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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正儒

“东潼关，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作为关中四大关隘之一的北

萧关，亦称汉萧关，雄踞六盘山北麓。因为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历代王

朝极为重视对固原的经营，也因其地处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

的交合地带，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所以固原的政治、经济、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素来占有一席之地。

在《诗经·小雅·六月》里，那一声“薄伐 狁，至于大原”的远古吟

唱，使固原作为文化符号屹立在文学大河的上游，或隐或显地贯穿着

文学史的脉络。这是《诗经》的固原，班彪的固原，王维的固原，岑参的

固原，王昌龄的固原，林则徐的固原，谭嗣同的固原，毛泽东的固原，张

承志的固原，因为文学的表达，固原被赋予了丰富而深远的诗画意蕴，

影响着这一地域的历史积淀。

穿越历史的雾霭，秦长城两侧，萧关古道旁，奔走的是犬戎、西羌、

义渠、乌氏、鲜卑、匈奴、党项、蒙古、回回的民众，不同的行装，不同的

语言，上演着一幕幕历史的活剧。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边

塞文化、伊斯兰文化、红色文化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构筑了固原底蕴丰盈、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文学是文化最直接传承

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对时代的触碰，人性的抚摸，

世相的洞察，心灵的关照，是人们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自然、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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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佳渠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它经典的、独一的存在方

式，证明着文学不死的深刻道理。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徐徐洞开，新时期文学吹响了沉睡大地的

第一声号角，偏居西部的固原与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跃动，谱写着属于

自己的历史。一代知识分子拿起手中的笔，用文字记录着变革中的固

原，发展中的固原，奋进中的固原。

于是固原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人。

三十多年的文学历程，见证着文学固原的发展变迁，也塑造了这

块土地上的文学群像。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丁文庆、屈文焜、慕岳、

徐兴亚、火仲舫、李成福、马吉福等第一代文学工作者尝试栽种文学的

嫩芽，他们立足苦难的黄土地，踏上了艺术的漫漫征程。在他们的努力

下，《六盘山》文学杂志的创刊，为培养本土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发表园

地。80年代中期，王漫西、虎西山、张嵩、张铎、戴凌云、杨梓、钟正平、

王治平、罗治平、周彦虎、陈鹏生、兰茂林、杨友桐等一批大中专院校毕

业生加入了文学的合唱，他们的作品频频见诸宁夏的报刊，形成了宁

夏文学独特的“黄土高原派”，作家群体现象初露端倪，文学的树苗扎

根固原的沃土。进入 90年代，石舒清、郭文斌、梦也、左侧统、火会亮、

古原、王怀凌、李方、杨风军、韩聆等第三代文学工作者在储备了丰富

的文化积淀后，把宁夏文学天平的重心倾向固原，他们以集团军的方

式走出宁夏，冲刺全国，构成了宁夏文学的半壁江山，一片蔚为壮观的

文学森林茁壮成长。90年代中后期，杨建虎、单永珍、程耀东、胡琴、穹

宇、泾河、唐晴、郭静等第四代青年文学工作者裹挟着前辈的气势，以

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新颖的表达方式，为文学固原的壮大注入了新鲜的

血液。新世纪以来，了一容，马金莲、竹青、雪舟、李敏、李兴民、倪万军、

许艺、马晓燕、红旗、刘汉斌、高丽君、王武军、王玉玺等第五代新生力

量的出现，使得固原大地上老中青三代文学工作者共聚一堂，共同谱

写文学固原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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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茅盾文学奖提名，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骏马奖、“五个一工程”奖有他们的名字；全国十佳诗人、《人民文学》

奖、《民族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冰心散文奖、鲁藜诗歌奖、庄重文文

学奖、春天文学奖有他们的名字。

三十多年来，“西海固文学丛书”、《生命的重音》、“六盘山文化丛

书”“文学西海固”等丛书的出版，见证着文学固原曾经的辉煌。二百多

人的文学队伍，百部个人作品集、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报告文学等多

方位出击，文学固原在当下文坛有了一定的声誉。一些人离开了固原，

但他们的文学表达依然是这块熟悉的土地。一些人坚守在固原，他们

擦洗着文学这张固原的靓丽名片。

2014年 10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总书记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

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

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

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

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

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

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

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结合新

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

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

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

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
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

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

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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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

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

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

局面。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

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

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为了总结近年来的文学成就，见证固原的文学历史，编辑出版一

套“文学固原丛书”，则是固原的文艺工作者共同铸就的全景式的心灵

读本，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显而易见。该丛书的出版，必将对丰富文

化固原建设增添光彩。

丛书由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文学评论卷、原州卷、西吉卷、隆

德卷、泾源卷、彭阳卷以及固原最有代表性的五位作家、诗人的个人作

品集构成，蔚为壮观。这次结集，是固原市委、市政府贯彻总书记讲话

的有力举措，也是我们奋力做大做强文化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

推动固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文

学固原丛书”必然是新世纪以来固原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也是彰显

固原文学特色、树立固原文化自信的辉煌成果。

文以载道。我相信，代表着西部文学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的固原

作家群，必将在当代中国文学辽阔的原野上呈现花开四野的灿烂画

面，为复兴之路上的大梦中国谱写壮丽的华章。

（作者系中共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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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听来的事情

下面这几桩事情是经李春俊兄介绍，由深圳大浪村的两位客家老人讲
给我的，一个叫谢月如，一个叫谢运来，讲的都是日本人的事。谢月如会说普
通话，颇为健谈；谢运来则只会说客家话，普通话不要说讲，听也听不懂的。
和谢运来老人交流时，虽然同为中国人，我们之间却需要有个翻译。两个老
人，谢月如把日军叫日本仔，谢运来叫皇军。叫他们两个改口来叫，都似乎是
不容易的。

一件军服

那一次是国军和日军打了一仗，战斗很激烈很残酷。两方面都是拼了命
打。国军是三个连，日本仔是一个连。刚开始是国军占上风，日本仔是边打边
退，边退边打。国军是输在了不能团结作战上。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一
个连和日本仔打，另外的两个连一个在那边的山头上，一个在那边的林子
里，观望着，枪在身上背着，就是不来参战。这个已经在战斗的连看来是让
拖住了，脱不了身，他们也就不存指望了，拼命地和日本仔打。战斗结束了
很久，有人去摸国军的一些枪，枪管子还有些烫手。一个机枪的扳机都给扳
坏了。

长话短说，国军的这一个连，可以说是全军覆没，日本仔也死了不少人。
战斗就这么结束了。都纳闷，不是国军三个连么？那两个连为什么不来参战
呢？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呢？这真是太奇怪了。后来猜测那两个连不是国军，
是伪军，但是转念一想，又说不通，刚开始他们是一致对付日本仔的，一转眼
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多少年过去了，这个事情大家还是想不通。想不通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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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几十年来都猜测着，但是觉着不管怎么猜测，也不该出这样的事。有些事
情竟会奇怪到无法解释。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想，那些背着枪观望的人大
概又是很容易解释这个事的，不然他们也不会那样心安无事地观望。但是那
种解释究竟能说服多少人，如果说给我，能不能把我也说服，我就不知道了。
我这个人爱捉摸事情，我私下里想着怎样的一个解释才能把我说服，好像是
没有。但是也说不准啊，不是三个连的人，有两个连已经给说服了么？我就觉
着一是肯定有这个说服力，二是觉得这个说服力真是太可怕了。
还有那个始终参与战斗的连，它怎么没有给说服呢？或者是干脆就没有

去说服它？不知道内情了。不知道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内情。
我们都很清楚的是，那一次战斗，我们还死了一个乡亲。这个人是现任

新围村村长的爷爷。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吧，总之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忠厚，
话少，在务果树方面有一些经验。他是怎么死的呢？我们这里你可能已经听
说了，那时候多果园，我们这里的沙梨和绵柿都是很有名的。战斗打响的时
候，我们的那个乡亲正在他的果园里劳动，拿铲刀在果园里给果树松土。战
斗激烈的时候他一直在果园里没有出来。这是对的，给谁也会这样。但是枪
声消停下去，他就在果园里待不住了，想出来看看情况。人都是有些好奇心
的。他出来看，在他的果园门口不远，有一件国军穿的衣服，就扔在地上，不
知道为什么一件国军的衣服会丢在那里。他走上去拿起了那军服，还是新
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就把那件军衣穿上了。可能是刚刚穿上，还没有试
来合身不合身，就飞来一颗子弹，端端地打中了他。他就这么没了命。打枪的
是日本仔。日本仔看到一个穿国军服装的人，就开了枪。那件军衣现在还在
他的后辈手里。不是听说，我亲眼见过几次。都是我们一个谢姓的人么。衣
服当然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一年拍一个电影，来了一伙人要看
这件衣服，看是可以的，但是后来他们要求拿去拍电影穿，不仅是他的家人，
包括我们全村的人，都不会在这个事情上同意。在这个事情上，好像不必商
量，我们的意见也是一致的。

军 马

日本仔一来，村里人就逃到山上的林子里去。等日本仔走了，我们再回
来。回来时村子里已经很不一样了。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些损失，有些是鸡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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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捉走了；有些是猪羊给捉走了；有些是牛给杀了，煮在锅里，还没有吃完；
有些是门窗给弄掉了，做了煮肉做饭的柴火。损失更重的人家，那就是房子
给烧掉了。已经习以为常。回来了接着再置办。恨得朝日本仔的脚印上吐唾
沫，把日本仔剩在锅里的肉也不吃，怎么能吃日本仔的口把子呢，倒给狗去
吃吧。倒到茅坑里去吧。真是恨死了，恨一切被日本仔沾染过的东西。当然
不吃日本仔留在锅里的肉也还有另外一份担心，防人之心不可无，谁知道日

本仔在肉里放了什么东西。

但是一次，日本仔也有了一个损失，乡亲们从山林里回来，有人很快就

发现了情况，发现在村后的一个深坑里，掉下去了一匹战马。可能是觉着不

好往上弄，或者是觉得弄上来也残废了，带上倒是不方便，日本仔走了，把这

匹马丢在了深坑里。是一匹白马，额当间黑着一块，看上去肥健得很。坑深而

窄狭，越往下，越窄狭，马并没有掉到最底，快到坑底时给卡在了那里。马的

头和屁股在坑墙上蹶着，腰在中间可怕地塌下去，隐隐约约看见马肚子黑乎

乎地吊在下面。马看起来已经有些变形。一匹马就是变形也不容易变成那个

样子。马还活着，它的眼睛上像是蒙了一些土尘。拉出来的粪便有一些沾染

在坑墙上。大家刚看到这匹马时都欢呼起来，一些人不由自主地拿土块石块

打它。乱纷纷的土块石块让人把马都看不清了。一些砸到马身上的土块石块

弹起老高。后来不知道谁阻止了这个事，但是看样子马已经给打得不轻。马

卡在那里一动不能动，它的嘴唇蹭开在坑墙上，突突地冒着热气，牙齿几乎

都排在外面。

等大家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把它从坑里弄上来时，它已经无法恢复成

原来的样子了。它企图要站起来，但是它的腿已经像高跷那样不好站起来

了。它就像一个刚刚生下来的马驹那样学着站立，但总是失败，一次又一次

重重地倒在地上。它的嘴也是合不上了，不停地试探着要把嘴合上去。还大

声地放着屁。尾巴扫来扫去，弄得土尘飞扬。让它再活好是不可能了。有人

开始同情地摸着它变了形蹭破了的部位。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这匹马给宰

掉了。剥皮后更能看清它真是伤得不轻。村里人排着队来分肉。有着一种喜

庆的过年一样的气氛。兵荒马乱的时候，日子是很苦的，吃肉的时候是不多

的。终于是吃上肉了，还是日本仔的肉啊。总之虽然村子里刚刚过了日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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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和往一回比较，乡亲们的情绪还是很有些不一样的。但是这时候不知道是

谁说了一句，说这个马你不要看它给日本仔骑着，它并不就是日本马，它实

际上还是咱们中国的马，给日本人掳去用了。已经有人认出这马是河北马。

就是说，中国的河北省出这种马。马肉很快就分完了。不管怎么说，那天夜

里，全村的人都吃了一顿马肉。

鹅 柜

我们这里的人习惯于养鹅。喜欢吃鹅肉、狗肉。有很多种做法。就是焖，

焖法也有好多种。在我们客家菜里，鹅肉狗肉都是很有名的。我们养狗，与其

说是为了看家守门，倒不如说是为了吃狗肉。正因为吃狗肉，我们客家人身

体都强健得很。有人冬季可以穿单衫而不冷，就是因为吃了狗肉的缘故。鹅

肉也是一样。当然鹅要比狗的品位高一些，比如婚丧嫁娶这些事情，要给女

方送礼牲，要在自己家里招待前来吊丧的人，那还是鹅肉更上档次一些。和

狗一样，鹅也是会看家的，来个陌生人，鹅看见了，就会叫起来，叫声和平时

很不一样，就知道家里是来客人了。有些脾气不好的鹅，还会追了客人啄。小

孩子是能叫鹅吓掉魂的。鹅要是暴怒起来，有时候连狗也不是对手。当然看

上去是狗在容让鹅，但是狗为什么会容让鹅呢，鹅为什么胆敢在狗面前嚣张

呢，这个想起来就有意思了。在我们这里，狗和鹅是很特殊的关系，也许是它

们都会看门的原因吧。日本仔来的时候，鹅的日子可是不好过。因为有时候

就是人也给日本仔服个软呢，鹅就不会服软。在鹅的眼睛里日本仔是太陌生

了，还这么坏，鹅就拼了命追着啄日本仔。日本仔当然是不怕鹅的，他们高兴

的时候，还会陪着鹅耍一耍，做了胆小的样子在前面跑，让气坏了的鹅在后

面摇摇晃晃地追。要是日本仔没有好心情，鹅就倒霉了。日本仔折磨鹅的办

法真是多种多样。射杀是最简单的了。有时候他们就用刺刀把鹅刺穿了，挑

在头顶，离开村子老远了鹅还活着。日本仔就好像忘了刺刀上还穿着一只鹅

似的。这是日本仔带走鹅的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是他们把鹅的扁扁嘴用

胶带封了，看起来是很薄的胶带，看起来鹅嘴上好像是没什么，但是嘴已经

给封住了，吃不成喝不成也叫不成，成了个哑巴。日本仔就把鹅嘴和它的爪

子给捆在一起，有时候鹅嘴是在两个爪子中间，有时候是在两个爪子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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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仔就把鹅像行李一样背在身上。一个日本仔有时候能背好几个鹅。从远

处看，根本看不出来背的是鹅，看不出来背的还是些活物。所以说日本仔一

来，人遭了难了，鹅更是遭了难了。相对来说，狗就要聪明一些。狗看见来的

人少，而且来人也好像是没什么来头，才会咬上一咬，一见来的人多，狗就会

躲得看不见。所以日本仔来了，羊也拉呢猪也拉呢牛也拉呢鹅也捉呢，就是少
见他们对狗有兴趣。当然狗肉日本仔还是喜欢吃的。
说得有些杂。下面我说的这个事就是和鹅有关的。
我还是说简短一些吧，反正事情就是这么点事情，没必要说得太长。
从我爷爷说起，我爷爷老了，有气喘病，又有风湿病，加上日本仔这样子

闹腾着，叫老人家总是睡不好觉。一有点风吹草动，他就醒了。他自己为这个
痛苦得很。睡不好觉人是痛苦得很。他老人家说他要是能无牵无挂地好好睡
上一觉，就是突然死掉了也不后悔。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体会不到睡觉也是
这么重要。一天夜里，我们正睡得颠三倒四，五迷六糊，就让我爷爷把我们给
喊醒了。听声音是紧张得很。原来爷爷瞌睡轻，听到日本仔的机枪声了，嗒嗒
嗒嗒嗒嗒地响着。日本仔来了那就只有快跑，哪里还有工夫细听。跟上爷爷
我们一家子就向村后的山林里跑去了。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村的人都从睡
梦里起来了，往村后的山林里跑。反正大家也是跑习惯了，就算是睡梦中也知
道往哪里跑的。有些手脚利索的人还顺手带着一些东西，也有牵了猪羊什么
的，总之是乱哄哄地朝后山的林子里跑。我们的那个林子是很大的。只要跑进
去，就不容易给找到。再说只要跑进深林里去，日本仔也是害怕的。他们也害
怕我们的队伍呢。他们不知道林子里的情况，瞎猜呢。我们也正是利用了他们
的瞎猜测。我们也讨厌那些逃跑的时候拉猪抱鹅的乡亲，都什么时候了，还这
样子啊。羊一叫鹅一叫，不是正好把我们自己给暴露了么？但是有什么办法
呢，对这些人说服是不起一点作用的。长话短说。我们跑进了林子里，在林子
里心惊胆战地过了一夜。
那时候正是深秋，林子里湿漉漉的，连树皮都湿漉漉的，像是从冰层下面

的水里捞出来的。就是身体再好的人也不敢坐在林子里休息睡觉，都是蹲着
站着。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瞌睡得厉害。一会儿靠着我父亲的身子睡睡，一
会儿再靠着我母亲的身子睡睡。当然是站着睡觉了。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女人
在呻吟，原来她是要生孩子了，赶得就这么巧，实际这样的时候，怎么能生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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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呢。我睡了好几觉，醒来总是能听到那女人痛苦的生孩子的声音。直到第
二天午后，我们才回到村里，你猜猜发生了什么事，村子里好好的，没有一点
日本仔来过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日本仔没有来，是我爷爷听错了？
爷爷说，一点没错，机枪的声音他没有听过么？他听得清清楚楚的。他还怕不
是，听差了，还爬起来侧着耳朵好好听了一听，听得出就是机枪的声音啊。一
些人围在我家里议论着这个事，直到夜影落下来还没有散去。这时候就发生
了奇怪的事情。我的爷爷神情古怪，他好像是又听到了什么声音，却不敢说
的样子。这一次大家是都听到了，嘟嘟嘟嘟嘟嘟，真是像机枪的声音，就像是
枪声还离得远，正从一个深沟里一路打上来。但是大家很快就弄清楚了那不
是机枪的声音，那是我家的鹅在啄鹅柜的声音。我们这里的人把鹅笼叫鹅
柜。大家走过去看时，见我家的两只鹅在无所事事地啄着鹅柜，像是它们的
扁扁嘴痒痒了，需要它们这样子挠一挠啄一啄。爷爷在这个事情上受了不小
的打击，他蹲在屋地上什么也不说，只是不停地摇头叹气。

听说那个生了孩子的女人也对爷爷埋怨得很，原来她还不到生养的时
候，吃了这一惊，加上夜里那一气跑，就提前把孩子生了下来。那个生下来的
孩子过了秤，才三斤多一点。爷爷气没处出，就想出在那两只鹅身上，想一想
又作罢，鹅也是活得不容易，它们能有时间磨磨嘴，消消闲，也是很让人感到
安慰的啊。我们家里商量着给那个女人送一只鹅去，这样子商量过，结果是
没有送。爷爷赌气地说，以后就是日本仔真的来了，他也不会声张了，让别人
声张去吧。其实这才是最可怕的。

米 酒

皇军进村的时候，都是骑着马。在马上可以看得远一些。都是穿着靴子，
挎着马刀，这就是我对他们的一个记忆。他们来了，我就装扮成一个良民，可
怜兮兮的。其实老子是民运队的，专门断他的路，拆他的电线的。他们来了，
老子也跟着说，皇军好，大大的好。老子心里头给他们是另外的一套。心里头
硬霸的时候，表面上我就给他做得软弱得很，口头上我把他们表扬得很，他
们也就高兴了。他们高兴地笑起来时，我也就笑了。我们好像是笑着一个事
情，实质当然不是一个事情，各笑各的高兴呢。
我是村里的堡垒户。什么是堡垒户，就是最靠得住的力量。这得是个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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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事。就是我们村子里，也很少有人知道我是民运队的，更不要说是堡垒户。
村里不少人以为我是个软骨头，见到皇军点头哈腰的，皇军皇军的叫个不
停。我就是要叫皇军。我这样叫着，心里踏实得很。村里的一些人那样子看
我时我也高兴得很。我这个人性格有些怪，就爱这样子。就爱表面上你们都
把我看不起，这样于我好，我可以干得时间长一些。皇军要是晚上看到我在
挖他们的公路，一定是一吓死，想不到啊，一个口口声声叫皇军的人原来在
干这个事情。这就对了，皇军我也叫呢，皇军的公路我也往断里挖呢，电线对
不起，搁到我手里我绝不会手软，一下子我就给你剪断了去，我让你在那边
喂喂喂的白喊去。我的一个妹夫，有一次忍了几忍没忍住，就给我说，姐夫，
说个头你不比我低，说肩膀也是你比我宽，你何苦着要那样作践自己呢，皇
军实在没办法了也喊呢，可是怎么喊也不能像你那样喊啊，你喊起那个来就
像是喊不够，这是你的个大毛病。我就怕日本仔以后失势了，你的日子不好
过。我给我妹夫没有给好脸色，我说喊个皇军怎么了？皇军不就是个名字么？
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呢，我就是这么个爱好。我装作十分生气地对妹夫说，但
是装着装着就装真了，我好像真的是生气了。我觉得我的脸色很难看。这真
是料不到的，原本是装样子生气呢，就真的生起气来了。也许妹夫是自己人
的缘故吧。人对自家人就是更容易生气一些。我妹夫说，你要是对日本仔有
这么个脸就好了。他连姐夫也不情愿叫我了。从那以后妹夫就对我不冷不热
的。不光是妹夫，妹妹也是。我想人在世上只要是自己心里踏实，就可以对这
些不在乎。

干过的事情多了，连皇军打过的交道多了，我给你挑着说一件吧。说起
来也真是平平常常的。

一次村里来了皇军，你看我把个皇军叫惯了，不容易改口，什么东西一
习惯都是个麻烦。我就这样子叫着吧，这个是没什么关系的。皇军一来，村里
人跑了个干净。我当时在地窖里收拾地瓜，跑是来不及了。我在地窖里听着
皇军的动静。我心里也有些生气，有些难过，我家里的人是知道我在地窖里
的啊，怎么就不来招呼上我一声呢？但是很快我就安静下来，我知道这不是
生闲气的时候。我如果待在地窖里，也可能是保险的，但是也说不上，要是让
皇军给搜出来，就是个麻烦，要费口舌解释，我不想费这个口舌，我想与其是
让你把我给搜出来，倒不如我自己出去，再见机行事。我喜欢见机行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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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有时候也是有好机会的，你得胆大，稳，会计划。我拿着几个地瓜从地窖
里出来，倒是把皇军给吓了一跳。吓了一跳的皇军是啥事都干得出来的。我
忙忙打躬作揖，说着他们爱听的话，日本话我也是会说几句的，我发现说日
本话比较管用。我说皇军来了，他们都不知好歹地跑掉了，我是不跑的，我留
下来就是迎皇军的。一会儿工夫皇军就对我没有多少戒备了。他们还是有些
慌张和盲目，事事都问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很可靠的人。皇军来的并不多，十
二三个人吧。他们主要是饿了，寻吃的。我就从我家里找出一些东西来给他
们吃。他们指点着我院子里的一只鸡，他们好像是礼貌起来了，在征求着我
的意见。他们是想吃鸡肉。我就把鸡杀了给他们吃，还从别人家里找出一些
馒头来。他们吃得高兴，也用中国话夸我，就像我用日本话夸他们一样。我知
道这个夸和夸是不一样的。我心里清楚着呢。后来他们是想喝酒，这到哪里
去找呢？我就带着他们一家家去找。皇军很信任地跟在我的后面。后来就在
谢凤生家找到了一盆酒。那酒还没有完全酿好，但已经是酒香扑鼻。我知道
这是谢凤生的老婆为坐月子准备的。

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习惯，习惯于女人坐月子的时候酿些米酒，给月婆
补身子。月婆一天只是饮两小勺儿。谢凤生给月婆酿的酒，叫我用来招待皇
军了。一时管不了那么多了。皇军都能喝酒。把一盆酒差不多给喝光了。他
们让我喝，我就指着脸说我喝不成酒，一喝脸就红，就不能为皇军服务了。皇
军高兴地笑着，好像我的理由是很好的，很中他们的意。他们把剩下来的酒
倒在院子里，呼鸡和狗来喝。先是两只鸡来品尝，后来狗也忍不住，一边眼神
戒备地偷看着，一边就过来伸出舌头舔酒喝，一会儿鸡和狗都有些醉了的样
子了，狗是摇摇晃晃地到一边去睡觉，鸡木木地站着不动，在它们身上推一
推，才木木地动一动，马上又是木木地站住，看上去它们的眼睛像瞎子的眼
睛。皇军看着鸡和狗的样子高兴得很，大笑着。他们好像是把我给忘记了。我
发现他们也有些醉了的样子了。我心里偷偷地计划着，抽空儿到厨房里去，
腰里别了一把切刀。到时候相机行事吧，能弄了就弄一下。皇军要走了，给我
竖起大拇指来。可不能让他们就这样走。我就说这里的路是多么的不好走，
路上是多么的危险，我要求给他们带路。我的样子是很诚恳的。皇军叽里咕
噜了一通，说的都是我不懂的话，我不必懂那么多，只要允许我给他们带路
就行了。我在前面走着，皇军骑马在后面跟着，奇怪的是，那一刻好像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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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不是那么太融洽了，我们好像是重新陌生了起来，好像是在互相地猜测
着。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又变成了这样。但是这样子也行了，不可能互相间
太信任的。我的想法是绝不把他们带到小路上去，让他们起疑心，没有这样
的必要，把他们带到偏僻处去又能做什么呢，不过是白白搭上我的性命。我
就想着见机行事，机会来了，不要错过就是了，没有机会，那么就算了。我带
他们走上大路，走了很远，他们停下马，让我回去，我就回去了。我一点也没
有要求再带路。分手的时候，我给他们打躬，他们也给我做友好的手势。就这
样分手了。我赶紧就往回走，走了很远，回头一看，他们已经走得没影子了，
我就在路边坐下来，把腰里的刀抽出来扔在旁边。我心里不好受得很，我想
着他们喝了那么多酒，总会是有机会的。但是风一吹，骑在马上的皇军越走
倒是越精神。一个计划就这样泡汤了，这让我心里头是不好受的。但是我成
功的时候也是不少的，就先给你说这样一个不成功的例子吧。

日久见人心，后来没必要再捂着盖着的时候，乡亲们也就明白我是个啥
样的人了。新中国成立后都选我当队长，选我我就当，我今年八十四，我六十
六岁才从村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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