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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儿》

内容概要

《奴儿》是著名作家阎连科短篇小说经典集。为“中国短经典”丛书第2辑阎连科卷。收录著名作家
阎连科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经典名作，包括《小安的新闻》《奴儿》《爷爷奶奶的爱情》等。
“中国短经典”丛书第2辑荟萃了当代8位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经典，每人一卷，包括史铁生《我的遥
远的清平湾》、阿来《月光下的银匠》、、阎连科《奴儿》、宗璞《米家山水》、贾平凹《人极》、
陈忠实《日子》、李佩甫《红蚂蚱  绿蚂蚱》、孙甘露《夜晚的语言》。
该系列封面由知名书籍设计师丁威静操刀设计，风格简洁大气，宁静素雅。装帧采用法式软精装，手
感柔软，方便携带。并特别使用了漆片工艺。
“中国短经典”丛书第1辑已于2012年8月出版，包括莫言、王安忆、张炜、苏童、迟子建、方方、李
锐、叶兆言、毕飞宇、范小青等11位作家，每人一卷，分别为《姑妈的宝刀》、《姊妹行》、《钻玉
米地》、《白雪猪头》、《一匹马两个人》、《麦子》、《哪里来哪里去》、《厚土》、《写字桌
的1971年》、《唱西皮二黄的一朵》、《哪年夏天在海边》。由11位名家亲自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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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儿》

作者简介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偏穷小镇，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
学系。1978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7部；小说集《年月日》
、《耙耧天歌》等10余部；另有《阎连科文集》5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其他全国、
全军性文学奖20余次。其作品被评为多种语言，是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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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儿》

书籍目录

小安的新闻
柳乡长
革命浪漫主义
奴儿
三棒槌
司令员家的花工
去赶集的妮子
爷爷、奶奶的爱情
黑猪毛 白猪毛
梁弯儿
小村与乌鸦
——《耙耧山脉》
在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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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儿》

精彩短评

1、比接地气更接地气，阎老真心是深入生活了，对农村生活的描写灰常细致。然后也写出了当代农
村的荒诞，时代变迁的荒诞。
2、唏嘘的背后是一直存在的现实。村味十足，足得有些过了头。
3、乡土气息太浓
4、粑耧山里的故事
5、接地气太接地气，乡土气息满鼻而来。fu
6、在读的时候，听闻阎连科得了卡夫卡奖。这消息没让我对这书多点好感，或者多点反感。怎么说
呢，朋友很喜欢的作家，我一直喜欢不起来，说不上坏，但也不觉得哪里令人叫绝。阅读整本只是习
惯罢了。
7、真实、荒诞、现实，生活总是比想象的更加“精彩”，不喜欢部分方言的描述，印刷在纸上的方
言语气词总是少了一些味道多了一点别扭。
8、全是遗憾。但没有日光流年好看。
9、农村 悲情 人性扭曲
10、阎连科经典短篇乡土小说。
11、刊登在杂志上整理的短片小说，印象最深的“黑猪毛 白猪毛”，鞭挞社会太深刻了，到今天肯定
还有这现象。
12、十个左右的小短篇，非常好。柳乡长就是炸裂志的短篇。看完后，不禁为奴儿担心，为以后独自
生活的妮子担心。以及众多可怜，可悲的人物，以及现实。乡土中国写实。非常喜欢作者，看的第二
本书。
13、小安的新闻，柳乡长，三棒槌不错
14、在书架瞥见这本书，正好听说阎连科得了卡夫卡奖，借来看看，不惊喜也不失望。
15、读的第一本阎连科，意外之喜
16、开头的两篇都很一般，读到《革命浪漫主义》也只是插科打诨，尚可，后面的《奴儿》、《三棒
槌》又不怎么样了，《司令员家的花工》有点意思，喜欢《爷爷、奶奶的爱情》、《黑猪毛 白猪毛》
、《小村与乌鸦》、《在冬日》，最好的都在后面了。问题来了：为啥拿《奴儿》做书名呢？十二篇
文章，五篇蛮喜欢，四星吧！
17、中国的很多乡壤至今仍然运行着纵然是中国大陆的文明之下亦难以想象的秩序，这本里的故事就
一点儿也不神实了，都是现实
18、除了《奴儿》那一篇，其他都好看。
19、生、死、肚子、面子，书里的故事基本都是围绕这些展开的，乡下的人，为了争口气可以从树上
跳下来，可以几下打死一个人，小园丁跟乡亲夸海口能跟首长要题词，窝囊废可以替镇长去坐牢⋯⋯
这些人不但没成为罪人，反倒一举成了村里人眼中的“英雄”。还有为了吃饱饭去城里偷骗卖淫的，
争当批斗对象的。看起来荒诞、愚昧、不可思议，但都是出于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欲望。

Page 5



《奴儿》

精彩书评

1、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阎连科的短篇小说集《奴儿》，封皮通体红色，灿烂的传统的中国红，乍
看显一股土气，读罢掩卷，则从心底感到一种实在。这部集子共收入阎连科12部短篇，除了《革命浪
漫主义》与农村无关外，其它11篇均属于农村题材。例如，《柳乡长》写一个乡长逼迫村民进城谋生
以改变家庭状况的故事。《三棒槌》写一个常年忍气吞声的窝囊男人最终杀死妻子的奸夫的故事。《
去赶集的妮子》写一个小姑娘独自赶集回来被流浪汉猥亵的故事。《黑猪毛  白猪毛》写村民抢着为
镇长蹲监，好做“镇长恩人”的故事⋯⋯所有故事其实都指向于一个事实，那就是贫穷与饥饿。关于
吃，在《小安的新闻》里有这样的描写：“小安心情好，给自己烧了汤面条，还在那面条汤中放了葱
，放了蒜，放了青菜小磨油，还有一个油煎炒鸡蛋。”小安吃的并不是山珍海味，但这里却对一碗汤
面条做了如此细致的描绘，延长了读者的审美时间，从而突出了这一碗面条的珍贵。可见这一碗添加
了这么多东西的面条小安是不常吃的，今儿“心情好”，才如此改善了一下伙食。还有《去赶集的妮
子》中，丝线店老板娘“把那蜂窝煤灶的上口关上，又端下饭锅，用原铁盖儿把上口盖上，再把煮好
的糊涂面条，搁在铁盖上。她做这一些时，仔仔细细，慢慢悠悠，似乎生怕弄起灰飞落到锅里。”这
份对待吃的细心，可见吃的重要。妮子拿着剩下的五毛钱，买了“那么大一碗鸡蛋面”，是“海碗”
，“她吃得又舒服又撑胀，面里虽然鸡蛋少了些，可油花儿还是一层地漂”。吃，在这里，是这么容
易满足。尤其《在冬日》一篇，更是纯粹与吃，与饥饿有关。全村几个吃不上饭的人都争当批斗的对
象，羞耻在这儿不重要，重要的是每顿都可吃饱肚子！在众人聚集在队长家争唯一一个批斗名额时，
队长从屋里一手提着自己儿子的脖子，就像提着倒去了粮食的空布袋”。在那个粮食紧张的年代，十
七岁的小伙儿竟长得如此单薄！还有人将好好的锅砸得只剩一半，理由是“囫囵锅忍不住就要烧多饭
”，“用半个锅就能熬过这冬日了”。没有争上名额的宽林只好故意去破坏张贴的标语，这下他真成
批斗对象了，可游了三天街，只吃到一顿饭，还只是半个红薯馍。后来被押到劳改窑场，托人捎回口
信，说那儿不错，有饭吃。“有饭吃”三个字，虽然简单，却显出一种满足，这是一种基于基本生存
的最低的满足，却也是那个困难时期挨饿的人的最高理想。阎连科笔下的人物对于吃的细心和热情，
对于饥饿的忍耐与疯狂，怎能不教现在的人震惊和心痛。此外，关于贫穷，这是阎连科的短篇最重要
的一个主题。《柳乡长》中的柳乡长，逼迫着椿树村的村民到城市讨生活，他不管村民是做窃贼还是
当妓女，对他们的唯一指令就是：带钱回来！于是不久后，村里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新房，虽然这钱大
多是通过一些难以启齿的渠道赚来的。最为讽刺的是，为了激励村里的人努力赚钱，柳乡长为村里最
能赚钱的一个“婊子”在村口立了块石碑，简直就是“为婊子立牌坊”。他虽然也厌恶自己的做法（
“朝那碑前吐了一口痰”），但面对金钱和政绩，还是低头了。在《三棒槌》中，靠着妻子与李蟒明
目张胆的通奸，石根子才盖起了三间瓦屋，有了钱买裤子和孩娃的书包，他就这样窝囊地做了八年的
乌龟王八。还有《黑猪毛  白猪毛》中的村民，为了得到些利益好处，抢着去做替撞死人的镇长蹲监
的“镇长恩人”。经过一番争斗“获胜”的刘根宝被全村人像送孩娃去参军似的热热闹闹、风风光光
地送去梁上，却又得知了一个晴天霹雳：镇长轧死人的那家父母不打算告镇长，说只要镇长答应把死
人的弟弟认作干儿就完啦。这个要求的意义不言自明。故事也到此完结。当人为些小恩小惠而不顾耻
辱声名之时，这是怎样的卑微与可怜。贫穷，撕下了人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其实，阎连科的这些农村
题材的小说中还涉及农民的淳朴品质、农民劣根性、乡村干部、弱势女性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
出现和反映程度多少都是源自饥饿与贫穷这两大根源。之所以在阅读中未感受到一种赤裸的野蛮，这
应该归功于阎连科的叙述与描写的技巧。阎连科使用了很多富有河南地方色彩的口语词汇，如“儿哩
”、“呦”、“的确确”等，语言上就先与所描写的农村拉近了距离。此外他的叙述还很富有一种幽
默感和形象性，如描写冬日的太阳：“像燃了火的金子烧在山脉上，谁见了都想像烤火样伸出手去掰
一块”；再比如夸三连长：“长得确实没有雷锋好，可他的品质比雷锋还高贵，要是毛主席能早些知
道我们三连长，那全国人民学的都不是雷锋了，肯定是我们三连长”。如此的形象与幽默，在让人忍
俊不禁的同时，也弱化了读者对书中人物可怜或卑鄙行为的指责，从而在 读后更生一种心疼之感。尤
其是他小说的结尾，多是对前面讲述内容的反转，且在高潮戛然而止，这样的结尾有嚼味儿，而且让
故事变得深刻，更易引起读者的思考。阎连科出生于河南农村，自小放牛种地，他对中国农村的了解
使得他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带有一种深刻的真实，其间透露出的作者的隐隐伤感，是对乡村底层人民
的深深疼爱与忧虑。笼罩乡村的饥饿与贫穷，何时才能全部消散？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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