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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寻觅地域最神奇之所在，尽在茫茫东北黑土之上，一户闯关东之家来东北寻找生活的出路，却突
然发现了自然和生活的奥秘，于是几代人开始了一个无有尽头的追求与梦想。
俄国人的狡诈，日本人的狠毒，淘金人的神秘，老二哥的奇特，伪警察的古怪，沦陷区百姓的活法，
还有土匪和老烧锅的种种内幕，演绎出一个又一个从来无人所知的故事。
小家联系着历史的更迭，传奇行走印证着朝代的变迁，仿佛让人走进了生命与历史的遥远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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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保明，中国著名作家，世界知名的东北文化学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他的大量作品记录和描写了东北生活传奇，几十年来致力于抢救挖掘东北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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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你不叫我活　　在一般人眼里，提起东北，就是大风大雪，老北风在雪壳里打旋，江河
冰冻，野鸡一片片冻死，头扎在雪壳子里，屁股露在外头，村屯人冻得咝咝哈哈的，一大早出去捡。
可是如果说热，东北这地方热起来也叫人够受⋯⋯　　这不，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仲夏，春头
子一收尾，大伙儿还没感到北方的春意和夏凉，热辣辣的日头就照开了。
春起在化雪的荒地上种上种子，小苗刚长起半尺多高，老天就开晴了。
这是一种干热闷烦的日子。
每天焰腾腾一轮白日，晒得地皮起卷儿。
关东驿道上的浮土像热锅里刚刚炒出的面，一脚踩上去直烫脚面子，这种旱天热土最难受的就是种地
的。
　　这日一早，在关东腹地，在伊秃（契丹语，汹涌的河水）河北岸一个叫乌卡拉浩特（蒙语，即宽
城子）的地方，从屯子里走出一老一少。
这老的年岁约在五十左右，一根长辫缠绕在脖子上，光着膀子；少的约在二十左右，也是一根长辫子
缠绕在脖子上，光着膀子，手里牵着驴的缰绳。
他们动作长相一模一样，俨然一对父子。
真是一对父子。
这老的叫齐雨亭，儿子叫齐子升，他们是这窝棚屯的地户。
　　爹送子出了屯口来在土道旁，他打个遮阳抬头看了看天上毒毒的日头，对儿子交代说：“你快去
快回。
大伙儿等着写裱呢。
”　　儿子答应一声，骑上驴就上路了。
　　老爹望着驴儿扬起的尘土消失在远方，打了个唉声，这才转身进了屯。
　　原来，自从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灭明起，清王朝便推行了封禁政策，把东北和长白山的大片土地
和山林划为“龙兴之地”，不许人采伐和开垦，又因蒙古族参加清王朝的反明战争有功，便把伊通河
西北的大片土地封给了蒙古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辅国公作为领地，并修了一条柳条边，“边外”定
为蒙公的游牧地，不准开垦，后来又修了一条“新边”，把其中的一部分划为清王朝的官地，定为朝
廷的围场，而乌卡拉浩特一带就成了朝廷和蒙王公都可管可不管的地方。
但是，清王朝的封禁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蒙古王公的抵制，于是早在几十年
前，柳条边以西郭尔罗斯前旗恭格喇布坦王爷违背清政府的禁令，私下招募大批来自山东、直隶的流
民前来垦荒，使得乌卡拉浩特一带的农垦面积不断扩大，后来竟然扩展到蒙公游牧地和朝廷围场的中
间俗称“夹荒”地带，这就是今天的“窝棚屯”一带。
　　由于一片一片的窝棚就像雨后地面冒出的蘑菇不断地在北方的荒原上漫延，蒙公恭格喇布坦王爷
觉得有利可图，便派出负责管地租的“租子柜”王爷按“窝棚”纳税，只要有一伙或一户闯关东来的
流民在这儿搭起窝棚安下家，烟囱一冒烟儿，他便领着兵丁来给你造册丈地，收租纳税。
可是由于流民和地户也搞不清哪片是蒙公的哪片是朝廷的，因此经常发生垦荒地户刚刚把租子交给蒙
公的租子柜王爷，可这边朝廷的税官又来收地税之事。
农户真是叫苦连天。
所以有如齐雨亭一家，在此搭了些个临时的或较长期的窝棚，手里掐着蒙王公给开的“开垦令”，等
着朝廷税官来验收拨地耕种。
　　窝棚是东北民间特有的一种房子，往往是四根棍子搭成“人”字形架，上面用青草一披，抹上泥
皮，靠一侧留门，一侧挖窗，里面砌上卧入地下半尺深的火炕，人们往里一住，也照样生儿育女。
但在这种地方生活，冬冷夏热，潮湿难耐。
可如今，更难的是老天大旱。
这不，一大早，齐雨亭就按照屯大爷徐老三的旨意，派儿子去河东的张家纸坊取黄裱纸，回来好叠裱
、写裱、烧裱，以求雨。
　　这窝棚屯处已住了上百户流民，都是闯关东从关内来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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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户窝棚中间是一处挺大的场子，显得宽绰眼亮；场子中间高高地立着一根旗杆，上面飘着一面黄色
的锦旗，上书“窝棚屯”三个大字。
　　旗杆周围的空场子上，一些不怕晒的小孩们光着屁股在玩耍。
　　他们玩着“老鹰抓小鸡”。
一边喊着：　　一把火，两把火，　　太阳出来晒晒我，　　哈哈哈！
　　在生活中，孩子们总是远离苦难。
这不是，今天是五月十三；五月初五端阳节大人给他们编的小风轮，用木杆儿穿的草龙，还有装上香
草的香荷包，他们用红线拴上挂在脖子上；还有的手里拿着一小绺艾蒿或小葫芦，有的捧着粽子边吃
边玩。
而各家的窝棚门口的荫凉处，却坐着三三两两的愁眉苦脸的闯关东流民。
　　“哎，皇爷稳坐江山！
可咱们⋯⋯”一个坐在窝棚口处的老汉，从嘴里拔出烟杆，望着在屯子场地上玩的孩子，说道：“这
些荒，开是开起来啦！
可心里老没底。
你倒是说清楚，哪儿是蒙古王爷‘租子柜’的，哪儿是皇爷的边！
”　　另一个靠在窝棚门栅上的老汉，噗嗤一笑，说：“老哥，他们也是说不明白。
说明白谁不说？
头年，朝阳堡子硬抗荒租，不是让朝廷给打死八十多口子？
唉，听天由命吧！
”先前那老者抹了一把脸上干热的汗泥说道：“是疖子早晚出头。
等着瞧吧！
咱这叫几百屯户人的命啊⋯⋯”　　这时，求雨秧歌队开过来了。
这种民间的土秧歌是按屯大爷徐老三的旨意组建起来，平时赶在红白喜事或年节出演。
而每年求雨活动，则必须出演。
按求雨仪式要求，秧歌由二十几个小生荒子（小伙子）组成，他们先由两个小伙子抬着一条草龙，对
着龙嘴处有四个小伙子抬着一张桌子，方桌上摆着一个大猪头，一左一右还点着两根大蜡烛。
一伙喇叭吹鼓手，手握家伙，随时准备开奏。
　　这时节，齐子升已来到张家纸坊。
掌柜的张大纸匠是在开春就按着徐老三的旨意，把屯子里求雨用的黄裱纸晒好，见了齐子升，张纸匠
问：“你爹可好？
”　　“还好。
就是愁哇⋯⋯”　　掌柜的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告诉你爹！
”　　子升点点头。
又说：“都那么说。
可朝廷一日不来认准，大伙儿心里就都没准。
这可比天旱还要紧！
”　　张纸匠让小打帮着把黄裱纸抬到驴身上，说：“快回吧！
大家都等着你呢。
”　　齐子升说：“纸钱到老秋一块算吧！
不能总白取你的。
”　　张纸匠说：“不用记算啦。
这就算我也在‘求雨’。
你告诉徐三爷，记上就中。
另外，还有啥需要帮的，就知一声。
咱一个纸匠，也没啥能水，就是用几张关东老纸呗！
”　　纸坊的伙计们都送上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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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子升又牵着驴儿踏上了土道。
　　一进屯子，一帮孩子们就抢着喊：“黄裱纸来啦——！
黄裱纸来啦——！
”　　不用通知，各家的人都走出来帮忙。
那往往是一些年轻的男男女女，他们有的帮着卸纸，有的帮着叠裱。
接着是写裱。
　　写裱，则要窝棚屯中公认为有“文水”的金大秀才来写。
他也是从中原闯关东来的，祖籍河北乐亭。
据说祖上三代当过文案。
他也晋过公试，没有考上，但大家也称他为“秀才”。
金秀才写得一手好字。
但求雨的黄裱上并不需要太复杂的内容，往往就是“龙王来”、“龙王好”、“阿弥陀佛”等等便行
。
接着就是求雨仪式，称为“烧裱”。
　　这时，全屯的男人都集中起来，一律脱去上衣，挽起裤腿，打着赤脚，排队走在前边。
其中由一位“仪式”执事，手拿黄裱，他喊一声阿弥陀佛，大家都跟着喊。
声音哭样的，很苦很低沉。
每走到一个屯口、道口、桥边处，就“烧裱”，然后祭者齐刷刷跪下，向老天三行三拜，高喊求雨。
这时，跟在队伍后边的秧歌就要把猪头和龙王牌位摆在前面，然后开扭。
　　秧歌都是传统的内容，什么花扇、推车、高脚子，还有老达子和老蒯抽烟等等，很是热闹。
而求雨的人众后面，是一串孩子们跟着跑跑闹闹的。
　　队伍从窝棚屯出发，直奔伊秃河口处的龙母庙。
说来颇有意味。
在早，在河的岸边上不知是何年何月，有人在此处建了座“龙母庙”，据说，龙母就是秃尾巴老李的
生身之母。
说老早年以前，山东文登府有一户人家，姓李，这一年，妻子生下一个孩子，可是从生下来就带着一
条尾巴。
李老爷子很生气，总也看不上这个孩子。
可是当娘的受不了，再说什么也是自己的骨肉啊。
　　这一天，趁当家的出去铲地的空儿，娘就搂过孩子给他喂奶。
　　孩子好久没吃娘的奶了，一见娘亲，就卧在娘的怀里，尾巴缠着娘吃开了。
　　谁知就在这时，爹爹铲地回来了。
　　他隔着窗户一看，吃奶就吃奶呗，还用尾巴缠着你娘，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他放下锄头，进了外屋就抄了一把菜刀。
当时，儿子光顾吃奶，也没注意爹冲了进来，只听“当”的一声，儿子的尾巴被剁下一节。
　　儿子大叫一声，从窗户跳出去，只觉着身子一重，双脚腾空就化成了一条巨龙。
这时天空顿时阴黑起来，接着雷鸣电闪，下起了瓢泼大雨。
老爹一看，儿子原来是一条龙，也吓得扔掉菜刀跪在了地上。
　　可是，龙儿围着他家的房子转了三圈儿，然后一直往北，来到了吉林的松花江上。
后来，母亲捧着儿子的一节尾巴追到了东北。
她死后，人们就在这儿给她盖上一座“龙母庙”，每年来祭奠她，并管她的龙儿叫“秃尾巴老李”。
据说今天在山东还有一句话，叫“雹子不打文登”，是说秃尾巴老李回文登看娘。
一到求雨的季节，这窝棚屯一带的人就到这儿来求雨，这已成了这一带人的习惯。
　　来在龙母庙前，秧歌队打开了场子。
　　齐雨亭和几位老人上前烧裱。
当纸烟徐徐升起时，全屯人都跪了下来。
　　这时，齐雨亭领着喊：　　求龙母，开开恩，　　来片云彩让天阴；　　小孩们则喊：　　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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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　　快下雨，　　包子馒头都给你！
　　秧歌开始。
什么舞龙，跑旱船，跑驴，串花阵，小燕钻云，真是热闹隆重极了。
然后，队伍返回屯。
　　大家返回窝棚屯，并不能立即散去，因为还有一顿求雨饭，那就是，要由屯子里的大户人家将猪
头带回去，用大锅炖上，然后款待所有参加求雨仪式的人们。
所以求雨这一天，往往也成为农家最热闹的一天。
按着窝棚屯的规俗，猪头被送到举办这次祭雨道场的齐雨亭家，由他家来操执。
　　齐家于是就开始操备这顿餐食，又抱柴禾又涮锅。
外面的场子旗杆下，秧歌队的道具都堆在那里，一些孩子们围在那里边玩边看，求雨的人众都三三两
两地议论着老天，等着开饭。
就在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喊：“不好了！
朝廷的税官来查验‘开垦令’来了！
你们看那是什么？
”　　这一喊，屯子里的所有人都静下来，大家齐向远方望去。
　　人们往东南一望，就见远处的荒地上朦朦胧胧地腾起了一片烟尘，还有“哒哒”的马蹄声，那是
一些马匹疾速地朝窝棚屯这边奔来。
　　马蹄击打着垦荒地户的心，尘土飘飞起来，遮住了天空的太阳，人们吓得跌倒爬起地四散奔回自
己的窝棚，转眼间窝棚屯场子上就空空的了。
　　不一会儿，三十几个骑马的人就来到窝棚屯的空地上。
为首的一个官人模样的大汉从马上跳下来，对手下的一个人说：“去，把窝棚屯大爷给我叫来！
”立刻有人“喳”地回了一声走了。
其余的人给这人放下一个马凳，头上撑开遮阳的紫缎罗伞，在他面前摊开一条长桌，三册厚厚的账本
和一个红漆的算盘“啪”地就摔在桌子上⋯⋯　　这时，朝廷的收租税兵已押着窝棚屯大爷和几个户
里屯头快步走了过来。
　　窝棚屯的屯爷是徐老三，那年已七十二岁。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坎肩，一部雪白的山羊胡子飘洒在晒得紫黑的胸前。
徐老三本名徐宝忠，祖籍河北沧州，家里开过镖局，因给一家大烧锅当护院“院心”不幸被人放火烧
了酒作坊而倾家荡产，不得不领着儿子闯关东来窝棚屯落脚，又被众人推举为“屯大爷”，掌管着乌
卡拉浩特窝棚屯几百户地户的身家性命。
　　见了朝廷税官，徐老三抱拳施礼，跨前一步说：“不知官爷光临屯堡，老三有失远迎。
罪过！
罪过！
”　　这次朝廷吉林将军派来的税官姓胡名奎，此人本是朝廷武官之后，因精通一些拳脚，平时便不
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现在有朝廷公务在身前来收缴地租便更是飞扬跋扈，他瞪了一眼徐老三命账官打
开地册说：“老头，又有多少新来地户？
”　　徐老三说：“回秉老爷，二十四户。
”　　胡奎说：“让各窝棚把地租算齐。
”　　徐老三说：“什么地租？
”　　“私入本地租种夹荒地地租。
”　　徐老三说：“胡爷，这二十四户地租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就被蒙公‘租子柜’收走了，我们闯关
东开荒的都不易，也不能种一块地交两次租子呀⋯⋯”　　胡奎也不回徐老三的话，只是命账官加在
一起算总账看看。
那账官手托算盘噼噼啪啪一阵细打，唱道：“二十四户总地租白银贰万伍仟肆佰两陆文⋯⋯！
”　　徐老三又顺怀里摸出一张二十四地户交蒙公租子柜地租的开垦令纳单双手托给胡奎说：“这里
已有如实清单，请官爷过目！
”　　胡奎伸手夺过纳租单，看也不看，“喳喳”几下把那纳单撕个粉碎，向空中一扬骂道：“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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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奉朝廷乌拉衙门前来收缴地租，我不管你交给谁，首先你得交给吉林乌拉租税！
你如有意抗租，我就平了你这窝棚屯！
并把你押到朝廷过堂！
”　　徐老三不动声色，又和言细语地说：“胡爷，农人种地又都不易，就是纳租，也得等到了秋天
，粮豆下来，卖粮纳租如何？
”　　胡奎早已不耐烦了。
他“啪”的一拳砸在桌子上，那张账桌“哗啦”一下子碎在地上。
胡奎怒声喝道：“把这老家伙给我捆起来⋯⋯”　　立刻上来几个清兵把徐老三捆个结结实实。
徐老三说：“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交你双份租子！
”胡奎说：“那我就先打死你。
”说完他一拳下去，打在老汉的后背上，徐老三大嘴一张“哗哗”地顺嘴里喷吐出两口鲜血⋯⋯这时
窝棚屯里突然响起“铛铛”的锣声，胡奎惊恐地向四外一望，只见有上百条汉子，一个个光着膀子，
手里握着二尺钩子、镐头、铁锹什么的农具嗷嗷地喊叫着朝这边涌来。
　　这真是作贼遇上打杠子（也是贼）的了。
原来，那些求雨的秧歌队，人也没散，现在一看，官兵把人逼到这个份上了，就围了上来。
　　齐雨亭一见事态要大，就暗中嘱咐儿子：“快去纸坊搬人马来。
大家集中，人多也势众！
”儿子急忙去了。
　　见人马围上来，徐老三抹了一把嘴角的血，突然对大家说：“慢！
”　　大伙儿顺势停下来。
　　徐老三对胡奎说：“胡爷！
现在你改变主意还赶趟，不然后果可不好收拾！
咱农人前两年也闹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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