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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穿

这本集子呈，包括了一萄长第小说《王龙材纪事>).一部中第

小说《袁九斤的故事》。这南部件品，都是近来薪完成的 σ 人物是盟

的，事需是 18 峙，题材是!目的，写法在是盟的，可以称之谓新写完

的" 1m 18 作品"。
我想趁此机会，担这商部作品的写作经过，简单内容向读者

介绍一下，以便读者决定是就此打住，还是看下去。

早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我在晋绥边区连续参加了离年土地

改革运动。开始是在老解放区蹲点，后来又到新解鼓区蹲点，薪、

老军费持庄土段的全过程我都参加了。再后来就被读到土改工作

国盟部跑噩，也就是到各个新开辟的村庄了解情况，也负责给《晋

绥吕报》写一些通讯川报道。

土改结束后，我曾写过几篝有关这方面题材的短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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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王富反映土地改革的。当时曾有过写部长第的打算，把技

集到的一垫转料整理 7 一番，并且还草扭了一赞写作提纲。可是

还没有动手就远汤了。，原因销也简单:全国解放以后，我读到的第

一部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是丁玲的《大陆照在桑干骂上)}，接着又

读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读完这两部巨著，我写长麓的计划兢

打渎了。因为不论东北还是华北，土改的做法，过程大民小异.商

我对这些生活的理解并不比荆人深刻。另外是吉己的文学素养，

写作水平静无法与儒位老作家相比。要想达到他们那样的水手，

吉知力不从心。勉强动笔，银可能成为拈劣的模告之作。费苦不知早

早 l技场为好。于是就把写好的提纲扯了。可晃当时是下冉心不写

了 e

提撰是拉了，可是有些人物，有些情节却啻常在脑海呈活动，

赣有点挥之不去的意思。这就i象是箱子里放了一些布料、布头，不

连聚成一件衣服，总有点不甘心。后来我想，不从王面写土地改革

的全过程，商从制E表瑛那一段生活经Jñ 可不可以喔?如果说土

地政革是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黯么写一写"出雨敬来)x\. j盖楼"

的情景也不见得不可议。好在我对土政前夕，在村里各持层人物

的动态还不算陪生。患来想去，觉得这毡不失为一种井法。

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中央文学讲习费里学习、工作期间，没有

什么创作任务。于是就利用业余时间，按照自己的这一思路，重新

草拟了一份提纲，并且开始写了一些章节。五十年代中期，我离开

北京返吕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故土。主砖热衷深入生活。参加各种

农村工作队，后来又在县里捏任具体取务。有点空余时间，也用在

了写反映现实生活的程草小说上。只是偶象没有什么事可子的传

候，陆睡续续写了凡章。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部长靠的拐稿也

没写完。



经过那段史无前饲给混乱年头，我所精心保存的一些资韩、

笔记、日记都已丧失弹尽，这部残藕却保留下来了。大约是罢为夹

在乱书堆中，没有引起造反谦的注意。我虽然担这部失茹复缉的

残穰翻阅了一遍，但理为创作情绪不高，没有心情继裴写下去，只

好又提置起来。三中全会以后，创作劲头割是起来了，但更多苟国

势然是挂入了深入生活。陆续写了一些反被现实生活辑短第4、

说，亮外主要精力是和我费老战友升谦合位写了五、六部求村题

材费电影剧本。篱奇主也想到过芜这个残稿写完，即使写不好.也总

盖有个了结。可是又想到:反正这是属于历史题材，将来有轧会再

说吧，拖一拖也没什么要紧。

事L会终于来了。近二年由于年老体衰，身钵不好，又是高血

lL又是蹄气肿、哮喘e 深入农材生活是不可能了。每天除了看病，

吃药之外，只能是看看书，看看撮，看看电视。从事文学告作曲人

有个原韭~成的习雷 t黯子闲不住，总想写点什么。于是我就芜这

个残穰翻了出来。精神好一点的时策就写一点，精神差苗时策就

搞到一边，拖拖拉拉花了好长时揭，总算是写完了。接着又从头至

尾靖、甜、惨改了两遍，就成了魂在这个样子。这部作品，且开始写

就没有起下个合适的题 IL 现在看来，写得只是土改前夕一个转

庄重的动惑，一些人物素擂，一些民情风悟，故题名为{玉克材纪

事》。

我自知这个作品本乎并不高，也许还存在有这样黯荐前缺陆

与不是，但总还是地较真实地反跌了那个时我在村晋级斗争曲一

些情况。接黯我个人的能力，也只能是这样了。也许有人会说:主

今已经不提"晋级斗争"这码事了，魂在发表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

黑处亮?这说的生对。可是那时候却经常提"这码事"。有时候，有

些地方阶级斗争还相当激慰，这是历史事实。我每今天的读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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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一点过去的情况，至少不会有什么坏楚。何况一些封建思惹，嚣

的习横势力，宗族现念等等，也不是没有了市场。甚至有些地方正

在死友爱燃。这也就是我乐意发表这篇 18作的愿望。

《袁九斤的故事》倒真正是新写的"西哥"作品。所谓"真正新

写的气是罢为过去从来没有打算过要写。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提

纲、初稿了。政完《玉龙村纪事》之后，觉得往日库存的这些露谷

子、 \8 高梁，只要碾囔孽靡，但乎也可散或一锅饭。于是就动手了。

这篇小说的故事，说简单也提简单，写约是一个普适哀村青年.由

于一些需熬的军盟，在地主和地主，地主和小官僚争夺时产的斗

争中，被封锺在中间，受尽了折磨，经历 7 十多年给牢献之灾。直

P 到 E 本投掉，解放之后，这才获得了人身自由，过上了正营人的生

活。故事虽然略带一点传奇色彩，但并非是我胡编乱造.而是每有

生活放据。其中有些情节，是我童年时代亲瑕所鬼，亲耳所阁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自己辩解，再是生活本身偶东也会出现一

些看如离奇，实用又是持合情理的故事e

这第作品写的大都是 18社会的 i日生活。我想重麦前边说过的

一句话产今天的读者，了解一点过去的靖况，至少不会有什么坏

处。"

姑且;巴以上的"坦白交待气当作序言。

作者

一九九七年中秋节前夕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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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龙村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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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北部，有个二百多户λ家的村庄，名叫玉芜村。

村前'是混浊的漳沱河，村后是连绵起伏的山岭。出的形

势像一张巨大的弓，远远地围着村子绕了半圈，津:它河

正好拟弓上的弦一样。玉龙样就座落在弓和弦之阔的这

一大片平地上。玉龙村河西面是广阔的大平J 11 ，那是全

县最富足的地区，县城也在平时里。这里距甚域只有三

十多里路，可是要进趟域真不容易。冬天河水结了球.来

来往往还可以从冰上过。一到开春凉消雪化，过词可就

难了。河上既没桥，又没船。搭桥吧，河西太宽，河床

又经常移来酶去不固定;行船吧，水又太浅，靠近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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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龙村主巳事

的地方还不到一尺深。每逢这个季节，过往的人、牲口只好从冰

凉的水里淌。可是河里到处是泥沙旋涡，一步走不对就珞进去了。

因此，没有紧要事，谁也不想去受这个罪，冒这个险。至于夏秋

之间发了洪水，和平}JI里的交通干朦就断绝了。俗话说"痛河千

里远"真是一点也不假。按说玉龙村也算平川的一部分.河对面

的医平镇就是区公所，相距只有五、六里地，就医为隔了这条河，

就变成了个锦僻地方了。

玉龙村村当中有座文昌窟，把村子分成了东西两半个。东半

个村子是正南直北，正东宣西部十字街，街道两旁的房舍都银整

齐。不是黑漆大门高楼房;就是牌坊街门四合院.最不好的住宅

也是混主墙砖报辟的大瓦房，并且墙上都黑白灰泥抹的先光溜溜。

西半个村子却大不相同了，房屋银乱杂，说不来有几条街.全

数是破破烂烂的混房草舍，商旦各家院子的方向也不正。有的门

朝西南，有的门朝东北。也许这家的房角正对那家的大门;也许

那家的破院墙紧接着这家的窗户。还有的人家连院墙也没有，就

那么事E跟单单两间破房。门前边说是街道吧，又堆着些柴草禾秸，

放着些破国家镇，像是个没院墙的院子 E 说是院子吧，来来往往

人牲口都经这里走，又像是街道。总部言之一句话，西半个村子，

就是杂杂乱乱这么一大堆人家。

全玉龙村二百多户人家中，姓冯的是一大族，占了一半。这

些人家，大部分部住在东半村。其余的人家是杂姓，如果把各家

的姓氏抄写下来，差点能当半本《百家姓》念。这些杂姓人家，多

半部住在西半村。不过，这只是大概的说法。实际上按门门组数

起来，东半村也有一些杂姓，只是和别的杂姓人家不同，不是家

里有点房产地土，就是外边有点生意买卖。商西半材也有姓冯的，

坦和东半持姓冯的人家也不一样，不是靠程种地过活，就是靠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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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王打短工养家。

玉龙衬以前村名叫冯家堡。老年人们访起古来说，在老老辈

子手里.也不叫冯家堡.市叫做牛家庄。相传.在老古老古年阂，

这里根本是没有人娼的乱石河湾。至后有一户姓牛的人家移来了

这里，在河滩筑坝淤地:在出坡上开荒种因。生男育女，分家离

户。经过好多年，慢慢才兴旺起来。后来就起了个村名 n马牛家

庄。再后来，陆续又移来好些人家，有姓冯的、姓李的、姓张的

·。那时候，人家都住在如今的西半材.如今的东半村还是一

片空地。这样平平安安过了好几代。

到了大清初年，姓冯的出了个举人，在事就变了 c 有一年七

月间，夜里下了一场雷雨.北出跟藏有一片土皇塌了。第二天清

早，冯举人的儿子兄弟们说，土崖里墙出一块古碑来。这事一传

十，十传百，很快全村人都知道了.男男女女都跑来看希奇。果

然见乱土堆中有块石碑，碑上弯弯扭捏刻着一些古体字。大家都

不认得，独有冯举人能认出来，他说碑上刻的是.，方国三里内之

平埠，均属冯氏所有"。因此，姓冯的说这村的平地，原初都是他

家的.是别姓人家霸占去了。如今各家都要给冯家缴程子。人们

议论:十有八九是预先设好的圈套.可是谁也不敢出面争辩.因

为大家都知道冯举人的后害。后来有一个叫牛大海的串联了一部

分人.就和冯家打了宫司。从县里打到州里.从1每又打到府里。最

后宫司还是打输了。牛大海还挨了四十大援。牛大海气不过，回

到村里之后.一夜工夫捏姓冯的家杀了五口子。当时正好举人不

在家，算是没挨这一刀。牛大海怕连累挝人.第二天用口袋装着

五颗人头，跑到县大堂上自首投了案。结果辫了个"凌迟处决"

就是人们常说的 z 千万万制。

姓冯的家虽然死了五口人，不过从此以后，全村的平地就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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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冯了。那时.冯家嫌西半村太乱杂.人性不好.于是就在如今

的东半村起房盖舍，重新开了门面。因为冯家有钱有势，又出了

举人，便在村里盖了座文昌窟，把村名也改成了冯家堡。从那对

起，村子就分成了东西两半个。东半个村子因为房舍好.有钱人

多，恪稀财神堡;西半个村子因为房舍乱，杂性多.俗称杂培堡。

其实是连着鸪一个村子。就这持一直梧传了好多年代c

以上传说是真是假?无从考查。下边的事费i是有据可查的。

抗日战争期坷，这村杂始堡出了个抗日英雄.名字叫张玉龙.

领导着一范子暗员兵和敌人斗争，经常到田乎镇敌人据点去活动.

摸哨兵.割电线。烧仓库，救民夫……。光他自己亲手打死的敌

人，少说也有十来个。当时，张玉龙在这一带很有点名气。 f为军

汉奸们一听到"张玉龙"三个字.不由得脊背上就冒玲汗。可惜

这人没等到就战胜利就英勇牺牲了。

那是二九四四年秋天的事?雷。有天夜里，他领着几个暗民兵，

渡过搏沱河，偷偷摸进困平镇去解救两个被悍的地方干部。主I~次.

事情本来进行的很顺利，神不知鬼不觉就茫人救出来了。可是谁

知植往外撒的时候，有个民兵走火响了一栓，一下子把敌人琼动

了。四面确堡上立对栓声大作。他们镜忙架上那商个干部就往外

跑。到撞到河边上，敌人的大队人马己经追来了。当时情况十分

危急，跟看着敌人一步步逼近，在这里涉水过湾显然是来不及了.

张玉龙只好让民兵们架着那两个干部沿河北上.另找安全地方渡

河。他自己留在原地理击敌人，以便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他在河

边上，坚持了有半个多钟头，子弹手榴弹全打光了，正要跳河泪

水逃走，忽然从两钝冲过来四、五个敌人，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了。

立时捆绑起来，挥回囡平镇敌人"红部"。敌人司令宫是个五卡来

岁的老鬼子.一听说提来的是张玉龙，当场就让松了绑，连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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