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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小说》

内容概要

《乡土小说》作者冯骥才领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掀起了一股全国范嘲内的乡土文化热潮，让长期
以来始终行走在一主流文化艺术边缘的的乡土文化资源正式登堂入室进入公众视野。

Page 2



《乡土小说》

作者简介

冯骥才，当代作家和画家，生长于天津。1960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市书画社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
术、地方风俗等产生浓厚兴趣。1978年调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后转入作协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
作，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文学自由谈》和《艺术家》主编等职。其作品题
材广泛，形式多样，巳出版各种作品集近五十余种。其中《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
丈夫》、《神鞭》、《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均获全国文学奖。《感谢生活》由《炮打双灯》
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夏威夷电影节”和“西班牙电影节”奖。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
荷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三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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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小说》

书籍目录

关于乡土小说（代序）市井人物  苏七块  酒婆  冯五爷  认牙  好嘴杨巴  张大力  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鳌炮
打双灯鹰拳奇人管万斤逛娘娘宫闲扯——《怪世奇谈》序神鞭——《怪世奇谈》之一三寸金莲——《
怪世奇谈》之二阴阳八卦——《怪世奇谈》之三神灯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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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小说》

章节摘录

　　市井人物　　苏七块　　苏大夫本名苏金伞，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开所行医，正骨拿环，天
津卫挂头牌。连洋人赛马，折胳膊断腿，也来求他。　　他人高袍长，手瘦有劲，五十开外，红唇皓
齿，眸子赛灯，下巴颏儿一绺山羊须，浸了油赛的乌黑锃亮。张口说话，声音打胸腔出来，带着丹田
气，远近一样响，要是当年入班学戏，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他手下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
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他呢？手指一触，隔皮截肉，里头怎么回事，立时心明眼亮。忽然双手赛
一对白鸟，上下翻飞，疾如闪电，只听“咔嚓咔嚓”，不等病人觉疼，断骨头就接上了。贴块膏药，
上了夹板，病人回去自好。倘若再来，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　　人有了能耐，脾气准格
色。苏大夫有个格色的规矩，凡来瞧病，无论贫富亲疏，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他才肯瞧病
，否则决不搭理。这叫嘛规矩？他就这规矩！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能耐就值七块，因故得个挨贬的
绰号叫做：苏七块。当面称他苏大夫，背后叫他苏七块，谁也不知他的大名苏金伞了。　　苏大夫好
打牌，一日闲着，两位牌友来玩，三缺一，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凑上一桌。玩得正来神
儿，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往门上一靠，右手托着左胳膊肘，脑袋瓜淌汗，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
一圈，显然摔坏胳膊，疼得够劲。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哪拿得出七块银元？他说先欠着苏
大夫，过后准还，说话时还哼哟哼哟叫疼。谁料苏大夫听赛没听，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或喜或忧
或惊或装作不惊，脑子全在牌桌上。一位牌友看不过去，使手指指门外，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苏
七块”这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　　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他推说去撒尿，离开牌桌走到后院
，钻出后门，绕到前街，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元给了他。不等张
四感激，转身打原道返回，进屋坐回牌桌，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　　过一会儿，张四歪歪扭扭走进
屋，把七块银元“哗”地往台子上一码，这下比按铃还快，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挽起袖子，把
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捏几下骨头，跟手左拉右推，下顶上压。张四抽肩缩颈闭眼龇牙，预备重重
挨几下，苏大夫却说：“接上了。”当下便涂上药膏，夹上夹板，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
子。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苏大夫只说了句：“这药我送了。”便回到牌桌旁。　　今儿的牌各有
输赢，更是没完没了，直到点灯时分，肚子空得直叫，大家才散。临出门时，苏大夫伸出瘦手，拦住
华大夫，留他有事。待那二位牌友走后，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七块，往华大夫手心一放。
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　　“有句话，还得跟您说。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
能改！”　　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琢磨了三天三夜，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但他打
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　　酒婆　　酒馆也分三六九等。首善街那家小酒馆得算顶末尾
的一等。不插幌子，不挂字号，屋里连座位也没有；柜台上不卖菜，单摆一缸酒。来喝酒的，都是扛
活拉车卖苦力的底层人。有的手捏一块酱肠头，有的衣兜里装着一把五香花生，进门要上二三两，倚
着墙角窗台独饮，逢到人挤人，便端着酒碗到门外边，靠树一站，把酒一点点倒进嘴里，这才叫过瘾
解馋其乐无穷呢！　　这酒馆只卖一种酒，使山芋干造的，价钱贱，酒味大。首善街养的猫从来不丢
，跑迷了路，也会循着酒味找回来。这酒不讲余味，只讲冲劲，进嘴赛镪水，非得赶紧咽，不然烧烂
了舌头嘴巴牙花嗓子眼儿。可一落进肚里，跟手一股劲“腾”地蹿上来，直撞脑袋，晕晕乎乎，劲头
很猛。好赛大年夜里放的那种炮仗“炮打灯”，点着一炸，红灯蹿天。这酒就叫做“炮打灯”。好酒
应是温厚绵长，绝不上头。但穷汉子们挣一天命，筋酸骨乏，心里憋闷，不就为了花钱不多，马上来
劲，晕头涨脑地洒脱洒脱放纵放纵吗？　　要说最洒脱，还得数酒婆。天天下晌，这老婆子一准来到
小酒馆，衣衫破烂，赛叫花子；头发乱，脸色黯，没人说清她嘛长相，更没人知道她姓嘛叫嘛，却都
知道她是这小酒馆的头号酒鬼，尊称酒婆。她一进门，照例打怀里掏出个四四方方小布包，打开布包
，里头是个报纸包，报纸有时新有时旧；打开报纸包，又是个绵纸包，好赛里头包着一个翡翠别针；
再打开这绵纸包，原来只是两角钱！她拿钱撂在柜台上，老板照例把多半碗“炮打灯”递过去，她接
过酒碗，举手扬脖，碗底一翻，酒便直落肚中，好赛倒进酒桶。待这婆子两脚一出门坎，就赛在地上
划天书了。　　她一路东倒西歪向北去，走出一百多步远的地界，是个十字路口，车来车往，常常出
事。您还甭为这婆子揪心，瞧她烂醉如泥，可每次将到路口，一准是“噔”地一下，醒过来了！竟赛
常人一般，不带半点醉意，好端端地穿街而过。她天天这样，从无闪失。首善街上人家，最爱瞧酒婆
这醉醺醺的几步扭--上摆下摇，左歪右斜，悠悠旋转乐陶陶，看似风摆荷叶一般；逢到雨天，雨点淋
身，便赛一张慢慢旋动的大伞了⋯⋯但是，为嘛酒婆一到路口就醉意全消呢？是因为“炮打灯”就这
么一点劲头儿，还是酒婆有超人的能耐说醉就醉说醒就醒？　　酒的诀窍，还是在酒缸里。老板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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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小说》

，往酒里掺水。酒鬼们对眼睛里的世界一片模糊，对肚子里的酒却一清二楚，但谁也不肯把这层纸捅
破，喝美了也就算了。老板缺德，必得报应，人近六十，没儿没女，八成要绝后。可一日，老板娘爱
酸爱辣，居然有喜了！老板给佛爷叩头时，动了良心，发誓今后老实做人，诚实卖酒，再不往酒里掺
水掺假了。　　就是这日，酒婆来到这家小酒馆，进门照例还是掏出包儿来，层层打开，花钱买酒，
举手扬脖，把改假为真的“炮打灯”倒进肚里⋯⋯真货就有真货色。这次酒婆还没出屋，人就转悠起
来了。而且今儿她一路上摇晃得分外好看，上身左摇，下身右摇，愈转愈疾，初时赛风中的大鹏鸟，
后来竟赛一个黑黑的大漩涡！首善街的人看得惊奇，也看得纳闷，不等多想，酒婆已到路口，竟然没
有酒醒，破天荒头一遭转悠到大马路上。下边的惨事就甭提了⋯⋯　　自此，酒婆在这条街上绝了迹
。小酒馆里的人们却不时念叨起她来，说她才算真正够格的酒鬼。她喝酒不就菜，向例一饮而尽，不
贪解馋，只求酒劲。在酒馆既不多事，也无闲话，交钱喝酒，喝完就走，从来没赊过帐。真正的酒鬼
，都是自得其乐，不搅和别人。　　老板听着，忽然想到，酒婆出事那日，不正是自己不往酒里掺假
的那天吗？原来祸根竟在自己身上！他便别扭开了，心想这人间的道理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到底骗
人不对，还是诚实不对？不然为嘛几十年拿假酒骗人，却相安无事，都喝得挺美，可一旦认真起来反
倒毁了？　　冯五爷　　冯五爷是浙江宁波人。冯家出两种人，一经商，一念书。冯家人聪明，脑袋
瓜赛粤人翁伍章雕刻的象牙球，一层套一层，每层一花样。所以冯家人经商的成巨富，念书的当文豪
做大官。冯五爷这一辈五男二女，他排行末尾。几位兄长远在上海天津开厂经商，早早的成家立业，
站住脚跟。惟独冯五爷在家啃书本。他人长得赛条江鲫，骨细如鱼刺，肉嫩如鱼肚，不是赚钱发财的
长相，倒是舞文弄墨的材料。凡他念过的书，你读上句，他背下句，这能耐据说只有宋朝的王安石才
有。至于他出口成章，落笔生花，无人不服。都说这一辈冯家的出息都在这五爷身上了。　　冯五爷
二十五，父母入土，他卖房地、携家带口来到天津卫，为的是投兄靠友，谋一条通天路。　　他心气
高，可天津卫是商埠，毛笔是用来记帐的，没人看书，自然也没人瞧得起念书的。比方说，地上有黄
金也有书本，您捡哪样？别人发财，冯五爷眼热，脑筋一歪，决意下海做买卖。但此道他一窍不通，
干哪行呢？　　中国人想赚钱，第一个念头便是开饭馆。民以食为天，民为食花钱；一天三顿饭，不
吃腿就软，钱都给了饭馆老板。天津的钱又都在商人手里，商界的往来大半在饭桌上。再说，天津产
盐，吃菜口重，宁波菜咸，正合口味。于冯五爷拿定主意，开个宁波风味的馆子，便在马家口的闹市
里，选址盖房，取名“状元楼”。择个吉日，升匾挂彩，燃鞭放炮，饭馆开张了。冯五爷身穿藏蓝暗
花大褂，胸前晃着一条纯金表链，中印分头，满头抹油，地道的老板打扮，站在大厅迎宾迎客，应付
八方。念书的人，讲究礼节，谈吐又好，很得人缘。再说，状元楼是天津卫独一家宁波馆，海鱼河虾
都是天津人解馋的食品，在宁波厨子手里一做，比活鱼活虾还鲜。故此开张以来，天天坐满堂，晚上
一顿还得“翻台”，上一长，赚钱并不多。冯五爷纳闷，天天一把把银钱，赛一群群鸟飞进来，都落
到哪儿去了？往后再瞧帐，哟，反倒出了赤字！　　一日，一个打宁波帮工来的小伙计，抖着胆子告
诉他，厨房里的鸡鸭鱼肉，进到客人嘴里的有限，大多给厨子伙计们截墙扔出去，外边有人接应。状
元楼有多少钱经得住天天往外扔？　　冯五爷盛怒之后，心想自己嘛脑袋，《二十四史》背得滚瓜烂
熟，能拿这帮端盘子炒菜的没辙？这就开刀了。除去那个打宁波老家带来的胖厨子没动，其余伙计全
轰走，斩草除根换一拨人，还在后院墙头安装电网，以为从此相安无事，可帐上仍是赤字，怎么回事
？　　又一日，住在状元楼邻近一位婆子，咬耳朵对他说，每天后晌，垃圾车一到，一摇铃铛，打状
元楼里抬出的七八个土箱子，只有上边薄薄一层是垃圾，下边全是铁皮罐头、整袋咸鱼、好酒好烟。
原来内外勾结，用这法儿把东西弄走。这不等于拿土箱子每天往外抬钱吗？冯五爷赶在一个后晌倒垃
圾的时候，上前一查，果然如此。大怒之下，再换一拨人。人是换了，但帐本上的赤字还是没有换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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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冯骥才领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掀起了一股全国范围内的乡土文化热潮，让长期以来始终行走
在主流文化艺术边缘的乡土文化资源正式登堂入室进入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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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小说》

精彩短评

1、冯骥才的故事总能攫住人的好奇欲，对于民间的神秘
2、最初看他的书是从小小说开始，一直觉得他的书很好，《一百个人的十年》《三寸金莲》等我都
很喜欢，这本《乡土小说》大致的看了一些，价钱便宜质量还不错哦！
3、冯骥才是个一流作家。重点推荐《三寸金莲》。
4、文笔好，情节吸引人，用地道的天津话表现出来，很有特色。常常想，为什么不把这样的作品拍
成电视剧呢，那样电视剧市场也不会象现在这样冷清。
5、作者: 痛骥才 这是怎么个情况。。。
6、字里行间透出浓浓的乡土气息，把天津卫当地的风土人情以一个个故事的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
如果你想阅读关于市井传奇故事一类的书，这本书，绝对值得一读~~~
7、蛮有意思的呀尤其三寸金莲，不过我记得除了这本里清末民初背景的故事以外应该还有几个解放
前后背景的民俗小说？？怎么找也找不到，痛苦
8、大师果然不一样里面的小故事很好看慢慢品尝更有另一番味道真是太喜欢了
9、看到它的时候其实是在超市里，一见是冯骥才老师的著作，马上迈不开步地拿过来看。正准备扔
进购物车，忽然想到了当当：我总得去当当看看有没有货吧？万不能被超市里的原价引诱回家上网，
欣喜若狂地发现：当当有货（还顺便多买了一本《一百个人的十年》，可惜的是没有了图文版的《三
寸金莲》）书一翻开就像是在看星爷的电影《功夫》：市井之徒、屠狗之辈、乌合之众，集小家于大
成折服于冯老师就是因为《三寸金莲》，之前在《收获》杂志中看到的，念念不忘至今；本书中有收
录，但是缺少插图，而且我严重怀疑那本《收获》里的插图也不全。然后是某年不知在哪个书店淘到
的冯老师的专著，里面包含有《炮打双灯》和《奇人管万斤》，前者曾经有同名电影，主演是宁静和
巫刚（也只是有朦朦胧胧的印象），人物形象倒确实符合原著，具体电影如何，还没看全过（昏）；
小说生动形象，似乎能看到美丽的花炮在天空闪烁，久久不褪。《神鞭》却是看了电影的，陈宝国的
玻璃花，印象尤深；但是原著却没看过，此次正好补漏本书从封面到装帧到排版布局全无挑剔，极中
本人之意。《神鞭》、《三寸金莲》和《阴阳八卦》总称为《怪世奇谈》，按说通常不是先入为主、
就是压轴的好，我却偏偏喜欢这个承上启下的《三寸金莲》——好家伙，小脚里面怕不真藏着一段鲜
为人知的历史呢！当初从杂志里看的时候有一张戈香莲的真人图，今日想来，莫不是冯老师的大作？
可惜了没买到正式的图文版，哎呀可惜可惜《神鞭》比电影中的情节要更曲折一些，但戏剧化的场景
也少了些，同时原著里对玻璃花的命运比较怜悯，给了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下场不是毙命（记得
电影里是恶贯满盈了）。《鹰拳》看得比较解恨，但是却也感叹中华绝技“传子不传女”之类不肯外
传的规矩，这使得很多优秀的武功、技艺至今都慢慢失传了，只能从文艺作品中见到它们的精彩片段
《奇人管万斤》则是描述了一名风尘侠士，为了帮助一个孤苦无依的卖艺男孩报杀师之仇而伪称为他
师叔，待男孩艺成之后带他报仇并全身而退，自己却再度侠隐的曲折故事——藏龙卧虎的天津卫，还
有多少这样的传奇？如果没有一支生花妙笔将它还原，恐怕又会湮没于历史感念亲恩的是《逛娘娘宫
》（虽然只是保姆的亲情），迷惘而痛苦的是《神灯前传》（可不像好莱坞的系列电影，等到观众腻
歪之后才拍前传），这都是之前未曾看过的作品，贪婪地读完，如同享受了一顿大餐《市井人物》居
于卷首，篇篇短小精悍，如光芒四射的珍珠，浑圆无瑕，独立而耀眼——长篇见功底，短篇见功力—
—冯老师的文字，足可当得此句
10、装帧设计和内容，都很满意，但字太小了，不大满意。哪怕定价再贵点，也别这么小的字啊！
11、曾经看过冯老师的一些作品如《雕花烟斗》、《一百个人的十年》，偶尔上网时看到了这本书，
购买的原因就是因为《三寸金莲》和《炮打双灯》、《神鞭》三部，而不是冲着为主的《市井人物》
。但细细读下来，市井小说间透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把天津卫当地的风土人情以一个个故事的形式表
达的淋漓尽致卷首，故事短小精悍，如一颗颗光芒四射的明珠，璀璨耀眼。只是字体太小，读起来吃
力不少，希望今后出版社有所改进。
 
12、用天津话读完的书~
13、冯骥才先生的一本小说合集，写得都是天津卫的旧人旧事。冯先生小说的语感特别好，写的那些
事儿也多是过去市井中的小人物们，带着一股子浓郁醇厚的天津味儿。这本书是他的集大成之作，收
录了包括《市井奇人》、《神鞭》等名作在内的多部中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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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上初中的时候就读过他的三寸金莲，那时就已被他小说中丰富的天津味道和曲折的故事情节所吸
引。现在已为人母，再读他的小说，特别是三寸金莲，就更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5、1-3 奇人异事...太有趣了..
16、有趣，三寸金莲
17、初看冯老师的故事，是在小小说里面，短短的篇幅勾画出那个时代天津市井小民的故事，非常之
鲜活，所以爱上了。。。这本书印刷不错，纸张也很好，拿在手里非常有感觉。。。。呵呵，准备慢
慢品尝~~~
18、很生动
19、三寸金莲写得好.
果真是卫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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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无聊躺床上读，有几篇刚开始没读进去，后来读起来觉得挺不错。乡土味儿很浓的小说，让我想
起了陈忠实的《白鹿原》，新一代作家貌似很少这样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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