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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前传》

内容概要

《铁木前传》写成于1956年，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描述了两位老人（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
）和两个青年（九儿和六儿）在解放前后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交好与交恶，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
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小说以人际关系的前后变化为线索
，在正面肯定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同时，注重人物内心生活的挖掘，对北方农村的人情美、人性美，充
满由衷的赞美之情。
孙犁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铁木前传》写得极为诗化，人物形象朴实鲜明，笔调明
丽流畅，是当年众多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作品中极具艺术特色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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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前传》

作者简介

孙犁（1913-2002），现代著名作家。河北安平人。1927年他开始文学创作，1938年秉笔从戎，投身冀
中人民的抗日战争。1945年发表短篇小说名作《荷花淀》，新中国成立后发表长篇小说名作《风云初
记》、中篇名作《铁木前传》，以及《白洋淀纪事》等多种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集。他为中
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绘出了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卷。他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
一，后成为新中国的一位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并被认作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
。

    孙犁的作品追求一种清馨质朴的美的韵致。他的小说具有浓郁清丽的诗意笔触以及精巧别致的构思
，含蓄凝练，清新明快，有“诗体小说”之称。他所塑造的丰满灵动的农村女性形象尤其令人难忘。
他的散文极富抒情味和人情味，语言简洁朴实，思想深湛，意味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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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前传》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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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前传》

章节摘录

　　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如果是在农村里长大的，那时候，农村里的物
质生活是穷苦的，文化生活是贫乏的，几年的时间，才能看到一次大戏，一年中间，也许听不到一次
到村里来卖艺的锣鼓声音。于是，除去村外的田野、坟堆、破窑和柳杆子地，孩子们就没有多少可以
留恋的地方了。　　在谁家院里，丁丁当当的斧凿声音，吸引了他们。他们成群结队跑了进去，那一
家正在请一位木匠打造新车，或是安装门户，在院子里放着一条长长的板凳，板凳的一头，突出一截
木楔，木匠把要刨平的木材，放在上面，然后弯着腰，那像绸条一样的木花，就在他那不断推进的刨
子上面飞卷出来，落到板凳下面。孩子们跑了过去，刚捡到手，就被监工的主人吆喝跑了：　　“小
孩子们，滚出去玩。”　　然而那咝咝的声音，多么引诱人！木匠的手艺，多么可爱啊！还有生在墙
角的那一堆木柴火，是用来熬鳔胶和烤直木材的，那噼剥噼剥的声音，也实在使人难以割舍。而木匠
的工作又多是在冬天开始，这堆好火，就更可爱了。　　在这个场合里，是终于不得不难过地走开的
。让那可爱的斧凿声音，响到墙外来吧；让那熊熊的火光，永远在眼前闪烁吧。在章年的时候，常常
就有这样一个可笑的想法：我们家什么时候也能叫一个木匠来做活呢？当孩子们回到家里，在吃晚饭
的时候，把这个愿望向父亲提出来，父亲生气了：　　“你们家叫木匠？咱家几辈子叫不起木匠，假
如你这小子有福分，就从你这儿开办吧。要不，我把你送到黎老东那里学徒，你就可以整天和斧子凿
子打交道了。”　　黎老东是这个村庄里的唯一的木匠，他高个子，黄胡须，脸上有些麻子。看来，
很少有给黎老东当徒弟的可能。因为孩子们知道，黎老东并不招收徒弟。他自己就有六个儿子，六个
儿子都不是木匠。他们和别的孩子一样，也是整天背着柴筐下地捡豆楂。　　但是，希望是永远存在
的，欢乐的机会，也总是很多的。如果是在春末和夏初的日子，村里的街上，就又会有丁丁当当的声
音，和一炉熊熊的火了。这丁丁当当的声音，听来更是雄壮，那一炉火看来更是旺盛，真是多远也听
得见，多远也看得见啊！这是傅老刚的铁匠炉，又来到村里了。　　他们每年总是要来1次的。像在
屋梁上结窠的燕子一样，他们总是在一定的时间来。麦收和秋忙就要开始了，镰刀和锄头要加钢，小
镐也要加钢}他们还要给农民们打造一些其他的日用家具。他们一来，人们就把那些要修理的东西和自
备的破铁碎钢拿来了。　　傅老刚被人们叫做“掌作的”，他有五十岁年纪了。他的瘦干的脸就像他
那左手握着的火钳，右手抡着的铁锤，还有那安放在大木墩子上的铁砧的颜色一样。他那短短的连鬓
的胡须，就像是铁锈。他上身不穿衣服，腰下系一条油布同裙，这围裙，长年被火星冲击，上面的大
大小小的漏洞，就像蜂窠。在他那脚面上，绑着两张破袜片，也是为了防御那在锤打热铁的时候进射
出来的火花。　　傅老刚是有徒弟的。他有两个徒弟，大徒弟抡大锤，沾水磨刃，小徒弟拉大风箱和
做饭。小徒弟的脸上，左一道右一道都是污黑的汗水，然而他高仰着头，一只脚稳重地向前伸站，一
下一下地拉送那忽忽响动的大风箱。孩子们围在旁边，对他这种傲岸的劳动的姿态，由衷地表示了深
深的仰慕之情。　　“喂！”当师父从炉灶里撤出烧炼得通红的铁器，他就轻轻地关照孩子们。孩子
们一哄就散开了，随着丁当的锤打声，那四溅的铁花，在他们的身后飞舞着。　　如果不是父亲母亲
来叫，孩子们是会一直在这里观赏的，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要看出些什么道理来。是看到把一只门吊
儿打好吗？是看到把一个套环儿接上吗？童年啊！在默默的注视里，你们想念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境
界？　　铁匠们每年要在这个村庄里工作一个多月。他们是早起晚睡的，早晨，人们还躺在被窠里的
时候，就听到街上的大小铁锤的声音了；天黑很久，他们炉灶里的火还在燃烧着。夜晚，他们睡在炉
灶的边旁，没有席棚，也没有帐幕。只有连绵阴雨的天气，他们才收拾起小车炉灶，到一个人家去。
　　他们经常的下处，是木匠黎老东家。黎老东家里很穷，老婆死了，留下六个孩子。前些年，他曾
经下个狠心，把大孩子送到天津去学生意，把其余的几个，分别托靠给亲朋，自己背上手艺箱子，下
了关东。存那遥远的异乡，他只是开了开眼界，受了很多苦楚，结果还是空着手儿回来了。回来以后
，他拉扯着几个孩子住在人家的一个闲院里，日子过得越发艰难了。　　黎老东是好交朋友的，又出
过外，知道出门的难处。他和傅老刚的交情是深厚的，他不称呼傅老刚“掌作的”，也不像一些老年
人直接叫他“老刚”，他总称呼“亲家”。　　下雨天，铁匠炉就搬到他的院里来。铁匠们在一大问
破碾棚里工作着。为了答谢“亲家”的好意，傅老刚每年总是抽时间给黎老东打整打整他那木作工具
。该加钢的加钢，该磨刃的磨刃。这种帮助也是有酬答的，黎老东闲暇的日子，也就无代价地替铁匠
们换换锤把，修修风箱。　　“亲家”是叫得很熟了，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亲家”的准确的含义。
究竟是黎老东的哪一个儿子认傅老刚为干爹了呢，还是两个人定成了儿女亲家？　　“亲家，亲家，
你们到底是干亲家，还是湿亲家？”人们有时候这样探问着。　　“干的吧？”黎老东是个好说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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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前传》

的人，“我有六个儿子，亲家，你要哪一个叫你干爹都行。”　　“湿的也行哩！”轻易木说笑的傅
老刚也笑起来，“我家里是有个妞儿的。”　　但是，每当他说到妞儿的时候，他那脸色就像刚刚烧
红的铁，在冷水桶里猛丁一沾，立刻就变得阴沉了。他的老婆死了，留下年幼的女儿一人在家。　　
“明年把孩子带来吧。”晚上，黎老东和傅老刚在碾棚里对坐着抽烟，傅老刚一直不说话，黎老东找
了这样一个话题。他知道，在这个时候，只有这样一把钥匙，才能通开老朋友的紧紧封闭着的嘴，使
他那深藏在内心的痛苦流泄出来。　　“那就又多一个人吃饭，”傅老刚低着头说，“女孩子家，又
累手累脚。”　　“你看我。”黎老东忍住眼里的泪说，　“六个。”　　这种谈话很是知心，可是
很难继续。因为，虽然谁都有为朋友解决困难的热心，但是谁也知道，实际上真是无能为力。就连互
相安慰，都也感到是徒然的了。　　这时候，黎老东最小的儿子，名字叫六儿的，来叫父亲睡觉。傅
老刚抬起头来，望着他说：　　“我看，你这几个孩子，就算六儿长得最精神，心眼儿也最灵。”　
　“我希望你将来收他做个徒弟哩。”黎老东把六儿拉到怀里说，“我那小侄女儿，也有他这么大？
”

Page 6



《铁木前传》

精彩短评

1、不错，大师的作品，慢慢读。封面有些脏。
2、还是当当购书好
3、老师说《铁木前传》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一股“清流”，主要原因是它关注了人性、人伦，而不是
高大全的叙述。《山乡巨变》也关注了人伦，只是它是在以政治为首要关注对象的前提下关注人性的
，而非向孙犁一样以人性和人伦为谈论的首要和核心。个人感觉生活气息很浓，反映了传统中国社会
常见的人情关系，也融入了时代因素（如青年团），喜欢~
4、父亲现在腿脚不利索，现在买书都叫我从当当上帮买了，他说这书是百年中国经典之一。
5、满满的都是失望啊
6、十七年文学里能做到这样的，少见，难得。赵树理被批了，孙犁始终边缘化。
7、喜欢孙犁的淡然深刻，人性里的好多东西都让我们羞且怕。唯有文字是美好的！
8、不熟悉孙犁的作品，买来试读一下，应该还行
9、啊这个蛮好
10、他爱他的故乡，爱它光荣的历史，爱它迷人的土香。我也是个对童年恋恋不忘的人，那是我至今
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孙犁在他的笔下，这部中篇小说里，倾注了他对故乡儿时生活的怀念。铁匠、木
匠结下的友谊，互称的亲家，这些都是时代永恒的主题，而表现农业合作化的却只用点滴，不得不说
，用这样平实质朴的语言构筑这样一个故事的人，当代应仅孙犁一人。
11、写的很好，但收尾很仓促，让人意犹未尽。
12、收录的作家照片、创作年表、相关背景资料都比较有价值
13、断断续续地看   不是很连贯   没太懂得！
14、在夜里，她的胆子变得很大，常常有到沙岗上来觅食的狐狸，在她身边跑过，常常有小虫子扑到
她的脸上，爬到她的身上，她还是很喜欢地坐在那里，叫凉风吹抚着，叫身子下面的热沙熨帖着。
15、很喜欢这本书，有一些政治年代的痕迹，部分内容略有重复。
16、叙事有特色
17、文笔很优美
18、书中不仅仅有《铁木前传》这篇小说，还有对小说的讲解之类。
19、很好看,非常爱看,可以没有铁木后传了,说是孙犁写到十九时生病了,后来就写了个二十结束了,并且
说不准备写后传了,现在大师已去,当然更不能写了,当时说觉得老年人适合写写随笔记,不想写小说了.总
之,很喜欢看,就是记性很差,实在不比当年.每个文学作品都有时代的印迹,也都是不是历史的历史.总之,
满意
20、孙犁的文笔很美。
21、喜欢看,很好
22、附录比正文好看。
23、色彩浓郁，画面带着夜色的朦胧和拂晓的清凉，成人功利世界的世故和岁月如水的伤感相糅合，
堪称革命时代少有的美文。
24、没有风云初记好
25、中国当代小说（五六十年代）中反映人际关系的作品，还不错，喜欢小满儿这个角色
26、在十七年文学中，孙犁的这部还是不错的。
27、唔，这个不是结局的结局额。。。
28、17年文学里的一朵奇葩，意识形态色彩没有那么强烈
29、其实小满儿才是最自由的天使   读于2015年11月
30、时代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东西，不，我说的不是书里故事的时代⋯⋯
31、学习，学文化，学知识，当要读书，读好书。
32、我儿子上初中，很喜欢这本书，觉得农村生活很新鲜。现在的孩子缺少这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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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前传》

精彩书评

1、《铁木前传》这部作品是以农村合作化运动为背景的，但是作者孙犁却跳出了那种单纯“记史”
或“写史”的藩篱，对于历史背景，作者也仅是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提起。由于很多作家的大部
分作品都很突出历史背景，而孙犁的这部作品即使不在那个时代，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读者细细品
读的。以傅老刚和黎老东的友谊，以九儿和六儿的成长和作者着笔刻画的丰满人物小满儿构成了这篇
作品的主力。两位老人最后关系破裂，九儿和六儿也由小时的两小无猜变成现在的分道扬镳。六儿是
黎老东宠爱的结果，九儿可以说是善良勤劳，是那个时代真正投身祖国建设事业的儿女的化身。但是
细想她也是时代悲剧的产物，像刘心武《班主任》中所刻画的人物：班长，一样。是那个时代的思想
禁锢了她。而小满儿是一位灵动的姑娘，她反抗由母亲和姐姐包办的婚姻，有时很冷静但有时又很疯
，她只在意她所在意的，作者希望她走上正途，但最终，她坐上六儿的车走了⋯⋯可想她的一些脾性
是改变不了的，但她也是在追寻，她自己认为的所谓的真正的爱情。
2、四个年轻人，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在农村合作化的大背景下的河北农村，似有似无的感情悸动，
对现实和迷惘，对理想的迷惘。两个家庭的变化，两个老人历久弥坚的友情 在经济地位微妙变化后的
破裂。四儿和六儿是两种价值观的代表，四儿踏实努力坚定理想，是标准的农村少年，稚嫩又憨厚，
以公家的利益为先，但有说不出的令人讨厌，四儿太假太虚伪也不够智慧，即使是他们这一类人，也
对自己坚定的理想迷惘过，锅灶的迷惑也是他们的迷惑。而自小受黎老头偏爱的六儿则是另一种人，
聪慧机敏，有前瞻眼光，却不愿加入进步的合作社青年团，甘心做个落后分子，独自干自己的营生，
六儿是个个人主义者，理想的地位远没有实际的物质高，讨厌四哥那种人，在这一点上，小满儿也是
如此。虽然不喜欢合作社，但他们不会直接反对，是尽量避免接触，即便如此，四儿这类优秀分子也
是看不起的。至于究竟那种方式对，没有明说，却暗暗体现了孙犁对合作社的看法，对那种共产可能
性的质疑。他笔下的农民，尤其是以黎老头为代表的中上农对合作社的热情也不高，黎老头对四儿的
冷嘲热讽更可看出端倪。铁木前传的主体还是四个年轻人，黎老头的两个儿子四儿，六儿，傅老刚的
女儿九儿，还有全村的焦点小满儿。九儿对六儿的爱慕是从小开始的，童年的两小无猜，从小的青梅
竹马，让他们的友情有一丝丝亲情的味道，但两位老人的矛盾激化也没使这段姻缘有了结果，四儿应
该是爱慕者九儿的，他觉得九儿是一类人，会同样不喜欢落后的六儿，他看不出九儿发呆时的思绪，
看不出九儿为六儿担心，脸红。六儿的感情有些复杂，他是知道九儿的心意的，又不愿伤害童年的感
情，对小满也不是爱恋。六儿是个更想赚钱的少年，小满儿对六儿也是这样的微妙感情，谈不上爱情
，有点暧昧。他们是同一类人，所以彼此能理解，有种相惜和彼此同情的感觉。 小说最后也没有具体
交代四人的感情，一段关于童年的议论让读者无限遐想。铁木两人的友情变化是暗线，一点点的金钱
差距让他们的距离感倍增，傅老刚开始自卑，黎老头变得高傲，那份平等不存在了，友情也随之消淡
了。友谊的基础是理解吗，更重要的是彼此的平等，多少的悲剧故事的开端都是不平等的关系，不论
友情爱情，都是如此。孙犁，一位儒雅的知识分子，默默坚，一部河北农村的真实的合作化小说，自
己的创作风格，让这部作品显得如此鹤立鸡群，迥异于同时期的其他农村合作化小说。孙犁，含蓄婉
转的风格和画境般的环境描写真心喜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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