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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

发然先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曾在绥江、盐

津县领导岗位履职，工作之余，注重社会调查，对

故乡的山山水水充满热爱，对家乡的历史文化、民

风民俗、人文掌故了解颇深。喜爱书法和写作。退

休后笔耕不辍，曾有自传体小说《履途》，传记文

学《文风先生的命运》、小小说《赵酒疯》、散文

《一棵古老巨大的杨柿花树》等作品问世，读后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

近又喜读其新作《蔺九爷传奇》，更觉耳目一

新。新作描写作者故乡——边陲山城黎明前的一段

历史。其中地名是真实的，故事情节有虚有实，跌

宕起伏，众多人物似曾听过见过，虚实结合，亦幻

亦真，让人倍感亲切，便忍不住一口气将它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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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称道的是，小说中的人物个个鲜活，尽管都是

些小人物，但都语言生动、掷地有声；其性格或善

良、或奸诈、或凶残，都刻画得入木三分；其命运

或喜或悲，无不让人扼腕或称快……这些都足见作

者生活阅历之丰富与写作功力之深厚！

发然先生年已八旬，其勤于笔耕的精神，确实

可嘉！

写上以上几句，算是序。

王兆佑2013年8月31日于昆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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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烟馆的老板，自然不是普通人，是哥老会

华文斗金作丰舵把子大爷蔺九仁，人们管他叫蔺九

爷。他虽是老板，可他从不进这烟馆。他先叫哥老

会红旗大管事胡本才打理烟馆，可胡本才说 ：“九

爷，您交给我做的事情太多，都是急着要做的，我

恐怕没时间管这烟雨楼，是否交给老六（哥老会排

行老六）王飞虎去管？”蔺九爷思忖一下说：“是的，

你已够忙了，那就交给老六管吧！”从此，烟雨楼

烟馆全交给王飞虎管理，蔺九爷不再过问。

蔺九爷自己不抽鸦片烟，且还反对别人抽，却

为何开起烟馆来，有些人感到很奇怪，连他自己都

觉得别扭。的确，开烟馆并非他的原意。原本是想

把这开成招商引客的旅馆，可他一时又想到当今世

道不公平，有的富人损人利己、为富不仁、丧尽天

良；有权有势的人，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无恶不作。

但对这些人，没有人对他们实施应有的惩罚。看来

只有将毒就毒，间接地治一治他们，让他们来烟雨

楼享受，从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自己残害自己、

摧毁自己、打挎自已。于是，他就断然把旅馆转为

烟馆。

王飞虎按照蔺九爷的吩咐，对那些权贵富人，

以礼相待，尽量把他们引来享受。但收取他们的享

用费，丝毫也不手软，也就是愿者上钩。王飞虎精

心安排烟馆工作人员细心伺候来者，热情送茶水、

送点心，送“飞利浦”“大炮台”外国香烟。来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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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说：“拿钱来烟雨楼享受很值得。”王飞虎每月

结账下来，收入十分可观。仅两年时间，来烟雨楼

享受的人中，有的已招架不住了，钱柜开始现底了；

有的在卖房卖地了；有的还准备把婆娘低价卖掉。

在肉体上，有的瘦得变形变相，连他自己的婆娘都

认不出他来了；有的枯瘦如柴，跟他婆娘干那种事

儿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如此等等。显见蔺九爷用以

毒功毒的办法，已初见成效。

烟雨楼烟馆，收入再多，蔺九爷是不会私用一

分一文的，他一再跟王飞虎说：“烟雨楼虽是我拿钱

开的烟馆，这个钱我绝不用一分一文。我和我夫人

开的那个小杂货店，挣点小钱，就够我们过日子了。

烟雨楼的收入，自有用处，你只管叫账房把收支账

做好。”王飞虎按照蔺九爷的交代，经常检查督促账

房，严格把好收入、支出关，绝不外借和挪用。

这天，王飞虎刚检查了账房账务，走出烟雨楼

大门，有一人直走到他面前，抬头一看，急忙抱拳

行礼招呼：“卧薪老弟，稀客呀，请进，大厅喝茶！”

“飞虎兄客气了！你是烟雨楼大老板，小弟不敢

高攀！”

“老弟！你咋个这么说，你我已是多年的老朋友

了，还说这些见外话。何况这老板不是我，是我们

的九爷。”

王飞虎边说边拉着陈卧薪进了烟雨楼大厅。两

人主客对坐，烟堂倌送上下关沱茶和“自由花”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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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虎把烟点燃，深吸了两口说：“哎，老弟，这次

进城来有何贵干？”

“不是我来，是吴镇长来，他叫我先来跟你们打

个招呼，请你们留两间上等房，他两个夫人都来了，

两间都要双人床。”

王飞虎问：“那连你住的，一共就是三间？”

“对！三间。”陈卧薪回答。

“没问题，我马上就帮你安排好。”王飞虎接着

又问：“这次吴镇长住的时间长吗？”

陈卧薪答道：“可能要多住些时间，把事情办完

才回去。”

王飞虎穷追不舍，把身子移动一下，靠近陈卧

薪耳边低声问道：“是办啥子事？”

陈卧薪许久没回答。慢吞吞喝了两口茶，抹了

抹嘴说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

“噫！老弟，连我都信不过，还叫弟兄？算了，

不说这，说点别的事。”

王飞虎心里不会就此罢休，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只不过用气话激一下陈卧薪，让他主动把秘密吐出

来。

其实，陈卧薪本来就是要把秘密之事告诉王飞

虎。因他考虑事关重大，虽与王飞虎交往多年，毕

竟人心还没完全摸透，故此稳一稳王飞虎，拿实了

再说。而现在王飞虎的话已说到这一步了，不能再

不说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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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陈卧薪低声说道，“吴兴和这次

进城来看住医院的金县长，实际是把他用军火在凉

山换得的一挑鸦片（约一百市斤）弄到重庆去销货。

此事，吴兴和再三叮嘱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

风声。否则，这挑鸦片就不能安全运到重庆。”

王飞虎暗自高兴，你吴兴和要安全，就定叫你

不安全。他心里想尽快去告诉蔺九爷，但先要把陈

卧薪稳下来才能去。

他说：“卧薪老弟，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保守秘

密，绝不让不该知道的人知道，我自会把住分寸。”

心里想该知道的人我还是要告诉的，比如蔺九爷就

必须知道此事。

陈卧薪是关口镇长吴兴和的侍卫队长，为何要

把他镇长的秘密出卖给王飞虎，这岂不是背叛镇长

吴兴和嘛？这自有其中的原因。

陈卧薪原本不姓陈而是姓刘，字海堂，关口镇人。

六岁时，随他父母进城卖粮，在营盘上看灯杆和龙灯，

在杂乱的热闹中，同他父母走散了。父母发现他们

的儿子不见了，四处奔找，边找边喊“海堂！海堂！”

在鞭炮的爆炸声和锣鼓的敲打声中，又是人山人海，

哪里听得见，找得着？就这样，刘海堂离开了父母

的怀抱，被一个布商带到四川安岳县做他的养子。

到了 17 岁，被安岳县黄花村保长抓去当壮丁。他当

了 4 年国民党兵，练就了一手好枪法，还跟一个少

林和尚学了些拳脚功夫。他随国民党军队打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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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抗日打日本鬼子，可是有时候，共产党军队在

前面狠狠地打鬼子，他们却躲在后面打共产党军队。

他又发现，共产党军队总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老

百姓，而国民党军队却是欺负老百姓，还要杀害老

百姓。他决定不干了。加之他得知他义父已不在人世，

给他留下遗书，邻居的人邮寄给他。遗书上告诉了

他的身世，还告诉了他绥江关口镇的亲生父母已双

亡。是因交不出壮丁款被关口镇长吴兴和逼死了。

他准备逃跑，回去给爹、娘报仇。但很危险，

有的逃兵没逃脱抓回去吊在树上不给饭吃、不给水

喝，活活被饿死、渴死。但他还是决定逃，跑回关

口老家替父母报仇。

有一次，他所在的国民党军队跟共产党军队打

仗时，被八路军打得落花流水，丢盔撂甲，四分五散。

他趁打散之机成功地逃脱了。先回到安岳县，在他

义父坟前烧香化纸，跪地磕了三个头。然后背上背

包往金沙江上游方向走，直奔绥江老家。

经过坐车、乘船，又是徒步，三天时间到了绥

江境内，进入了叫马山弯的地段。这马山弯是有名

的强盗出没之地，全长有五六华里，是一大峡谷，

山是荒山野岭，渺无人烟，山脚是险滩急流的金沙

江，江对面虽能看见马山弯的事物，但只能看看而

已，束手无策，呼救无用。强盗只需一根木棒就可

把行人的钱物拿过去。所以人们把这样的强盗叫“棒

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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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卧薪走到接近峡谷中心地段时 ,“啪！”倏地

响起了枪声，抬眼一看，离他不远的山弯，一个穿

军装的人躺在路边，还有一个倒在岩下金沙江岸上，

另有一个年轻漂亮女人被绑着蹲在地上，被七八个

土匪围着。他毫不犹豫地，一个箭步飞跑上去，右

脚尖往上一钩，躺在地上死了那人的二十响手枪，

“嗖！”的一下子就到了他的手里，啪！啪！啪！连

打了三枪，打死一个，伤了两个，他不想把他们全

打死，其余土匪见势不妙，拉着受伤土匪往山林跑了。

陈卧薪当即把那漂亮女人的绳索解掉，又把躲在岩

洞的一个镇丁和抬轿的叫出来，护送他们走过了马

山弯，到了安全地带后，他才独自回转往绥江方向

赶路。

陈卧薪到了绥江县城，住进嘉宾旅馆，然后到

佳二美酒店，点了下酒菜，自坐一桌喝酒，解解一

天路途劳顿和跟土匪打仗的疲劳。当他喝完第一杯

酒，来了一个豪气十足的大汉，与他同桌坐下喝酒。

那大汉看了一下陈卧薪，感到此人很面生，但气度

不凡，大有仰慕之感。于是站起来抱拳道：“请问这

位仁兄从何而来？想必是江湖义士，敬佩，敬佩。”

陈卧薪见状亦急忙起坐拱手道：“岂敢，岂敢！

尊兄客气了。小弟从四川安岳县回来，因多年在外，

初逢不相识，多有失礼，还请原谅。”

“啊！原来我们还是老乡，今日有缘相见，难得，

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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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英雄相惜，互通名号，话匣子打开了，

你敬我，我敬你，彼此祝酒言欢，很快结成了相知

相识的好友。

王飞虎为陈卧薪接风洗尘，开了酒菜钱，又到

嘉宾旅馆替陈卧薪退了号，拉着陈卧薪到他家去住。

盛情之下，陈卧薪不便谢绝，也就去王飞虎家了。

次日，晌午时分，陈卧薪要走了，他向王飞虎

告辞而去。

陈卧薪独自一人，边走边想，本想回关口老家，

可这家在关口何处？父母被逼死，再也没有什么亲

人了。六七岁失散离家，到了关口，老小不相识，

回老家有何意义？只因为了报仇。这些情况，在安

岳跟他义父坟上磕头时，他就默默地对他义父说过

了，他不是回关口老家过日子，而是为父母报仇雪恨。

仇若报了，是走是留，酌情而定。

陈卧薪走到了绥江县城大汶溪街口，突然有人

在他身后给他肩上拍了一掌。陈卧薪如闪电似的快

速一个侧身，肩膀一沉，猛力反手扭住那人的手腕，

只听着咔的一声，那人痛得急喊饶命。边叫边说：“我

是吴兴和……”

陈卧薪听他说他是吴兴和，抬起右脚，“砰！”

一下，一个飞腿，把那人打翻在地，陈卧薪举拳又

要打时，旁边有人说，“这位贤弟且慢，这人我认识，

他不是吴兴和，他是跟吴兴和跑腿混饭吃的，你就

饶了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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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挨陈卧薪打的人不说吴兴和还好，说着吴兴

和这个名字他就控制不了怒火，所以就让这个人挨

了不该挨的打。要不是这位过路人及时劝阻，还不

知把他打成跛子还是驼子。陈卧薪这才把打出去的

拳收了回来，听那被打的人一一说来。

那人说：“我是吴兴和镇长派来找你的。”

陈卧薪听到这句，怒火又要燃烧了，但他马上

压制着心中的怒火，让那人说完。

那人接着又说：“你是吴镇长二夫人的救命恩

人，吴镇长要请你去他府上做客，重谢恩人。”  

陈卧薪说：“他八夫人，九夫人姓什名谁，长得

是麻子、是瞎子 , 还是驼子，我都不认识，怎么我

是她的救命恩人，你在跟我胡说八道！”

那人急忙说道：“我不敢乱说。事情是这样的，

吴镇长的二夫人，是屏山县有名气的郭博仁的小妹，

回屏山为她妈祝生，在马山弯被棒老二绑架，有生

命危险，我们有两个兄弟已被打死。在这危难之时，

你单枪匹马相救，打死一个，打伤两个土匪棒老二，

保住了二夫人郭博娟的性命。所以吴镇长还要留你

在他身边当侍卫官。”

那人好不容易把话说完，这才松了一大口气，

前额上冒出的虚汗亦渐渐收进了毛孔。

陈卧薪听罢，没有说话，伸手在那人的身上拍

拍泥灰，叫他在前面带路往关口镇走。

陈卧薪一路走，一路在想：“这样也好，我正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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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没安身之处，就暂且在他那里作为落脚点，

以便等待时机为父母报仇。”所以他一声没吭就跟这

人到吴兴和那里去了。

就这样，陈卧薪就当了吴兴和的侍卫官，也叫

侍卫队长。这次他把吴兴和一挑鸦片烟运往重庆销

货之秘事告知王飞虎，正是报仇之举。

吴兴和在烟雨楼住了七八天时间，等待重庆方

面收到鸦片的消息后，才能放心回关口镇。现在已

经是第十天了，还没有得到重庆来的消息，他心里

有些不安，十分焦急。

正在这时，他派出送货的人回来了。带队的熊

麻子哭丧着脸报告说：“我该死，请镇长处置我！”

吴兴和明白大事不好。

“快说，货送到没有？”吴兴和急切地问熊麻子。

“货到宜宾码头，被人武力截住鸦片全被扣下。”

熊麻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说。

吴兴和问道：“是什么人所为？”

熊麻子答道：“人家不说，我们也不敢问。一问

就要挨枪托子打。”

吴兴和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打！打！打！老

子就是要打！打你光长麻子不长脑子的废物 !”

吴兴和拳打脚踢，翻去复来地打。

熊麻子先被打得像猪一样地嚎叫，后来被打得

遍体鳞伤，他不叫了，可能是麻木了，不感觉痛了，

亦可能是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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