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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川》

内容概要

《<苍白>三部曲之粉川》为长篇小说《苍白》三曲系列第一部。乡村异人白三怪与小戏子榴红相恋之
际，榴红被马飞雄抢走，又被隗守堂占有。白三怪做了私盐脚夫。军阀火并，白三怪被拉夫驮运财宝
。突围中，马飞雄害死姐夫隗守堂。白三怪丢弃兄弟，赶牲口逃脱，被打成废人，却得一笔巨大财产
，并与寡嫂建立怪异夫妻关系。
马飞雄榴红组成家庭，投靠川军于成宽部。于部军官韩玉顺狂热追求榴红。马飞雄往陕西寻宝不获，
反被大火烧伤成怪物，回川藏匿于寺庙。
偶然机会，马飞雄发现韩玉顺和于成宽对榴红各有所图，于是发生三虎恶斗。
在银碗儿腔《花丘吟》“二合音”的优美曲调中，榴红毒死了恩爱男人马飞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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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川》

作者简介

　　朱晓平，生于四川，幼随军伍家庭漂泊南北。自十六岁开始农民、士兵、工人、大学生、大学教
员、官员及文化商人经历。一九八二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戏剧理论研究专业。以小说《桑树坪
纪事》跻身文坛。出版小说多部，数百万字。为新时期文学代表性作家之一。小说《桑树坪纪事》，
话剧《桑树坪》，电影《黄河谣》，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编辑部的故事》等，获鲁迅文学奖
、文化部话剧大奖、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奖、电视剧飞天奖等。现为国际
以及编剧。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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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川》

章节摘录

　　渭阳四大庙会的七月秋会很是热闹，从十五起会一直办到当月底，搭棚设摊唱戏卖货。千般把戏
目不暇接，万般货品琳琅满目。地摊席棚戏耍场子从城关石桥排满一河滩扯出三里地。四村八乡人群
络绎不绝滚滚拥来。就连榆林堡外挎腰刀的北番子都赶着牛马羊牵着骆驼，过来赶会贩牲口。　　秋
会自然少不了辛二杰的银碗儿腔十红班来唱戏。　　十红班叫十红，实际只有三红。　　银碗儿腔也
叫渭宫腔，也有地方叫玉宫腔、影儿腔、阮儿调。名字怪多，是起兴流行于关中渭水流域一带乡村的
地方小戏。有考说银碗儿腔最早源出长安东河华一带，逐渐在关中流行开，与陕接壤的豫晋川甘宁绥
也有传唱，并形成东府腔西府腔两种风格流派。　　据说，早远时华岳山麓渭水之畔建有帝王行宫称
渭宫，银碗儿腔最早是宫廷里的乐舞调子。渭在古方言里也念“玉”，大概是御的谐音字。　　有关
银碗儿腔倒有许多传说故事。传某朝一位皇帝所宠爱的妃子死了。爱妃能歌善舞，令皇上时常思念。
宫里人为排解君王哀伤，就以皮革剪出妃子影画藏于布后，以灯映照投影到皇上眼前，影人儿口中唱
着皇上最喜欢听的曲子，果然博得皇上欢心。人说这就是银碗儿腔的雏形影戏。此后，宫里就有了专
门的灯影戏表演，乐舞曲子渐渐演化成灯影戏伴唱。初始只是简单歌舞影戏，以后渐渐有了简单情节
，演绎宫廷君王与爱妃间的故事。　　以后，影戏慢慢传向民间，不断融汇汲取姊妹剧种和民谣乡音
所长逐渐发展。渐以真人演唱取代影人儿表演，伴唱曲子渐形成调式套路腔板，再往后，最终形成为
一个地方戏种。叫它银碗儿腔，因最早伴器只有弦子和一对银碗儿，丁零当啷清脆有声甚为独特。　
　渭水流域是汉文化萌起兴盛之地，历史久远文明深厚文脉悠长，由巫祭傩拜至神祀礼叹，到游吟行
唱，再到社戏扮演⋯⋯丰厚文化衍生出无数戏曲种类如繁星璀璨，仅关中一带大小剧种之多不胜枚举
，阿宫、渭宫、弦板、道情、眉户、虢腔、府调、碗儿、老腔及至梆子戏皮黄腔采茶调，不过几百里
方圆土地，却有数不清大小剧种同声唱响，有些小戏种只传于一县数乡，一样生命旺盛生机勃勃。今
日无论南北大多剧种，都可以寻根脉至黄土地深处。秦人之声，天下唱响。　　大西北高天阔远黄土
无垠，养成秦人鲁直率性，秦人之戏如秦腔，风格路数多粗犷昂扬，豪气十足，说吼戏大概更合适。
乡人戏日：“一吼吓破别人胆，二吼震塌自家院，塌死唱戏瓜老汉⋯⋯”瓜就是傻的意思。沙喉咙大
面锣紫锤黑头，开口扯着嗓子叫，吼得山摇地动。人对西北地方戏曲就一个感觉：粗犷高亢粗喉咙大
嗓子！不过，你若听过银碗儿腔，同为秦人之戏之声，给你感觉会大不同。同一块土地，有咆哮大河
，也有涓涓溪流；有高亢之声，又有委婉小唱。银碗儿腔名称其实就很说明问题，叮叮铃铃的声腔，
叮叮咚咚的唱板，一把板胡吱吱扭，一只弦子嘣嘣嘣，一对银碗儿丁丁当，一个小女子哼唧唧，一段
小曲儿扭捏捏，一出戏下来，令人半酥半麻。银碗儿腔曲调清丽雅致优美细柔。虽也有高亢粗犷腔板
如震山腔宏腔，但总体还是以女工戏柔腔为主，以细腻娇柔委婉见长，并形成东府腔西府腔两种流派
。西府腔多武戏生戏偏重硬朗，东府腔多文戏柔腔更重绵软。一条渭水自西而东，就有了“头唱震山
尾哼软(阮)儿”一粗一细、一刚一柔的风格。　　银碗儿腔以小戏折戏为多。全本大戏有称八大本，
如《玉燕钗》、《白秀娥》、《草桥会》、《王绫罗》等。小本小唱折子小戏数以千百计，《采樱桃
》、《摘桑叶》、《挑水结亲》、《俏货郎》、《马更玉》⋯⋯内容不外相思别离哀怨惆怅，海誓山
盟儿女情长。银碗儿腔曲调中融人了民歌乡谣俚曲村音，曲调丰富，板式多样，唱腔迤逦。尤其女腔
，婉转缠绵柔软清丽，琴声悠悠曲调绵绵。舒缓轻扬，清雅中不失质朴；一板三眼，俚俗中不失文雅
；听惯高喉咙大嗓子吼戏的人，闻其声身酥，听其腔心醉。　　秦人之戏之声，无论阿宫、渭宫、碗
腔、道情、眉户、弦板，乃至汉调、二黄、汉水采茶及诸多地方小戏，腔调板式程式路数，都深受秦
腔的影响，又融汇贯通兼收并蓄才有了独立生存发展的顽强生命力。　　银碗儿腔女角行当也叫彩角
、粉头、粉子。俗话就说：无彩无粉不成腔。对应于其他剧种的老旦青衣大小花旦刀马旦等行当，在
银碗儿腔里就是垛粉、彩粉、娇粉。垛是古方言大和老的意思。民间就说，垛粉大白扑满脸，彩粉胭
脂轻轻点，娇粉淡淡素净面。讲的是行当扮相。　　垛粉扮老女人角色，彩粉演皇后娘娘小姐贵妇，
娇粉也叫娃娃粉，扮些丫环使女村姑小乡妞之类。　　十红班里三红是剁粉丹红，彩粉梅红，娇粉榴
红。　　榴红姑娘比三怪小一岁，这一年十六。小眉眼还没有完全长开，身骨小巧白净，面相纯朴良
善。人说十红班里，垛粉骚彩粉妖，只有榴红乖俏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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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川》

编辑推荐

　　《三部曲之粉川》小说以扎实的文字功力，独特的叙事方式，浓郁的人文气息和浓厚的地域文化
特色，讲述了一个乡村戏班小戏子与四个迥然不同的男人之间，爱恨情仇生生死死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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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川》

精彩短评

1、故事还行，就是节奏有点快，没有铺陈开，细节不够多，比较遗憾。
2、书挺厚。没其他同批买回古代故事的书兴趣浓，留着最后慢慢看吧。还没看，说不出好坏。
3、这本书买来还未顾上看。
4、送货速度很快，别的网站找不到，终于在当当找到了
5、喜欢，超值买到的。
6、1折抢的，这个很好
7、一个戏子与四个迥异男子的故事。。。
8、人民文学的质量啊，那是一个好！活动买的，特便宜，，书也不错
9、很有特色的一部小说。
10、小说是 我的最爱，喜欢小说的细细的委婉的到来边看书边听非常过瘾~！~！~！~
11、很一般的书吧，但是能看
12、讲的是 抗日战争时期农村的事情，，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3、很有个性的一本书，没太读懂，质量好，速度快，赞一个！
14、一盘散沙
15、3块一本⋯⋯具体还没看
16、名家出品，要好好看
17、作者文字功力扎实，叙事方式独特，内容是一个小乡村的爱恨情仇和生生死死的传奇故事，封面
粉色设计，非常的引人入胜
18、ka***n ~!~!~!~!
19、本就期望不高，不过还是可以看的
20、看过之后的那种感觉很好。
很久没有看书看到一半时害怕读完的感觉了。
希望看到他其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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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川》

精彩书评

1、花妹儿去劝说榴红归属第四个男人的时候，说：咱们女人天生命苦。女人的低位。在乱世，更甚
。榴红唯一的一段有恋爱痕迹的感情是和白三怪。之后遇到的，都只是遇到了，然后从愤怒，哭喊，
到平息，到顺从，到爱上强抢自己的丈夫。尽心尽力的照顾家。然而因为美貌，因为男人的一次次掠
过，她的命运始终如浮萍。书中的第二个女主角，采莲，也是如此，跟随命运。从小便辗转很多家庭
，顺才的，用自己的聪明来尽量的生活的好。最后死了恩爱多年的丈夫，几天就立刻清醒过来，便一
心一意的跟了已经成了废人的白三怪。处于低位的女人。一直都是没有爱情的权利的。只有跟随命运
，遇到一个又一个男人。运气好的，只遇到一两个，运气不好的，像梅红那样⋯⋯最后出现一个韩书
生，祈求与榴红的爱情。然而这个书中唯一说出爱情的人，却是最懦弱胆小的一个男人。书中最浪漫
的地方。是采莲的梦。梦中的桃花川。然后有一天，他们终于走到了桃花川。书中最无奈的地方。是
榴红的梦。梦中的一猫一鼠，告诉了她所有的前来后去。书中女人角色不多，重点描述这两个。看起
来，白三怪是主角。事实上，白三怪只是一根绳子，串起了这些女人。其实想说的，就是这些像桃花
一样在三四月间美丽，却在下一个月就凋谢陨落，随着河川不知飘零到何处去的，乱世的女人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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