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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广大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单调，没电视，少书籍，孩子们最好的精神享受莫过于
听上了年纪的老人，讲那些不知传了多少年多少代的民间故事。
在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讲的民间故事熏陶下，孩子们慢慢养成了诚实待人、爱惜粮食、互相帮助、淳朴
善良的品行，一个个动人的民间故事，不知打动了多少天真的少年。
    我的父亲是一位能讲几百个民间故事的能手，说得文一点就是一位民间文艺家，他的故事曾给村里
许多少年带来了欢乐和笑声。
没有电的夜晚，十几个少年围着父亲，静静地听父亲讲《千日打柴一火烧》、《白露神的传说》、《
龙王爱吃糜黍面》等许多故事。
至于《嫦娥奔月》、《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等传统故事，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无尽
的遐想。
    还有一些故事，是我从奶奶的口中听到的，至今难以忘怀。
一次吃完饭后，我的碗里剩了几粒小米，奶奶对我说，小孩子吃饭碗底不干净剩饭，长大就娶个疤媳
妇儿。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碗底留过剩饭。
奶奶还给我讲过一个《鞭打青苗十八亩》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小后生，给别人放羊，到了野外羊在地
畔吃草，小后生闲得无聊，就用鞭子抽打地里的青苗。
短短几年时间，小后生就把路旁的青苗抽打了十八亩。
有一天，下起了雷阵雨，大雨过后人们不见小后生赶羊回来，就分头去找。
结果发现小后生被雷劈死了，在他的背上还留下一行字：鞭打青苗十八亩。
人们都说，小后生坏了良心，遭了报应。
    另一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个村里，一户人家的祖先，请一位阴阳先生给他家看坟地，阴阳先生说看好
坟地可以，不过看完坟地后，阴阳先生自己就得瞎眼，要由他家养老送终，他家答应了阴阳先生的条
件。
看好坟地没几年，他家的日子便越过越好，按阴阳先生的说法，他家的后代中要出三斗三升芝麻的大
官。
谁知过上好日子后，这家人却再也不管双目失明无依无靠的阴阳先生了，为人处事也越来越刁钻。
无奈之下，阴阳先生又设法破了这家的风水，这家的好日子急转直下，后代也由出大官成了出车倌牛
羊倌，大人小孩或多或少都要赶几天马车或放几天牛羊。
    这些看似充满迷信色彩的故事中，包含着一定的哲理，有着浓厚的寓言色彩，寄托着人们对真善美
的追求和向往，对假丑恶的鞭挞和鄙视。
它净化了一代又一代少年的心灵，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少年的品格。
难怪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对他们童年时代听过的民间故事，仍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小时候听到过的故事，不仅陶冶了我的情操，影响了我的为人，而且为我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从上高中开始，父亲讲过的故事，经我整理后，有上百篇陆续在报刊上发表，部分作品被收入《中国
民间文学集成》(山西卷)，我本人也成了一名作家。
我创作的寓言作品，也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许多营养，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地域风格，受到
塞上家乡人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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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有着浓厚地域风格和个性色彩的作品集。
作者是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以来，全国寓言创作最为活跃的年轻作家，先后出版了多部寓言集。
每出一部作品都充满了创新精神，《幸运的亚军》是一部以人物为主人公的人物寓言集；《名著新寓
》更是借名著人物，塑造出新的寓言形象，被誉为当代人物寓言创作的代表作；《今天是个好日子》
则把寓言和小说有机地结合起来，借用短信的形式，创作出独特的寓言体短信小说。
本部作品集，作者同样做了有益的尝试，作品带有明显的塞北地方特色，选材新颖，贴近生活，故事
性强，趣味十足。
其中，刘姥姥的故事系列，通过寓言的形式，塑造了一位风趣幽默乐观热情的人物形象；非常短信用
文字对话的形式，借助文字的形意特点，阐述出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寓言
诗则以诗的简洁明快，显示出作者驾驭文字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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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建忠：山西左云县人，现任左云文联主席。
系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攻寓言文学创作。
已出版寓言集《幸运的亚军》、《蜗牛取名》、《名著新寓》、《今天是个好日子》等多部作品集，
曾获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第二届、第四届“金骆驼”奖；获第四届金江寓言文学奖。
曾在《大同晚报》副刊开辟寓言专栏，并在《光明日报》、《杂文选刊》、《杂文月刊》、《读者》
、《中国文学》、《小品文选刊》等全国20多个省市的多家报刊，发表作品上千件。
作品多次被各种寓言选集收入，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和法文介绍到国外。
曾被评为大同市劳动模范、优秀专业技术人才，是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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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大业大的贾府，随着人丁不断增多，日常生活支出越来越大，就连理财有方大权在握的王熙风，也
觉得每月按照以往固定的经费使用，已无法维持太太小姐们的花销，如果遇上一月有几位小姐过生日
或者太太们祝寿，亏空就更大了。
一向不为钱财发愁的王熙凤，也不得不在银两分配上掂斤掇两，琢磨着如何才能增加一笔收入，以减
轻全家人用于吃喝拉撒带来的负担。
    一天，王熙凤无意之中听到几位小保姆小声议论，说有几位小姐找了几个保姆都不满意，还向她们
打问有认识的比较聪明的小女孩，给介绍几个。
其中一个保姆说：“我们老家里女孩有的是，人也挺顺溜，在家里闲着，早就想出来却没门路。
就是她们没见过世面，不知小姐们看上看不上眼。
”    保姆的话顿时触发了王熙凤的大脑。
大户人家缺少称心如意的保姆，乡下女孩又闲得无聊没事儿干，我何不办个保姆职业培训班呢？
    说干就干，经过认真琢磨，王熙凤觉得有利可图，很快在大观园开辟了女青年职业培训班，在城市
乡村张贴了招聘广告，凡年龄在13岁至15岁的女孩，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五官端正者，免费入学，管
吃管住。
半年后负责推荐到大户人家去当保姆，未被录用者继续深造，直到有人聘用为止。
    招生广告贴出后不到三天，首届培训班50名学员就全部招齐。
第一堂课王熙凤亲自主讲，其后分别聘请宝钗、探春、袭人、平儿等小姐保姆，向学员传授待人接物
、迎来送往、烹饪护理、养花种草、针线刺绣等多种知识。
    一些大户人家听说大观园开办了保姆培训学校，纷纷前来挑选保姆，没等半年学习期满，学员已被
用户提前聘用，除留下定金外，还将用于学员的培训费也一并由用人户主一次付清。
    王熙凤原打算将培训学员留几个分配给几位保姆不称心的小姐，没想到却全部被用户聘用，这使她
的办学信心大增，干脆将保姆培训班扩大为培训学校，并以自己的名字为学校命名，一时轰动了整个
京城。
有钱人家雇到了称心的保姆，没钱人家的子女学会了本领找到了饭碗，人们纷纷上门向王熙凤表示感
谢，培训学校越来越火爆。
    不久，王熙凤荣获文部省颁发的“发展职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的金匾一块，慕名前来求学的人
和前来聘人的大户越来越多。
    失踪的部落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部落，无论从智力还是体力上说，都超过了他们周围的部落。
    可不知什么原因，这个部落的人突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全部失踪了。
周围的部落感到非常奇怪。
    几千年之后，这个部落失踪之谜才被解开。
原来，这个部落里的人最早发明了用兽皮做出的衣服，取暖保温，遮雨挡寒，日子比过去强多了。
为了不被其他赤身裸体的部落知道这个秘密，全部落的人悄悄迁往一处无人居住的深山老林。
当科学工作者发现了他们的时候，这个部落里的人由于长期与世隔绝，仍旧过着刀耕火种、身穿兽皮
的原始生活。
    灶神的嘴    据说，天上的玉皇大帝派灶神下界长驻人间，让他察看人间的是非善恶，掌管人们的祸
福财气，并让他每年腊月二十三这天，上天汇报一次情况。
    灶神来到人间后，人们为了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几句好话，家家户户年年月月，都为他供奉了
上好的饭菜糖果。
灶神也毫不谦虚地走到谁家吃到谁家，全然忘了自己的职责，整日悠哉悠哉。
回到天上，他对玉皇大帝只管捡好话说。
玉皇听了他的话，真以为他在人间尽职尽责秉公办事呢，乐得不住地对他大加赞赏，认为自己没有用
错人。
    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灶神的做法就是最好的例证。
    上帝造物    据说，上帝创造了世界，包括各种动物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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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创造的各种动物中，却没有一种是他认为最漂亮最完美的。
于是，上帝决定把各种动物身上最好的一部分重新进行组合，创造一种名叫骆驼的新动物。
    上帝满怀信心地把各种动物身上最好看的：牛蹄、龙脖、猴毛、兔嘴、猪尾、鸡脯、马耳、蛇眼、
虎骨、鼠牙、羊鼻、狗肚组合在一起，以为能创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动物。
谁知，等到把骆驼造出来一看，比原来的任何一种动物都难看。
至此上帝才明白过来，最好的配件集中到一起，不一定就能构成完美的整体。
    啤酒馆的爆炸声    二战期间，德国柏林一家啤酒馆，曾发生过一起炸弹爆炸事件。
    一位名叫艾尔色的木匠，对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非常痛心，下决心除掉这个恶
魔。
当他得知希特勒要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露面时，便准备了一枚炸弹，想把希特勒炸死。
结果，因希特勒比原定时间早七分钟离去，却炸死了七名无辜者。
    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结束后，有人问啤酒馆的老板：“当年木匠炸死了你家那么多亲人，毁坏了你
不少财产，你不痛恨他吗？
    “不，不痛恨，”啤酒馆老板说，“我只是有些惋惜，当时没有把希特勒炸死，未能使更多的人幸
免于他的魔爪。
我的家庭会遭受到那样大的不幸，完全是因为希特勒，我怎能把仇恨记在木匠的身上呢！
”    勇敢的观众    二次大战期间的一天，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穿着便服坐在柏林一家电影院里看
电影。
当银幕上出现了希特勒演说的场面时，观众全体起立，都像演说中的希特勒一样举起了右手。
    整个影院中只有希特勒一个人仍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旁边的一位观众不知身边这位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希特勒，弯下腰来悄悄地对他说：“我们大家的心情
都与你一样，只是不敢像你这样，勇敢公开地反对罢了！
”    听了这位观众的话，一向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没有像以往那样，对这位对他怀有不恭者大打出手，
而是破天荒地饶了这位观众。
因为希特勒无意之中，做了一名自己反对自己的“勇敢的观众”，了解到人们对他这个独裁者绝对服
从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不满情绪，心头不免一惊，第一次对自己的独裁统治产生了动摇的念头。
    人心是永远不会被强权政治的高压所征服的。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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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文学作品是长在现实泥土里的花朵，通过多年来的创作实践，我深深体会到了这
一点。
2006年12月，我的第三部寓言集《名著新寓》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2008年10月，在浙江瑞安举办的
中国寓言文学年会上，获得了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第四届金骆驼奖，这也是我第二次获得这个奖项。
此前，我在1997年出版的第一部人物寓言集《幸运的亚军》，于1998年获得第二届金骆驼奖。
不少人问我，为啥想起写《名著新寓》这部作品，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通过《名著新寓》这部作品
，和大家谈谈我是怎样写寓言的。
    十几年前，中央电视台准备播出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我曾经写过几篇有关水浒人物的寓言《王
婆卖瓜》、《王婆偷麦》，我想如果能在《水浒传》播出前和播出过程中，在报刊上开辟《水浒系列
人物寓言专栏》一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同晚报》的副刊编辑进行了沟通，得到支持后，我便开始着手创作，边
写作边发表，一直写了上百篇。
后来又接着写了《三国系列人物寓言》。
这两组作品写完后，我又写了《红楼梦》系列人物寓言，主要是刘姥姥的故事。
    我今天重点想和大家说的，是我在创作这些寓言过程中，是如何编写故事的。
首先说说《萧让学书》的写作过程。
还是在1995年的时候，山西省作家协会在我们县里，召开了一次全省儿童文学创作会议。
会议期间，省作协主席焦祖尧先生为大伙题字留念。
焦主席题字时，有十几个人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观看，其中一位四五岁的小女孩儿站在最前面，看的
格外专注。
在场的一位记者不失时机地将这一场面摄了下来，并且发表在省作协一家儿童刊物的封面。
照片上小姑娘那双天真的眼睛，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拿着儿童刊物找到小姑娘，指着上面的照片问她
，为什么别人写字，她看的那样认真。
谁知小姑娘却出人意料地回答：“我看他戴的戒指，比我姐姐戴的那个好看！
”这件事过了很久，我还不时地把它想起。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寓言素材，就写成了一则寓言《书法家和小女孩》。
几年后，我在晚报副刊开辟了《水浒系列人物寓言》专栏，又想到了看书法的小女孩，就把先前写的
寓言重新整理了一番，主人公变成了萧让和小女孩儿，题目改为《萧让学书》发表。
    例文一萧让学书    梁山好汉圣手书生萧让，从小便开始练习书法。
十几岁时，萧让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
听说小萧让字写得不错，主人拿出文房四宝，请萧让当场书写了几幅作品。
书写过程中，主人家七八岁的小女孩儿，始终站在萧让身边，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双手。
小女孩儿的举动，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个女孩儿如此喜欢自己的字，太让人感动了，萧让也这样想。
从此之后，他更加发愤地学起书法来，并且成为一名远近闻名的年轻书法家。
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萧让的父亲不由想到当年看萧让写字的小女孩儿，便请人到女孩儿家为萧让提
亲，婚事当即告成。
新婚之夜，等客人们散去后，萧让便急切地向新娘打问，当年她为何那样目不转睛地看自己写字。
新娘听后，笑了笑不好意思地回答：“我哪是看你写字，我是看你手上戴的金戒指，式样比我那枚漂
亮多了！
”有些事情，往往在没有说出它的真相时，最为美好，一旦真相大白，就会变得索然乏味。
    写作《水浒系列人物寓言》我把目光投向这几个人，李逵、吴用、扈三娘和王婆，这几个人的个性
都十分鲜明，李逵的鲁莽天真、吴用的聪明机智、扈三娘的勇猛顺从、王婆的奸诈贪婪，无不给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
于是便有了《馋嘴王婆》、《王婆骂街》、《李逵识字》、《李逵追黄羊》、《吴用吃饺子》、《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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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焚天书》、《扈三娘与祝彪》、《扈三娘与林冲》等寓言。
    我小的时候，听人说起村里的一个人，上了好几天学校，都没有读出“头”字的正确读法，我把这
个故事稍作加工，便成了《李逵识字》。
    例文二李逵识字    李逵小时候，在私塾上学，特别贪玩儿。
一天，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头”字，让大家念，但李逵心里却想着尽快放学，去掏自家屋檐下的
一窝小麻雀。
第二天，先生检查学生的认字情况，依旧把“头”字写在黑板上，让李逵先认。
李逵明知是个“头”字，却因脑子里整天搁记着麻雀的事，一时忘了该怎样念，就信口说：“脑袋！
”先生摇了摇头。
“脑瓜子！
”李逵回答说，先生又摇了摇头。
“大脑！
”李逵第三次回答。
先生见李逵几次没读对，就走到他的身边，无可奈何地在他的头上磕了几下。
经先生这么一磕，李逵猛然想起大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要一头儿，没一头儿，脑袋像个磕烟袋儿。
”急忙站起来，大声说道：“磕烟袋！
”说完长舒了一口气。
其余的孩子们听了，全都笑了。
一心不贪二意，贪玩影响学习。
    《吴用吃饺子》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写成的。
我上高中的时候，放了暑假，回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当时，村里人正在另外一个村里大会战，修一条水渠，参加劳动的是全公社所有能下地干活的人，场
面十分壮观。
劳动之余，我们几个中学生还担当起义务通讯员，把现场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写成表扬稿，交给工地
现场指挥部，由播音员播出。
中秋时节，工地也不放假。
那时，在我的脑海中，最钟情的食物，莫过于饺子了。
村里人每年每人只能从队里分到两三斤麦子，除了过节外，平时很难吃到白面，吃饺子的事简直想都
不敢想。
多数人家都是一年固定吃两顿饺子，正月初一吃一顿，八月十五吃一顿。
所以，不论大人小孩都特别看重，节日的气氛也就特别浓厚。
包饺子的时候，大人们在饺子里面，包上一枚崭新的硬币，对孩子们说，谁吃到了谁就在新的一年里
欢乐幸福。
小孩子们围在大人们身边，一个一个地数，焦急地等待着能很快吃到饺子，都希望吃到包硬币的那个
饺子，希望自己一年好运，幸福常在。
中秋节那天，我和村里人一起在大会战工地吃的是食堂饭。
饭后，村里一位大爷家人送来一饭盒饺子，大爷让我也尝了几个，当时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
在我吃的几个饺子中，我竟意外地吃到了一只包硬币的饺子，感激大爷的同时，我又有些觉得对不住
大爷，自己怎么就吃到了大爷一家充满希望的饺子呢。
这件事在我的心中一直搁了二十多年，直到写出《吴用吃饺子》为止。
    例文三吴用吃饺子    老年间，乡下人过年吃饺子，总要包一个里面放有铜钱的饺子。
全家人如果谁吃到这个饺子，就说明谁在这一年里，日子过得最愉快最舒心，有福气交好运。
正月初一，十几岁的吴用一早起来，到小伙伴家去玩耍。
小伙伴的母亲让吴用吃了几个新年饺子，谁知他家包的铜钱饺子，碰巧让吴用吃到了。
小伙伴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一年中只有春节才能吃上一顿饺子，每个人都企盼着自己能吃到铜钱饺
子，交上好运。
吴用吃到他家的饺子后，一家人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没了精神，觉得自家人的命运不好，包了个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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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饺子，还让别人吃到了。
吴用自己也没想到，吃到了寄托小伙伴全家人一年希望的饺子。
看到一家人难过的样子，吴用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安慰小伙伴全家几句，又觉得于事无补。
在小伙伴家中呆了一会儿，吴用借故离去了。
    回到家中，吴用让母亲做了个有记号的铜钱饺子。
临近中午吴用把小伙伴叫到自己家中。
母亲把饺子煮熟后，吴用把做了记号的饺子夹到一个碗里，然后又夹了几个，端到小伙伴面前让他吃
。
小伙伴吃到饺子里的铜钱，顿时喜形于色，吃完便高高兴兴地向自己家中跑去，急着告诉全家人，自
己吃到铜钱饺子的喜讯。
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终须系铃人。
    我们单位的老领导，为人十分憨厚，处人办事总怕别人吃了亏。
一天，他上街去买肉，来到一位他熟悉的卖肉人身边。
卖肉人的热情令他十分感动，秤头高高的不说还添了很大一块零头。
回到家中，他想秤秤卖肉人到底多称了多少，结果却令人失望。
当老领导和我们说起这件事，我就把它记了下来，写成了寓言。
    例文四宋江买肉    宋江在郓城当差时，一次回乡下探望老父宋太公，到肉摊上去买肉。
十几家卖肉的都招呼宋江，让他割自己的肉，宋江走到一位自己熟悉的屠夫面前。
屠夫很熟练地割了一块肉，拿秤一称，秤头高高的，说道：“五斤！
”然后又割了大约四五两的样子，算作添头，和称好的肉一起交给了宋江。
整个割肉过程中，屠夫始终是那样热情，简直使宋江有些感激涕零。
以往买东西，宋江向来不好掂斤掇两。
他是个重义之人，屠夫对他这样热情，秤高不说，还添了那么大的零头，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于是，宋江找出一把秤，看这位自己非常熟悉的屠夫，到底给他多称了多少
肉，好以后有个补报。
谁知不称不要紧，一称反倒把宋江弄糊涂了，五斤肉还不足四斤半。
做假者，表面上往往比一般人更显得热情豪爽。
    我八九岁时，十余里外的邻村，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一家人的儿子名叫二堂，从小开始偷东西，先是偷同学的纸笔，后来偷商店的货物，看到啥偷啥。
直到有一天偷人时被当场抓获。
公安人员从他家的地窖里，搜出的赃物，比农村供销社的货物还多。
公处大会那天，我们徒步到二堂所在的村里，观看了他偷盗的东西，各种物品占了整整三大间房子。
观看公审的人密密麻麻，有的人院里站不下，就上了村里的马棚，结果压塌了好几间马棚。
回村的路上。
村里一位大人说，审判二堂时，他爹哭得很伤心。
边哭边说：“我不愁我大堂吃抿扒股儿没酱，我愁我二堂坐禁闭没炕。
”于是，便有了我下面的故事。
    例文五西门太公的忧虑    西门太公有两个儿子。
老大西门庆胡作非为，强取豪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老二安分守已，凭自己的双手养家，虽说日子过得紧巴些，倒也饿不着肚子。
对西门庆的不端行为，老人多次劝说也没起作用。
一气之下，西门太公只好和西门庆断绝了父子关系，和老二住到了一起。
平时，人们见西门太公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还以为老人为老二的穷光景犯愁。
谁知老人却说：“我哪是愁二儿子喝稀饭没盐呢，我是愁大儿子将来不得好死呀！
别看他今天耀武扬威，将来迟早会有一天要吃苦，遭到报应。
”正如西门太公所料，不久西门庆因与武大郎之妻通奸，合谋杀死武大郎，事发后被武大郎之弟杀死
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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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二儿子却因自己诚实劳动，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多行不义必自毙。
    例文六燕青养马    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卢员外家中，有个小马童，为他家饲养战马。
一天，小马童的父亲去世，他把和自己一道玩耍，父母双亡的小伙伴找来，替他养马。
    照看战马的日子里，只有十几岁的小伙伴，每天把战马喂好圈棚打扫干净后，还要把马的身上清洗
一遍。
到了夜晚，小伙伴三番五次起来为战马添加草料，不几天就把战马喂养的膘肥体壮，油光闪亮。
就连不属于他管的院子，也要每天认真清扫一次，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小伙伴的一举一动，被卢员外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顶工期满，无依无靠的小伙伴正要离去，不料却被武艺超群的卢员外留了下来，让他做了自己的贴身
侍卫，教他习武练艺。
后来，这位小伙伴与卢员外一道，上了梁山，成了一名千古留名的英雄，他就是浪子燕青。
那些平时对待小事一丝不苟的人，将来才有可能成就一番大业。
    这个故事是我很轻松地写出来的。
一天，我到县委收发室取报，收发员小张无意中说出一件事。
办公室一位公务员，父亲生病了，请假回去照看。
临走的时候，他把自己一位家在农村的同学找来，为他顶一段时间的工。
这位顶工少年顶工期间，干的十分尽力，就连一些不属于自己干的活儿，他也干了。
顶工期满后，被领导看上，把他留了下来，没多久便签了合同，成了一名正式机关职工。
回到办公室，我就把这个故事记了下来。
    再说说我写《张飞洗脚》的事儿。
我这个人，特爱出汗，尤其是脚上的汗，不论冬天还是夏天，天天都出。
每天都得洗，如果不洗就觉得不舒服。
写《三国系列人物寓言》的时候，顺理成章便安到了张飞的头上。
    例文七张飞洗脚    猛将张飞，一生征战沙场，直到老年，仍双目炯炯有神，威风不减当年。
普通人一生中，总会遇到各种疾病的折磨，或卧病不起，或浑身疼痛，张飞却连头痛脑热的现象都很
少发生。
    大将赵云，见张飞精神总是那样饱满，问道：“张将军为何从来不见您生病？
”张飞回答说：“我想，这与我每天坚持洗澡有关吧。
不论出征多么疲劳，晚上我都要把全身擦洗一次。
没有热水，就用冷水；没有冷水，就用冰块，从不间断。
”    赵云又好奇地问道：“那您为啥想到每日都要洗澡呢？
”张飞嗨嗨一笑，不好意思地说道：“还不是因为我这双讨厌的脚，一天下来，总要把鞋袜湿透了；
两天不洗脚，就会臭气熏天。
没办法，只得天天洗，洗着洗着就洗出了益处，洗完之后不但浑身舒服，而且疲乏尽消，偶尔有一天
不洗，还怪不舒坦，慢慢地连身子也一便洗了，直到如今。
要是没有脚臭的毛病，我才懒得洗它呢！
”    听了张飞的话，赵云不由乐了：“看来坏事有时也能变成好事，张将军真该感谢您这双臭脚才对
！
”说着两人不由地开怀大笑起来。
    这个故事不用点出寓意，大家都会想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句俗语。
    写了《水浒系列人物寓言专栏》、《三国系列人物寓言》，又想到写《红楼梦系列人物寓言》，想
到了刘姥姥。
《红楼梦》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成就也是惊人的，
不仅书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给人深刻的印象，次要人物也不例外。
刘姥姥是书中出场次数不多几回的一个人物，同样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显示出她的天真、活泼、幽默和机智的性格，整个人物形象充满了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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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色彩。
她的言谈举止，给大观园的人们带来了由衷的笑声，也给众多读者带来了笑声。
也许是刘姥姥这个人物，给我记忆太深的缘故，在我创作《红楼梦系列人物寓言》过程中，最先流人
我笔端的就是刘姥姥这个人物，于是便有了《刘姥姥的故事》。
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位具有农村妇女善良朴实憨厚豁达的品性，所以我便很顺利地写出了60则《刘姥姥
的故事》。
    例文八送杏    刘姥姥新买了一处院子，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杏树。
春天，树上开满了鲜艳的花朵，粉中有白，格外鲜艳。
不久，花儿落了，树叶也绿了，隐藏在绿叶中间的酸毛杏儿也一天比一天大。
每逢这时，树上指头大的酸毛杏儿，格外吸引那些八九岁的毛头小子。
原来的主人因为杏树一到了结上酸毛杏，院子里就不安宁了，常常引来不少摘杏儿的孩子们，怎么也
看管不住。
到了秋天，杏儿没结多少，闲气倒没少生，把树打倒了又觉得可惜，无奈只好把院子卖给了刘姥姥。
杏树开花后，刘姥姥知道那些顽皮孩子就开始盯上了杏树，便抽空找到村里的每一个小孩，对他们说
谁如果答应不去偷酸毛杏儿，秋天就给谁送大红杏儿。
于是，在孩子们中间，刘姥姥秋后送杏的事便传开了，大伙互相约定，再不能去偷杏儿了，要不秋天
就吃    不到大红杏儿了，偷杏儿的孩子果然少了许多。
秋天到了，树上的杏儿比往年多结了十几倍，村里的人很惊讶。
刘姥姥把摘下的杏儿，先给那些有小孩子的人家每家送去一份，就连那些偷了杏儿的孩子们她也送了
一份，又给村里别的人家也都送了一份，另外还特意多送了杏树原先的主人许多杏儿，比他家往年收
获的全部杏儿还多。
村里的孩子们人人吃到了香甜的杏儿，个个欢喜不已。
    无论多么棘手的难题，只要肯动脑筋，总会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
    例文九吃糕    刘姥姥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只有精打细算，才能使全家人不至于一年四季有断顿的
时候。
即使如此，刘姥姥也没有为自己的苦日子犯过愁，皱过眉。
冬闲时节，吃过午饭拾掇完家务喂完了牲畜，刘姥姥拿着针线活到邻居家串门儿，几位老太太聚在一
起拉家常。
    一位老太太问刘姥姥：“您今儿又吃啥好的了，出来这么晚？
”刘姥姥回答的很干脆：“糕！
”“不时不节您咋想起吃糕，油糕还是素糕？
”“我吃的是拿糕！
”糕在北方农村，是一种比较上讲究的食物，拿糕则是另一种较差的食物。
所以一位老太太又问：“我说您一向节俭，咋就吃糕了，原来是拿糕。
莜面的还是豆面的？
”“谷面的！
”“蘸热汤还是蘸盐水？
”“淡吃了！
”刘姥姥的回答，一下子把大家逗乐了，几个人笑得前仰后合，把腰都笑弯了。
    生性乐观者，即使日子过得艰难，也能泰然处之，体会到生活的乐趣，苦中作乐，以自己坚强的意
志度过难关。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左云南街有两个丑女，一个绰号叫“怕唬唬”，一个叫“魂颤颤”，意思就是
人人见了人人害怕。
两个人经常在街头坐在一起，对别人品头品脚，“怕唬唬”说：“世上的人，我看长得好看的不多，
长得丑的也不多。
”“魂颤颤”也说：“你说的也是，多数人和咱姐妹俩差不离儿，中等人样儿的最多。
”他俩的话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都认为是不自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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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这个故事，反倒觉得她俩很可爱，有自知之明，便借刘姥姥之口，说出我的感受。
    例文十丑女    一天，刘姥姥和同伴们到镇上去赶集，路过一个小村庄。
村边坐着两个少妇在那儿闲聊。
只听一个少妇说：“世上的人，我看长得好看的不多，长得丑的也不多。
”另一个少妇接着说：“你说的也是，多数人和咱姐妹俩差不离儿，中等人样儿的最多。
”看见来了陌生人，她俩马上不出声了。
等走到两个少妇身边时，刘姥姥和同伴才发现，这是两个长相非常难看的女子，要是一个人夜晚遇到
她俩，不丢了魂儿也会吓个半死。
刚从她俩身边走过，同伴就忍不住了，十分好笑地说：“还中等等呢，简直难看死了！
”“你可不要笑话，她俩的话真给了我不少启发。
世上许多人都把自己看得比别人什么都好。
与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相比，只是她俩说的更明白了些。
再说她俩也没有把自己列入漂亮的里面，也有几分自知之明，实在难能。
你说是吗？
”听了刘姥姥的话，同伴似乎明白了些，深深点了点头不再出声了。
一个人很容易认识别人的缺点，但是却很难认清他自己的缺陷。
    五十年代初，左云有个著名的演员叫四女旦，他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别人的戏没戏，我的戏才有
戏哩！
”后来参加全省汇演，结果名落孙山，再不说有戏没戏的话了。
这个故事同样可以说明上面的道理。
    因为有了三部寓言集，我成为以学者教授为主体的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一名会员，并出任副秘书
长，《北京日报》发表评论指出，侯建忠的人物寓言是当代人物寓言的代表作品。
著名寓言作家马达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国寓言文学大事记》一文中指出：侯建忠是90年代初寓言创作
最为活跃的青年作家。
近几年，我创作的实验性文体短信500则，被中国第一部短信寓言集《大拇指上的智慧》收入70则，被
《杂文选刊》、《读者》、《杂文月刊》等选刊类报刊收入几十则。
一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要出一部作家谈小时候读书写作的故事，我应约写了《我与民间故事》一文
。
此外，我还对中国当代最活跃的50多位寓言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赏析和点评，其中《张鹤鸣的寓言教
学创作》发表在《光明日报》。
最近，上海市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共收入100多位作家的
优秀作品100多篇(每人限收一篇)，收入十位寓言作家的作品：黄瑞云《陶罐和铁罐》、金江《从岩缝
里长出来的小草》、叶澍《“马上”小猴》、钱欣葆《鸡妈妈的新房子》、少军《水泡》、方崇智《
战胜命运的孩子》、凡夫《云雀明白了》、雨雨《脚和手》、樊发稼《花猫捉老鼠》、韶华《风筝和
雄鹰》。
其中7人的作品曾被我点评。
这些名家的名篇，创作素材也大多从生活中挖掘提炼出来的。
    以上说了这么多，同学们一定听出了些眉目，你说的都和民间故事有关，确实如此。
我说的意思就是民间文学对我的寓言创作，对我喜欢上写作，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我的父亲就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讲的上百个故事，被我整理后，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这些故
事不仅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也使我从中受到了教育。
可以说，是民间文学滋养了我，成就了我的作家梦。
另外，在写作过程中，我时时留意生活中发生的事，一些我认为有用的东西，当时就用笔记下来，不
然就会忘记，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好记性不如赖笔头。
单凭个人想像，闭门造车是很难写出东西的，这也算是我的一条写作经验吧。
我还想说一点，小时候也就是上初中以前，人的大脑十分单纯记忆力是非常强的，我写的东西大多是
小时候脑海里记下来的，也就是小时候听过的和周围发生过的事，当时发生的许多事至今还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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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成年，发生不久的事，也很快忘记了。
同学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大好时光，掌握更多的知识。
    同学们：感受生活，并从生活中汲取营养，文学之花才会灿烂。
罗丹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只有在生活中不断地感受，并在感受中充分地感知感悟，才能创造出一片神奇的文学天地。
而阅读一些作品，则是我们在生活的基础上，借鉴和学习的过程。
总之，同学们如果有兴趣，不妨多读点寓言作品和民问文学作品，我想对提高大家的写作水平，或多
或少会起到作用，有的同学由此走上创作之路，成为作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本文是作者在2009年1月在大同市图书馆平城讲坛上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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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位出远门快把身子冻僵的少年，进屋后没有像往常那样，赶快去火炉边烤火取暖，而是从屋子外捡
回两块寒冷的冰块，在自己的手上和脸上擦起来。
看着少年的举动，火炉百思不得其解，它瞪大了眼睛，向冰块请教，这是为了什么⋯⋯    《冰块和火
炉》是一部有着浓厚地域风格和个性色彩的作品集。
作者侯建忠是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以来，全国寓言创作最为活跃的年轻作家，先后出版了多部寓言集
。
每出一部作品都充满了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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