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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山剿匪记》

内容概要

一部《乌龙山剿匪记》至今是亿万人最深刻的记忆。刘玉堂与钻山豹、何山与田秀姑、钻山豹与四丫
头，其中的恩怨情仇最是让人动心；而反面人物田大榜、钻山豹、四丫头一个个都是“厉害人物”，
剿匪故事俨然就是高手间的“江湖对决”。
    作家水运宪既是小说家，又是编剧。长篇小说《乌龙山剿匪记》和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都是他
的作品，可同名小说不是剧本的改编，它们有相似的人物，有不少相似的情节，可文字表达不受“画
面表现”的限制，比起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小说更接近作者心中要表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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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山剿匪记》

作者简介

水运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剧专业毕业；主要长篇及
获奖作品有：《祸起萧墙》（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为了幸福，干杯》（第二届全国优秀剧
作奖）《雷暴》（全国当代文学奖）《庄严的欲望》《天不藏奸》（改编的电视剧获全国最佳收视奖
）《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天下归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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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山剿匪记》

书籍目录

麻老大睡得很晚，但是他每天总在天亮之前就起了床。多少年都是如此。他知道苗王的势力就在于手
上那几百苗兵，因此他把这支队伍看得极重。天不黑就查营，天不亮就点卯，管得十分精细。
昨天夜里他心中相当烦躁，根本无心睡觉。酒席散去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不晓得怎么发胸中
那团火才好。田大榜占去了宝笼山，好比捏住了他的喉管。他心里又疼又痒，一阵阵发慌。弟弟麻老
二心地刁钻，势力越来越大。想让他同四丫头混到一起去由他们纠缠，这家伙偏偏又不沾那块香饵。
总之，麻老大感到一切都在朝着于自己不利的方面发展。而自己却对这一切都显得力不从心。盛怒之
下，他又隐隐感到了一种寒飕飕的孤独。
后来麻三保进了他的屋。这个贴心的家人与麻老大多少沾点亲缘关系，原先给人家做账房先生。麻老
大见他极本份，而又极精灵，便召他进到院里做他的贴身家人。麻三保对一切都深藏不露，那心却极
忠实于麻老大。里里外外的大小事情，麻三保总是在心里有一本细细密密的账。他又十分有心机，处
事总想在麻老大前头，出的主意常常令麻老大信服，后来他便离不得麻三保了。唯一欠缺的是他体子
弱，身上没有力气，更没有功夫。这倒是无关紧要，麻老大只需要他的见解和机谋。
麻三保进屋以后，麻老大便消去了一些心中的怒火。这个家人每次都能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在身旁，
多少总能帮他排解一些头痛的事务。
“三保，外头⋯⋯安静了么？”麻老大困倦地望着他，心懒地问了句。
麻三保没有回答他，只是朝他走得更近了些。“大爷”他看着麻老大，轻轻地说，“二爷去了四小姐
那里。”
“嗯？”麻老大十分意外，“去了么？什么时候？”
“有一阵了。如今都灭了灯哩。”
麻老大站了起来，“三保，这话当真么？”
“三保不敢哄大爷的。”麻三保谨慎地说。
“⋯⋯是哩！这冤孽，到底去了那洋婆娘屋里？”麻老大渐渐高兴起来，“四丫头勾得住他哩。本事
不小哩！”
麻三保望着他那有了几分红光的脸，没有做声，仿佛心中还有很深的顾虑。
“咦？”麻老大想想就觉得奇怪，“幺佬不是把那个抢来的女子接了来么？怎么又去了四丫头屋里？
”
“大爷，二爷把那女子明里接了来，暗里又送出了城。”麻三保看了麻老大一眼，小心地说，“他这
是瞒哄您这做老兄的哩。”
麻老大有点吃惊，“又送出城了么？”他有点不相信，“怎么没听得城门口来报告？没有我的话，那
门也开得了么？”
麻三保便顾不得他不爱听，直言相告说：“大爷，今夜北门当班的那班苗兵，心已经归了二爷。他们
是通的。”
麻老大听得一震，“三保！有这事？”
“三保没有探清楚，敢在大爷面前乱讲么？”
“他娘的！”麻老大怒火一冲而起，“老子养了这样的兵？三保，走起！同我唤一班人去北门刷了他
们！”
“大爷，一口气还刷不得哩。”三保已经替麻老大想过了这件事，“倒不如明早点卯的时候，把这班
人调发得远一些再刷。眼眉子下头，刷了他们，二爷性子武烈，还不晓得又要生好大的浪。大爷，您
看呢？”
麻老大心里感到一阵剧痛。没想到钻山豹这个同胞兄弟不仅对自己存有二心，还把尖嘴锄伸到自己的
墙角下来挖洞子了。三保的话有道理，眼下暂时不处治他也好，免得夜里弄得鸡飞狗跳，给人钻了空
子去。他便咬紧牙，吞了这口浓痰。
“⋯⋯这些狗日的！”他气愤地骂了句：“还有事么？三保？”
“二爷破了窗户，先送走了那女子。外头有人接应。”
“是七雷子？”
“是他。”麻三保说，“后来二爷去了四小姐的屋，也是破了窗户进去的。”
“哼！贼胚子尽干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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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山剿匪记》

“进去以后，四小姐那窗子外头，又有两条人影守在那里。”
“是幺佬带的人放警戒的么？”
“开始我们也以为是二爷带的人。后来，发现二爷的人伏在远处监视着那两条人影。他们以为那两个
人是我们的人哩。”
“哦？”麻老大感到奇怪，“三保，这两个人，你搞清楚了么？到底是哪方的人？”
麻三保摇摇头：“还没搞清楚哩。不敢乱猜。想也不会是外来的人。”
“是榜爷的人？”麻老大意识到了这一点，问道。
“大爷，我还要再去看看。”麻三保为人比较稳重，没把握的事，不会乱下结论。
“好，你去看看也好。有事再来报告给我听。”
麻老大心中益发烦恼，便低声地骂道：“哼！老子这城内，成了菜园门哩！四方的野狗都可以闯来闯
去，我麻老大还有点用么？”
麻三保没有急于离去，在那里迟疑了一下，欲言又止。
“三保，还有事？”麻老大对他很看得重，“有话只管讲。我这里，只有靠你给我想想点子哩。讲，
莫怕。”
“是哩。大爷对我如父母，我也只靠着大爷哩。”麻三保便问道：“大爷，榜爷给二爷做媒，这件事
⋯⋯大爷是怎么想的？”
麻老大想听听麻三保的见解，便问“你怎么想的？三保？”
“大爷这事不好。”麻三保直言相告，说得很认真：“你未必不晓得么？四小姐虽是讨厌榜爷，却还
想靠榜爷的声威来镇乌龙山哩。榜爷心里最放大爷、二爷不下。特别是二爷，越来越了不得。四小姐
同二爷好了，还不笼着二爷同榜爷联在一堆去？”
“是哩，三保。”麻老大点了点头，“我也晓得这个。由他们联去。幺佬气性大，不得服老舅管的。
”
“大爷，我猜你就是这么想的。这么想就要吃亏哩。大爷。”
“嗯？”麻老大很注意地看着麻三保，“讲，往下讲。”
“未必榜爷和四小姐不晓得二爷气性大不服管？让四小姐笼了二爷，这是一手软功夫。还有另一手硬
功夫哩。”
“什么硬功夫？”
“大爷，你晓得，三保没想好的事不敢乱讲的。”麻三保郑重地说，“我断定，下一步，他们就要把
大爷给刷了。大爷，你切莫大意哩。”
麻老大头皮一炸，急忙问道：“三保，这话从哪里来的？”
麻三保摇了摇头，“大爷，我只是自己这么想的，没得来路。”
“⋯⋯好。三保，我不大意，你去吧。”麻老大挥了挥手。他确实对麻三保很看重，但对他这句话多
少还有些不相信。
麻三保却还不想走。他望着麻老大，索性端出了心里的想法：“大爷，这帮人虽是沾亲带故，却终是
心狠手辣的人。你要早点防备才好，再不可以这样看得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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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山剿匪记》

精彩短评

1、少年时代看过的电视剧，现在有机会在书上重新读了一遍。从书上读到了作者自述书的来历，知
道了作者确实写的是湘西的故事，但为了避免麻烦，就用了一个虚拟的地名。
2、华夏出版社87年版的上下两本都被我给翻烂了,时隔25年,<乌龙山剿匪记>终于再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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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山剿匪记》

精彩书评

1、作者：石头人　　初中快毕业时，我迷恋上了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在略懂世间情韵时
，就常常独自坐在峒河岸边，用口琴吹奏那首《猎人魂》，觉得生活真美好。记得电视里反面人物有
老奸巨滑的榜爷、剽悍的钻山豹、怎么看都不讨厌的四小姐；正面人物就只记得东北虎、牛皮烘烘的
何山、还有一位爱抗机关枪的解放军战士，在电视里还常常看见他演清朝王爷的神气模样。这样的记
性，我还自称爱好写作，这令我很不好意思。　　后来，我像当年迷恋《乌龙山剿匪记》一样，真的
迷恋上了写作。可一直有个心愿，能够去电视里的乌龙山转悠转悠就好了。　　我于2004年在湘西州
作协的推荐下，来到毛泽东文学院参加了湖南省青年作家班的学习。《乌龙山剿匪记》的作者水运宪
就是我的老师，他让我们亲切的喊他“水哥”，当得知我是来自偏远的湘西的作者，便忍不住谈及了
当年创作《乌龙山剿匪记》的一些经历。他说那个年头苦，真苦，当时我身体不是很好，在永顺、龙
山等地采风搞了九个月，还真找到“土匪”的感觉。如果你热爱你的家乡，热衷土匪题材的小说创作
，那你也应该去看看，好好感受一下生活。　　可最近，听说水运宪老师“火”了。原来湖南省电视
台重播《乌龙山剿匪记》时，编辑人员居然把编剧水运宪老师的名字剪辑掉了，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
令人气愤，应该火。后来这部老掉牙的连续剧居然轻松打败了许多大制作、高成本热播中的连续剧，
水运宪老师重新激发挑战自我的雄心，向媒体和观众朋友表示，愿意继续创作《乌龙山剿匪记》的续
集。这些事情都是看报纸，打电话问同学得知的。　　就在这段时间，我还真有幸到了《乌龙山剿匪
记》实地拍摄地之一龙山洛塔去采风。2005年4月上旬一天，州作协主席张心平老师通知我，问我是否
有时间去龙山参加作协的组织生活？我满口答应，并说湘西的八县市就剩下龙山没去过，我做梦都想
去。　　我曾经在《湘西广电报》做了一段时间的记者，采访过《乌龙山剿匪记》中外号“东北虎”
刘玉堂的原型。通过接触，我发现他是一个不怒自威的老人，用我们本地话说就是“杀气”重。在那
个年代，杀气不重行吗？湘西有这么多土匪，如果仅依靠教育，怕是难以解放。那次采访未果的原因
是他在与病友下象棋，我的出现坏了老人家的情绪。他没有正眼瞧我，仍然低头下棋，半晌甩出一句
话“不采访了”。　　本来我还想说两句，但是看见他额前两条粗大的眉毛很凝重，从来没做过坏事
的我突然心惊肉跳起来，不知不觉就自然联想起关于“东北虎”的种种传说，最近最可靠的传说来自
一个县城，很多年以前，当地居民不愿意搬迁去新城区，政府做了大量动员工作也无济于事。那天，
他披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出现在搬迁工地，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东北虎”来了，一些准备闹事的家伙
顿时化作鸟兽散。　　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事情，但现在放进文章里有些为时过早。我只是想证明《
乌龙山剿匪记》中的“东北虎”在湘西地区的威望，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慑力，并无其它目的。　　到
了龙山，我们采风的第一站是洛塔。　　据我观察洛塔有三大特色。　　一是洛塔穷，有土谚为证：
有女莫嫁洛塔坡，洛塔坡上洋芋多；三颗洋芋一颗米，还嫌媳妇米着（方言：放的意思）多。一首简
单的歌谣，足以证明洛塔人民的生存空间和生活艰辛。　　二是洛塔精神，当年华国锋了解到洛塔地
区的实际情况，这里的老百姓引地下水浇灌农田，实现了人定胜天。他曾在这里办公，并亲笔题字留
下“学习洛塔、学习野鸡坪⋯⋯（这句话需要核实，补充完整）”的口号。这个口号在上个世纪七十
年代的中国，特别是在湖南区域，我相信许多中年朋友记忆犹新。　　三是洛塔石林的价值，这个价
值着重体现在学术上，我就不冒充内行分析了。我感兴趣的是，我找到了牛皮烘烘的何山追击剽悍的
钻山豹的地方。就是在洛塔第一片大面积的石林里。　　我问当地的老百姓，老百姓悄悄地对我说，
那些石林就是当年我们祖上躲土匪的好地方。石林生长的密密麻麻，怎么躲怎么好，土匪也是人呀，
他们哪里有那么大的精力追我们这些穷人，他们看我们躲了，一般也就算了。　　老百姓说的是实在
话，他们说我们这里穷，穷的只剩下这些石头了，穷的连婆娘都讨不到、留不住，土匪也来的少了。
你们这些人肯定不相信，那时候家里穷的连裤子都没多的，谁出门就谁穿长裤，上了年纪一点得妇女
在田里挖地，都是打赤膊的。　　这些老人的话让我神思飘摇，我无法把那个时代在脑海里准确还原
。那个年代我祖上家境还算好，到了我爷爷那辈开始败落，原因是我爷爷抽大烟，也就是鸦片，在县
城的几间铺子被他独自抽完了。我估计土匪很恨我爷爷这个坏毛病，因为他们还来不及抢，我爷爷的
店铺就自动倒闭了，他们也不会拉一个鸦片客上山入伙。　　我母亲这边景况尚好，外公算一个开明
乡绅，他在解放前把土地全部卖掉，土改时没被整。据母亲回忆，当年和我外公打交道的土匪可多，
一是因为我外公懂得医术，善用苗药；二是我外公在武汉读的法律，他们需要我外公这样的人物来判
断时局。所以他成为一些土匪头目的朋友，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土匪是个消亡了的概念，它随
着我的祖辈已悄然消亡。　　我记得《乌龙山剿匪记》当时轰动全国，全国人民对湘西的印象是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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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山剿匪记》

建立在这部电视剧上，外面文明世界的人把电视剧里的事情当作湘西人民的真实生活。那时我在外地
念书由于，个人矮小，在食堂打饭时老是被挤到一边。一天我忍住饥饿，愤然高呼湘西土匪来了，前
面的同学自动散开一条路。　　后来，一位文学社的女同学递给我一张纸条，纸条上写道：分手吧，
我不喜欢土匪。“我不喜欢土匪”六个字让忧伤了许多年。　　从那之后，我彻底放弃了普通话的训
练，别人问我是哪里人，少年时代的我总是脑壳一横，“我是湘西的，有什么事？”而一些老乡在外
地，却飞快的练就了当地方言以掩饰自己的身份和祖籍，更有甚者就干脆说自己不是湘西人，这些人
在我看来就是背叛，他们的行径我愤怒不已。　　虽然我无力去辩解过去的湘西，站在洛塔石林，这
些关于自己经历的陈年烂芝麻的事不由自主跳进脑海里。望着那片整齐的石林，它们林立在山凹深处
，这让我想起了《乌龙山剿匪记》田大榜同野狗赛跑的镜头，他剽悍狂奔在岩石上，让人淡忘了这个
老土匪的老奸巨猾，仿佛他不再是穷凶极恶匪首，在春天洛塔的原野上，我被一种浪漫而坚忍的气息
深深感染⋯⋯
2、说到《乌龙山剿匪记》，钻山豹可是鼎鼎大名；就如同说到《天龙八部》人们会想起杨康，说到
《水浒传》人们会想起武松⋯⋯他们都是血性汉子，也都各具魅力。在《乌龙山剿匪记》中是如此描
写钻山豹的：钻山豹今天穿了一身青绸子衣衫，动一动身子，黑绸飘飘洒洒，很有些逸群的侠气。他
的面庞本来就生得白，衬着青绸衫，便显得更加俊秀了。这种俊秀，配上那身又狠又毒的功夫，使人
感到有种异样的阴森。这样一个男子，确实是非同一般的人物，他不仅让剿匪小分队头疼，还是土匪
老大榜爷的心腹大患，连亲哥哥麻老大都要暗地里提防着他。钻山豹的野心让他有着不同常人的气场
。他自由不羁、机智狡猾、心狠手辣，因为从小念私塾，又有几分文雅的气质，这让他在一众山里土
匪中，确实是鹤立鸡群。而他也够酷，二十出头，开始自己拉杆子带队伍，面对土匪窝里的一号人物
榜爷，也毫不客气。在榜爷当上“龙头”，各路杆子一齐庆贺的大会上，钻山豹锋芒毕露： “乌龙山
里有虎狼有豺狗，乌龙河里有乌龟王八，各是各的套数，服哪个管？各有一撮天地哩。”钻山豹自由
不羁的个性在这言语中可见一斑。而他也着实迷倒了打心眼里瞧不起一众山匪的女特务四丫头。可惜
的是，钻山豹虽有一身本事，也野心勃勃，可毕竟还是缺了见识。他以为自己拿捏住了四丫头，有了
大靠山，就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殊不知他是被困在了土匪的争斗中，是被四丫头点了穴的。四丫头
确实能给他武器，能承诺他“胜利”后的功名，可四丫头已经是强弩之末。钻山豹以为自己精明，到
头来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被四丫头牵着鼻子带到了一条不归路而全然不知，还在四丫头跟前和榜
爷“争宠”：“四丫头，你未必看不出来？田大榜这个老狐狸，到时候会出山去替你们卖力气么？他
还有力气可卖么？我却是与他们不同。不怕你笑话，我也在等你们回头去夺江山的那一天哩。你讲我
是不是条汉子，晓得我的心有好大么，以为我那么土气，只抱一块乌龙山？我是读过书的人，也是一
心要治国平天下哩。四丫头，你眼光望远一点。以后，我同你才是一路的人。你看我讲明白了么？”
——纵然是条好汉，纵然心比天高，钻山豹还是被乌龙山困住了，他没法摆脱山大王的心态，也看不
到山外面的时局，也就没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悲的是，钻山豹始终有着狭义之气，他想当大侠，他
瞧不起土匪，可他终究只是土匪。从他自身来说，他自律性非常强，可他也没法限制自己带的队伍强
抢民女。抢来的压寨夫人他小心翼翼地对待，一心想着感化对方，让对方真心实意地愿意和他在一起
。最终没有得到压寨夫人的心，在她死了后竟然想从她丈夫手中要过尸体，“他看见菁妹子倒下了，
当时心里确实也震动了一下，便喝令土匪不许再放枪。进而，他又产生了莫名其妙的一个想法，他倒
真想让田富贵逃出去，也真想把菁妹子的尸体留下来好好地送她入土。他觉得这样一来，自己的懦雅
名声就会不径而走。”——英雄梦和土匪身，钻山豹的独特魅力和悲哀就在这对矛盾中一点一滴流露
。这样一个人物，从文艺作品中“活”到生活中，几乎成为湘西当地的“历史”传奇人物，不可不说
是人物形象人性的复杂成就这一“土匪典型”。而小说结尾，钻山豹怯懦地背叛了他和四丫头一起赴
死的约定，向解放军投降，在囚车里被山民辱骂——当年的威风和面对死亡的恐惧，钻山豹的结局更
是让人唏嘘感叹。英雄梦终究只是一个梦，走不出山大王的格局，也就摆脱不了山大王的命运。
3、这本书很经典，好看！充满了怀旧的气息啊~~东北虎刘玉堂的风流潇洒，土匪钻山豹的诡谲多变
。。。总之，情节跌宕起伏，唤起了我们对于旧时代的回忆，那个充满艰辛而又风扬着斗志和激情的
战争年代！而由宋昭执导、水运宪编剧、1986年出品的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由陈家徒、申
军谊主演，在1986年上映后热播不断，一度达到万人空巷的地步，该剧也成为了几代人脑海中的经典
之剧。
4、一直在寻找80年代出版的《乌龙山剿匪记》，话说湖南人民出版社最近再版了，期待中~~~作者：
水运宪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定价：48.00书号：978-7-5438-8162-4出版时间：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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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小学，记忆中这是最早看过的一部谍匪片了，印象最深的是剧中的匪气十分的
“钻山豹”和跑得比狗还快的“榜爷”，记得有个镜头是田大榜撵狗。原文出处：看《新乌龙山剿匪
记》有感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d095b101013rp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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