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之泊

向启军
我的老家长田河，毁于多年前的一场大火。据当时的目击者说，那场

大火极其壮观又十分可怖。从初冬的太阳钻出漫天晨雾的那一刻，大火开始
燃烧并迅速蔓延开去，挨挤又抹以无数通桐油的青瓦木屋接二连三地着了
火，没到两个时辰便如同多米诺骨牌全数倒进了冲天的烈焰中，整个寨子也
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大火燃烧的过程中，寨巷里铺砌的青石板和竖插
的麻石爆裂开来，弹射而出，噼叭如同爆竹和子弹的炸响。成群的老鼠四处
乱蹿，吱吱的惨叫声经久不绝。大火烧了几乎整整一个白天，周围的树木被
烤得发烫，树叶鸟羽般纷纷翻卷飘落，而寨中升起的滚滚浓烟像一面呼啦啦
扯开来的黑色大旗，遮蔽了天空。那天的太阳实际上只出现了一会儿就又重
新隐没了。到最后，也就是傍晚时分，除了一些烧成黑炭的木头还在冒烟以
及跳荡其上的零星小朵的火焰之外，大火终于熄灭了。寨子焚烧后的景象可
谓惨不忍睹，遍地皆是烧焦的泥块，由青变红的碎瓦和黑糊糊的残墙断壁，
空气中则弥漫着肉被烧焦的腥臭以及粮食和木头的焦糊味。寨子已然化为灰
烬，变成了一座废墟。惟一保存下来完好无损的竟是不知何时被弃置在寨中
池塘里的一只鸡笼。

大火并不是自己烧起来的。纵火者是一群土匪，他们的头儿是斜持着
一支盒子枪的田子文。对于田子文的出现，不是说他有多重要或有多了不起，
而在于作为当年我老家周围方圆百里很有点势力的一名惯匪，他是焚毁长田
河的罪魁祸首。纵火前后，田子文一伙先是偷袭得手攻破了寨子，又大肆抢
劫了一通，将凡是能够带走的财物洗劫一空，还杀了寨子里大小二十八口人。
这是一笔血债。被杀者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其中有一个叫白五的年轻
女人，她是我的祖母。

我祖母的死多少有点意外。她本来是有充裕的时间逃出寨去的。当时
的情形是，土匪虽然已经打开了寨子，但尚被阻在寨北一隅，我父亲的爷爷
即我太爷正带着寨中壮丁与之作最后的抗击，土匪距我家还有好几条巷子，
而这时祖母拎着一个包裹，抱着三岁多一点的父亲已经走出了大门。如果祖
母就这样抱着父亲走出寨去，那就不会有事了，但祖母在门口路站了站，想
着还有没有必要给大门上一把锁，这时她犯了个错误，忽然记起一对玉镯塞
在枕下，便追回屋里去取，不知何放却把父亲从身上放了下来。意想不到的
事就在这时发生了。等祖母转身出来时，却没看见留在门边的父亲，也就是
说父亲在她进屋的这一会儿竟然不见了。眨眼间的变故所带来的灾难是可想
而知的。祖母一看不见了父亲，她顿时慌了，忙大声喊着屋前屋后四处寻找，
可找来找去只是不见父亲的踪影。祖母急得哭起来，喊父亲的声音也变了。
她知道父亲在短短的时间内不可能走远，不会钻入地下也不会飞走，父亲会
到哪里去了呢，可就在祖母寻找父亲的过程中，已经把时间耽搁了。寨北的
抵抗实际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就垮了。一堵男人们便纷纷
往寨子南门跑，跑过我家外面见我祖母还呆在家里，以为她是发了疯了。大
家边跑边喊，快跑啊，土匪杀来了还磨蹭什么？祖母好像并没听到那些叫扶，
那时她也真的快搞了，头发技散开来，一脸的汗水尘土，包裹早就丢在了一



边，口里却响响不断地叫着父亲的名字。父亲不可思议的失踪已 P然使她进
入一种不真实的虚幻状态，一切如在梦中。那天我太爷是最后一个撤退的，
而且提着一口长柄朴刀打自家门前路过，大概是土匪已经追杀上来，子弹在
头上嗖嗖飞着的缘故，他只是瞅了一眼开着的大门，却没停下，更没发现已
经陷入困境的儿媳。他想当然地认为儿媳早已抱着孙子蹲在南山上某处，至
少也正在南山坡上拼命地往山上爬，所以他应该尽快赶上他们。他甚至在一
瞥间还为儿媳只顾逃命而忘了锁门生出了一丝不满，在心里嘀咕着骂了一
句，妈那个屁。

我太爷刚跑过，土匪就追了过来，一窝蜂地追到了南门，接着就开始
了抢劫。寨子里到处是乒乒乓乓的咂响，土匪的怒骂声和坛坛罐罐的破碎声。
而对于这一切，我的祖母却充耳不闻。说来也奇怪，我家在寨子里无疑算是
殷实的人家，房子也宽大，土匪却直到抢劫完毕放起火来也没踏进我家的门。
现在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我家敞开的大门造成了一种这家人早已搬空了的假
象，从而迷惑了土匪，认为这道门是不值得进的。事实上土匪也多到门上锁
大的人家去，或许根据他们过去抢劫的经验这些人家的钱财也比较多，另一
方面，砸这样的人家也正符合他们急于报复的心理，而一扇敞开的大门就只
能叫他们泄气。这样一来，我的祖母虽已陷入土匪的围困之中，在大火烧来
之前却无惊无扰，只是目光呆涩近乎虚脱地坐在堂屋里，毫无希望地想着我
的父亲，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对她来说，我父亲的去向现在成了一个谜，
而这个谜她是到死也解不开了。浓烟夹带热浪一阵阵地扑向堂屋里的祖母。
有会儿祖母似乎还不为所动，当火舌快来舔到她时，她才猛然惊醒，求生的
本能使她一骨碌爬了起来，冒着大火跌跌撞撞地冲出门去。

当她来到门外时，一边不停地咳嗽着，一边四处观望，寻思着逃往何
处，却发现不远处站着一个人，定神一看竟是个拿着一支快枪的土匪，于是
惊叫了一声。那个观看大火想在大火中再捞一把的土匪显然也被我祖母的突
然出现吓了一跳，他在睁大眼睛的同时迅速端起了枪，但不久把枪又慢慢地
放下了，同时脸上现出一丝淫邪的笑容。他发现这个从烟火中走出来的是个
年轻的女人，而且标致，他甚至已然看清了掩藏在纷乱头发和熏烟下我祖母
那姣好的面容，忍不住喉头滑动，咽了一口口水。土匪的这一细微动作被我
祖母看在眼里，因此她叫了一声就不再叫了。祖母当年不过二十出头，在她
十七岁那年嫁给我爷爷之前，她一直住在城里，虽说是在城里长大的，但她
从小养成了淘气任性、敢作敢为的性格，这也是她日后嫁给我爷爷的重要原
因之一。现在她看到土匪胡乱地把枪往肩上一挂，搓着双手嘻笑着向她走过
来，她当然吓坏了，但并没有瘫软下去，而是顺手操起了码在门边的一块松
树劈柴，说你不要过来。祖母平静的声调使土匪怔了一下，但他没停住脚步，
也依旧迷乱地望着祖母，笑着说乖乖，你看我并不想杀你，杀你我还舍不得
呢。但话音未落，祖母手中的劈柴已飞了过来。土匪头一偏躲过了。土匪还
笑着，说你看你看，你这样做完全没用，我只不过想和你做件好事，这不会
伤你皮毛的。又一块劈柴飞了过来，这下土匪没来得及躲开，劈柴打在身上，
具体说来是打在一双挡出的手上，擦破了手背上的一点皮，血流了出来，而
这时祖母又迅速地抓了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棒在手里，双手紧握盯着土匪。祖
母的行为使土匪感到意外，他不得不在木棒够得着的距离之外停了下来。有
一会儿他看了看周围的大火，大火是越来越猛烈了，他正在受着烫热，显然
拖延下去是无趣的，再说他也不想拖延下去了。他又看了看我祖母和她握着



的木棒，掂量着木棒打下来可能出现的结果，这使他改变了主意。现在他不
笑了，站在那儿很无奈地叹了口气，甚至都没发火，只是像望着一只歇在高
枝上没法捉到的鸟儿那样很失望地望着我祖母，不无惋惜地说，我本来想快
活一下，看来我是快活不成了，说着一伸手把枪从肩上取了下来。看着土匪
举枪，我祖母握着木棒本能地向后退缩，不过退路是没有的，大门已经烧着
了，门内则是一片火海，这使我祖母稍稍迟疑了一下，才决然转过身去。就
在这时土匪手中的枪响了。我祖母像是被谁猛推了一把，一下子扑进了屋里，
燃烧的大门反弹了一下，然后便自动地关上了。

现在没法知道我祖母临死前是否还惦记着我父亲。但有两点是清楚的：
一是祖母因为父亲送了命，至死也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二是父亲躲过了那
场灾难，的确还好好地活着。很简单的道理，如果父亲在他三岁时死了，我
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在祖母发疯般地寻找父亲以及大火焚烧寨子的整
个时间里，父亲近在飓尺，他没法也没有走远，他就躲在我家屋后池塘里的
那只鸡笼里，而且不久就睡着了。这当然有点不可思议。关于那只弃置的孤
零零的鸡笼，显然是被我祖母忽略了。她更没有意识到池塘从秋后就已经干
涸。泥块早已板结，走在上面既松软又惬意，而我家的后门是有一道很平整
的石阶通向池塘的。至于父亲怎样以及为什么会穿过堂屋，翻出后门，摇摇
晃晃走下石阶然后不慌不忙地钻进鸡笼，那就不得而知了。他也许是为了找
我祖母，也许因为好玩或别的，也许什么也不为。而在钻进鸡笼之后，他却
没有叫喊也没听到我祖母的叫喊，鸡笼里有趣的空间或鸡笼本身让他已经着
了迷。之后便是熊熊的大火。但一亩多大的池塘空空如也，使得大火只是烘
烤而烧不到池塘里的鸡笼，也就是说大火只会让父亲感到温暖，玩倦了的父
亲便俄缩在鸡笼里的一团稻草中，舒舒服服地闭上了眼睛，继而发出了轻微
的鼾声。

多年后的一个冬天我来到长田河，见到了山脚下的一大片麦田。天气
晴好，出着太阳，尺寸高的麦苗在麦田里迎风拂动，泛着浅浅的一层绿意。
麦田前面流着一条细瘦清澈的小河，周围的山岭上长着一些树木，更多的是
一些枯黄的芭茅和衰草，包括麦田在内整个山野显得干爽而静寂。我是第一
次来这里，以前没来过，以后会不会再来也很难说。不可否认，这是片对我
来说并非完全陌生的地方。来时我曾想到我也许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
的感觉，好像我过去不仅来过还似乎曾在这片不见人烟的地方住过多年似
的，但是这种感觉一直没有出现。想来这或许是我和我所居住的城市与长田
河间隔太大的缘故。从地理上说，我所居住的城市与长田河之间有一条长长
的铁路，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才走完它。然后我还坐了大半天的汽车，又
步行整整四个小时这才到了长田河。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我是站在寓所窗前，
我得一直朝西南望去，目光在越过城市之后，再起过越去越远的重重叠叠的
无数山岭，森林和河流，直抵虚淡朦胧的天边，然后在天边的某处，就是长
田河。至于我与长田河在其它方面的间隔，那就很难说了。我只知道，即使
我现在到了长田河，置身于麦田之中，这种间隔也不可能完全消除。

那天我在长田河呆了一个下午。明亮的阳光加上本来就比较暖和的南
方气候，使得麦田里没有多少寒意。我呆在那里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也想不出要做什么，就只是各处看看，在麦田里来回走走，有心拣一块碎瓦
片或一枚铜钱什么的留作纪念，但除了麦田里的几个草垛和田埂上的一棵老
柳树，我没看到任何遗迹。因此到了后来，我只是坐在田埂上晒太阳吸烟，



打了一会儿隘睡，然后又从瞌睡中醒了过来。瞌睡时，阳光照在我耷拉下来
的眼皮上，一片通红，感觉到它历来历去又跳荡不止，这使我联想到早已消
逝的那场大火。在一种似题非睡的、似醒非因的状态里，那场大火也就一忽
儿显得非常实在，一忽儿又变得虚幻飘忽，以至于那个下午有一阵子变成了
现实与梦境的混合体，我也由此沉浸在对不复存在的亲手和先人们的怀想之
中。

说起来，长田河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是由于两个人的被打而直接引发
的。这两个人一个叫狗二，一个叫毛三，是田子文手下的喽罗。他俩奉命来
长田河催取钱粮，没想到等着他俩的却是寨西酒铺里的一顿饱打。打他们的
当然是长田河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事件中，我父亲的爷爷即我的太爷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又成了主谋。而与我太爷形形不高的父亲，前一
天刚刚度过了他三周岁的生日。

这件事发生在中午。开始我太爷对此还一无所知。当时我父亲已经吃
罢了中饭，嚷着要出门，正在堂屋切一把烟丝的太爷只得说就完了就完了，
却并未放下刀来。我父亲是个性急而又被宠坏了的孩子，他走过去夺下了太
爷手中的刀，说走吧爷爷，然后便脑袋一插一晃地行进在寨巷里了。父亲其
实并没有走路，顺着他的脑袋往下看，就会看到戴着一圈黑丝帕的我太爷的
脑袋，接着便是太爷的两只给实的肩膀和措在上面的父亲的两条腿。这是父
亲同他爷爷走路的一种经典方式。现在他们顺还寨巷往前走，往寨西而去。
巷子里铺着麻石，很窄，两边人家的屋檐搭了过来，本来挺长的巷子就显得
更长了。

父亲骑在太爷肩上，高高在上，尽管只能看到巷子和两边的屋榕，可
他还是扭来扭去东瞧西里打着野眼，脚下的路却自有太爷替他走着。那天我
父亲戴着顶瓜皮小帽，穿着厚厚的绿扶红裤，棉鞋，一身簇新，完全像个地
主息于，这身打扮也使他本来瘦黄的脸有了几分清秀使气。我太爷则穿着一
件羊皮褂于，这件褂子的独特处就在于它是寨子里绝无仅有的，也是让我太
爷引以为自豪的，现在随着我太爷脚下走动，羊皮褂子的衣角一抖一摆，很
深的口袋里便不时发出铜钱碰担的叮当声。这声音使我太爷感到充实而快
乐。

他们走着的时候原来累巷里是空的，但现在有人走了过来，像所有不
清世事的顽皮孩子那样，我父亲是不会放弃这个可以显示自己的机会的，他
一边让太爷驮着一边挣脱了一只手臂（他的另一只手臂被我太爷抓得很紧）；
并且不停地挥动着，像真正的骑手鞭策胯下的坐骑那样驾驾地叫着驱赶我太
爷。我太爷乐了，说妈那个屁，暗暗地笑了起来。

他们就这样笑闹着，一路往寨西而来。
那时狗二毛三先一脚到了寨西。寨西这个地方是长田河的宽敞热闹处，

也是一处是非之地。不仅有小赌场，还有一个酒铺，一个戏台，平日里总有
一些人聚集在这里，有戏看时这里当然也是亲人看戏的地方。与别处不同，
这里的寨墙是用石头而不是用泥砖垒成的，两扇用原木控排的厚重木门各宽
五尺，高一文五，打开合上都会发出挠谁的腋窝似的咯咯咯的声音。紧靠寨
门是一座用以 Liao 望的碉楼，旁边一棵两人还抱不过来的刺柏树拔地而起，
伸进天空。对于这样一个地方，狗二和毛三也许会感到一点陌生，因为他俩
都是第一次来。而对于两个陌生人的出现，照说寨人是不会在意的，但狗二
和毛三肩上各挂着一支快枪，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格引起了寨人的注意，



或者说是警觉，很必然的，狗二和毛三也就引起了寨人的注意。因此当两人
叼着烟卷一前一后地走进西门时，一下子就吸引了亲人的目光，有一会儿寨
人全都停止了动作和说话，不约而同地侧过头来看着他俩，于是出现了有趣
的四场时刻。你可以想像，在这个时刻里，其余的一切都是凝止不动的，只
有狗二和毛三大楼大样摇摇摆摆地走着，东看看西看看，神态基本上是旁若
无人的，同时肩上升挂的快枪也就不住地晃来晃去。他俩先是走到了一处赌
场前，那儿的人最多，一群人围着一张赌桌还没散开，但人们看着他俩，没
吱声，也没动，只是在与他俩的目光相过时便把自己的目光很快地沿开了。
狗二和毛三也许想同亲人说说话的，但看出没人理会他们，不过这是他们经
常遇到的，因此并不在意。倒是赌桌上一些散乱的和码成一刀一刀的小铜钱
使他们感到手心有些发痒，很想把它们拾起来揣进兜里，但却终于没有伸出
手去。随后他们继续往前走。这时一段很浓的香味飘了过来，钻进了他们的
鼻孔。两人一抬眼，发现他们顺着光滑的石板街正好走到了一家酒铺前，香
味正是从彼而来，顿时觉得有些饿了。想着既然是来征派钱粮的（那年头土
匪像官府一样堂而皇之地征派钱粮是常有的事），吃饱了酒饭再去找村长也
不迟，两人便毫不犹豫地走进了酒铺。

四个后生此时正在酒铺里喝酒，而且喝一阵子了。他们也看着狗二和
毛三走进寨来，在街上走动，在他们多少有点醉意朦胧的眼里，这两人就总
给人一种吊儿郎当的感觉。

所以当两人坐进酒铺，将快枪重重地放下，弄出了一些响声，又阴阳
怪气地叫着老板娘的名字，他们没吭声，但却感到了不耐烦。其中一个后生
叫寄宝，长得五大三粗，一张脸黧黑如炭，平时好弄枪使棒，按辈分我得叫
他小爷，这会儿他的名字正写在一块用来记酒账的黑板上，而黑板就挂在狗
二和毛三身后的柱子上。黑板上当然还写着另一些名字，但寄宝的名字在最
前面，而且他名下的欠账也最多。就因为这个，接下来他将成为肇事者。狗
二和毛三坐下之后，老板娘秋月就过来了，当年她不过二十六七岁，据说是
全寨除了我祖母之外最好看的漂亮女人。秋月这时给狗二和毛三倒茶，两人
一见秋月，眼睛就眯了，诞着脸说老板娘好韵致，我们今天是要多喝一壶酒
了。秋月这时还笑着，转身去端酒菜，屁股上就被不知狗二还是毛三摸了一
把，这个动作被寄宝看在眼里。秋月再回来的时候，因为刚才摸她一把她没
叫，两人就更加放肆起来，眼光依然充满了淫邪，可以想到在这种眼光里秋
月身上的衣服已被哗啦啦一点不剩地剥下来了。在秋月弯腰放下酒壶杯盘的
时候，狗二就说来吧，坐下来陪我们哥俩喝两杯。秋月已不笑了，板着脸说
不会。不会怎么开酒铺呀，狗二又说，你不喝我们哥俩就喝不出味了。毛三
这时用一双筷子扒着盘子里的肉莱，说老板娘的手可真白，你怎么没给我们
端来豆腐，要知道我们是很爱吃豆腐的啦，说着嘻嘻地笑了起来。当然这些
话不仅秋月听着，寄宝几个后生也听着，他们都涨红着脸，闷头喝酒，而秋
月依旧没理会，只转身走了。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算了。秋月作为老板
娘，她见得多了，怄点气只得自觉自解，再说被人在话语上占点便宜也并非
真的就吃了亏。对于寄宝几个来说，他们不知道这两人是来干什么的，但拿
着枪就不是善者，因此他们忍耐的直接原因显然是狗二毛三的两支快枪起到
了威慑作用，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但威慑的作用也不是没有限度。事实证
明，这个限度不久就被越过了，狗二和毛三酒足饭饱之后抬腿走人，却没送
钱的意思，秋月说钱呢？拦着不让走。狗二两眼一翻说你想留我宿啊，我们



哥俩就是来要钱的，哪里还有钱给你。秋月说没钱就别吃喝，毛三嘻嘻一笑
说，先欠着怎么样，我们记账，秋月说我今天不想记账。狗二听着恼了，说
记账还不行？你晓得老子么，老子是田大爷的人！又指着黑板说这个寄宝是
谁，这个杂种能记账老子还不能记账？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忍了多时的寄宝
这时终于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冷冷地说，狗日的你骂谁？狗二侧过脸来说你
是寄宝，随即嘿嘿一笑说老子今天骂你又怎么样？但话未说完见寄宝已踢开
凳子向他走来，一急便端枪对着寄宝说你敢过来老子一枪打死你，寄宝就真
的站住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对峙场面，一边是端着枪的狗二毛三，一边是以
寄宝为首怒目盯着他们的四个后生，而酒铺门口早已围满了人。在对峙中气
氛就骤然紧张起来了，有一会儿双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都在犹豫，双方也
就都处在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谁也没说话，就那么相互盯着便愣愣地站在
那里。不过这个时刻很短，不久就有人在门外人群里慢悠悠地开腔打破了僵
局。谁想杀人呢，我看这两支枪不过是两根烧火根，没有一点用处的。

说话的是我太爷。说话间别人已经让开了道，我太爷不紧不慢地走进
酒铺，他肩上依旧骑着我父亲。我太爷的话显然让狗二有些猝不及防，而且
击中了要害。其实他清楚，不到万一他是开不了枪的，这是在别人的窝里，
如果真开枪他和毛三也就死定了。人生地不熟不说，关驻是他们已处在众人
的围困之中，狗二觉得从一进来他本来就应该感觉到这里的不对头而小心行
事，可他忽略了，本还指望能吓唬住他们然后脱身，没想到这想法竟像一张
纸似的被人戳破了。骤然间他的脸色已变得苍白。见我太爷进来，狗二忍不
住恼怒而后突地问了一句，你是谁？有趣的是我太爷并不回答，也不看狗二
毛三，顾自将我父亲从肩上放下来，安顿在一条凳子上坐下，自己也坐下来，
又伸手从背后羊皮褂下抽出一根一尺多长的银嘴银锅刺杆烟袋，在脚下叭叭
磕响，装上烟丝，接过秋月送上来的炭火点燃，这才撩起眼皮看着狗二，一
字一顿地说，老弟，这话该我问你，你是谁？狗二为匪多年，也经历过不少
场合，但不知怎的却被我太爷的架式弄得有些发懵，加上又不知其来头深浅，
顿时感到十分虚弱，端枪的手不免有些发软。我太爷看在眼里，没动声色，
跟着又说我再问一句，你们敢来长田河闹事，究竟是什么人？狗二想着示弱
不得，他看一眼毛三，说我们是田大爷的人。喔，妈那个屁，是田子文的人，
我太爷说着漫不经心地转过头去，看了寄宝几个后生一眼，冷不防喝一声，
把枪给我下了！接下来的情形是可想而知的，经过短促的扭打，转眼间狗二
毛三已被四个后生挤在了地上动禅不得，来不及使用的枪早被扔到了一边。
平心而论，这次行动应该说是我太爷平生的杰作。他也许站在门外时就打定
了先吓唬再麻痹最后干掉狗二毛三的主意，而行动的成功无疑使他感到十分
开心。现在他乐哈哈地看着我父亲，生怕他被吓着了，却对寄宝几个说，把
两个狗日的用绳子捆了。

接下来，我太爷对狗二毛三的处置却未免有点过分，或者说是过于鲁
蛮轻率了。我太爷是那种典型的憨直且敢作敢为的人，但对一件事可能带来
的后果却常常估计不足。

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而又十分情绪化，看来正是我太爷的个性。他把一
件本来应当小心谨慎对待的严重事件最终弄成了一个只图痛快而似乎是无关
痛痒的玩笑，这样一来给长田河间下大祸也在所难免了。话说将狗二毛三一
绳索捆翻之后，我太爷就开始了酒铺里审讯似的盘问。他让两个人并排靠墙
站着，自己特意搬了张椅子坐在桌边，先还把我父亲抱在膝上，想想不合适，



就转让秋月抱着，然后看着狗二毛三说你们来长田河干什么？不料问了几声
却不见回答。狗二毛三在被按倒之际已是鼻青脸肿，接着又被五花大绑，但
已从最初的慌乱中冷静下来，消了酒意，不过一死的顽固匪性却冒上来，故
而只是昂头站着不吭声。我太爷倒觉得有趣，笑一声说看来你们两个是被吓
傻了。这时狗二却说老子傻不了，老子要见你们村长。我太爷眨了眨眼睛又
哈哈一笑说你不是早已见到了么？狗二稍稍怔了怔、说那么实话告诉你，老
子是奉田大爷的命令来取钱粮的。我太爷一听觉得好笑，说妈那个屁，来取
钱粮，谁欠你们的钱粮，你们的钱粮放在哪儿？话这么说，直到这时我太爷
却并没生气，也并不在乎狗二一口一个老子，甚至还想着吓吓他俩就放人，
这叫井水不犯河水。至于钱粮，那当然是没有的。田子文领着个百十号人枪
横行乡里，但还没有来过长田河，也从没得到过长田河一粒粮食一文小钱。
但狗二已经绳索在身吃了亏却不知高低，见我太爷松着口气说话，居然来了
劲了，说不欠老子钱粮老子也要取，老子知道放在哪儿。我太爷说是吗？狗
二说你最好放开老子，叫人把钱粮给我们田大爷送去，这样你和你们寨子也
许还有教，我太爷又说是吗？这时他已经不笑了。他不紧不慢地吸了最后两
口烟，这当儿他的脸色有些涨红，他又碰了磁烟锅，用嘴吹了吹，把烟锅拘
于净，然后指了指狗二对几个后生平淡地说，让这个“老于”跪下，这样肯
定比站着舒服些。几个后生正等着，上去朝狗二的脚湾里几脚一踢，狗二扑
通就跪下了。

跪下了狗二还要挣扎着站起来，又是一阵踢，狗二便不再挣扎，嘴里
却不绝地叫骂。我太爷子是被煽动起来，激怒了。妈那个屁，他说，还像屎
坑里的石头一样具硬呢，给我吊起来！首先是狗二，接着是毛三，随着我太
爷一声令下便从酒铺被连打带踢拖了出去，然后就被反剪着双手高高吊在了
碉楼边那棵刺柏树的一根技杈上，看上去就像两只结实的秤碗。狗二叫骂时
嘴巴已被扇出了血，被吊在空中却还在满口喷血地骂个不绝，加上人又精瘦，
那样子就有点骇人。而毛三显然也不是一捏就破的软蛋，虽然从被一绳索捆
翻的那一刻起苍白的脸色就没恢复过来，却一直一声不吭地站着，吊上了树
也还是一声不吭，朝西的眼光却顽强地望了出去，即使遭受鞭打也没改变方
向。实际上那天田子文及其匪众就驻在长田河西边仅二十里的一个名叫坝上
的寨子里。那一天田子文基本上是在从容舒适的休闲中度过的，酒和女人使
他感到很尽兴也很满足，同时也有点倦意，因而大部分时间是将派去长田河
的狗二毛三置诸脑后而暂时忘却了。但在黄昏到来时他重新记起了他俩。那
会儿他斜躺在一张烟床上吸着大烟，同他睡觉的那个女人在为他烧烟，一边
做着千般娇媚的样子，但田子文没有什么兴趣，在想着狗二毛三也该回来了。
可当他俩不一会儿真的出现并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惊得跳了起来。因为
两人已面目全非，衣服褴褛又遍体鳞伤，全然像是死里逃生的样子，更甚的
是狗二还没了一只耳朵。

狗二的一只耳朵是我太爷亲手割下的。嚣张的狗二令他大怒，不禁恶
从胆边生，在叫几个后主将吊着的狗二毛三一顿鞭打之后，便不由自主地掏
出了随身带着的一把匕首。

伴随狗二的一声惨叫，他的右耳便离开了他的脑袋，像一小块石片那
样飞上了瓦背。我太爷的用意很明白，他要给狗二一个深刻的记忆，同时警
告匪首田子文，那就是长田河人不是好筹的，最好不要打长田河的主意。然
而我太爷并没有达到目的，他显然是低估了田子文。田子文除了气得咬牙切



齿之外并没被吓着，而且第二天立马就向长田河杀了过来。
我太爷不是长田河的村长，他诓了狗二毛三。村长是我太爷的一个堂

哥，那天恰好进城办事去了。当然，我太爷作为他堂哥的心腹或说是得力打
手，在他堂哥不在家的时候他是能够说话算数的。我太爷并不是有了点权势
就为所欲为的人，事实上他在村里十分尊敬长者，豁达宽厚且上下无欺，除
了头脑比较简单时常爱出一点风头弄出一点笑话之外，在长田河似乎还很有
一点口碑。由于过于憨直，又颇有一些拳脚功夫，加上虽然鲁蛮却不失公正，
我太爷的性格行为已然成为寨人行事的标准之一，颇得寨人尤其是年轻后生
们的尊敬。寨西赌局，平日多是几枚铜钱进出的游戏，但即使进出一头牛，
依照寨风，规矩之下双方都不得翻胜，否则即遭人唾弃。我太爷既是也局的
参与者同时又是执法者，他自己不逾矩，若有这矩者，他将刺杆烟袋一挥，
说一句妈那个屁，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另外，还有一点是不可忽略的，
即我太爷惟一的儿子也就是我爷爷的出息。我爷爷年纪轻轻就成为苏盐有名
的一名军官，这不仅让我太爷脸上光彩，同时也为长田河带来了荣誉。可惜
的是我爷爷命短，在他二十四岁那年春天便不幸死去了。我爷爷的死对我太
爷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这与他六年后跟着去世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东西。

这是后话。
我太爷一辈子爱好赌博，一度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赌徒。天性使然，

他的人生也就充满了随意性。据说他年少时家里不惜钱财专门请了一个牟师
教他武艺，却不知为何没让他读书学文，总之他是个文盲，甚至不能歪歪扭
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十五岁那年他父母相继死去，没了人管束，我太爷悲
痛之余大概想不出别的好活法，一抹眼泪便投了军。我太爷一生中第一个偶
然事件就发生在他从军的第二个夏天。那时他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却报名参
加了袭击一条大河对岸的敌营的敢死队。夜里敢死队过了河，我太爷缺乏夜
战经验，他只顾着往前走，终于摸近了敌营，黑暗中却不知同伴们都到哪里
去了，我太爷掉了队，失去了与同伴的联系。情急中他朝四周学了几声蛙鸣，
这是敢死队员相互联络的暗号，却没听到回答，倒是敌营敌人的说话声清晰
地传了过来。这下我太爷傻了眼。他不能马上回去，那是要砍脑壳的，孤身
一人更不敢向敌人发起攻击，事实上他已经有些后悔参加敢死队了。天气闷
热，野地里蚊子又多，我太爷进退不得，便耐着性子坐在草丛中偷偷地吸起
烟来（这当然是违令的），一边无聊地数着天上的星星。随便说一句，那会
儿我太爷早已吸烟了，而且常年随身带着一个尺把长的竹烟袋。吸完了一袋
烟，他顺手在地上碰一碰烟锅，准备收起烟袋，谁知这一碰不要紧，居然磕
响了埋藏在草丛中的一颗地雷。这还是个连珠雷，也就是说这颗地香与许多
地雷连在一起，随着一声巨响，地雷接二连三地爆炸开来，硝烟在爆炸闪光
里升腾弥漫，几乎覆盖了敌营过的那片野地。敌营震动，骑兵步兵数百人朝
这边杀来，注意力也完全被吸引过来了，而实际上敢死队的输装点恰好在改
营的另一边，见此情景也不知怎么回事，但大好时机不可错过，便从那边动
了手，一时间杀得敌人措手不及，砍掉的脑壳像冬瓜一样在地上抛滚，鲜血
在敌营中洒得到处都是。不用说这一仗是大获全胜。接下来便是论功行赏了，
作为敢死队里声东击百战术的执行者，那个弄响地雷的人当然得记上一功，
这样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我太爷，而我太爷也就从人群中憨笑着站了出来。我
太爷磕响了身边的地雷却没被炸死，甚至没伤者皮毛，实在叫人不可思议，
即使到了今天我也感到难以置信。



烟滚滚大火冲天的寨子，神情恐惧而绝望。最后他忍不住孤独无助地哭了起
来，我的孙儿啊，他哭着两腿一软便瘫坐在南山上了。

第二年我太爷因病死去。确切地说是死于早春里的一个意外事件。这
是一个阴雨沉沉的早晨，我太爷挑着一担两百来斤的茶枯出门，大概是想用
它换回一点米。他出门不久路过一片菜地，发现有两只猪正在啃吃地里的油
菜，便吆喝了两声，那猪却摇着耳朵不为所动，像是没听见似的，依旧低头
津津有味地吃着。我太爷不禁有些恼了，便走进菜地去赶，进菜地时却没有
歇下担子。事后想来那天是我太爷的劫数到了。要知道几个月来他的心情一
直很坏，一改平素乐观大度哈哈大笑的天性而变得阴倡寡欢，人也似乎有点
发低，大家同他说话也不敢像过去那么随便，因为他时不时地就会莫名其妙
地表现出不耐烦，甚至会大光其火，而现在菜地里的两只讨嫌的猪却将他惹
上了。我太爷走进菜地，那两只猪显然是看到了的，便一哄而散，散了却并
不走远，只在菜地里转圈，而且停停走走不住地吃着，只拿眼睛斜觑着我太
爷，贪婪的吃相中现出一副挑衅的架式。

这两只猪要么是饿极了，因而争分夺秒不顾一切，要么就是故意同我
太爷作对。而我太爷恰巧想到了后者。他于是勃然大怒，甩开两脚就在滑腻
腻的菜地里追赶起来。猪跑到东，他赶到东，猪跑到西，他赶到西，两猪一
人满菜地奔跑的场景便显得十分滑稽。那猪也逗，一会儿两只合在一起奔跑，
一会儿又骤然分开，哼哼叽叽，但就是不肯跑出菜地。我太爷被牵住了鼻子，
他赶猪赶得忘了情，约摸有半袋烟功夫，他只在那里咒骂着怒气冲冲地追赶，
而一副两百斤重的担子尚挑在肩上，他却不可思议地竟然给忘记了。

待猪终于被轰出菜地，他已是两脚烂泥一身大汗，气喘吁吁之下，才
记起应该先将担子放下来，却突然觉得胸口憋闷嗓子发痒，一声咳嗽便喷出
了一口鲜血。

两月后我太爷死在了他临时搭建的茅屋里。那会儿寨子已经完全毁坏
了，墙垣倾废，遍地瓦砾，到处是烟熏火燎的痕迹。但令人心寒的是幸存下
来的寨人已不再把寨子看成自己的家园，自从上年的冬天起已在陆续地迁出
寨去；或远去他乡投靠亲友，或搬进了附近别的寨子，更有一些无所投靠的
寨人居然选择了寨外的某个山湾或坡角临时造屋独户而居，总之是宁可外出
流浪也不肯再住在寨子里了，以至到了春天我太爷死时像我家那样的茅屋在
长田河也稀稀拉拉所剩无几，而迁移的浪潮还在继续。对于寨人的最后举动，
事隔多年之后当我想起这一幕时，说实在话，开始我无法理解。寨人并没有
发疯，可他们的行为无疑是近乎疯狂的，甚至可以说是荒唐透顶，房子被烧
了可重建，山上有的是树木，比起远走他乡或搬到别处再修造房子要容易得
多，这是显而易见的。寨墙坏了也可以重砌，一年不成就两年，两年不成就
三年五年，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何况长田河是自己的故土，地势宽阔平坦利
于居住，周围又有祖祖辈辈开垦的田地，为何非要迁走呢，非要让一支血脉
分崩离析四散飘零呢。有许多个夜晚，我苦苦地默想这个问题，但都不得其
解。我只知道寨人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做，他们付出的代价一定是极其沉重
的，因为世上没有比背弃祖宗，背弃土地和家园更令人揪心更大逆不道的了。
仅仅是因为被田子文打败，仅仅是发生了诸如麻疹流行、洪水肆虐、石人崩
裂等事件似乎都不足以说明其中的原因。有一个时期，我茫然无措，以及有
关长田河寨毁人亡的根源是无法追究的了。但有一天，不经意地，我却突然
想到了人的本身，于是出现了破译的契机。



我想，是精神的崩溃导致了长田河人的弃寨逃亡。前面的一系列事件
是使长田河人信仰日趋动摇丧失的一个持续的过程，而田子文烧起的一把大
火便是最后的一击。这样一来事情似乎就简明化了，包括我太爷死亡的真正
根由及寨人的种种行为。实际上，寨人在离开长田河的前前后后也确乎是充
满了内心痛苦并怀着无法排遣的矛盾心理的，一方面他们心存恐惧满怀惊
煌，急于走人，他们对长田河已完全失望了，还惟恐走近了什么灾祸又会降
临。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做到只服从理智的调遣而全然不顾自己的情感，因
而变得忧郁愁怅依依不舍。临走之前，他们心神不定彻夜难眠，纷纷来到先
人的墓前揭香烧纸长跪不起，倾诉自己的苦衷，请求宽恕，又于寨中不停地
走来走去，挨家挨户地问候道别。因此寨人的出走既是奔着一条生路而去，
又无可奈何令人心碎，充满了生死别离的意味，有如一支缠绵伤感的哀歌。
长田河就这样上演了它的最后一幕，事实如此，而事实是没法改变的。

那时我父亲已是孤儿。我太爷死后，他也就离开了长田河，随我大婆
也即他的大娘住进了一山之隔她的娘家。父亲奇迹般地躲过了毁寨的大火，
大难不死，这似乎注定了他必将是一个幸运者。在他的成人过程中，我大婆
完全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儿子，护爱有加。关于我大婆，现在我只能这样说，
她是一个世上少有的好女人。当初我爷爷娶回祖母，她受了许多委屈，说我
祖母夺走了本属于她的爱也完全不过分，但她能平静宽容地对待这一切，虽
然这也是她那个时代一些女人的普遍遭遇。事实上她待我祖母也一直很好，
人前人后称她么妹，祖母因为生长在城里，从小娇生惯养，除了一些简单的
针线几乎做不得什么，而我大婆一直亲事各种农活，还纺纱织布养牛喂猪，
父亲出生后又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但她任劳任怨，乃至我爷爷死后也是如
此。田子文破案纵火那天她刚好回了娘家，想来是她的造化。她的一生作为
一个女人是不幸的，我爷爷生前她一直没有生养，我爷爷死后她又一直没再
嫁，其实她那时才二十几岁，完全是一副殷实人家的一个强壮农妇的模样，
但她却将自己封闭起来，任其随着年月的流逝枯萎了下去。而在那些日子里，
她养大了我的父亲。

几十年之后我见到了我大婆。她是我在我家祖辈中见到的惟一亲人。
我当时很小，她当然已经老了。枯瘦的身子有点驼，头发花白，满脸满脖子
的皱纹，身板还硬朗。那时我们一家住在远离长田河的一个小镇上，大婆带
着我的同时还在纺线织布。在我看来那也是只有我大婆那样耐烦的人才能做
的活，一架木制的纺车被我大婆摇着，嗡嗡地转了一圈又一圈，那些棉条才
慢慢地变成一个线棒子。也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开始知道我家的一些往事。
我知道，我大婆带着我父亲回到娘家后，不久她就建了一幢木屋和我父亲单
独过了，我想她不仅从未怀疑自己是我家的一分子，还坚信养大我父亲，将
我家的血脉延续下去，是她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大婆不仅善良，而且是有见
识的，父亲六岁那年大婆就送他进了私塾。那时我家长田河的房子毁了，但
田地还在，大婆没有别的进项，送父亲读书就只有卖田。我父亲从私塾到进
城读小学又读中学，一直读到十八岁，我家的田也就一丘丘地减少，但我大
婆却毫不迟疑，后来我想大婆一定是把她丈夫即我爷爷当做了培养我父亲的
目标，她一定始终深爱着自己的丈夫，而有关我爷爷骑马挎枪的英武形象实
际上最初就是她提供给我的。后来我父亲高中一毕业就参了军，不久又升为
参谋，一把匣子枪吊吊地在屁股上挂着，我大婆高兴，她的理想似乎已经实
现，逢人便要说她卖田卖地可真值得。



我九岁那年大婆去世。她是春夏之际突然走的，那时她身板还依然硬
朗，也就闲不住。一天去镇边的小河里捞虾子，回家后说有点累，早早地睡
下了，却再也没醒来。这事谁也不曾料到，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大婆回家时并
没有什么异样，腰上系着一只巴篓，手里拿着把补过几回的捞斗，一路走进
院子还同人说笑来着，只是挽着的裤脚连同衣襟下摆有些湿了。我迎上去翻
看那只巴篓，看里面有没有螃蟹，又将巴篓和捞斗一同接了过来，说大婆你
快去换衣服，不然要着凉了。大婆说哪有那么娇贵呢，不过我真是有点累了。
那天父亲回来很晚，大概是忙着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没见着我大婆，而在平
时他总要问候一声的，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但那晚听说我大婆睡了也就算
了，这样就到了第二天早晨。在我家，我大婆总是每天第一个早起的人，烧
火做饭洗衣扫地之类的一应事情也是她做，但这天父亲起床后大婆的房门还
关着，不见一点动静，父亲似乎预感到什么，便推门走了进去。我那会儿正
躺在床上，睡意朦胧中，听得父亲喊了几声大娘，声音有些异样，接着屋里
就骚动起来了，跟着传来我母亲和姐姐的哭声。我惊醒过来一骨碌翻身下床，
进屋看时，就见我母亲正搂着姐姐，两人在床边哭成了团，父亲脸色苍白两
眼发呆，傻愣愣地在一旁站着，我大婆则躺在床上，一张依旧是熟睡的脸安
详平静地露在被子的外面。我大婆孤独劳累的一辈子，她就这样静悄悄地去
了。

我大婆最后被葬在了长田河。小镇距长田河五十里，沿途山路又陡峭
崎岖，人空手走动尚且艰难，何况运去一具棺材，需要耗费更多的钱粮也是
显而易见的，而当时我家又正处在生活的困难时期，但父亲还是决定这样做
了。现在我没法弄清楚父亲当年究竟是怎样想的，。但我大婆没有留下半句
话语便意外地突然逝去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父亲性格内向，平时不讲多话，但骨子里是傲慢而倔强的，当年他在
军队里因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可谓如鱼得水，前途一片光明，不料一份有关我
爷爷的材料被送到了部队。首长找他谈话，意思要他复员，父亲愤懑之下不
顾军纪顶撞了起来，回到宿舍又猛喝其酒，第二天，二话没说便离开了部队。
但在家里，父亲却是孝子，他对我们严厉，对大婆却是温和有加十分孝顺的，
记得一次大婆不知为什么生了气、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也不肯起来，父亲着急，
当着我们的面双膝一弯便给大婆跪下了。现在大婆突然去世，悲痛中父亲肯
定会愧疚不安，而推一可行的弥补办法，就是将大婆送回长田河去。实际上，
大婆不仅让父亲翻山越岭地送到了长田河，还极其用心地同我爷爷葬在了一
起。想来那也算是一场非凡的葬礼。可惜我置身其时却没能参加，我只是目
睹了院子里最初的情景。发现大婆去世的当天下午为她殓身入棺，当停放在
院子里的漆黑棺材将会上时，父亲颤抖着喊了声大娘，哭了起来。那是我第
一次看到父亲哭泣，他双手趴在棺材上，眼睛直直地望着棺材里的大婆，两
行泪水顺着他瘦削的脸颊滚滚而下，一些泪水流进了嘴里。父亲的失声恸哭
攫住了我，使我一时六神无主，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哭，而围着棺材的父亲的
同事们神情也变得肃穆。现在回想父亲的哭泣，哀伤而悲凉，有如一只孤独
的狼爆。

这只能说明父亲对大婆的感情是无限真挚的，这种情感也许只有一个
孤儿在失去抚养他的恩人的时候才会发生。或许正因为联想到了自己苦难的
身世，大婆的去世不仅击碎了父亲的心，同时也唤起了他那掩藏已久的归根
意识，于是乎运葬大婆的行为也就变得意味深长，成为一种象征。父亲请了



十六个人在大婆入棺的第二天起运上路，前面的人拿着锄头刀子以随时修整
道路，后面的人则背着饭食烈酒。一路行进中没响鞭炮，不闻哀乐，只有抬
运的人们在吆喝呐喊，一只红公鸡在棺头孓然独立，前面举在柜前的白幡一
路迎风飘动。经过整整三天的艰难跋涉，抬断了好几根木棒，途中还遭受了
一场瓢泼大雨，终于将我大婆运回了长田河。其后便是安葬。填土之际父亲
再一次泪流成河，无尽的悲伤加上连日劳累，使他在给大婆最后一次磕头时
骤然倒在坟前竟至昏厥，好半天才慢慢醒来。父亲作为一个先是让我害怕及
至老了又让我同情的男人，当年他的用心可谓纯洁而深远。这样想着，我的
眼睛湿润了。

在长田河的那个下午，离去之前我去了一趟墓地。墓地在长田河东南
一侧半山腰的一块平缓的台地里，长着十几株高大浓黑的柏树，从麦田中望
去像是一些头顶蓝天沉默不语的人。墓地又叫老寨，富有意味。里面坟茔大
小不一，只是很多，一座紧挨一座，拥挤如当年的长田河。我在墓地里走动，
心中肃然，丛生的灌木野草一次一次地划破了我的皮肉。通过辨认苦迹斑剥
的墓碑字迹，我找到了先人们的坟，其中包括我祖母的衣冠土冢，它紧挨着
我爷爷坟墓的另一侧。

彼时，一片西斜的阳光亮亮地照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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