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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北京的文学风景　　孟繁华　　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然也无可非议地是中
国当代文学的重镇。
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个伟大的传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将近百年的北京作家，他们内心
强烈的国家民族关怀，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态度，使北京的文学气象宏大而高远；共和
国成立初始，散居全国各地的大批优秀作家聚集北京，或从事专业创作或担任文学领导职务。
丰厚的文学人才资源在北京构筑起了独特的文学气氛：所谓“文坛”，在北京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在这个专业领域内，竞争构成了一种危机也同时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动力，特别是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
，这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畅所欲言文学的地方。
这是北京的骄傲；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北京作家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学
条件，各种文学信息在北京汇集，专业的、业余的、“北漂”的文学人以及国际的文学消息和文学家
的彼此往来，使北京文坛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视野和气氛。
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创作，都因其对社会和现实世界的敏锐感知和宽
广视野，因其不同凡响的万千气象而备受瞩目。
它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它制造潮流也反击潮流，它产生大师也颠覆大师，它造就文化英雄也批判
文化英雄⋯⋯北京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文学和文化发祥地和实验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就是中国文
学和文化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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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
北京作家内心强烈的国家民族关怀，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态度，使北京的文学气象宏大
而高远。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的文学创作，都因其对社会和现实世界的敏锐感知和宽广视野，因其不同凡
响的万千气象而倍受瞩目。
北京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文学和文化发祥地和实验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缩
影。
　　本书由北京作协特别策划，著名作家刘恒主编，以作品发表时间排序，编选了建国60年以来的60
位北京作协作家的60部有标志意义的短篇小说作品，以自然时序勾勒出从老舍到“80后”张悦然等几
代作家间的传承与接续，显现建国六十年来北京短篇小说创作路径的流变和文学形态的迁移，形成了
一道抢眼的文学风景。
　　上卷所选三十篇，既有当年曾引起激烈论争的王蒙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的《组织部新来了年轻人
》，又有两获茅盾文学奖的张洁的短篇代表作《爱，是不能忘记的》；既有当年发表之初文坛为之震
动的汪曾祺的《受戒》，又有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既有伤痕文学，又
有京味传奇；既有深入写实，又有象征写意，再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百花齐放”的盛况。
　　下卷所选三十篇，既有开创了“新历史主义”写作先河的刘恒的代表作《狗日的粮食》，又有赋
予农村生活田园诗般美丽忧愁的曹文轩的《忧郁的田园》；既有入木三分表现煤矿生活刘庆邦的《走
窑汉》，又有大胆肆意张扬个性的刘索拉的《多余的故事》；既有寻根文学，又有探索创新；既有先
锋文学，又有新锐写作，浓缩了当代文学“争奇斗艳”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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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短篇小说三题厨房金色的麦田我家房后的月亮藏红花黑猪毛白猪毛葵花走失在1890美丽日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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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登记　　一　罗汉钱　　诸位朋友们：今天让我来说个故事。
这个故事题目叫《登记》，要从一个罗汉钱说起。
　　这个故事要是出在三十年前，“罗汉钱”这东西就不用解释；可惜我要说的故事是个新故事，听
书的朋友们又有一大半是年轻人，因此在没有说故事以前，就得先把“罗汉钱”这东西交代一下：　
　据说罗奴钱是清朝康熙年间铸的一种特别钱，个子也和普遍的康熙钱一样大小，只是“康熙”的“
熙”字左边少一直画；铜的颜色特别黄，看起来有点象黄金。
相传铸那一种钱的时候，把一个金罗汉像化在铜里边，因此一个钱有三成金。
这种传说可靠不可靠不是我们要管的事，不过这种钱确实有点可爱－－农村里的青年小伙子们，爱漂
亮的，常好在口里衔一个罗汉钱，和城市人们爱包镶金牙的习惯一样，直到现在还有一的地方仍然保
留着这种习惯；有的用五个钱叫银匠给打一只戒指，戴到手上活象金的。
不过要在好多钱里挑一个罗汉钱可很不容易：兴制钱的时候，聪明的孩子们，常好在大人拿回来的钱
里边挑，一年半载也不见得能碰见一个。
制钱虽说不兴了，罗汉钱可是谁也不出手的，可惜是没有几个。
说过了钱，就该说故事：　　有个农村叫张家庄。
张家庄有个张木匠。
张木匠。
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
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算到一九五○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虚岁二十，周岁十九。
庄上有个青年叫“小晚”，正和艾艾搞恋爱。
故事就出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照我这么说，性急的朋友们或者要说我不在行：“怎么一个‘罗汉钱’还要交代半天，说到故事中间
的人物，反而一句也不交代？
照这样说下去，不是五分钟就说完了吗？
”其实不然：有些事情不到交代时候，早早交代出来是累赘；到了该交代的时候，想不交代也不行。
闲话少说，我还是接着说吧：　　张木匠一家就这么三口人——他两口子和这个女儿艾艾——独住一
个小院：他两口住北房，艾艾住西房。
今年阴历正月十五夜里，庄上又要玩龙灯，张木匠是老把式，甩尾巴的，吃过晚饭丢下碗就出去玩去
了。
艾艾洗罢了锅碗，就跟她妈鹏，锁上院门，也出去看灯去了。
后来三个人走了个三岔：张木匠玩龙灯，小飞蛾满街看热闹，艾艾可只看放花炮起火，因为花炮起火
是小晚放的。
艾艾等小晚放完了花炮起火就回去了，小飞蛾在各街道上飞了一遍也回去了，只有张木匠不玩到底放
不下手，因此他回去得最晚。
　　艾艾回得北房里等了一阵等不回她妈来，就倒在她妈的床上睡觉了。
小飞蛾回来见闺女睡在自己的床上，就轻轻推了一把说：“艾艾！
醒醒！
”艾艾没有醒来，只翻了一个身，有一个明晃晃的小东西从她衣裳口袋里溜出来，叮铃一声掉到地下
，小飞蛾端过灯来一看：“这闺女！
几时把我的罗汉钱偷到手？
”她的罗汉钱原来藏在板箱子里边的首饰匣子里。
这时候，她也不再叫艾艾，先去放她的罗汉钱。
她拿出钥匙来，先开了箱子上的锁，又开了首饰匣子上的锁，到她原来放钱的地方放钱：“咦！
怎么我的钱还在？
”摸出来拿到灯下一看：一祥，都是罗汉钱，她自己那一个因为隔着两层木头没有见过潮湿气，还是
那么黄，只是不如艾艾那个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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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了艾艾一眼，艾艾仍然睡得那么憨（酣）。
她自言自语说：“憨闺女！
你怎么也会干这个了？
说不定也是戒指换的吧？
”她看看艾艾的两只手，光光的；捏了捏口袋，似乎有个戒指，掏出来一看是顶针圈儿。
她叹了一口气说：“唉！
算个甚？
娘儿们一对戒指，换了两个罗汉钱！
明天叫五婶再去一趟赶快给她把婆家说定了就算了！
不要等闹出什么故事来！
”她把顶针圈儿还给艾艾装回口袋里去，拿着两个罗汉钱想起她自己那一个钱的来历。
　　这里就非交代一下不行了。
为了要说明小飞蛾那个罗汉钱的来历，先得从小飞蛾为什么叫“小飞蛾”说起：　　二十多年前，张
木匠在一个阴历腊月三十日娶亲。
娶的这一天，庄上人都去看热闹。
当新媳妇取去了盖头红的时候，一个青年小伙子对着另一个小伙子的耳朵悄悄说：“看！
小飞蛾！
”那个小伙子笑了一笑说：“活象！
”不多一会，屋里，院里，你的嘴对我的耳朵，我的嘴又对他的耳朵，各哩各得都嚷嚷这三个字－－
“小飞蛾”“小飞蛾”“小飞蛾”⋯⋯　　原来这地方一个梆子戏班里有个有名的武旦，身材不很高
，那时候也不过二十来岁，一出场，抬手动脚都有戏，眉毛眼睛都会说话。
唱《金山寺》她装自娘娘，跑起来白罗裙满台飞，一个人撑满台，好象一只蚕蛾儿，人都叫她“小飞
蛾”。
张木匠娶的这个新媳妇就象她——叫张木匠自己说，也说是“越看越象”。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按这地方的习惯，用两个妇女搀着新媳妇，一个小孩在头里背条红毯儿，到
邻近各家去拜个年－－不过只是走到就算，并不真正磕头。
早饭以后，背红毯的孩子刚一出门，有个青年就远远地喊叫“都快看！
小飞蛾出来了！
”他这么一喊，马上聚了一堆人，好象正月十五看龙灯那么热闹，新媳妇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很关心：
“看看！
进了她隔壁五婶院子里了！
”“又出来了又出来了，到老秋孩院子里去了！
⋯⋯”　　张木匠娶了这么个媳妇，当然觉得是得了个宝贝，一九里，除了给舅舅去拜了一趟年，再
也不愿意出门，连明带夜陪着小飞蛾玩；穿起小飞蛾的花衣裳扮女人，想逗小飞蛾笑；偷了小飞蛾的
斗方戒指，故意要叫小飞蛾满屋子里撵他，⋯⋯可是小飞蛾偏没心情，只冷冷地跟他说：“一不要打
哈哈！
”　　几个月过后，不知道谁从小飞蛾的娘家东主庄带了一件消息来，说小飞蛾在娘家有个相好的叫
保安。
这消息传到张家庄，有些青年小伙子就和张木匠开玩笑：“小木匠，回去先咳嗽一声，不要叫跟保安
碰了头！
”“小飞蛾是你的？
至少有人家保安一半！
”张木匠听了这些话，才明白了小飞蛾对自己冷淡的原因，好几次想跟小飞蛾生气，可是一进了家门
，就又退一步想：“过去的事不提它吧，只要以后不胡来就算了！
”后来这消息传到他妈耳朵里，他妈把他叫到背地里，骂了他一顿“没骨头”，骂罢了又劝他说：“
人是苦虫！
痛痛打一顿就改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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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不得了不得⋯⋯”他受过了这顿教训以后，就好好留心找小飞蛾的岔子。
　　有一次他到丈人家里去，碰见保安手上戴了个斗方戒指，和小飞蛾的戒指一个样；回来一看小飞
蛾的手，小飞蛾的戒指果然只留下一只。
“他妈的！
真是有人家保安一半！
”他把这消息报告了妈妈，他妈说：“快打吧！
如今打还打得过来！
要打就打她个够受！
轻来轻去不抵事！
”他正一肚子肮脏气，他妈又给他打了打算盘，自然就非打不行了。
他拉了一根铁火柱正要走，他妈一把拉住他说：“快丢手！
不能使这个！
细家伙打得疼，又不伤骨头，顶好是用小锯子上的梁！
”　　他从他的一捆木匠家具里边抽出一条小锯梁子来，尺半长，一指厚，木头很结实，打起来管保
很得劲。
他妈为什么知道这家具好打人呢？
原来他妈当年年轻时候也有过小飞蛾跟保安那些事，后来是被老木匠用这家具打过来的。
闲话少说：张木匠拿上这件得劲的家伙，黑丧着脸从他妈的房子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小飞蛾见他一进门，照例应酬了他一下说：“你拿的那个是什么？
”张木匠没有理她的话，用锯梁子指着她的手说：“戒指怎么只剩了一只？
说！
”这一问，问得小飞蛾头发根一支权，小飞蛾抬头看看他的脸，看见他的眼睛要吃人，吓得她马上没
有答上话来，张木匠的锯梁子早就打在她的腿上了。
她是个娇闺女，从来没有挨过谁一下打，才挨了一下，痛得她叫了一声低下头去摸腿，又被张木匠抓
住她的头发，把她按在床边上，拉下裤子来“披、披、披”一连打了好几十下。
她起先还怕招得人来看笑话，憋住气不想哭，后来实在支不住了，只顾喘气，想哭也哭不上来，等到
张木匠打得没了动扔下家伙走出去，她觉得浑身的筋往一处抽，喘了半天才哭了一声就又压住了气，
头上的汗，把头发湿得跟在热汤里捞出来的一样，就这样喘一阵哭一声喘一阵哭一声，差不多有一顿
饭工夫哭声才连起来。
一家住一院，外边人听不见，张木匠打罢了早已走了，婆婆连看也不来看，远远地在北房里喊：“还
哭什么？
看多么排场？
多么有体面？
”小飞蛾哭了一阵以后，屁股蛋疼得好象谁用锥子剜，摸了一摸满手血，咬着牙兜起裤子，站也站不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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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温不火不疾不徐俯瞰天下睥睨众生尽呈京华宏阔气度有滋有味有情有义搜寻里阎叩问门扉皆是
百姓微妙旨趣也曾开风气之先激浊扬清振聋发聩凡有井水处皆言此篇或堪称短制经典栉风沐雨大浪淘
沙一部文学史必镌斯人。
　　——陈建功　　在物质世界里，一篇小说就是几张纸，算不了什么。
然而在人类的精神家园里，一篇小说就是一棵树，一本集子便是一片小小的树林了。
它们品种和品位不同，老幼和强弱不一，却都是有根的！
它们岁岁荣枯，渗透了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它们的年轮里面，隐藏着我们共有的灵魂密码和人生的各种痕迹。
请走进这片树林，在阅读中默默地与自己对话吧。
深望它们在持续的阅读中获得永久的生命，并在无尽的精神世界里得到一个小小的位置。
　　——刘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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