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句顶一万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句顶一万句>>

13位ISBN编号：9787535439765

10位ISBN编号：7535439764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刘震云

页数：36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句顶一万句>>

前言

　　一句胜过千年　　本书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的小说。
也是他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
　　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语句洗练，情节简洁，叙事直接，有汪曾祺和孙犁等前辈
作家遗风。
因而本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构成言说的艺术，都能拧出作家的汗水。
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唯有用此语言，才有对应和表现作品的内涵：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
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
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
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
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
　　这样的孤独体验每个国人都有；这样平视百姓、体恤灵魂、为苍生而歌的小说自五四以来却是第
一部。
　　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ldquo;说的上话&rdquo;的养女，为
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
找&ldquo;说的上话&rdquo;的朋友，走向延津。
一出一走，延宕百年。
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
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激发情欲有关。
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
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
　　由此，我们忽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
　　这种累，犹如漫漫长夜，磨砺着我们的神经祖祖辈辈。
　　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和累，书中的人们努力制造着声响和热闹。
于是喊丧，便成了书中主人公杨百顺崇拜的职业。
与戏子手谈，成了县长的私宠。
但这无法改变本书人物的命运。
就像今天，我们的民族还在继续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一样。
不管你导演了多大的场面，也不管你举行了多少个庆典。
因此，阅读本书是沉重和痛苦的，它使我们在《论语》和《圣经》之间徜徉，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
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hellip;&hellip;　　当然，阅读本书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执着和顽强。
为了在精神上有所依托和慰籍，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ldquo;一句顶一万句&rdquo;的身影，很像祖辈
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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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很简单，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
够&ldquo;说得上话&rdquo;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
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ldquo;说得上话&rdquo;的朋友，走向延津。
一走一来，延宕百年。
书中的人物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偏偏安排了一个意大利牧师老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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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震云，男，1958年5月出生，河南新乡延津人。
197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78年复员，在家乡当中学教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1982年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
1988年至1991年曾到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
1982年开始创作，1987年后连续发表在《人民文学》《塔铺》、《新兵连》、《头人》、《单位》、
《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温故一九四二》等描写城市社会的&ldquo;单位系列&rdquo;
和干部生活的&ldquo;官场系列&rdquo;，引起强烈反响在这些作品中，他迅速表现出成为大作家的潜
在能力，确立了创作中的平民立场，将目光集中于历史、权力和民生问题，但又不失于简洁直接的白
描手法，也因此被称为&ldquo;新写实主义&rdquo;作家。
其中《塔铺》获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句顶一万句>>

书籍目录

编者荐言　一句胜过千年上部　出延津记下部　回延津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句顶一万句>>

章节摘录

　　出延津记　　一　　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
别人叫他卖豆腐的老杨。
老杨除了卖豆腐，入夏还卖凉粉。
卖豆腐的老杨，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
两人本不该成为朋友，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
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老杨或骂过老杨，或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而是从心底看不起老杨。
看不起一个人可以不与他来往，但老马说起笑话，又离不开老杨。
老杨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老马背后说起朋友，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
庄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
但外人并不知其中的底细，大家都以为他俩是好朋友。
　　杨百顺十一岁那年，镇上铁匠老李给他娘祝寿。
老李的铁匠铺叫&ldquo;带旺铁匠铺&rdquo;，打制些饭勺、菜刀、斧头、锄头、镰刀、耙齿、铲头、
门搭等。
铁匠十有八九性子急，老李却是慢性子；一根耙钉，也得打上两个时辰。
但慢工出细活，这根耙钉，就打得有棱有角。
饭勺、菜刀、斧头、锄头、镰刀、铲头、门搭等，淬火之前，都烙上&ldquo;带旺&rdquo;二字。
方圆几十里，再不出铁匠。
不是比不过老李的手艺，是耽误不起功夫。
但慢性子容易心细，心细的人容易记仇。
老李是生意人，铺子里天天人来人往，保不齐那句话就得罪了他。
但老李不计外人的仇，单记他娘的仇。
老李他娘是急性子，老李的慢性子，就是他娘的急性子压的。
老李八岁那年，偷吃过一块枣糕，他娘扬起一把铁勺，砸在他脑袋上，一个血窟窿，汩汩往外冒血。
别人好了伤疤忘了疼，老李从八岁起，就记上了娘的仇。
记仇不是记血窟窿的仇，而是他娘砸过血窟窿后，仍有说有笑，随人去县城听戏去了。
也不是记听戏的仇，而是老李长大之后，一个是慢性子，一个是急性子，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
老李他娘是个烂眼圈，老李四十岁那年，他爹死了；四十五岁那年，他娘瞎了。
他娘瞎了以后，老李成了&ldquo;带旺铁匠铺&rdquo;的掌柜。
老李成为掌柜后，倒没对她娘怎么样，吃上穿上，跟没瞎时一样，就是他娘说话，老李不理她。
一个打铁的人家，平日吃饭也是淡饭粗茶，他娘瞎着眼喊：　　&ldquo;嘴里淡寡得慌，快去弄口牛肉
让我嚼嚼。
&rdquo;　　老李：　　&ldquo;等着吧。
&rdquo;　　一等就没了下文。
他娘：　　&ldquo;心里闷得慌，快去牵驴，让我去县城听个热闹。
&rdquo;　　老李：　　&ldquo;等着吧。
&rdquo;　　一等又没了下文。
不是故意跟他娘制气，而是为了熬熬她这急性子。
日子在他娘手里，已经急了半辈子，该慢下来了。
也怕开了这种头，乱越添越多。
但他娘七十岁这年，老李却要给他娘做寿。
他娘：　　&ldquo;快死的人了，寿就别做了，平时对我好点就行了。
&rdquo;　　又用拐棍捣着地：　　&ldquo;是给我做寿吗？
不定憋着啥坏呢。
&rdquo;　　老李：　　&ldquo;娘，您多想了。
&rdquo;　　但老李给他娘做寿，确实不是为了他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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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从安徽来了个铁匠，姓段，在镇上落下脚，也开了个铁匠铺；老段是个胖子，铁匠铺便
叫&ldquo;段胖子铁匠铺&rdquo;。
如老段性子急，老李不怕；谁知段胖子也是个慢性子，一根耙钉，也打上两个时辰，老李就着了慌，
想借给他娘做寿，摆个场面让老段看看。
借人的阵势，让老段明白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
但众人并不明白祝寿的底细，过去都知道老李对娘不孝顺，现在突然孝顺了，认为他明白过来理儿了
，祝寿那天中午，皆随礼去吃酒席。
老杨和老马皆与铁匠老李是朋友，这天也来随礼。
老杨早起卖豆腐走得远，吃酒席迟到了几步；马家庄离镇上近，老马准时到了。
老李觉得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便把老杨的座位，空在了老马身边。
老李以为自己考虑得很周全，没想到老马急了：　　&ldquo;别，快把他换到别的地方去。
&rdquo;　　老李：　　&ldquo;你们俩在一起爱说笑话，显得热闹。
&rdquo;　　老马问：　　&ldquo;今天喝酒不？
&rdquo;　　老李：　　&ldquo;一个桌上三瓶，不上散酒。
&rdquo;　　老马：　　&ldquo;还是呀，不喝酒和他说个笑话行，可他一喝多，就拉着我掏心窝子，
他掏完痛快了，我窝心了。
&rdquo;　　又说：　　&ldquo;不是一回两回了。
&rdquo;　　老李这才知道，他们这朋友并不过心。
或者说，老杨跟老马过心，老马跟老杨不过心。
遂将老杨的座位，调到另一桌牲口牙子老杜身边。
杨百顺前一天被爹打发过来帮老李家挑水，这话被杨百顺听到了。
吃酒第二天，卖豆腐的老杨在家里埋怨老李的酒席吃得不痛快，礼白送了；不痛快不是说酒席不丰盛
，而是在酒桌上，跟牲口牙子老杜说不来。
老杜又是个秃子，头上有味，肩上落了一层白皮。
老杨认为自己去得晚，偶然挨着了老杜。
杨百顺便把昨天听到的一席话，告诉了老杨。
卖豆腐的老杨听后，先是兜头扇了杨百顺一巴掌：　　&ldquo;老马决不是这意思。
好话让你说成了坏话！
&rdquo;　　在杨百顺的哭声中，又抱着头蹲在豆腐房门口，半天没有说话。
之后半个月没理老马。
在家里，再不提&ldquo;老马&rdquo;二字。
但半个月后，又与老马恢复了来往，还与老马说笑话，遇事还找老马商量。
　　卖东西讲究个吆喝。
但老杨卖豆腐时，却不喜吆喝。
吆喝分粗吆喝和细吆喝。
粗吆喝就是就豆腐说豆腐，&ldquo;卖豆腐喽─&mdash;&rdquo;&ldquo;杨家庄的豆腐来了──&rdquo;
细吆喝就是连说带唱，把自己的豆腐说得天花乱坠：&ldquo;你说这豆腐，它是不是豆腐？
它是豆腐，可不能当豆腐&hellip;&hellip;&rdquo;哪当啥呢？
直把豆腐说成白玉和玛瑙。
老杨嘴笨，溜不成曲儿，又不甘心粗吆喝；也粗吆喝过，但成了生气：&ldquo;刚出锅的豆腐，没这个
那个啊──&rdquo;；可老杨会打鼓，鼓槌敲着鼓面，磕着鼓边，能敲打出诸多花样；于是另辟蹊径，
卖豆腐时，干脆不吆喝了，转成打鼓。
打鼓卖豆腐，一下倒显得新鲜。
村中一闻鼓声，便知道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来了。
除了在村里卖豆腐，镇上逢集，也到镇上摆摊。
既卖豆腐，又卖凉粉。
用刮篾将凉粉刮成丝，摆到碗里，搁上葱丝、荆芥和芝麻酱；卖一碗，刮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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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摊子左边，是卖驴肉火烧的孔家庄的老孔；老杨摊子右边，是卖胡辣汤也捎带卖烟丝的窦家庄的
老窦。
老杨卖豆腐和凉粉在村里打鼓，在集上也打鼓。
老杨的摊子上，从早到晚，鼓声不断。
一开始大家觉得新鲜，一个月后，左右的老孔和老窦终于听烦了。
老孔：　　&ldquo;一会儿&lsquo;咚咚咚&rsquo;，一会儿&lsquo;咔咔咔&rsquo;，老杨，我脑浆都让你
敲成凉粉了，做一个小买卖，又不是挂帅出征，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
&rdquo;　　老窦性急，不爱说话，黑着脸上去，一脚将老杨的鼓踹破了。
　　四十年后，老杨中风了，瘫痪在床，家里的掌柜换成了大儿子杨百业。
别人一中风脑子便不好使，嘴也不听使唤，&ldquo;呜哩哇啦&rdquo;说不成句，老杨却身瘫脑不瘫，
嘴也不瘫。
不瘫的时候嘴笨，而且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或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瘫了之后头脑倒清楚了
，嘴也顺溜了，事碰事理得纹丝不乱。
身子瘫后，整日躺在床上，动一动就有求于人，这时就比不得从前，眼上、嘴上就得吃些亏；进屋一
个人，眼里就赶紧迎奉和讨好；接着人问他啥，他就说啥；不瘫时常说假话，瘫了之后句句都掏心窝
子。
喝水多了，夜里起床就多，老杨从下午起就不喝水。
四十年过去，老杨过去的朋友要么死了，要么各有其事，老杨瘫了之后，无人来看他。
这年八月十五，当年在集上卖葱的老段，提着两封点心来看老杨。
多日不见故人，老杨拉着老段的手哭了。
见家人进来，又忙用袖子去拭泪。
老段：　　&ldquo;当年在集上做买卖的老人儿，从东头到西头，你还数得过来不？
&rdquo;　　老杨虽然脑子还好使，但四十年过去，当年一起做事的朋友，一多半已经忘记了。
从东到西，扳着指头查到第五个人，就查不下去了。
但他记得卖驴肉火烧的老孔和卖胡辣汤兼卖烟丝的老窦，便隔过许多人说老孔和老窦：　　&ldquo;老
孔说话声儿细；老窦是个急性子，当年一脚把我的鼓给踹破了。
我也没输给他，回头一脚，把他的摊子也踢了，胡辣汤流了一地。
&rdquo;　　老段：　　&ldquo;董家庄劁牲口的老董，你还记得吧？
除了劁牲口，还给人补锅。
&rdquo;　　老杨皱着眉想了想，想不起这个既劁牲口又给人补锅的老董。
老段：　　&ldquo;那魏家庄的老魏呢？
集上最西头，卖生姜的那个，爱偷笑，一会儿自己乐了，一会儿自己乐了，也不知他想起个啥。
&rdquo;　　老杨也想不起这个一边卖姜一边偷笑的老魏。
老段：　　&ldquo;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你总记得吧？
&rdquo;　　老杨松了一口气：　　&ldquo;他我当然记得，死了两年多了。
&rdquo;　　老段笑了：　　&ldquo;当年你心里只有老马，凡人不理。
岂不知你拿人家当朋友，人家背后老糟改你。
&rdquo;　　老杨赶紧岔话题：　　&ldquo;多少年的事了，你倒记得。
&rdquo;　　老段：　　&ldquo;我不是说这事，是说这理。
不拿你当朋友的，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拿你当朋友的，你倒不往心里去。
当时集上的人都烦你敲鼓，就我一个人喜欢听。
为听这鼓，多买过你多少碗凉粉。
有时想跟你多说一句话，你倒对我带搭不理。
&rdquo;　　老杨忙说：　　&ldquo;没有哇。
&rdquo;　　老段拍拍手：　　&ldquo;看看，现在还不拿我当朋友。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一句话。
&rdquo;　　老杨：　　&ldquo;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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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老段：　　&ldquo;经心活了一辈子，活出个朋友吗？
&rdquo;　　又说：　　&ldquo;过去没想明白，如今躺在床上，想明白了吧？
&rdquo;　　老杨这才明白，四十年后，老段看老杨瘫痪在床，他腿脚还灵便，报仇来了。
老杨啐了老段一口：　　&ldquo;老段，当初我没看错你，你不是个东西。
&rdquo;　　老段笑着走了。
老段走后，老杨还在床上骂老段，老杨的大儿子杨百业进来了。
杨百业是杨百顺的大哥，这时也五十多岁。
杨百业小的时候脑子笨，常挨老杨的打；四十多年过去，老杨瘫痪在床，杨百业成了家里的掌柜，老
杨举手动脚，就要看杨百业的脸色行事。
杨百业接着老段的话茬问：　　&ldquo;老马是个赶大车的，你是个卖豆腐的，你们井水不犯河水，当
年人家不拿你当人，你为啥非巴结他做朋友？
有啥说法不？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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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笔触始终紧贴苦：难的大地和贱如草芥的底层人群，结构单纯而内容丰富
，命悬&middot;丝而荡气回肠，主人公常常走投无路而又一直勇往直前。
这是刘震云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小说。
　　&mdash;&mdash;著名评论家　摩罗　　这部小说仍然保持着刘震云奔放的想象力和不羁的风格，
用不同时代的两段故事和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同时代的普通人的命运，讲述了人生的&ldquo;出
走&rdquo;和&ldquo;回归&rdquo;的大主题，由此试图追问横在东西古今之问的现代中国的&ldquo;大历
史&rdquo;。
　　&mdash;&mdash;著名评论家　张颐武　　读《一句顶一万句》，常想到《水浒》，千年以来，中
国人一直在如此奔走，这种眼光是中国小说的&ldquo;国风&rdquo;，&ldquo;国风&rdquo;久不作矣。
 　　&mdash;&mdash;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这是注重人性的细微神经和生活的内在肌理的文学书写
，而语言本身就含带了意味，言况本身就体现了审美。
小说何以是语言的艺术，刘震云的这部作品既是一个个人化的阐释，又是一个典型化的示范。
 　　&mdash;&mdash;著名评论家　白烨　　阅读《一句顶一万句》是沉重和痛苦的，它使我们不断地
在《论语》和《圣经》之间徜徉，在与神对话还足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
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与人对话的农耕文化却因为人心难测，而使我们陷入真正的&ldquo;百年孤
独&rdquo;。
　　&mdash;&mdash;著名出版人　安波舜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句顶一万句>>

编辑推荐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中国人的千年孤独，你和我为什么活得这
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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