风真淳朴哪！”

扮作击鼓人的皇上就将那锭金元宝赏给了马上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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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路口拜“干大”

早些时候，铁匠树岭的人，谁家生了孩子，如果“八字”太硬，或是“五

行”缺少两样以上，就要拜“干大”。拜“干大”的日子一般都在端午节那天

早上，父母亲要简单地弄几个酒菜，带上孩子，大清早来到三岔路口。当地人

也把这种形式叫“拜露水干老子”。第一个人来的时候，无论是男是女，都要

让孩子给人家磕头。磕头之后，是男的，便成了孩子的“干大”，是女的，就

是“干娘”。干大或是干娘必须喝上几盅酒，吃上几口菜，然后干大必须给孩

子一点钱。干大给了孩子钱之后，还要把裤带解下来，拴在孩子脖子上，父母

亲将提前备好一根新裤带，送给干大。

这种给孩子拜干大的事，对二狗子来说，是一个夺取他人钱财的好机会。

他才不管啥子“取财有道”的鬼话哩！

端午节的那天早上，二狗子也来不及带上酒菜，两口子就抱着孩子，去了

第一个三岔路口。端午节走亲戚回娘家的人很多，他们身上也一定都有钱。二

狗子他们在第一个三岔路口很快给孩子拜了个干大，也收到了干大送给干儿子

的十两银子。

二狗子不敢怠慢，他要抓住机会，再给孩子多拜几个干大。于是，他两口

子抱着孩子，又匆匆忙忙来到第二个三岔路口。他们在第二个三岔路口，又给

孩子找到了个干大，而且还是个很有钱的干大，出手大方，伸手就给干儿子掏

了三十两银子。

本来，拜“露水干大”必须是端午节的早上，但二狗子抱着孩子，已经在

两个三岔路口上为孩子拜了干大，收了几十两银子，但他仍然不知足，抱着孩

子，又来到了第三个三岔路口上。

他们来到第三个三岔路口上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他们正等待的时

候，就来了一只大花狗。按理说，带孩子拜干大的时候，如果第一个来的不是

人，是狗，也得让孩子向狗磕头跪拜，然后再让狗将带来的酒菜吃光。但他们

今天没有带酒菜，只能空着手，将孩子放地上，向那只大花狗磕头。

殊不知，这只大花狗并非是狗，而是一只狼。那狼扑上前，张口就将孩子

叼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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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驹帮山菊葬父

早年，梨花沟里住着父女俩，父亲患气管疾病，不能干重活，只能依靠女

儿养家糊口。十五岁的山菊，要挣钱养家，无可奈何，只有女扮男装，去了阴

坡史员外家，干上了放马这个不轻不重的活。

山菊在放马的时候，她特别喜欢那匹白马驹，主人叫它雪驹，她也叫它雪

驹。她经常为它梳理鬃毛、洗澡，还给它送吃送喝。久而久之，兽通人性，雪

驹便和她建立了感情，就像好朋友一样，整天形影不离。在山上，雪驹总是在

她身边进食；每到日落西山的时候，雪驹早早地等在她身边，让她骑着自己回

家。它也调皮，经常把自己毛乎乎的脸，贴在她脸上来回揉着。有时候，它要

喝水，便走到水井边，把嘴放在水面上，晃来晃去，然后就看着她。她也领会

了它的意思，就走过来，把水舀起来，喂它嘴里。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但史员外还没有给她半文工钱。当她向员外讨要

工钱的时候，他不但不给，而且还没好气地说：“山菊，你来给我做长工的

时候，我们有协约，干长工三年期满，每年一百两银子，合一起给你，但你没

干满三年，是不给钱的，而且，你把我的马都喂瘦了，我还要扣你半年的工

钱。”

员外的这番话，说得山菊心里好痛啊。她真想一走了之，但想到常年患病

的父亲，她只有忍辱负重，忍气吞声，把泪往肚里流。受了员外的气，她还得

继续为员外放马。

就在她正苦恼的时候，雪上加霜，父亲去世了。

“东家，我大过世了，没有棺材，借我点银子让我葬父吧！”山菊哀求说。

“想借银子？没门！”员外生硬地说，“你没给我干满三年，我是没有银

子借给你的。”

山菊上前，扑通一声双腿跪地上，哀求道：“东家，求你行行好吧！”

“你这是胡搅蛮缠！我没有银子借给你！”员外说罢，扭身走了。

员外走了，她还跪在地上，哭得伤心。

咋办？她想，总不能将父亲就这样草草下葬了吧？

万般无奈，山菊只有脱掉男装，换上女装，头插草标，跪在三岔路口，自

卖自身。

山菊万万没想到，她跪在那里，正想卖身葬父的时候，雪驹来了。

“雪驹，你咋来了？”她问它。

雪驹点点头，把长脖子贴到她脸上，来回亲昵着。

“雪驹，你好，但你的主人对我却无半点同情心！”她流泪了。

雪驹马上伸出舌头，舔着她脸上的泪珠。

“雪驹，你要会说话就好了。你要像人一样，能说会道，去给你主人说

说，让他把工钱给我，我也好把可怜的父亲落葬了。但可惜，你说不出人的话

来。”

雪驹看着她，点点头。突然，两串泪珠从它脸上流了下来。

“雪驹，你别为我伤心了。”她哭泣着说，“如果今天有人把我买去了，

我就有钱葬父了。”

山菊正自言自语的时候，走来一位中年汉子，两眼直直地瞅着雪驹不放。

“姑娘，你有马不卖，为何要自卖自身呢？”那汉子不解其意。

“这马是史员外的马，卖不得的。”山菊接着说，“我给他放马，都快

三年了，三年他都没给我工钱。我父亲过世了，连棺材都没有，向他借钱买棺

材，可他铁公鸡，一毛不拔，所以，我只好……”

“这事太好办了！”那汉子将三百银子扔到她面前，“你的三年工钱，也

值三百两银子，而这马也值三百两银子，马，我买走了，你也别向员外再要工

钱了。”

“这……”她说，“这位哥哥，你得把你的名字和住的地方说给我，到时

候，如果有了麻达……”

那汉子说他就住在梨花沟口，有啥事便可找他商定。

他牵着雪驹，正要离开的时候，雪驹突然抬起两只前蹄大叫，咋也不想离

开山菊。汉子想，莫非是银子出少了？想到这，他又给她丢了一百两银子，然

后，爬上了马背。

雪驹似乎满意了，乖乖地走了。走出几丈远，它又回过头，摇了摇头，然

后，飞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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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驹帮山菊葬父

早年，梨花沟里住着父女俩，父亲患气管疾病，不能干重活，只能依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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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菊在放马的时候，她特别喜欢那匹白马驹，主人叫它雪驹，她也叫它雪

驹。她经常为它梳理鬃毛、洗澡，还给它送吃送喝。久而久之，兽通人性，雪

驹便和她建立了感情，就像好朋友一样，整天形影不离。在山上，雪驹总是在

她身边进食；每到日落西山的时候，雪驹早早地等在她身边，让她骑着自己回

家。它也调皮，经常把自己毛乎乎的脸，贴在她脸上来回揉着。有时候，它要

喝水，便走到水井边，把嘴放在水面上，晃来晃去，然后就看着她。她也领会

了它的意思，就走过来，把水舀起来，喂它嘴里。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但史员外还没有给她半文工钱。当她向员外讨要

工钱的时候，他不但不给，而且还没好气地说：“山菊，你来给我做长工的

时候，我们有协约，干长工三年期满，每年一百两银子，合一起给你，但你没

干满三年，是不给钱的，而且，你把我的马都喂瘦了，我还要扣你半年的工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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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借银子？没门！”员外生硬地说，“你没给我干满三年，我是没有银

子借给你的。”

山菊上前，扑通一声双腿跪地上，哀求道：“东家，求你行行好吧！”

“你这是胡搅蛮缠！我没有银子借给你！”员外说罢，扭身走了。

员外走了，她还跪在地上，哭得伤心。

咋办？她想，总不能将父亲就这样草草下葬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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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菊万万没想到，她跪在那里，正想卖身葬父的时候，雪驹来了。

“雪驹，你咋来了？”她问它。

雪驹点点头，把长脖子贴到她脸上，来回亲昵着。

“雪驹，你好，但你的主人对我却无半点同情心！”她流泪了。

雪驹马上伸出舌头，舔着她脸上的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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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雪驹看着她，点点头。突然，两串泪珠从它脸上流了下来。

“雪驹，你别为我伤心了。”她哭泣着说，“如果今天有人把我买去了，

我就有钱葬父了。”

山菊正自言自语的时候，走来一位中年汉子，两眼直直地瞅着雪驹不放。

“姑娘，你有马不卖，为何要自卖自身呢？”那汉子不解其意。

“这马是史员外的马，卖不得的。”山菊接着说，“我给他放马，都快

三年了，三年他都没给我工钱。我父亲过世了，连棺材都没有，向他借钱买棺

材，可他铁公鸡，一毛不拔，所以，我只好……”

“这事太好办了！”那汉子将三百银子扔到她面前，“你的三年工钱，也

值三百两银子，而这马也值三百两银子，马，我买走了，你也别向员外再要工

钱了。”

“这……”她说，“这位哥哥，你得把你的名字和住的地方说给我，到时

候，如果有了麻达……”

那汉子说他就住在梨花沟口，有啥事便可找他商定。

他牵着雪驹，正要离开的时候，雪驹突然抬起两只前蹄大叫，咋也不想离

开山菊。汉子想，莫非是银子出少了？想到这，他又给她丢了一百两银子，然

后，爬上了马背。

雪驹似乎满意了，乖乖地走了。走出几丈远，它又回过头，摇了摇头，然

后，飞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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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菊葬父之后，三天两头，便有媒婆登门提亲。后来，她相中了一位秀

才。她向他要了四百两银子的彩礼，并答应他等她三年守孝期满，便与他成亲

拜堂。

山菊拿着四百两银子，来到梨花沟口，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雪驹，她将那

四百两银子，放在马厩里，然后，抚摸着它的头，说：“雪驹，放马的人儿，

不能把马卖了。”

她的话语刚落，雪驹突然抬起四蹄，像离弦的箭，飞似的向阴坡奔去。

山菊想知道雪驹是否真的回到了史员外的身边，于是，她又一次女扮男

装，去了员外的家。

她来到员外家的时候，员外正拉着雪驹，不干不净地骂道：“你这个畜

生！你这几天，跑到哪儿去了？”

“东家，你别怪雪驹了，是我把它卖了。”

“是你把它卖了？”员外睁大一双凶狠的眼睛。

“是的，是我把它卖了。”山菊不慌不忙地说，“你不给我工钱，我没钱

葬父，只好背着你，把你的雪驹卖了。”

“放马的人，也敢把马卖了，你真够大胆的！”

“我把它卖了，现在又把它赎回来了。”山菊说，“你把我的工钱给了，

往后，我不会再给你放马了。”

“不给！不给，就是不给！”员外歇斯底里地说。

“快给！快给！就要快给！”

“这是谁在说话？”员外看着山菊的嘴，但她的嘴并未张开。

“快给！快给！”

员外大吃一惊，难道是他的雪驹在说话？它并未张嘴嘛。

“雪驹，是你在说话吗？”员外惊讶地问。

雪驹点点头。

“你这个吃里爬外的畜生！你咋胳膊肘往外拐呢？”

“东家，你如果不给我工钱，往后，我走到哪儿，雪驹就会跟到哪儿，到

时候，你会失去像你亲儿子一样的雪驹。”

员外蔫了。

山菊拿着自己应得的血汗钱，离开了史员外。

她临走的时候，望着雪驹，视线模糊了……

罚    贼

相传，在很久以前，茅草坡的二虎是个孝子，自从父亲去世后，他十四岁

就跟着母亲相依为命，开始创家立业。母亲是个病秧子，家里只有靠他撑起半

边天。少年的时候，他就担起这个家男子汉的义务，打柴弄火，春耕秋收，都

是他忙里忙外。因为葬父，他欠了一屁股烂账，为了还债，无可奈何，他只有

给钱员外做了长工。

二虎人勤快，“小儿勤，爱死人”。他给钱员外做长工的时候，钱员外喜

欢他，员外太太也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是个孝子，是个逗人喜欢的孩子。有一

天，母亲对二虎说，她想吃白面馍馍。二虎想，自己从来都吃不上白面馍馍，

哪有白面馍馍孝敬多病的母亲呢？二虎不想叫母亲失望，就撒谎说，他去给母

亲弄白面馍馍。

二虎干活回来，就看到太太的小房里放有白面馍馍。他想向太太讨要，又

担心她说他好吃。咋办呀？母亲病了，想吃口白面馍馍都没有，我这个当儿子

的，太没出息了。

二虎想邪了，想到偷。于是，他见太太不在小房里的时候，就悄悄地溜进

她的小房，把桌上的白面馍馍拿了两个，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当他正要出门的

时候，迎面碰到了太太。她见他慌慌张张的，猜想他做贼了。

“二虎，你身上装的是啥？”太太问。

“没，没有装啥。”他吞吞吐吐的。

“你快拿出来，不然的话，我就喊老爷来罚你！”

“我，我真的没，我……”他语无伦次了。

她伸手就从他衣袋里掏出了白面馍馍。

“二虎，平时看你还挺逗人喜欢，没想到你手脚不干净，对你这种手脚不

干净的人，我是坚决不让步的。”

“我娘病了，想吃白面馍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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