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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南宋末代丞相文天祥的七律《过零丁洋》颔联“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七百多年来使得多少关注世事的仁人志士为之感

叹洒泪，对于家国兴衰，世事苍凉而扼腕叹息。草根作家梁文田的长

篇小说《雨打浮萍》的名称正是脱化于“身世浮沉雨打萍”,我作为

《雨打浮萍》的最初几位读者之一，忽然联想到清朝爱新觉罗·永忠

咏《红楼梦》以及曹雪芹的一首诗：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但是我却没有爱新觉罗·永忠那样的遗憾。我与作者虽然迄今从无直

接对面交往，但是我确有清楚的记忆终身难忘。记得那是 1966 年的

盛夏，“文革”的暴风骤雨突然袭来，作者的家庭不幸我历历在目。

前几天我和作者通了电话，唏嘘感叹之意，一言难尽。 

《雨打浮萍》全篇 80 章，大约四十多万字，知情人一读就会觉

得，它几乎就是一部家史、个人自传、地方史三合一的作品。明清、

民国时代第一时期，第二时期为抗战、解放战争十二年，建国以来为

第三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为第四时期。 

在第一时期，寒家自从永乐年间被迁民离开山西省洪洞县到直隶

省大城县文定乡安家。经过二百多年的清贫家境，明朝末年才得以家

境殷实。明清一代家道富裕安康，创立基业施善堂。纵观历史大到国

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到家族的“富不过三代”。虽然寒家

能够持续长久的繁荣，终逃不过亘古不变的兴衰定律，进入民国以来

渐渐衰败了。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寒家仍然不同于普通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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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侵占时期，寒家老当家的守业老人主持家政，伯仲季寒耀国、寒

耀祖、寒耀宗同胞三人飞打腾挪，小本儿经营，或倒买倒卖，或学手

艺，度过了十几年艰难时光。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

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寒家亦然，

虽然家族已经败落，建国以后竟然也丧失了家庭成分被划成中农的资

格。任何个人和家庭的兴衰际遇，都脱离不了社会大环境的秩序安排。

建国以来，五十年代的镇反，反右，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工商业改

造运动，公私合营，人民公社运动。寒家无一例外积极参加了，因为

大跃进造成经济凋敝，寒家仅仅是没有饿死人。那个年头儿王口的实

际情况，当时我就有所耳闻，虽不成年，但是已经懂得世事，具备初

步理解能力。人在少年时期差一岁观察能力和认识能力就相差许多，

何况作者比我大三岁有余，加之少年颖悟，书中描绘的情节完全是社

会实录。 

1966年“文革”爆发，寒家大受冲击，寒耀祖也是一个火性男子

汉，岂能受得了如此奇耻大辱？社会上有不能忍受的横逆，看寒耀祖

几十年的拼搏经历，一般情况下能够自卫抵挡，然而大规模的运动如

同山崩海啸，没有任何个人能够抵挡，无奈只得忍耐，无法忍受致使

摧肝伤脾。不到一年不足五十岁就辞世了，他经过了日伪时期、国民

党时期、建国以后的历次运动，个人的生命被断送了，犹然不忘嘱咐

长子寒心儒谨记不可冤冤相报。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弥留之际，有关

部门正在酝酿给他落实政策，把他解放出来。尽管如此，也改变不了

他已死的事实。 

落实政策以后，虽然丧父，寒心儒协助母亲理家度日，社会环境

大有改善，然而种种横逆时有侵犯。霍海、秦寿生之流地痞泼皮依然

仗势欺人，寒心儒没有了父亲的呵护，随着年龄的渐增，能够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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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社会地位，改革开放以后才彻底翻身，这时候已经进入了第四个

时期。 

王口自古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行业——炒干货，举凡瓜籽、花生等

都是原料，寒心儒动起了心思，想倒卖干货发家。然而事与愿违。作

者在小说里说： 

“俗话说：‘熟行莫出，生行莫入，打渔摸虾，耽误庄稼。经过

一年的折腾，寒心儒是分文未挣，他又不得不重操旧业。尽管修表挣

得不多，但毕竟还可以挣上全家的嚼谷。在寒心儒离家到北京谋生的

时候，小妹和老母亲安氏在家里生活。小妹在编制厂里上班，回家后

老母亲就把饭给做好了。两个人的生活还较比不错。寒心儒两口子回

来了，家里就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气。寒心儒还修表，妻子给炒货厂剌

蚕豆，生活也比以前有了些许的改善’。”毕竟没有了年龄优势，打

道回府重操旧业。天津市有一项极好的的政策，年满六十周岁的老人，

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寒心儒老人得到了社会保障。后顾无忧，知足常

乐，但是，老人从不足二十岁就受到社会歧视，年过三十才过上了正

常生活，小说在结尾处说： 

“就寒心儒来说，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情世故，他几近洞明。

他知道事物成功应具有的机缘，也知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渺小，

对于万事万物，已是有一种无奈的心境了。虽然他还未超然物外，可

到了自己这把年纪，什么都明白了，所以也就与世无争了。这时，西

边的天际暮霭如海，残阳如血。太阳已经接近地平线了，日下一线正

像一个旦字，当太阳再转到东方时，那就是新的一天了。这时耳畔传

来了老年活动中心浑厚的男中音：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歌声打断了老哥俩

的思路，使他们又回到了现实中来。寒心儒心里想，这支歌不正是自

己所喜爱、自己经常唱的吗？可现在这讨厌的心脏病剥夺了自己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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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格……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他慨叹着……” 

老人的心脏病是怎么落的？还不是饱受折磨健康受到了摧残。 

《雨打浮萍》是一部草根文学作品，作家是不需要高等院校培养

的，不需要文凭和职称。几十年以来，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影

响的文学作品几乎都不是出自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手，或者说不是

草根作家写不出好作品。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凡有正确认识能力的人

都清楚。《红楼梦》写的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用的是假语村言，没

有确指的朝代。《雨打浮萍》写的是一家，是寒家而不是韩家，年代

都有确指，语言都是大实话。 

满篇辛酸言又止，世态炎凉记心田。 

寒暑凉热四季转，呢喃燕子语梁间。 

 

文安县·李景强          

2014年 7月 19日于乌鲁木齐东南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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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迁民定居文定乡 

        寒老汉破镜为重圆 

施善堂老掌柜的怎么也不会想到，偌大的家业怎么在自己的手里说完就完

了呢？儿子守业都三十了，到如今混得连个媳妇都娶不上了，这不是邪了门儿

了吗？自己也没有吃喝嫖赌抽大烟啊？看来古人说得不错：创业难，守业更难啊！ 
要说起王口的施善堂可是一言难尽。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家，那是王口数一

数二的大财主。在远近百里，那可称得上是名门望族。详细地说，那得要追溯

到明朝的永乐年间。 
六百多年前，正是元末明初的时期。由于常年的战乱，华北平原遭到了空

前的洗劫。使原先那些一望无际的繁华村舍，膏腴良田，转瞬间就变成了有土

无人的荒城废堡，败瓦颓垣。荒野千里的大平原上多见狐狼，少见人烟。 
朱元璋推翻了元顺帝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大明王朝，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

是，他的后代子孙为了皇位的争夺，发生了一场亲骨肉自相残杀的悲剧。 
朱元璋死后，按照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传统，理应传位给嫡长子朱

标，可朱标英年早逝，使朱元璋这白发人送了黑发人。朱元璋根据有嫡传嫡，

无嫡传庶的封建礼教规定，嫡长子即死，还有嫡皇孙，其他的庶子是决不能染

指皇位的。这样只有传位给朱标的长子——嫡皇孙朱允炆。然而，他的这一决

定却引起了朱允炆的四叔——庶皇子朱棣的不满，一场“靖难之役”的战争打

响了。 
在“靖难之役”中，朱棣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后，使原本就多

见虎狼、少见人烟的华北平原更是雪上加霜，千疮百孔，茫茫千里无人烟，朱

棣迁都北京后简直就成了光杆儿司令了。 
永乐二年（1404）九月，明成祖朱棣“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就是把丁

多田少的辽州、泽州、沁州、潞安州、汾州府、平阳府这些地区共五十一县的

百姓迁往北平。 
一场规模空前的大移民运动，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老鹳窝下开始了。这次

大规模的迁徙，使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抛家舍业踏上了迁徙之路。迁徙令规定，

迁移的百姓中，成丁的同姓一家，不得迁往同一村庄。这大概是统治者吸取了

以往历史的经验教训，怕同姓人乃至亲戚朋友联合起来，推翻他朱明王朝的统

治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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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传说，只有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的人不往外迁。那棵大槐树在洪洞

城北广济寺左。 
于是，人们为了免遭背井离乡、长途迁徙跋涉之苦，扶老携幼，纷纷前往

洪洞县的那棵大槐树下躲避。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人为的、有意制造的一个谎言。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谣言却是由官府故意放出来的。 
原来除去所要迁的六府五十一县的百姓外，其他地方的人家一概不动。 
“不迁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的人”，这是官府故意放出的谣言，就是让人

们自动地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集合，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放凭照川资。 

而成丁同姓之家不得迁往同一地却是事实。人们这才发觉自己上了官府的

当了，原来始作俑者乃是当今的官府！然而当大家明白了，却为时已晚，只得

遵照执行。 
有一寒姓人家，三世同堂，就是祖孙三代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大家庭，

寒老汉膝下有三个儿子，不但都已成丁，而且老大和老二的长子也已成丁。 
眼看着一家人就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以后又怎么互通音讯呢？寒老汉

仰望苍天，想起了自己将由祖祖辈辈居住的晋地迁往那举目无亲的燕赵之地，

那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春秋战国时，高渐离送荆轲西去秦国刺秦王时，

高渐离击筑为荆轲高歌一曲《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

还。”然而此时的寒家以后将是“相见时难”了，但眼前面临的却是“别亦难”。 
为了使老大、老二，以及老大、老二已成丁的两个孙子，不至于骨肉分离，

为了能和孙子们都被分到一起，也只有分居各处了。寒老汉也是急中生智，老

汉根据高渐离的“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易水悲歌，为已成丁的老大的长子和老

二的长子改了姓，一个改姓为“风萧萧”的“萧”，一个改姓为“易水寒”的

“易”。寒老汉一家仍姓寒，这都是为了怕被官家识破、怕惹来无妄之灾，才

不得已改姓的秘密。这一家人的姓把“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萧易寒”都占尽

了，太明显了，又恐被官家识破，就又把“易”字改为“伊”字。 

文案在登记时，又错把“伊”字不负责任地少写了一个立人儿，这样就变

成了“尹”字。 
从那时起，“萧寒尹，一家人，互往来，不通婚”就成了萧寒尹三家的家

训，一代一代传下去。 
老汉又把祖上遗留下来的一面古铜镜使劲地摔在自家的碾盘上。 
大概这是天意，这面古铜镜竟然被摔成了均匀的三块。寒老汉让哥三个每

人各收藏一块，以后当有破镜重圆之日，作为相认的凭证。 
为了防止迁徙队伍的人中途逃亡，临行前还要给每个人施行一个小手术，

就是不分男女，在所有的迁徙人的小脚趾上割一刀，以示区别未迁徙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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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逃跑的，被追回来时，只要看见脚上的刀痕，就可以判断那就是逃跑者。 

就这样，寒氏一家也和其他的乡邻那样，都被官兵用绳索倒背着双手，像

一串蚂蚱那样捆成一串，悲悲切切地哭喊着告别了故土，跌跌撞撞地向东而行。

含泪依依再回首时，看到的只是那株高高的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鹳窝。大槐树、

老鹳窝就成了迁徙者决离故土的最后标识。 
在长途跋涉中，只要有人需要方便一下，就得请求官兵解开倒背的双手，

从那时起就产生了“解手”这个动词，一直沿用至现在。 
而被倒背双手捆着的迁民大军的后裔，到今天也没有失掉倒背双手的习惯。

只要在华北平原上看到那些倒背着双手，踽踽而行的老人，他们都是永乐年间

由洪洞县迁来的迁民的后裔。 
平常人们在走路时双臂能够自然摆动，这样才能使身体保持平衡。但是在

这次大迁民中，由于人们千里迢迢长途跋涉，而人的双手又都被反绑着，不能

像平常人那样走路，只有跌跌撞撞地往前行走，有人被摔到了，前后的人就用

绳子把他拽起来继续前行，这样就把鞋都磨烂了，赤脚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肉

脚和坚硬的顽石相碰，十个脚趾都磨烂了，由于最小的小趾最娇嫩，同时被割

了一刀后，人们的小趾甲都被磨坏了，再长出来就成了重皮，就是两层小趾甲，

这样，在他们的小脚趾上也留下了迁民的痕迹，那就是小脚趾上的指甲盖是双

层的。从那时起，所有迁徙人及其后代都留下了这个痕迹，只要脱下鞋袜，看

一下你的小脚趾，就会知道你是不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民来的后裔。至今有人说：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老家名字叫什么，山西洪洞老鹳窝”。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这也是迁来的山西百姓和迁入地人的

显著区别。 
寒老汉一大家被分到了直隶顺天府大城县的三个地方，一家在大城县的南

边；一家在四岳；一家和萧尹两家在文定乡。 
寒家向来以乐善好施、勤俭持家为家训，来到了新的地方，就更加勤劳俭

朴，团结乡邻。 
由于迁民的到来，给荒凉的文定注入了生机。在泥泞的荒地上，移民们挖

排水沟，排除积水，耕耩锄刨，辛勤劳作。迁民们把这一片多见野兽，少见人

烟，贫瘠而荒凉的所在，用汗水浇灌成万亩肥沃的膏腴良田。 
斗转星移，暑去寒来，这大明国也气数将近了，寒老汉的五世孙也成了老

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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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逢机遇成就牢基业 

        守家训成就寒善人 

这一天，正是盛夏耪三遍的时候，稙庄稼都已灌浆，有的早种的稙庄稼已

快半熟。此时的青纱帐里奇热难耐，人们挥汗如雨，寒老头儿也就是迁民来的

寒老汉的五世孙正在段堤前侍弄他的菜地。 
快到地头儿了，寒老头儿直起腰来，用右手拄着锄头，左手伸到背后捶打

着酸痛的腰眼儿。 
一阵习习的清风吹来，老汉感到非常舒服，用手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抬起头来，往远处望去，只见碧蓝的天上没有一丝浮云，骄阳就像一个特大的

火球挂在蓝天的正中，烤得人燥热难耐。这时，只见远处有一位身穿长袍儿马

褂儿的先生模样的人，行色匆匆，急急奔老汉而来。 
老汉一见此景，马上在路旁拔下一把小草，攥在手中，撕成一寸来长的碎

段，洒向水罐中。来人到了老汉跟前，停住脚步，深施一礼： 
“老人家在上，学生这厢有礼了。” 
老汉慌忙放下锄头，拱手还礼道：“还礼还礼！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其实寒老汉往罐中抛撒碎草的动作，早已被来人看得清清楚楚，于是那人

便说：“在下赶路至此，口渴难耐，想向老人家讨口水喝。” 
老汉向旁边的水罐一指说：“那里是水罐，请先生慢用。” 
“好。多谢多谢！” 
这位先生端起水罐来，心急火燎地刚要喝，见罐里面的碎草漂浮在上边，

入口十分不便，只得喝两口水，吹一吹浮草，再喝两口水，再吹一吹浮草……

这样喝了有五六分钟才喝足。 
来人撂下水罐，再次谢过老汉。 
老汉把装有心爱的玉石烟袋嘴儿、乌木杆儿的烟袋夹在自己的胳肢窝下，

拧了拧，等于擦干净烟袋嘴儿。再在烟袋锅儿里装上一袋烟后，递了过去，对

来人说：“先生，大热的天，只有我们农家人能忍受这炎炎烈日的曝晒之苦，

您何必也如此呢？倒不如坐下来，歇息歇息，抽袋烟，凉快凉快。过了晌头儿

再走不迟。” 
来人见老人这么热情，就客气了几句，接过了烟袋，在火镰的荷包里揪了

一点儿火绒子，摁在火石上，用火镰在火石上咔、咔打了两声，迸出的火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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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了火石上的火绒，再把燃着了的火绒子放在装满烟丝的烟袋锅儿上，猛嘬了

两口，一缕青烟从鼻孔中缓缓流出。俩人在地头儿的树荫下席地而坐，边抽烟，

边聊起天儿来。来人问寒老汉：“老人家，我有一事不明，想在台前请教！” 
“不敢不敢，先生有事尽管讲来，山野村夫，怎敢当请教二字。” 
来人马上就把自己在来时看到老人往水罐里撒草末的疑问提了出来： 
“老人家，您既然见着我饥饥渴渴地急匆匆而来，为什么还要往水罐里撒

草末？不知这是何缘故？请您指教！” 
很显然，来人对老汉的行为非常不解，且有些许误会的因素存在。 
老汉答道：“先生有所不知，我见你匆匆而来，必然口渴难耐，到此一准

儿得寻水喝。今天天气太热，再加上您远路而来，火气旺盛，见到水源后，如

果不加节制，您必将江河直下，一口气喝罢。而您肺部的热气就无法排出，那

样必将把肺呛炸而性命难保。如果把一些碎草放入罐中，你喝水时必须一边喝

水，一边吹去草末儿。在您吹草末儿时，就可以呼出肺里的热气，吸进新鲜凉

气，这样缓缓地喝，才不致有炸肺的危险。这些都是我的先辈们的经验之谈，

也不知对与不对，我想还是有一些道理的。所以我看见您从远处匆匆而来，就

把一些草末儿撒入水罐之内，您才从容地喝水，这样才不致有性命之虞。” 
“噢！原来如此。” 
寒老汉的一席话，使先生茅塞顿开，增长了见识，解除了误会。心里非常

感激，再一次向老汉道谢。 
老汉的儿子寒郎与甯家虽定下了娃娃儿亲，因为家贫如洗，所以迟迟不能

迎娶。为了生计，寒郎只身来到海下。海下也就是海河的下游，在那里给一户

渔家打工，仅可糊口而已。他暗自发誓，不混出个模样儿来，决不回家。 
日子就像流水一样悄悄地流去。眼看着小伙子都快三十岁了。那时男子到

了十六七岁就结婚，女孩子更早。现在人家闺女也快三十了，你虽然下决心要

混出个模样儿来才回家，可人家闺女等不起了，如果女孩子二十了还没有结婚，

那就被人称为剩女，到了三十就很难找婆家了。 
经过甯姑娘家和寒郎家的双方家长商量，决定，由甯家出人，去海下寻找

寒郎。找回来后，人家甯家要把这场喜事连娶带聘自己操办。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海下找到了寒郎。把寒郎找回家来成亲后，安分

守己地在家里过日子。夫唱妇随，两口子的小日子过得还算红火。转年，甯氏

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寒家有后了，这更给这个家庭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由于寒郎在外给人家打工时，积劳成疾，

得了痨病，就是现在所说的肺结核。这可是个富贵病，必须有营养才能治愈，

当然，要放在现在，那就算不了什么，打两个疗程的青霉素，饮食上多加点儿

营养也就妥了。可当时寒家家境又不宽裕，医疗条件也没有现在这么好，更谈



雨打浮萍 

 6 

不上营养了。就这样，寒郎在儿子尚未成人时就撒手人寰，抛下孤儿寡母相依

为命，艰难度日。由于家境贫寒，儿子下决心要改变这种境况。 
要想出人头地，就要干出一番事业。但是干什么好呢？劝学诗中说得好：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只有读书，才

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学而优则仕嘛。于是，他就非常用功地学习，头悬梁，

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秋闱乡试中，

竟然中了举人。当报录的到家里报录时，老娘问报录的：“是谁中了？” 
报录的说：“是贵府的寒老爷高中了！” 
此时这位“寒老爷”正在野地里拉着大耙搂柴禾呢。 
甯氏老太太赶紧派人去把儿子找回来。 
儿子回来后，见门前围了好些人，老母亲面现喜色，而又有些无奈。见儿

子来了，就把没钱打发报录的事跟儿子说了。儿子就安慰母亲稍安勿躁，就赶

忙到左邻右舍借钱给报录的打赏。可左邻右舍都借遍了，却分文没有借到。因为

他们寒家家境贫寒，总是有借无还，所以今天跑遍了各家高邻，分文没有借到。

万般无奈，甯氏只得把自己陪送的压箱底儿的首饰变卖了，勉强打发了报录的。 
事有凑巧，北京的大太监魏忠贤要找一个举人，给自己老家的侄子当老师。

管家到了滩头村，找到了刘举人。刘举人不屑一顾地说： 
“我虽然还未做官，却有举人的功名在身。我决不伺候奴才。” 
这刘举人看不起那些阉人，看见他们就有气，当然就一口拒绝！虽然他一

口拒绝了魏忠贤，羞辱了魏忠贤的管家，以为自己总算维护了尊严，做了一回

男子汉。可哪知道，刘举人一家在几天后却奇怪地遭了一场大火，烧了个片瓦

无存，刘家也知道这一定是魏忠贤的爪牙所为，可谁敢惹他啊！ 
魏忠贤的管家在遭到刘举人的拒绝，非常气愤，回到下处后，把这个不识

抬举的刘举人骂得狗血喷头。而魏忠贤交代的任务可不能当儿戏。于是，他打

听到文定的寒举人文章特别好，如果能聘得寒举人为老师，自己的功劳也不小，

肯定能得到魏忠贤的奖赏。 
管家又来到了文定，找到了寒家。 
寒举人为了解决家庭的困难。按照孔老夫子在《论语·述而》里讲的有教

无类的教导，不分是什么人，只要“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在这里

把这句话通俗地讲一下：“脩”脯也，就是干肉，原指干鹿肉，“束”十脡为

束，脡就是条状干肉，“束脩”就是十条干肉，后人以“束脩”专指学费。就

是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人送给我十条干肉，我就不会不教他的”。这就

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教学原则。 
教魏忠贤的侄子，寒举人不但没有违背孔夫子的教导，而且这样做还是孔

夫子大力提倡的，为什么不答应呢？于是就答应了魏忠贤的管家的要求，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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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的管家说明了自己家庭的境况。 
管家回京对魏忠贤说明了情况。魏忠贤马上往文定发来十船芝麻送给寒家。

从此，寒家的家业就如雨后春笋般发迹起来。 
寒家虽然发财了，但是寒举人只要想起父亲死于贫困，自己为了打发报录

的，借遍了左邻右舍竟没有借到分文，所以，寒家就把“求人难”作为家训，

要后辈儿孙永远牢记：无论做什么，都要自力更生，不要依赖别人。并把“求

人难”刻成匾额，悬挂在祠堂内。虽然寒家没出什么大官，最大的官也就是个

五品的奉政大夫。 
寒家自此，家境宽裕。 
虽然自己家富裕了，可寒举人每每想到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苦百姓，

每每想到自己在困难时的艰难情景，就百感交集，从此，寒家就惜老怜贫，乐

善好施，冬舍棉衣夏舍单，仗义疏财，成了远近闻名的寒善人。 

第三章  习文武豪侠行善事 

        奠基业兴衰施善堂 

到了满清入关，文定因为有一户姓王的人家在子牙河渡口上摆渡往来商旅

行人，所以人们就习惯把文定乡叫“王家摆渡口”，后来就叫成“王家口”，

简称“王口”。寒家在王口也就成了名门望族。 
永乐年间，寒氏由山西随燕王朱棣扫北即靖难之役迁至文定乡落户，也就

是现在的天津市静海区王口镇落户，由于能吃苦耐劳，经营有道而富甲一方，

创立了“施善堂”。与王氏的振升、长来并称为王口三大家。 
寒家世世代代在王口生息繁衍，家业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先后置下

了关帝庙前的半条街，到了清朝又挂了千顷牌，也就是有了千顷地。 
挂了千顷牌后，朝廷就免征徭役。从文定到文安这六十里中，都是施善堂

的地。清朝入关不久，文定在改称为王口后，施善堂又在文安开了一个酒境，

酒境就是现在的酿酒厂，每到年集，为了给来王口赶集的摊贩取暖，施善堂给

每个摊贩发三碗酒。 
在过年过节时，施善堂对有困难的人家就送去米、面票，凭此票可到施善

堂领取米面。 
为了让土桥村的人到王口往来方便，在王口与土桥间修了一条堤，人称“寒

堤”。当时人们都互相招呼“打堤去了，寒家管饭”。堤打成后，不但确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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