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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这是我个人的第三部长篇。第一部《第三人称》历尽千辛万苦

写完以后忽然觉得没意思，且有拾人牙慧的嫌疑，搁在屋角再也不理，稿子

上的灰尘日积日厚，终于再也没心情去翻动。第二部是爱情长篇，名字起得

很煽情《来吧，让我看看你的左半脸》，写了几万字，写着写着觉得没意思，遂

于中途放弃。有了这两次失败的教训，我给自己下了硬任务，一定要写出一

部起码让自己满意的长篇。这一部也曾经历过诸多困扰，好在能够咬牙坚持

写下来，想作为自己曾经的生活的真实写照，留给自己和挚爱的亲人们，更

要给长期关心并支持我的朋友们一个交代，也算是自己漫漫写作路的一个

里程碑。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遍一遍考问自己我这样漫无头绪写作的意

义，结果很让人失望，我始终没能得出一个让我树立信心的答案，勉强能算

正当的一个理由是，不要让自己闲着，制造出我活得很充实的假象，也唯有

此才能支撑我端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勾勒。

动笔伊始，乙酉年岁末的寒流毫不客气地占据了我的屋子，冷屋子和感

冒与我的灵感如影相随，我一度怀疑自己得了禽流感，心里害怕得不行，怕

自己完成不了这篇用来铭记的东西。如果真那样，我也没办法，写多少算多

少，我没有办法停下来。当然，其间松懈过不少，好在有华平等朋友不断发短

信打电话敦促我、鞭策我，有一阵搞得我心里烦烦的越不知道该怎么做，时

间不觉跨入一个据说百事兴旺的年份———丙戌年，我再也没有理由松懈下

去，我害怕面对朋友眈眈的关怀，更害怕迷失了自己，也可能是为了保全自

和人物一起成长（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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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一点可怜的自尊，稿纸和电脑上的文字随时日渐生渐长了，心里的愉悦自

不必细说。

我本想以我生活的地方———中卫市南山台为蓝本，构筑一个落后乡村

的发展变迁史，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描述我曾经的生活和我生活过的地方，其

间穿插一些我对生活肤浅的认知，我在叙述时真切的感受到自己的苍白，因

为认知的匮乏，可能我的文字与我的初衷背离了。很小的时候我天真的以为

人是可以无条件的分作好坏两类，要么好要么坏没有中间值。这种思想直接

贯穿到我的叙述中，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把事物简单的归为好或

坏是多么幼稚可笑，事实上好和坏很难界定，通常人们可能认为对自己有利

的就是好，反之则为坏。实际上，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很可能对别人对社会无

利或有害，可能是一种更大的无利。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好就是不给别人带

来麻烦和损害，当然，在这种前提下再对自己有利就是更纯粹的好了。是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的确存在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共存的事实，也可能，生活

因此才生动、丰富，有滋味。狗娃是我在篇中刻意丑化的一个形象，冉希望则

是我努力再现的另一个“我”。有朋友曾问我篇中的冉希望是不是真实的我？

我想这里面只不过是有我的一些影子罢了。狗娃做的糊涂事少，不更事的我

也曾经做过不少，我自己远比冉希望更懦弱无能，所有的描述不过是文学意

义上的刻画而已，毕竟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号入座的想法根本就没有成

立的基础。

小说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文体，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用文学的手段变

成文字。但是，决不能随意把人物和作者等同起来，那样会伤害作者和他的

作品。囿于个人经历的局限，我对一些细节性的文字始终把握不来，叙述起

来终归太过苍白。假如优劣好坏的尺度已经让我力不从心，但更让我头疼的

另一个尺度已然横亘在我面前，即叙事的简繁尺度成为制约我文字厚度的

又一个更疼痛的关节。我的作家朋友吕言先生就曾尖锐的指出，我若干短篇

简繁把握得太欠火候，我惊讶于朋友的敏锐，我知道这正是我的文字最致命

的缺陷，是我作为文人的一块旧伤，但是我已无力在短期内矫枉过正，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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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我的年纪和经历有关，我不是为我过于粗陋的文字进行不必要的掩饰

和开脱，而是在陈述事实本身。我知道，在无尽的阅历和深厚的历史里，我永

远是一个笨且能以笨为乐的毛孩子，和故事里的冉希望、狗娃他们是一路货

色，我要做的就是努力记录我们的成长历程，和人物一块感受成长岁月里的

每一个心痛或愉悦的声音，彻底走进我们共同的往事，缅怀一下曾经震撼或

影响过我纯真年代的最值得回忆、最美好的那些渐已走远的日子。有一段时

间，我完全沉浸在我的叙述里，我好像和我笔下的人物交上了朋友，梦里的

他们也栩栩如生，我相信我和他们真的成了朋友，我们是同龄人，我和他们

共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我们的经历十分接近或相似，我们都热爱我们共同

生活过的这个村庄，这个时代。当然，我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观不尽相同。我

想说的是，每一个人只要真实的活过，他的人生就没有虚度，每个人都是独

特鲜活的个体，而这个世界会把他们身上的每一个发光点记录下来，那是他

们在人世走了一遭发出的属于自己的最独特的声音。

是为我这篇狗屎扬肠子般的文字的自序，也算是我已然迟到了的成人

献礼。祈望我和笔下的人物一块成熟、壮大，并收获幸福和完满，尽管那可能

依旧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祝愿读者朋友和我挚爱的人们都能收获各自

的圆满、幸福和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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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11年注定是一个民情激奋的年份，正当革命的先驱们为中国四万万民
众的命运上下奔忙奔走呼告的时候，身在甘肃一个以冉姓居多的村寨的五世
贫农子弟冉世存迎来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不安分的血液在他的胸腔里熊熊燃
烧起来，他在一夜之间就感到自己长大了，接下来他就彻彻底底地热血了一
把，在与邻村豪强争水的械斗中失手打死了末代举人周半世的独生子，从此开
始了他福祸难料的流亡生涯。
在流亡过程中，冉世存结识了同样苦命的兰花花，正像所有发育正常的青

年男子都要娶妻生子一样，两个苦命人在苦难中磕磕绊绊地组成了家庭。殊不
知，冉世存就此拉开了家族婚姻史上“弱弱结合”的序幕，鲤鱼跃龙门的机会也
似乎就此与冉家无缘了。生活依然动荡，家势浩大的周半世为独子组织的复仇
活动仍在继续，为躲避追杀，冉世存注定要一辈子颠沛流离，打一枪换一个地
方。他的后人们也像先祖一样，每一代人都要挪一次窝，当然挪窝的原因不再
是躲避追杀。他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周半世作孽多端却可以风光一世在械斗
时双方都死了人，身为械斗的组织者的周半世却能够继续过着逍遥日子，而他
自己和后人怎么就像断线的风筝再也找不到落点？
那是因为周半世是读书人，是官绅和乡民眼里的厉害人物。一想到这一

点，冉世存就满眼是火，一身的腱子肉就蠢蠢欲动了，而他终究拿读书人和他
们的权势毫无办法，他由此仇视起所有的读书人，以及读书人身上特有那种玩
意儿———文化，他在口授的家训中严厉制止后人求学读书。

冉世存哪里知道，许多年以后他的后人冉富有却要置先祖的遗训于不顾，
为了让儿女们能求得一星半点的“功名”，为了这种他骨子里看不起的东西付
出了多少辛劳，到头来又要经受怎样的迷惘和痛苦。如果后人严格执行家训，
结果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呢？无知却又自信的后人当真要为“不听老人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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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Shi

眼前的亏了”。倘若冉世存九泉下有知，会不会从长睡中惊醒，再为他的不肖后
人补上一堂人生的课？
与先祖不一样的地方是，冉希望和他的弟妹们生来就对文化有种天真的

向往，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接近神圣的文化殿堂，他愿意承受寻
知路上的一切苦痛，最终实现他难于言表的梦想。或许，终其一生都可能与他
的信念擦肩而过，但是他还是义无返顾的选择读书，他不知疲惫，不畏人言的
与“读书无用”的愚顽思想做着另一种意义上的较量。读书！读书！读书不能给
他带来金玉满楼，读书也不能为他带来锦绣前程，甚至不能解决起码的温饱。
他不怕，别人越是讥笑他越读的来劲。可能就像别人想的那样，他这一辈子的
书白念了，也可能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俗人相比，他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人
生的意义很难言说，孰对孰错也不好判断，只能留给后世或更清醒、更聪明的
人来解读，他要做的无非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弱者力所能及的一点拼搏，或
曰挣扎。

一、两个家庭

一九八二年二月四日，是旧历年正月十一，交过午时，就是立春了。春天就
像一个盛装少女，袅袅婷婷的进了李家大庄的沟沟坎坎，扑进了李家大庄仍沉
浸在节日欢娱气氛里的男男女女心中，留到了冉富有家大小子冉希望懵懂的
记忆里。

川道里间或爆出几声鞭炮的脆响，大山即刻以更加厚重的回音作出积极
配合的姿态，放炮的孩子们则在震天的欢笑声中来回奔走。冉希望知道，那是
李扁头的儿子狗娃偷拿了家里准备正月十五放花灯的鞭炮在显摆，在这李家
大庄里，也只有李扁头家才有多余的鞭炮在非年非节时白白糟践。偶然也有例
外。鞭炮放过以后，常有个别未及炸放的散炮完好如初地躺在碎屑中，这样的
散炮会被主家的孩子赶早捡去，过一把炮瘾，行动迟了，也可能被别家的孩子
得了先手，往往会引起一场纷争。狗娃可能注意到了立在坡头的冉希望，大声
喊着叫冉希望下来一起放炮，冉希望没有应声。冉希望已经明白了很多时候，
很多事情最好的回答就是沉默。冉希望默默地注视着川道里攒动的人头，热烈
地企盼着春天早早过去秋天早早来临，到下一个入学的日子自己就可能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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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该坐进的教室里认几个字。只不过，他不会轻易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人
的脑子里应当保留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父亲教导的结果。

山岙下李扁头家宽敞的大院里溢出阵阵肉香，熟肉的香味顺风飘上来，冉
希望努力屏住呼吸，不想让自己不争气的胃经不住诱惑产生那种让人羞愧的
痉挛。家里的粗粮淡饭自己能咽得下去，只要父亲能记牢曾经许下的愿，就可
以让他这个穷人家的孩子满足。他暂时还没有太多的愿望，他对有钱人家的
富裕日子天生没有太多的渴望，他已经和父母一道习惯了穷苦人家紧巴巴的
日子。

父亲说，等翻过了这个年头，就想办法让冉希望和别的孩子一起去上学。
冉希望等这一天总该有几个年头了，那时大人们都说对面沟峁上的雷中庭将
来会有大出息，在学校里很是趁老师们的意，冉希望心里就有一点点不服气，
心想等自己长大了一定要把雷中庭比下去。而这时的雷中庭也只是个孩
子———大冉希望四岁———已经是村里小学的五年级学生，据说考上乡里的中
学是板上钉钉的事，不出意外的话，将来考上名牌大学也不成太大的问题。

大冉希望两岁的狗娃前两年就是李家大庄完小的一年级新生了，尽管经
常因写不出生字和数不来数被家长和老师把屁股拍得红肿，狗娃却能在冉
希望面前显出几分洋洋自得，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冉希望由衷地讨厌狗娃这个人，连带着也讨厌李扁头全家，甚至讨厌李扁

头当主任的那家全村唯一的供销社和供销社里稀稀落落的各色货物。让冉希望
难以理解的是，父母虽一直对李扁头家仗着有点权力和钱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
优越感心怀芥蒂，可是冉希望一旦对李扁头家表现出种种鄙夷或轻蔑态度的时
候，往往会招来父母严厉的责骂，好像他们心思很重的儿子比李扁头和他的显
货儿子狗娃更可恨，冉希望气得牙根痒痒的，但是他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
与冉希望对上学的渴望相比，狗娃的态度是漫不经心的，上不上学于他是

无所谓的事。狗娃的轻慢态度让冉希望无比痛恨，在心里认定有钱的烧包们不
过是一些不知道饭香屁臭的糊涂虫。在他有限的见识里，只能用“身在福中不
知福”来解释狗娃的烧包行径。狗娃曾当着冉希望的面说，他上不上学确实没
甚打紧，即使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他父亲仍然有办法在供销社里为他谋个轻
松营生，马马虎虎地就可以过上比别人更攒劲的日子，总比扛着锄头土里刨食
强得多。他解释说他之所以上学主要是他们家将来有可能进城，城里万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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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Shi

好，就是上厕所不如村里来得方便，总得识两个字，不至于把男厕所女厕所分
不清，让人当流氓逮起来。在冉希望的意识里，骂人最恶毒的话莫过于把这个
人和流氓联系起来，狗娃却随随便便把自己往流氓身上扯，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说着还嘿嘿干笑了两声。狗娃一笑，众伙伴都跟着笑了，唯有冉希望苦着
脸。后来大人们同李扁头说起狗娃老留级的事，李扁头的观点基本印证了狗娃
的说法，他说狗娃天生就是个闲不住的种，成天窝在家里非窝出毛病不可，不
如让他到学校里去改改心慌，甭说狗娃才上了三个一年级，就是再念他十个八
个一年级也不妨什么事，谁也没指望狗娃念出个状元郎，家里孤清冷落，不如
学校里热闹，把娃娃送到学校里大人也能少操点心，只要娃娃开心就行，至多
是多花点钱的事。钱么，钱是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钱不花，
还等着生儿子不成？听的人都笑了，父亲则惭愧地垂下头。大家对李扁头表现
出来的逢迎姿态让冉希望心里很不舒服，原以为会有人站出来说说李扁头显
阔的不是，非但没有，大家还都挂着一脸的媚笑，就连父亲也是半笑不笑，低头
垂眉的乖巧模样。
李扁头前辈子是李家大庄著名的地主，虽经历次运动的打击，李扁头的先

人们却不知用什么手腕藏下了许多私货，足够李家后人享用几辈子。公私合营
后，李扁头浑水摸鱼地干上了村里供销社的售货员，一干就是十来年，直到原
供销社主任崔万有因生活腐化倒了台，李扁头终于人模人样的坐到了这个万
人仰慕的宝座上。李扁头除了好臭显，倒也没有多少大毛病，而且他熟悉供销
社的一应业务，没有太多的把柄落到别人手里，这个位置到也坐得稳当，真格
成了李家大庄村供销社里的“不倒翁”。
李扁头的真名叫李书元，却因为他头型像一只瘪嘴南瓜，人们背地都叫他

“李扁头”，真名几乎被人们忘记了，人们当着他的面会亲切地叫他李主任，叫
的人满脸堆笑，被叫的人也满脸堆笑。李扁头很善于用钱财笼络人心，在村里
的人缘不坏。谁家有困难，只要对李扁头言传一声，李扁头就会大大方方的拿
出家底子救别人的急，决不推三阻四。况且，李扁头还掌握着村里供销社的人
事权。谁家子女想在村里供销社或别的李扁头能说两句管用话的地方谋个出
路，总要带着礼品到李扁头家讨个人情。村人送给李扁头的人情，李扁头一般
不收，还学着别人叫他李扁头的样子说，你这是不把我李扁头当人看么，拿回
去———拿回去，快拿回去！

004



尘

事

可李扁头家终究因做地主的先人们造过许多的孽，在人丁上旺不起来。李
扁头原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牛娃在十岁那年由李扁头带到城里逛，在东门市
场上失散了，十多年没有音讯，不知是死是活。接下来是一个闺女，叫猫蛋，猫
蛋其人正像她的名字一样，整天倦卧在炕头上，病怏怏的什么事也干不了。李
扁头带她到县城省城都看过，却查不出病因。二十来岁的猫蛋找不到婆家，还
不知道羞丑，竟敢当着旁人的面解开对襟大褂，掏出一只肥嘟嘟的大奶子哄家
里人买给她的玩具狗和小人儿。玩具狗和小人儿是她的“子女”，她家里这些东
西多得是。这样，李扁头家里全部的希望就落到了小儿子狗娃身上，偏偏狗娃
又没个正形，成天疯疯癜癜地上蹿下跳，搞得鸡飞狗跳鸭子上墙。李扁头对此
很伤脑筋，可他照样在众人面前摆出一副世事洞明的贼精样儿，大鱼照吃，小
酒照喝，还变着法儿找乐子。那会儿山里人的娱乐节目很少，偶尔玩一下猫三
狗四的小牌九，李扁头嫌没意思，专门请木匠做了许多大小相等的小木墩，在
上面刻上鬼符一般的字符，说是要学习中央的“一百三十六号文件”。李扁头教
许多闲汉和他一起玩那游戏，村人很快知道那玩意叫麻将，闲汉们也很快熟练
了麻将的玩法，并且积极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麻将之风很快在李家大庄
盛行，李扁头也从此多了一项新的桂冠，被人誉为“麻将师”。一开始，人们只是
在闲来无事时凑个热闹，或待在旁边看别人玩，看出门道就忍不住上去凑把
手，玩麻将图的是红火，后来渐渐要带点彩，赢了的扬眉吐气，输了的哭爹叫
娘。人们这才发现，在不知不觉间着了李扁头的道儿，纷纷惊呼上当，却又欲罢
不能，仍然叼空偷偷摸摸的往李扁头的场子上跑。
如果李扁头在李家大庄称得上出水蛟龙的话，冉富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

只沉默的羔羊。冉富有不想也不愿意过多的表现自己，只有高小文化的冉富有
却对文化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他模模糊糊的觉得后人们的出息就要看读书
的多少了，他愿意立身本分，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如果他还有一点出格思想的
话，他至多是想把自己的子女们抚养成人，让绵延无绝的贫民身份在子辈身上
发生突变。他不指望将来依靠娃娃们，只愿娃娃们有出息，再不像他和先人们
在土里刨食，苦得人不人鬼不鬼还没有好日子过，能在人前人后提得起放得下
就行。大儿子冉希望早到了上学的年纪，偏偏那年父亲病故，抬、埋老人借下了
一屁股债，再加上偌大一个家庭的穿衣吃饭，日子越是紧巴清苦的不像样子
了。单靠村里挣死苦活挣的几个工分，养育一家子人已经成了问题，哪来的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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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供三个孩子读书。思谋了好些日子，才狠心决定缓一年再让冉希望上学，索
性让儿子先在家里帮大人干些零碎活，等手头宽裕些再说。冉希望好像对上学
的事特别上心，每每看到冉希望眼巴巴看着别家娃娃上学的情景，冉富有的心
里就如同猫抓一样难受，不是个滋味，可是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眼见着冉希望
的年龄一天天大起来，冉富有瘦削的脸庞布满了阴沉的气色，无能啊，自己为
什么不是李扁头，把孩子上学当成游戏玩？上，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上，不能再耽
搁了。等过完这个年，夏收结束的时候，就算是去低声下气地求李扁头也得让
冉希望走进小学学堂。本来，冉富有有些看李扁头不起，更别说去求他，可现在
为了儿女的前程他决定再不能顾及这些没用的想法了，决不能为了自己的颜
面误了孩子的前程。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冉富有还是懂得一些权衡术的，颜
面事小，子女的前程事大。
可是，娃娃的学杂费又该去哪里筹呢？

二、新居

吃过午饭，母亲给了冉希望 5角钱，让他到供销社买二两盐，剩下的钱再
买点糖果，回来和妹妹们分着吃。冉希望表示，反正他是不会去李扁头家的供
销社，非要他买，他只能到甘肃那边的屠龙镇，就算是骑驴去，一个来回下来，
最早也要到明早才能返回，单怕会耽误晚上过十五的营生。母亲唠叨说，自己
扒心扒肺地把他养活了这么大，本指望着他能为家里分担些忧愁，到头来他却
懒得连这么件事都不愿意干，再怎么着也不能待在家里当个吃闲饭的二流子。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吃闲饭的二流子，冉希望立刻约上大妹春兰去沟滩里

拾驴粪。山里人养的驴多，拾驴粪的人也多，常常驴子刚翘起屁股，就有人等着
拾走即将跌落到地上的那一摊热乎乎的粪蛋蛋。在这样的地方，驴粪蛋蛋金贵
着呢，家境不好的人家常年拿牲口的粪便作燃料，为了节约，好多人家自愿不
烧煤炭，牲畜的粪便除了有一丝尿臊味，烧火做饭和煤炭的效果是一样的。家
境好一点的人家是不屑于屈尊弯腰捡起这些秽物的，比如李扁头家，狗娃就曾
对此产生过非议，他说脏都脏死了，驴粪再有多好，总归是粪而不是鸡蛋，什么
是粪？还不就是屎嘛，谁愿意抓起一摊黄灿灿的大便还当是捡了个宝贝呢？
终归是大了两三岁，冉希望眼疾手快，赶在太阳沉落时已拾了大半背篓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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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宽容一点说，勉强能算一背篓了。春兰的手法则稍稍慢一点，她又不愿意拾
那些湿得能捏出水来的新粪，所以拾得不多，粪蛋子勉强能盖住背篓底，而且
多是粪沫沫，乱哄哄的没个形状。天快黑了，这样拾下去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冉希望说不如先回去过十五，自己拾的也够明早做饭用的了。春兰是个实心眼
的孩子，一边应着哥哥的话一边继续勾头仔细在地上瞅着，坚持不回，说这样
回去挨骂不说还得挨打。冉希望表示理解，兄妹们挨骂招打不是一回两回了，
父母教育孩子最爱用拳头和老脚，他们的孩子必须小心说话谨慎做事，愿不愿
意都得作出虚心接受的样子。大概打人骂人也会上瘾，就像玩李扁头家的那些
木头块子。
咚！咚！咚！三声沉闷的炮响打破了山沟夜黑前的宁静。春兰哑着声说李

扁头家放炮开了，冉希望正不知如何劝说春兰回家，忽然听到沟顶上母亲长一
声短一声地呼喊着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回家吃饭。冉希望把自己的粪蛋子给春
兰匀了一点，春兰的背篓还是浅浅的，两人商量着如何造假才能让母亲看不出
破绽，反正对付了今天，明天还得拾，拾一天烧一天又不会耽误什么活计。春兰
倒掉驴粪捡了些石块垫在下面，正要往背篓里重新添粪，冉希望赶紧制止说这
样不行，太重了背不动，不如铺些柴草轻巧。春兰试了试，单是石块就压得她喘
不过气来，她朝当哥哥的投去感激的一瞥，随后按哥哥的意思拾掇出满满一背
篓粪蛋子。

元宵节其实应该吃元宵的，在没有元宵可吃的情况下，饺子就是最好的替
代品。家里过年时割的猪肉还留下一点，正好用来包饺子，家里人差不多都能
算是包饺子的熟练工。待冉希望和春兰到家时，父母和二妹春花已盘腿坐到炕
桌边，见他们回来，纷纷往里挤了一下，腾出两个人的位置。“吃———”父亲向来
干脆，话音一落，立刻从老碗里捞起一个饺子，冉希望听到父亲牙齿“嘎嘣”响
了一下，老疙瘩妹妹春花立刻欢呼起来：“爸爸吃到钢镚喽！”父亲笑了，全家人
都跟着笑，笑得忘了吃饺子，母亲挨个往子女们碗里夹饺子，同时不忘数落冉
希望，说他今年虚岁也该八岁了，到了担事的年纪却不为家里着想，老爱拿嘴
对付人。父亲狠狠瞪了母亲一眼，母亲即刻刹住话头，又回头往炉膛里添了两
把粪蛋蛋。
高音喇叭呜呜啦啦了一阵，终于清晰地传出队长破锣似的嗓音。队长大声

叫喊着要各家派一个主事人到大队部开会，会上要传达上级关于移民开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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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坪的决议。父亲匆匆搁下碗筷说，这是大事，得赶紧走。
父亲走后，母亲说冉希望上学的事有着落了。冉希望把父亲临出门时说的

话回味了不下十遍，怎么也感觉不出母亲说的那层意思，只当是母亲说过一阵
气话，又拿好言来哄他高兴。
移民青山坪的决定来得突然，不光李家大庄要搬迁，青山地区的所有村庄

都将大面积搬到青山坪。这次搬迁的条件优厚，移民动员会上当场就有许多人
表态，愿意到青山坪落户。李扁头率先风风火火地在名单上签下了自己就要被
庄邻遗忘的大名，其他一些想挪挪窝的村民也战战兢兢地在统计表上写上自
己的名字。冉富有等众人忙活完了，才在名单的最末端工工整整地把冉家一家
之主的符号记录在上面。
青山坪系黄河高山地，是黄河冲积平原的北缘与青山南麓之间的过渡地

带，这里地势开阔平坦，适宜农垦生息。经过多年的开发和修整，又在联合国粮
农组织的援助下实行引黄灌溉，旱涝保收，且距县城较为近便，来往交通还算
便利。据说这个地方很有发展前途，搬到那里再差劲也能混个肚皮圆。先前已
经迁过一批，最近上面研究决定扩大移民范围，搬迁下去的青山人，由公家分
配给临时简易住房，并按人口分配土地，等农户手头活络时，就能以抓阄的方
式分配新的宅基地建造房屋。而且，最对冉富有心思的是，当地十来个行政村
已以村为单位，建设了十多所小学和一所初级中学，完全有能力解决移民子女
的上学问题。
决定搬迁的各家各户先后收拾起家当，以各家能够负担起的方式迁往新

居地。一连几天，李家大庄马达轰鸣，人头攒动，欢快热烈的场面比起过大年都
不差。大部分人家都搬出了李家大庄，李家大庄像一只被掏空了心肝内脏的野
兽毫无生气地龟缩在大青山一隅。人们叫喊着、忙碌着把各自的家当从卡车上
搬上搬下，准备举家迁往那个据说能给他们带来丰衣足食的地方———青山坪。
卡车终于开动了，冉家全部的家当不足一辆小卡车一次托运，为减轻颠簸，冉
富有在车厢里上了大半车羊粪，上面妥善搁上家具和他认为还有价值的物
品———一口破旧的连三柜和几只缺胳膊少腿的原木凳。驾驶室里坐着母亲和
大妹、二妹，冉希望只能和父亲困在车厢里照看最贵重的那件连三柜和其他家
当。卡车上风很大，而且冷硬，爷父两个冻得瑟瑟发抖，冉希望一路上一直在固
执地想着同一个问题，到了青山坪真的能像狗娃一样，有学可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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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氏父子在料峭的春寒中苦挨了近三个小时，才到青山坪的新家，一个叫
红乐村的地方。抬头望去，到处光秃秃一片，远处和近处都有几个人在寒风中
孤零零的勾头做着冉希望说不出名堂的活计。农田倒是划分得齐整，就是显得
特别荒凉，空阔的田野里看不到一棵像样的树，在李家大庄的家门口再不济也
还有三五棵枣树啊柳树的，这样的地方其实还不如李家大庄呢。冉希望有些失
望，这样的地方能有学上简直就是哄鬼哩！
所谓住房不过是一间鸽笼似的小工棚，从李家大庄带来的家具虽不多，却

足以填充房间的角角落落。火炕占据了房间的一大半，五口人全部躺上去就是
再有个猫儿狗儿的也没地方搁。母亲愁得直呻唤，说这样的地方，要是来个亲
戚羞不死人才怪，还不如李家大庄敞亮呢！不像人家李扁头，人还没到青山坪，
早就选好了宅基地，就等开春破土建房，那样的日子才有盼头呢。
换了新环境，并不影响李扁头能力的发挥。到青山坪不久，李扁头就盖起

了一院砖瓦结构的新房，锃光瓦亮得直晃人眼，俨然就是青山坪标志性的第一
建筑。李扁头还不知足，逢人就讲他的发展宏图，说等将来条件好了，也学学城
里人的样子，在上面再加一两层，把平房当楼房住，美美气气舒舒服服地过过
城里人的日子。
狗娃还没有随李扁头一起来，按李扁头的说法，狗娃现在学习认真了些，

作业本上的对号越来越多，就连批改作业的老师也感到心旷神怡。李扁头还强
调说，甭管大人如何折腾，娃娃的学业就是耽搁不成，别看我家狗娃脑子笨，有
时候也鬼机灵着呢，保不准以后也能出息个人样哩！
父亲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他说他有可能送冉希望去上学，不图他学来上天

入地的本事，只要能平平安安、和和顺顺地过日子就行。但是，如果在学校里学
不来好本事，反倒学成个龟孙子，他只好不客气了。

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从山里搬下来后，挣钱的路子多了，父亲和母
亲忙得脚不沾地，哪里需要人手就往哪里赶，辛苦了小半年工夫，就还掉了前
些年欠下的一部分帐，可是这里花费比山里大得多，吃水要钱，用电要钱，出门
也要钱。冉希望感觉父母大人走路时的脚步轻快了许多，笑脸也多了，一向严
肃的父亲甚至乐意和子女们说几句玩笑话。家里还种了点粮食，长势甚是喜
人，父亲雄心勃勃地说：“等夏收结束了，卖粮食和搞副业挣的钱，差不多能算
一笔巨资了，先把新宅基地上的房子扶起来，冉希望长大了就不愁没人给个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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