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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孳生军阀、流氓、帮派和战争的年代！
这是一个催生革命、英雄、叛逆和正义的年代——　　纨绔少爷蜕变成坚强战士，是为国，还是为家
？
　　大家闺秀历练成巾帼豪杰，是追求爱情，还是追逐自由？
　　白色恐怖、红色陷阱，是偷生，还是取义？
　　昔日情人却反目成仇，是物是人非，还是时过境迁？
　　情场、战场、国事、家事，何事为轻，何事为重？
　　游行、刺杀、背叛、诀别，哪些是假，哪些是真？
　　动荡年代，大志在胸，是苟且偷生，还是舍身取义？
　　黑暗中，我们摸索前行；刑场上，我们义无反顾！
　　一个关于理想和信仰的故事，一声关于生命和爱情的叹息，一场关于权谋算计的暗战，一部动荡
年代颠覆黑暗的鸿篇巨著。
　　作者没有歌颂，没有讽刺，没有批判，没有鞭笞，绝无黄色，亦不太红，所有文字都让人望而生
畏。
　　时代的刑场中，你是主宰者，还是被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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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鹳雀，女，原名唐曙缨，重庆人，现居成都。
70年生，毕业于师范院校，就业于建筑企业，从业于装饰公司。
历时十载，增删五十余次，终成就鸿篇巨制《大刑场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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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苏老太爷斜倚在他那张乾隆年间的檀木椅上，包口鸦片烟作了个深呼吸，让香醇浓烈
的烟味儿在胸肺里长长过了一道，这才舒缓过一口气来。
这个每日早餐后的惯例已经延续很长一段时日了，不是因为苏老太爷听信了“饭后一袋烟”的俗语，
而是因为他找到了“快活似神仙”的感觉，这样的日子对于苏老爷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十年前。
　　这是一个深处于大片崇山峻岭之中的村子，在这片山峦的村子里苏家是唯一的名门望族。
苏家嫡出的男丁往往二十出头就成亲，成了亲就生娃，生了娃就象完成了任务般开始享福，享福的苏
家少爷毫无例外地都喜爱这能找着神仙感觉的一口。
在宽阔在龙头椅子上躺下，看着最漂亮的收房丫头将烟土从大红纸盒子里一点一点拨出来放进烟枪，
开了纸煤点着后自己先引一口火，再将枪嘴儿凑过来，只要稍稍欠起身，于是最香醇的洋土味儿就顺
着烟嘴儿流入自己嘴里，心里，肺里，再传到全身每一条神经。
　　“狐狸精！
”大多时候正室太太都倒在丈夫旁边跟丈夫“夫唱妇随”，不过她可不要这名为丫头实为妾室的女人
服侍，她宁可自己放烟膏、点火、引火，待第一口烟吸进肺里治了治瘾虫儿后，然后总是不忘狠狠地
肚里骂上这么一句。
　　到民国十五年的时候，当年的“苏大少”已经成了“苏老太爷”。
　　“苏老太爷”并非浪得虚名，不但儿子们全都已长大成人，最大的孙子也已经二十五岁。
骂人的元配在三十年前入了土，跟着各位姨太太也陆续寿终正寝，当年巧笑嫣然的收房丫头是他目前
硕果仅存的老伴。
　　虽然她那一张艳如桃花的脸已经失去的往日神采，变作了一只至少下树二十天的桔皮，但眼下她
却名正言顺地躺在当年正室占据着的位置。
　　她也点烟，动作因熟练而从容，烟雾腾腾升起，而苏老太爷这头的烟雾反而少了许多。
他除了深吸第一口外，其它则只是浅浅地应付几下，然后便放下烟枪，在大儿子的扶持下缓缓坐起来
，神态和气地说道：“开春的秧子该插就得插了。
东头那些个田该佃也就得佃出了。
徐老八借的三块银洋啥时候还也得有个准信，咋说这大户人家也有大户人家的苦处，该做的事就得做
。
还有，秀容的嫁妆都备齐了？
”　　说到这里，他的眼角忍不住瞟了瞟一旁卧着的妻子。
　　苏秀容是他的次子德仁的女儿。
当年他新娶了县城里府衙文书的女儿，又与自己的丫头红翠陈仓暗渡，以致红翠珠胎暗结。
苏老太爷的父亲知道这事儿后就作主让他将红翠收房，条件是孩子生下来无论男女都不可居长，所以
次子德仁的年龄其实比长子德厚要大七个月。
这次轮到出嫁的秀容是德仁的次女，其实苏老太爷并不情愿秀容就这样嫁出去，因为秀容长得实在太
象她奶奶，完全再现当年周红翠的倾国倾国，苏家所有女儿中，就数她最美丽。
　　苏老太爷当年虽然做了不大正经的事，可总之还算是个正经的人。
除了红翠，他这辈子再没乱来过一回，其它三房姨太都是明媒正娶。
可惜都短命，最长命的死于十五年前，终年三十七岁。
　　一房元配，三房姨太再加个收房丫头，为他留下了十四男七女。
这十四男七女成年后，又为他添了四十五名男孙十二名女孙。
苏秀容在这十二名女孙中居老六。
　　早饭后的常例是儿子们都要到苏老太爷房里请安，主事的德厚德义德仁德胜四兄弟以及已经成年
的长孙旭照照例垂手站在最前面。
今日老太爷的话不多，吩咐的事却不少。
开春的秧田还没有犁，德厚安排插秧的短工人手也不齐，今日还得再去找找；东头那块坡田太陡，悬
崖边儿的地段，佃田的告示贴也贴了，熟人托也托了，可接手的农户就愣是没有；至于徐老八，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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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硬骨头。
不是老徐赖帐，实在家里揭不开锅，哪有现钱还，只好隔三岔五的例行催催也就是了。
只有秀容的事倒算喜，前面五个女儿出嫁，排场大而且风光讲究，这回轮到老太爷最钟爱的六姑娘，
怎么可以马虎。
再说这湖南省城里还有苏家做生意的叔伯兄弟，再加上生意场上的朋友都看着呢，这面子不可丢，这
名声不能坏。
　　这边德义已经在报礼单。
　　“⋯⋯七锣八鼓的班子是省城里最出名的角儿，一色的徽班腔，预备了七天的戏，出出不同，都
是喜庆的段子；炮仗是大串子爆竹到五彩礼花都有，最大的一朵是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的字儿，应老
板说放得上十层楼空中，八里地外都瞧得见⋯⋯”　　“嫁妆的第一路子是八挑细软，尽一色的丝棉
货；想着对面也是行家出身，所以订的都是蜀绣，省得湘式手法的货色拿出去着人挑漏眼儿。
不过这间蜀绣坊的货可精美，前清老佛爷都瞧得上，着他们出多少进多少，真真正正的贡品。
若非眼下民国了，这东西再多钱也买不着。
还有芳草斋的八色糕点、庆瑞坊的的八件首饰也都入了礼盒；亲家于老爷于老夫人也各封了礼⋯⋯”
　　“只莫忘了于家也是绸缎出身。
”苏老太爷对德义的长篇大论并不置可否，一如既往闭着眼说话，“于老的礼封重些也无妨，回头德
生要跟他们在生意上打些交道。
”　　“是，爹。
”德义垂手弯腰。
　　“旁的事搁一搁不打紧，这椿事不能办砸，你们都各忙各的去吧。
德厚，佃田的事你先放下，去老陈那里支些银洋，给于老多添点礼。
”　　“是，爹。
”德厚也垂着手。
　　然后只听悉悉嗦嗦的声音，那是十来个候在厢房中的儿子和三名成年孙子轻手轻脚出门的声音。
苏老太爷耳里听着这声音，闭着眼享受这儿孙满堂的满足，等声音完全消失后才开始放松腰身，他想
再次躺下来清静地品味一下正宗洋土的醇味儿的时候，一抬头却见德仁还站在那儿。
　　“德仁呀⋯⋯还有什么事？
”换个人这样不声不响地站着不走，他一定早就皱起眉来了。
不过对德仁这个名义上的次子，无论从红翠的原因还是他屈居老二的缘故，苏老太爷从来都是和颜悦
色。
　　“昨日儿子收到了一封信。
”德仁低头垂手，手里空空的。
他不紧不慢地说话，不带一点感情色彩，好象只是旁观者在描述一件事。
“是村西头王三送来的。
儿子见信封上写着的父亲亲启，还以为是旭升从县城城带信回来，但打开才看一个头，却原来是德信
兄弟的信，是写给父亲您的。
”　　他这几句平淡的话，却仿佛在椅子上突然放了一支尖端朝上的针，刺得苏老太爷一下翻身坐起
来。
“德信？
德信写信来⋯⋯他⋯⋯他都说了些啥？
”　　“他⋯⋯信是写给父亲的，儿子怎敢窃视。
”　　“我问德信在信里说了些啥。
”苏老太爷的语气重了点，“长兄如父，不算窃视。
”　　“德信说他最近要回来。
”　　苏老太爷坐得更直，眉头却同时皱了起来：“回来？
他说他要回来？
啥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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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仁道：“信在路上误了些时候，这样算来，不定就这几日。
”　　苏德信的归来和苏秀容戏剧人生开始发生在同一天。
　　自于家下聘以来，苏秀容就以一个女孩子待嫁的心情很单纯地等着出嫁离家的那一天。
山村的女孩子对于婚姻，完全没有一点概念，她只知道女孩子到了十六岁就该出嫁。
对于婚姻的内容，她一片空白，一个人空想半天最后的结论也不过是易地而居。
易地而居的意义对于她来说，只有一个——离开苏家大宅。
　　离开这个苏家大宅，是她向往已久的事。
　　在苏家，秀容算是受宠的孩子。
十六岁的苏秀容长着弯月般的眉清水般的目蔻丹染就的唇乌云笼罩的发，她在苏老太爷面前走过，身
形飘逸柔弱宛如春风拂拭，在她身上寻不着地主女儿的矫揉，也找不到乡村女孩的粗糙，她细腻如上
天雕就的一块玉，晶莹透明。
这情景竟时常令苏老太爷会产生时光倒转红翠一如当年的错觉，这也是苏老太爷在她的出嫁快慢问题
上拿不准主意的缘故。
一方面她再现红翠当年的倾国倾城，另一方面不如为何，只要她在苏老太爷眼底出现，苏老太爷脑子
里就会浮现出“红颜祸水”这个词。
　　红颜祸水。
也许美丽本身没错，但美丽却会招来麻烦。
苏秀容的美丽不但令姐妹们羡慕，也令姨娘们妒忌。
只因苏老太爷的缘故，姨娘们不敢将这份妒忌着落在秀容头上，于是，秀容的母亲就成了合理受害者
。
　　秀容的母亲并不算美女，她刚嫁进来时虽不漂亮但总算小巧玲珑，但一连生了三个孩子后就开始
雍肿起来，一张脸上布着的麻点如院子里那棵梨树挂着的青黄梨，身材也如青黄梨般下盘沉稳。
因为遗传，秀容的哥哥和弟弟也长着这样一张脸，这样一副体形，朝天鼻子再加上矮胖的身材，成为
苏家众兄弟的笑料。
于是除秀容奇迹般得以继承奶奶红翠的美丽之外，他们这一房孩子平日里很受歧视。
　　秀容不止一次撞见自己母亲被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姨娘们奚落。
但这些姨娘一见她，却又立刻堆起笑脸。
　　“我那都是说说罢了，哪儿说哪儿放。
秀容她娘，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扔下这句话，姨娘们笑成一团然后溜之大吉。
　　“太过分了。
娘，我告诉奶奶去。
”那时候苏秀容还小，红翠却已发现这孩子的与众不同，于是格外的喜爱她。
　　“别，别，我没往心里放。
”秀容的母亲总是这样说，用力地低着头，用力地压着声音。
这个逆来顺受的女人，到死也这样垂头低声。
　　“⋯⋯容，娘只你一个女儿，你是娘的心肝⋯⋯娘不在了，你要乖乖的⋯⋯”她流着泪拉着秀容
的手，她手冰冷得令秀容颤抖。
于是她反过去紧握着母亲的手，紧紧握着，企图将自己的体温注入母亲的身体。
可是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肺病那时候在城市的治愈率也极低，在乡村，就是绝症。
　　因为怕被传染，苏家的人早躲得远远的了，结发的丈夫也不见踪影，在最后的日子里，秀容母亲
只见着了女儿。
女儿哀哀的目光令她心碎，她也想留下，可没有人能留住她。
　　于是秀容在怔怔的泪水中看着母亲落下最后一口气。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不再笑，她总是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谁也不知她心里在想些什
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刑场1927>>

　　她甚至没有哭。
母亲下葬的时候，哥哥和弟弟哭得泪如滂沱，她却只是怔怔地看着装着母亲的木盒子被淹没在黄土之
中，却一滴泪水也没有。
　　常常娶笑母亲的姨娘随之成为正堂。
可是秀容却从来没有叫她一声“娘”。
因为在她心目中，她再没有了母亲。
甚至也没有父亲，因为父亲没有和她一起为母亲送行。
在她心里，所有亲人都已死了。
　　所以很早的时候，她就已在盼望着离开这个冷如寒冰的地方。
　　出嫁，是那个时代的女孩子离开娘家的唯一途径。
　　专职说媒的刘三幺婆上门的时候，她心里紧张得仿佛钢爪摄住所有心肺，在屋子里转了三遍却最
终没有迈出门去。
但当姨娘们来到房里向她表示恭贺时，她面上的表情却冷淡得仿佛将要嫁出去的人不是她。
　　可是就在吉期到来的前三天，刘三幺婆又来了。
　　这一回来，刘三幺婆的表情和上回不大一样。
　　“天哟，谁晓得这是咋回事哟⋯⋯”大老远就听得到她的长歌痛哭，那哭声配合着悲愤流涕的表
情告诉别人她的立场坚定不移地站在苏家一边，“听听于家那小家伙说什么⋯⋯打倒封建主义包办婚
姻？
”　　这个全新的名词就连苏老太爷也没听过。
　　其实拒婚事件的发生，并不是意外。
在遥远的山村婚姻当然还传承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而这时候在繁荣的城市民主与自由思
想已经蓬勃发展。
于家少爷去京城念大学，受到新思想的教育后当然不会听众父母之命，至于“媒妁之言”，那更加不
买帐。
他接到父亲在家乡为他订亲的书信先是打算置之不理，继而觉得应该借此机会向父亲推广新式婚姻，
然后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回了封言辞肯切的信阐述旧式婚姻盲婚哑嫁的缺陷，并用古今中外的事例证明
婚姻应与爱情合二为一，并劝告父亲大可不必为自己婚事操心云云。
　　于父接到信勃然大怒，大怒中他没耐心与儿子多说，抓过了张纸就写信告诉儿子若不回来成亲就
永世莫进于家的门，这绝情的寥寥数语也激怒了年少气盛的于家少爷，想也不想就回信表示绝不向父
亲这位封建家长低头，一边说与那女子“道不同不相为谋”，一边又声称“落后的腐朽的封建包办婚
姻”该当打倒，而他向旧社会开战的具体措施就是：“死也不回去娶那个姓苏的土包子！
”　　你听听她叫什么：苏氏。
这是啥名字，就好象没名字，甚至比不上那些土得掉渣的名字。
接信当日，于少爷拿着父亲来函呆望着北方那片冷裂高远的天空，遥想着一个虽浓妆艳抹仍掩不住粗
手大脚样子的女子蹒跚而来，浑身汗毛在一秒钟之内全部竖了起来。
　　媒婆走后，于老接着便亲自登门谢罪，苏老太爷称病不见，由德厚接待着坐了一会便端茶送客，
倒是有生意往来的德生送他出门。
两个人一直走到村头大榕树下，才沉默着分手，连声“不送”与“留步”也没有。
德生在转头回程时，突然听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德生十哥！
”　　“德信⋯⋯是德信⋯⋯你怎么回来了？
真是你回来了？
”　　难怪德生不相信自己眼睛。
　　苏德信是苏老太爷最小的的儿子，年龄比长孙旭照还小着三岁。
苏老太爷五十五岁娶妾得子，对这个幼子的喜爱与其说是因为“百姓爱幺儿”的情结，还不如说是因
为他的存在充分证实了苏老太爷的旺盛精力以及能够在苏家继续掌勺的权威。
对儿子们的教育，苏老太爷有着明确的思路，长子长孙日后当然要继承家业，所以礼义仁智信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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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以及经商营地的本事必不可少；其它儿子则可以自由发挥，仕家工商都可以根据自身天分选择，
只要不游好好闲，什么行业都成。
事实证明苏老太爷的计划是大面积成功的，除了幼子德信。
　　苏德信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满清覆灭民国新建的交替时期，与其它同龄人一样，他的私塾只
上了不到一年就去到城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从初等学校到高等学院的教育使他对旧式的一切都持否
定态度，起初他还隔三岔五地给家里写信报报最近的情况，洋洋洒洒数千言，到后来信的内容越来越
少，千而百，百而十，最后只简单到“钱又见底，盼家速递”的电报语言。
苏老太爷接信气不打一处来，以传统的仁义道德及百行孝为先的内容写信将他训斥一通，并严令他立
即归家。
本以为此举可以达到就近管教的目的，可事与愿违，从那之后，非但苏德信人没回来，就连写信要钱
的次数也没有了。
　　现在久违的幼子突然归家，苏老太爷心情复杂得连他跪下请安都没听清楚。
　　但他毕竟是下跪了。
他就跪在地上——两手按土，双膝及地，面地背天。
准确地说，他整个人好象已伏倒地面。
　　跪伏这个姿势，在苏老太爷的思维里还可算作是诚心认错的表示。
既然是诚心，那点小错小惩大诫也就算了。
再说三年未见，那个带着鼻涕离家的儿子已经长身直立气宇不凡，看上去的确比一直呆在乡里的其它
儿子优秀顺眼，他言谈举止都是那样条理分明从容不迫，似笑非笑不亢不卑的表情证明他的确受到了
优秀先进的教育，已经初具苏老太爷梦想中的名士风范，看来洋学堂还真是有点名堂。
　　苏老太爷在心里已经暗暗承认，嘴上却不免还是要训斥他的不孝行为。
训斥的内容当然已经不再是“父母在不远游”的陈年旧辞，代之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几乎
已不象是训斥，而更像是一个父亲对老大不小的单身儿子进行善意提醒。
训斥结束之后，苏老太爷命令厨房开宴，举家大宴。
　　“这回回来，你都有些啥打算哪？
”　　接风大宴过后的第三天，苏老太爷在与德义德厚讨论结束家事之后，将苏德信叫到房间。
他并不是一个自我陶醉的人，当然料到苏德信并不是因为某日的一个午夜梦回，深切思念他这个父亲
才回这个家来，他猜想儿子多半是在外面受了严重的挫折打击，这才想到这穷乡僻壤还有个屋子还有
个家，当然他也不必明言追问德信回家的真实原因，他等着合适的时候德信自己说出来。
　　他依旧躺着过烟治烟虫儿，眼也微闭着，好象对这问题没关点经心，只是拉家常随口问问。
　　苏德信却笑笑在烟床上坐了下来。
苏老太爷特意把红翠打发到外间去了，所以她的位置空着，苏德信就正好坐在那里。
不过他不吸鸦片，他抽的是洋烟。
他自己从西服里取出很精致的烟盒，从中取了一支叼在嘴上点火，然后才不紧不慢说道：“儿子这回
回来，是想进学堂做教师。
”　　“进学堂做教师？
”苏老太爷始料未及，差点坐了起来。
　　“嗯。
县城里的国文中学堂的方老师推荐我到苏家湾来做小学教师。
苏家湾的国文小学校长白燕其是他的朋友，他开出的薪水不错，比上海也差不了多少。
我想这儿离家近也挣钱，何必死守着上海那地方不放？
⋯⋯”　　“哦。
这么说这几年你都在上海？
”　　“儿子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就去了上海。
”苏德信毕恭毕敬地回答，“进洋人的银行作买办，薪水虽然不错，但那也是个得罪人的买卖。
不是儿子做事不谨慎，实在是商业竞争难免嘛。
可爹您不知道，上海那地方干啥也别干得罪人的事，不然哪天你说出意外那就出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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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来想去还是安全第一，于是洗了手又去杭州做事谋生，谁知杭州那地方⋯⋯”　　说到这里他有
点说不下去了。
　　“杭州那地方又怎么啦？
”苏老太爷听着，淡淡问着，“我没去过但我知道那地方。
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地方一定很中看吧？
”　　“可事情坏也就坏在这‘中看’二字！
”苏德信叹着气，一句话似不经意中冲口而出。
　　“这话又怎么说？
”　　“中看的景致当然不用费什么事，但中看的女人⋯⋯唉，说起来还是那两字：难缠，难缠——
”　　苏德信低头垂首吞吞吐吐用了很长的时间也没说完这句话，苏老太爷却已经倒在烟床上“扑哧
”一声笑了起来。
　　他笑了足足一盏茶时分，才止住笑说道：“我就说呢。
我儿子哪有那样不中用，堂堂京城大学生跑到这乡里来教书，原来你这回回来是躲女人！
那有啥可躲的！
看中就娶回来，没什么大不了。
当然不可扶正，作个侧室就是。
杭州嘛，要钱的女人那都是烟花出身，做正室是不妥的，所谓‘娶妻娶德纳妾纳色’，正室最终还是
要出身名门，讲究门当户对的⋯⋯”　　他兀自滔滔不绝说下去，苏德信反而听得怔在一边。
　　“你老爹是老了，可不是老古板。
”说完娶妻纳妾的事，苏老太爷接着板起了脸，“你莫以为你喝了几滴洋墨水就连你爹都可以不放在
眼里了。
你在上海做投机买卖那是有本事，爹听着高兴；你在杭州玩女人玩到山穷水尽也没啥大不了的，爹听
着也不放在心上。
唯独爹不饶你的，是你做买卖也好，玩女人也好，连信也不给爹来上一封，你把爹当啥了？
我苏佑祺这一辈子，不爱财不贪名，重的就是个别人当我是回事。
你不当我一回事，那是亲儿子，打不下手，当我落了牙往肚里吞；可老于那小子也不当我一回事，我
就饶不了他啦。
德信你在京城上海的熟人多关系广，你在走马上任当教书匠的前面替我办一件事，行不？
”　　于家拒婚的事，苏德信一踏入苏家大门就已经听说了。
他离家时苏秀容还是个绑着小辫儿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子，现在长成个什么样子，他猜都猜不出来。
但在他印象中，这女孩子怎么也不会丑，以乡里女子的审美标准，她应该是出类拔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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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刑场1927》让我们重温那个豪情万丈、向死而生的狂热年代！
《十月围城》之后，《大刑场》席卷而来。
它是一部革命年代关于人性的交响曲。
不论是参加革命，还是反对革命，选择不再依据于大义凛然的革命号召或贪生怕死的懦夫宣言。
《大刑场1927》是一部充满浓郁历史味觉的小说，它如同一张神秘莫测的命运图谱，演绎出悲喜交集
、甚至啼笑皆非的种种大命运。
一个关于理想和信仰的故事，一声关于生命和爱情的叹息，一场关于权谋算计的暗战，一部动荡年代
颠覆黑暗的鸿篇巨著。
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巨大的刑场，我们一步步走向还在远处尚未到场的死亡，我们在刑场中苟延残喘或
者奋起反扑，不幸者流血牺牲，幸运者看到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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