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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借药款任文秀回庄忆往事任文锦收房

天下着毛毛细雨，通向任家庄的大道上路面泥泞不堪。路上行人三三两两，

木轮车、皮车、推车子来来往往。路的右边，走着一位打着黄油布雨伞，一身道士

打扮的人，他就是任家庄庄主任文锦的弟弟任文秀。任文秀四十一二岁，因妻子

病丧，自己不愿再娶，留有一女一男。女儿任青梅己出嫁，男儿任青泉刚上完大学

回来。要说任文秀怎么当上了道士，还得从三年前说起。

那是一个阳春三月，任家庄去了一位山西籍的年轻道人声称要见庄主任文

锦，要说说老乡话。说起来，这任家的老辈先人，早年也是从山西平遥来的生意

人，在此落户也有两百多年了。在任文锦和这位不速之客说话时，任文秀也在跟

前，他细细端详这位道人:白净的脸膛儿，高高的鼻梁，不太浓的眉毛，大大的眼

黯很有神气说起话来一字一板的。

只听他说道:"任大老爷，我是龙江龙三爷打发来的，眼下山西会馆各路的会

费没有交上来，龙三爷说不借你的钱，只借些粮。请任大老爷回个话。"

任文锦一听是山西会馆的龙江打发来的，自然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借粮的事，

问:"借多少石?"

那道人说:"请你看一下龙三爷给你的信。"说着双手递了上去，"这封信权作

借条，如同意把这封信收起来就可以了。"

任文锦拆开信看了一眼，笑了笑说:"二十石麦子，不是个大数目，什么时候

运送?"

那道人说:"请将这粮食直接磨成面粉，我们馆里来车拉运。"稍停了一下又

说:"我们龙三爷还交代，请装成五十斤的袋子，袋子上印上肃州石桥面粉字样。"

任文锦听后顿了一下，心想:龙三爷借粮拉面也多次了从未这样要求印字装小

袋。

那道人像是看出了任文锦的心思，忙解释道:"龙三爷说有啥不解的地方，见

?告药 JIf; 任:支持四 f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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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文锦点点头问道人说:"说半天话了，还不知道你的道号、姓名。"道人笑了

笑说:"没有道号，小名陈天明。"在旁的任文秀看着这道人确实眼热。他精明洒

脱、不卑不亢。

在送陈天明出庄的路上，任文秀悄悄问:"这位小师傅，当道人有多高兴，你

能不能也让我当个道人，好抛去这无底的烦恼。"

陈天明看了一眼这位任文锦的弟弟，人称秀老爷或二老爷的任家二掌柜，他

一脸愁云。便问道:"任大老爷能放你吗?"任文秀说:"就看你怎样帮忙呢。"陈天

明说:"有机会帮你个忙你沉住气。"就此分手。

半年后，陈天明果真通过龙三爷说服任文锦，任文秀当上了文殊山的道士。

这次，任文秀踩着雨水和泥巴，来任家庄。实际是两年前陈天明云游的路，现时变

成了任文秀云游的道。今天来任家庄，是奉龙三爷之命，向他的哥哥任文锦弄一

批药。

自当道士后，他很少来生养过他的自家庄园。这次回来，是出家后的第二次。

他想起他出家时的情景。他的大嫂一一在任家庄都称呼为大妈或大奶奶的张明

月，更是情深意厚地说:"文秀，你别这样，我们任家这样大的户，虽名扬不了天

下，也名扬肃州吧老祖宗在这里置地扎根，打庄子、修房子、办家园，子子孙孙两

百多口，乡里有庄，城里有府，各路经营畅通。这些且不论，就说你自身吧，自他婶

婶没了后，也不时地给你提亲，你执意不肯续，提亲的婆子都踏烂门槛儿啦，可你

心如死灰。现在又要出家当道人，你的心到底凉到什么地方了?你给嫂嫂说说，嫂

嫂心里明白了也好放你走。"

任文秀流着泪，哀求着说:"嫂嫂，我哪能骗你呢?我一心只想清静，看见道人

打心眼里喜欢，就想当道人……我确实说不出个什么来。"说着话，就放声大哭起

来。

里屋的任文锦听着他的哭声，心里也难受。眼睛湿湿地从里屋出来，拉了一

把张明月说:"人各有志，强留也是无用，还不如给他个痛快，让他出家去吧。"

这话一出口，任文秀猛然跪倒在地，给任文锦和张明月磕起头来，哭着说道:

"谢谢大哥、大嫂，求你们把我的一对儿女当成你们亲生的，呵护着点，停几天了

问个信儿，我就了却一切凡尘了。"

文秀的头还在地上叩着，任文锦和张明月用力把他搀了起来。任文锦对任文

秀说:"我们的爹妈就生了我们弟兄两个，是老任家的摘亲掌门人。但我们辈数

小，我们的头上，有很多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什么事都被他们盯在眼里，记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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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里，时不时地就出来要胁人。不说别的事，就每年大年三十日的任家祠堂族

人聚会，吃了喝了不说，还要骂堂，世上最难听的话都由那些爷们说出了口。你在

的时候，我们哥俩顶着，你走了，就我一个人顶……"任文锦想大声哭，却忍住了。

他没有哭出声来，擦了一把快要流出的泪，说:"别说是就这么两个娃儿，就是再

多几个我也都能照顾好。"

张明月插嘴说:"他叔叔，你在外头不出岔儿，我们什么都放心，你的青梅、青

泉我就当亲生的，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任文秀走着想着，内疚的泪水不由得淌了出来。他擦了一把，正眼看看前方，

任家庄已在他的眼前。看着这偌大的任家庄，想着庄内外住着的两千多口人，突

然，一声喊叫:"二老爷，你来了怎么不进庄?在这里愣什么神。"任文秀转脸一看，

原来是护庄的头儿朱八，就笑着问:"你护庄辛苦了!没出岔儿吧?"

朱八说:"哪能呢。"他细细端详这位二老爷，比在庄上时清瘦多了，胡子也长

了。不过，比原来精神了。

任文秀问:"大老爷在家吗?"

朱八回说:"大老爷刚拾了一筐粪倒在晾粪掌子上进大门了。"说着话朱八

弯着身子揪任文秀道袍上的泥点子，有的干了，有的还湿着，想给动手打一下。

任文秀看出了朱八的意思，说:"不妨事，我进庄回家里弹打。"

进了庄门，朱八说:"秀爷你走。"任文秀说:"你好好护着庄大门，我出来后还

有话对你说。"

朱八听了，又弯腰叉点头地应着说:"听二爷的吩咐。"

任文秀径直向任家大院走去。

这个时辰，早有人去说给了张明月，张明月打发她的使唤丫头蒲珠:"快去，

叫朱八打发个人去王家楼庄子通知一声二老爷的女儿任青梅让她快些来庄见

她的爹。"蒲珠刚要出大院门就碰上了进门的任文秀。

蒲珠说:"二老爷回来了!快进屋去，大老爷和大奶奶正盼着你来呢。"说着就

要出大院门。

任文秀问蒲珠:"你去哪里?"

蒲珠撒谎说:"我去长工院里提开水，伺候你喝茶。"说完，出院门快步走了。

任文秀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可能大嫂让叫自己的女儿了。两年了，没见女儿一

面呢。这时节，张明月已从屋里走了出来任文锦也在门口立着。任文秀望着哥

哥、嫂嫂，拱拱手笑嚷嚷地问:"大哥、大嫂你们好。"

张明月说:"都好着呢，快进屋说话。"她一手接过任文秀手中的雨伞，一手摸

借药;提 H:文海 1吁 l玄 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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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任文秀转头看了一眼，对张明月说:"自家兄弟还讲究什么，那是我哥的穿戴

习惯。"任文秀坐在靠右手的太师椅上。张明月擦擦手，上炕坐下了。

蒲珠进来上了茶，张明月望了一眼蒲珠，蒲珠点点头。张明月说:"叫王妈做

几个好菜，把在家的青江、高英、青松、青河都叫来.和大老爷、二老爷一起吃个

饭，也让二老爷给我们讲讲外面的新鲜事儿。"

任文秀昕了说:"大嫂，不麻烦了，我还要赶着进城去，龙三爷要我给他回话

呢。"

张明月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说:"现时都下午三点了，吃顿饭不就到晚上

了，住到明天早上回去，又有何不可呢?定了，我说了算。以后，龙三爷倘若提起这

件事，我自有说法。"任文秀只好点点头。

任文锦问:"秀弟，龙三爷打发你来，有什么事吗?"

任文秀说:"龙三爷叫我来，再向你借一笔款子。不是直接拿钱，而是用款子

购一批东西。"

任文锦问:"什么东西?"

任文秀说:"是一批药，中成药和西药，针剂要多一些，像青霉素、消炎药类，

还有药棉、绷带、西医器械。"任文秀说完停了下来。任文锦也没有急着追问，他合

了合眼睛，沉思了一会儿。

张明月小声地说:"想必这些药要朝东运去?安全运去了也好，不要在半路上

散失了。听人讲，有药贩子朝东运药吃了枪子儿的也有这世道国民党、共产党都

讲抗日，叫老百姓都支援抗日，真正能用到抗日的战线上也好啊。"

任文锦喝了一口茶，插言说:"既然是龙三爷说了，我就听他的，我也不管他

是哪个党的，怎么运，走什么地方，这些我都管不了，我尽到一份抗日的心，也算

是个中国人了。只是现在的问题……"

张明月接上说:"中成药好弄，西药难弄，西医器械更难，是不是?"任文锦点

了下头。

任文秀说:"龙三爷也想到了这些问题。我来时他交代说:难是难，任大老爷

会有办法的。就凭他那个商会会长的头衔，搞部分西药和西医器械是绝对没有问

题的。"

任文锦昕着苦笑了一下说:"龙三爷抬举我了，不过时间得稍长一点。"

话音儿刚落昕见门外一个孩子在喊爷爷。张明月知是侄女任青梅和外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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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福到了，忙起身迎出门去。福福喊着大奶奶，把自己的小手伸给了张明月。屋内

的任文秀昕着福福的声音儿，知道是女儿任青梅来了，心里面既高兴又夹杂着说

不清的难受。立起身来，望着冲进门来的福福，忙蹲下身子把外孙搂在怀里说:

"福福。"又看见女儿脸上流着泪在喊爹。

任文秀忙说:"你哭什么呀爹不是好好儿的吗你怎么来得这么快?"任文秀

的眼里也流出泪了。

张明月看在眼里说:"都别掉眼泪，应该欢欢乐乐的。见不到了想，见到了又

要哭，这是为着啥呢?"

青梅昕着张明月的话，先擦了擦眼泪回了她父亲的问话:"是金锁赶车将我

接来的。"

这时，蒲珠从外面进来，先问了青梅好，又摸摸福福的头，转过脸对张明月

说:"大奶奶，饭菜快好啦，喝点什么酒?"

张明月说:"男人们喝自家酿的青棵老陈酒，我们女的喝自家酿的黄酒，娃娃

们喝酸糟汤。"又说:"把二奶奶也请过来。"蒲珠应着声儿出门去了。

这二奶奶是谁呢?原来年轻时的任文锦在十五岁上和比他大五岁的张明月

结婚，婚后一直没有生养过孩子。任文锦到了十八岁上张明月觉着自己还没有

生养的架势，自己先着起急来。她想着任家是个大户，任文锦又是孀亲辈分，若不

生下个一男半女的……她痛下决心，要让任文锦娶二房。可任文锦自和张明月结

婚后，感情好，总觉张明月比他强。她庄重大方，任家上下都非常尊重她。有些自

己棘手的事情，只要说给张明月，她都出点子把事情抹平了。因此，任文锦不愿伤

张明月的心，断然不娶二房。张明月有些恼，她不和任文锦在一个床上睡觉了，而

且，少茶少饭，寡言少语，起居凌乱。这下，任文锦有些心疼了。

一夜，任文锦硬赖在张明月的炕上，很心疼地说道:"大姐 你到底想怎么

样?"

张明月说:"我不想怎么样，只是让你讨个二房，生个一男半女的。不说续你

任家香火了，也不必让外人说闲淡之语，更不让你们任家大辈分的爷们，说三道

四。只要你心上有我，我也不争风吃醋。"

任文锦听了这些话，也知道是张明月的肺腑之言。他知道张明月富家出生，

知书达理，懂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这些圣人之言。只好说道:"我怕大姐伤

心，人生一世，也不过几十个春秋，匆匆来又匆匆去。你对我蔼然可亲，我才难以

启齿说娶二房，大姐既然这样硬说，我也就顺你的意思了。"

张明月昕到这里，一把把任文锦搂到怀里，并且越搂越紧说道:"你瞅下哪

ffrf与款任立命!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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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文锦笑笑说:"我哪个也没有瞅下，也别麻烦媒婆了，你大姐看准的，我就

同意娶。"说完，把张明月亲了亲。

张明月笑了，说:"真是我的好弟弟，乡里的姑娘你看不上了，我给你找城里

的。"

事也凑巧，从苦水过来讨饭的流民中有一对母女进到庄里讨饭。他们衣着

破烂，蓬头垢面，严重的是那位老妇人生了病，求在庄里借宿几天，病缓好了再出

去讨饭。这任家庄，虽住着三百多户人家，但外来人要借住一宿，非得庄子主人说

了算。没有主人发话，想住一夜也难，主要原因是各处强贼肆虐，社会不安宁。因

此，任家的族人们订了几条规矩:"大白天没有特殊情况，庄内外人等都可进迸出

出，唯晚间不认识的或外乡人员，一律不得借宿。"

这一对母女，进得庄来，不知怎么的，传到了女主人张明月的耳里。先是不同

意借住，后听说确实是外乡口音，且又是一老一小两个女的。张明月动了恻隐之

心就给了一间草房暂且住下，等那老妇人病好了立即离开。谁知这老妇人的病一

天天加重了，女儿看着母亲病情严重，白天讨点饭充饥，晚上哭哭啼啼，哭声惊动

了左邻右舍。都知是女主人允许叫住下的，不宜多说，但丫头蒲珠听见那老妇人

病重，就说与张明月，张明月知是自己管下的事，现在病成这样，赶出庄去也不好

看，索性说与任文锦。

任文锦也感到有些为难，就对张明月说:"我亲去看一眼到底病得多厉害。"

说着，任文锦就脱了长衫，穿了平时捡粪穿的老布衫，蹬上一双牛鼻子粗鞋，从柴

房里提了粪筐，拿了粪叉，去了庄北墙下的那间草房。

他推开草房门，草房内一股腐昧，那位在土炕上躺着的老妇人，见有人进来，

微微睁了一下眼，喘着气，咳嗽了起来。那小姑娘看了一眼任文锦，忙着扶咳喘着

的娘。而后，她一直低着头，给娘捶背，自己抽泣。

任文锦问:"你们是哪里人?从哪里来?这位老妇人多大岁数了?"

那小姑娘抬起头来，睁大眼睛，细瞅了一眼任文锦见是一个高高大大的男

人，看他装束，以为是一个长工，就随意回说:"我们是苦水人我妈五十岁了，老

家歉收，没有吃的。我哥哥跑了我爹爹死了我和我娘没有活路就朝河西一路

讨饭来了。听人讲:肃州这地方人缘好能要上吃的就到这里来了谁知，我妈一

路颠簸，有了病了，在此地没亲没故，又没有钱给我娘治病。"说着她哭出声来了。

任文锦瞅这姑娘尽管穿着破旧，没有梳洗打扮，但身材修长。瓜子脸形儿，细

眉大眼的，而且说话口齿清亮，先是有了几分怜意。再望望她那咳嗽的娘，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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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好人吧，如果将她们娘俩赶出去，老妇人必死无疑，此女也必沦为烟花粉头，

受人糟蹋。他想着这些，转过身就往屋外走，刚走出门，见蒲珠走来了，就对蒲珠

说:"你给大奶奶说一声，打发任召选给那老妇人看看病，顺便给那小姑娘几件衣

服，让换洗着穿去。"

蒲珠答应着进了草房，细望望那位老妇人及那小姑娘。出草房回到大院里，

又去张明月屋里回话:"大奶奶，大老爷说让你打发召爷去给那老妇人看病，顺手

给那小姑娘几件换洗的衣服。"

张明月问:"怕是那老妇人病太重了吧，那小姑娘的衣服也太脏烂了点吧?"

蒲珠报嘴笑道:"老妇人病重是事实，但那小姑娘却是一个美人儿。"

蒲珠说话无意张明月听话有音她思谋了一下说:"你去替我请一下召爷。

我找几件衣服，叫召爷到我这里来，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草房，去看看那老妇

人和那小姑娘。"蒲珠应一声去了，不大一会儿工夫，任召选和蒲珠一起来了，张

明月已找好了几件衣服。

任召选问张明月:"给谁家的人去看病，还兴师动众让大奶奶亲自去?"

张明月说:"是那讨饭的母女俩，老的病得厉害，小的少衣缺裤的。大老爷可

怜她们，叫给瞧瞧病，好些了让离开庄子。"说完，他们三个就往草房里去。

三个人一进草房，那小姑娘看张明月衣着华丽，气度不凡，忙下跪说:"请你

们行行好，我娘病得这么重，千万别赶我们出庄去。"

蒲珠说:"谁赶你们出庄呀?"她指指张明月说:"这位就是容许你们住下的女

主人。现在又叫来郎中给你妈瞧病的，还给你拿来几件换洗的衣服。"张明月给蒲

珠使了个眼色，示意得不要说了。那个小姑娘才抬起头来，用惊奇的目光瞅着张

明月，这位女主人的威仪、大方使她的目光不敢和张明月相对，抬起的头又低下

了，地上的柴草都碰在了她的鼻尖上。张明月的目光转向了那位挣扎着爬起来的

老妇人，她目光呆滞，发罄蓬松灰白，还没坐稳，就咳喘起来。

任召选见状，忙对那小姑娘说:"给你娘捶捶背。"那小姑娘才从地上爬起，跪

在炕上给她娘捶了一会儿背。好一阵子后，老妇人才停住了咳喘。任召选给那老

妇人号了脉，看了舌苔，又问了一声:"吃饭多少，大小便如何?"就开了药方子，递

给张明月。

张明月对那老妇人和那小姑娘说:"你俩好好养着，这药一会儿就叫人抓来，

再给你们送来个药罐子，就在这屋内自己煎着吃。"说到这，她转过脸指了指蒲

珠:"这是我的使唤丫头蒲珠姑娘，她给你们拿来几个锅锅盆盆，还有米、面、油、

菜，你们自己做着吃饭。不要失了火，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就找蒲珠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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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了草房。

过了三天，张明月和蒲珠又去了草房，草房内一股子中药味儿，再看那老妇

人，像是有点精神了。老妇人看见张明月来了，忙跪在地土，左一声观音，右一声

菩萨地磕起头来。那小姑娘还是老样子，脸也没洗，拿去的衣服也没换，张明月有

点惊异，就对蒲珠说:"你去给打盆洗脸水来，叫洗洗脸、梳梳头。"又问那小姑娘

说:"叫你梳洗一下，换换衣服，几天来，怎么一点儿都没有动?"那老妇人忙和小

姑娘一个跪在炕上、一个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老妇人哭着对张明月说:"菩萨奶奶我们是讨饭的人我这心肝丫头还是黄

花闺女，怕洗干净了受人欺负，菩萨奶奶您千万不要见怪。"

张明月听了此话，也觉得对，想了一下说:"我想把你们留在庄里，多住上些

日子，还有些杂活儿让你们干一干。干完了，拿几个工钱回老家也好。"

那老妇人听张明月这样说，忙回话说:"谢谢菩萨奶奶。"这时，蒲珠端了一盆

水进来了，让那小姑娘洗脸。那小姑娘有点慌乱，睁大眼睛望着她娘。她娘点了下

头，她才洗了脸、梳了头。张明月细细望望，果然是个漂亮女孩。心想难怪前天晚

上、昨天晚上大老爷还念叨着这小姑娘呢。

又过了两天张明月闲着无事儿，叫上任文锦一同出了大院边走边问:"你看

上那讨饭的姑娘了?"

任文锦笑笑说:"她毕竟是个讨饭的，我看上又能怎么样。"

张明月说:"这我想过了，你如果真想娶那姑娘，我们就来个大吹大擂，明媒

吧。"

任文锦听着张明月的这些话，正合自己的心意儿，就笑笑说:"那就请大姐给

我办吧。"

这时，两人已快到草房跟前，张明月还往前走，任文锦说:"我不去了，我这个

‘长工'几天来去了好多次了，连卫生我都给打扫了，她们还真把我当作是你打发

去的长工呢。"

张明月听了笑着说:"这真是天赶地凑的缘分，门当户对的问了多少，你都拒

之门外，唯看准了一个千里路上跑来的叫花子姑娘。"说到这儿，张明月正了正脸

儿接着说:"文锦这是你同意的，以后，有个埂儿、坎儿的，可别全怪我呀。"

任文锦小声说:"我哪能怪大姐呢，我感谢都来不及呢。"

那老妇人姓梁，人称张梁氏，那小姑娘叫张玉亮，自此，这张玉亮就成了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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