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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拙著《镇委书记》、《侧身官场》和《怪味沧桑》同时出版面世前，作者就像当年爱因斯坦试
图将引力场、电磁场等统一在一个场内一样，也试图在三部书中找出某种联系，将三者定义为一个类
别。
但是，《镇委书记》写的是一个基层干部的历练作为，《侧身官场》写的是一群县级文秘人员的苦辣
酸甜，而《怪味沧桑》写的则是当代四十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给部分农村人带来的生存
忧患。
从表面上看，这三部书的内容虽然不相及，却都是作者的自身经历和生活感悟，表现的是人生的坎坷
和世事的变迁。
　　作者是学理科出身，并没有系统地经过文学创作方面知识的学习与训练，在写作手法上也并不完
全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这一定让内行人感到不在套路，觉得这三部书有点“怪”。
其实，说这三部书“怪”，并不是因为作者怪、作品怪，或者其中描写的人物怪、事件怪。
因为这三部书反映的是当代人经历的社会真实、人生真实和生活真实，书中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发生
在我们身边，内容并不怪，怪就怪在写作手法上。
所以，河南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李永臻先生曾经称之为“另类”，“怪”字的含义也就体现在其中
了。
　　生活像一个万花筒，随便摇一摇，就会变幻出各种图像。
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在这个小小寰球上，或爱或恨，或泣或歌，或息或作，或善或恶，每时每刻不知
发生了多少故事。
人生是漫长的，从达官贵人到凡夫俗子，无论怎么回顾和展望，人人都有自己的苦乐年华；人生又是
极其短暂的，从伟人英烈到小虫豸，无不在历史的天空里瞬间划过，形成的是一阵又一阵的流星雨。
所以作者又常常怀疑，自己感悟的生活到底有没有代表意义。
　　就小说创作而言，生活就像一头大象，作家们其实是一群既傻得可爱又聪明伶俐的瞎子，他们都
在摸这头大象，并通过自己的感知和思考，对生活进行认知和梳理。
当他们摸到大象的肚皮时，就说大象如同门板；当他们摸到大象的一条腿时，就说大象像根柱子。
我自己更说不清楚，所摸到的生活，到底是大象的哪个部位，也许是大象的尾巴，或者是拴大象用的
绳子。
当然，无论我们摸到大象的哪个部位，都会产生一些异于旁人的感悟。
生活本身是一回事，而感悟与表述则是另一回事儿了。
作家通过艰辛的劳作，表述出来了才是作品。
作品出炉了，等于向世人惊呼一声：“瞧，原来大象就是这么一种怪东西！
”　　我这三部作品一起推向市场了，不过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作品洪流中几滴水珠。
如同人生不可捉摸一样，难以预测它们到底有何影响，以及在文坛上有没有地位和贡献。
作者并不打算虚假地宣称献给亲人和友人们，毫无疑问，他们自然会为作者的成果欣慰、自豪并祝贺
。
作者真正献给的是读者，作品就是写给他们看的。
作者相信有自己的读者群体，但也不假装谦虚地请教读者，请他们指出作品的什么谬误和不足，因为
作者并没有打算根据大家的评判去重新修订什么。
如果碰到了执著的读者，他能从这些作品中，读出知识、哲理和趣味来，并且研究发掘出一些有益社
会进步、有益人生求索的东西，那这位朋友肯定是作者的知音，这三部作品就是献给他的。
　　作者的这份孤傲、自信和淡泊，可能是自己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夜郎自大；既非追星一族，又不
特别崇拜名人的性情所致。
所以，作者不劳已经声名显赫的大作家们的大驾，拉大旗，作虎皮，请他们点评导引，而是自拉自唱
，自己为自己作总序。
　　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方亚平和崔晓旭等同志，为三部书的出版倾注了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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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怪味沧桑》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记述了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给原本天高皇帝远的农村人带来
的种种生存忧患、喜怒哀乐，真实地再现了农村社会面临科技大潮冲击时的喜悦和震颤。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四十余载春秋，世道沧桑，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不但从大的
方面影响着国计民生，而且将其触角不可阻挡地伸向了社会的最基本元素之一——中国农村的千家万
户，其影响自然千差万别，有好有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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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失踪　　故事应该从九十七岁高龄的七太爷突然失踪说起。
　　这七太爷，是我们山乡马寨的一个姓杜的高寿老人，对于本书的一个主要人物杜小宝来说，七太
爷实际上是他的“七太太爷”。
　　县里的民俗学家们考证过，在我们这一带山乡，对长辈的称呼是很有讲究的。
一条“命根子”往下延续，并且分裂成树状结构，就有了不同辈分。
直接下传的是“祖”，与“祖”同代的人称“宗”，祖与宗虽然都是亲的，但亲的程度不一样。
如你爷爷的父亲是曾祖，你应该称他为“太爷”，而爷爷的爷爷是高祖，你就应该在太爷的前边再加
上一个“太”字，就成为“太太爷”了。
加上一个“太”字就又长了一辈，这不是“和”的关系，而是“积”的关系，就好像代数学里“太”
字上又平方了一样。
说句笑话，在我们这里，你要是结巴舌，叫“太爷”时不小心，“太⋯⋯太⋯⋯太⋯⋯爷”地结巴下
去，就可能一下子不知道能给对方长多少辈。
好在上了五辈的家族很不多见，所以，在“太”字平方的基础上，基本上没有加上立方或者n次方的
。
照这么说来，“七太爷”应该是杜小宝父亲的正确叫法，可这个小宝也跟着父亲和大多数乡亲一样叫
“七太爷”，而且还常常把那个“七”字省去。
反正上下五辈关系太复杂，让一个小孩子家叫起来确实困难，就没有人认真地纠正过他。
　　我们马寨的“能人”元叔就专门论证过，辈分太高了，就失去了论辈分的实际意义，你想，祖祖
辈辈的人都把上苍称呼为“老天爷”，没有人说这是乱了辈分的。
等杜小宝长大后，听着孩子们也像他当年一样大讲“雷锋叔叔”的故事，忽然想起元叔的话，才突然
醒悟，“七太爷”、“老天爷”和“雷锋叔叔”都不过是一种符号式的称呼，元叔当年的分析虽然浅
显却很有道理。
　　七太爷的突然失踪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秋冬之交的一天。
　　这一天其实稀松平常。
那个时候，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是生产小队，所有制的形式
是公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基础的这个“队”指的是生产小队。
我们马寨是一个大村子，成立了一个生产大队，下边设了八个生产小队。
生产队是一种慢慢腾腾的社会机器，农活是常年干不完的。
八队的“狼”叔经常“咬槽”说，当干部的都是他妈的想事虫，天天给你找活干，天天让你没饭吃，
都是干部领一群社员熬时间，磨洋工，混工分。
　　这一天已经是青霜白露的天气，八队的社员照样起个大早，到地里干活。
这天早上，全队社员都去了西岭沟一块大一点的棉花地，女人们不停地哈着冻得通红的手，采摘最后
一茬半开不开的棉花。
男人们用结满老膙的手，奋力地薅棉花柴。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大家说着笑着，打着闹着，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腾茬子，清理成白地，可以
播种小麦。
都到了九点多了，太阳升得好高，社员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队长贵亭叔才让放工。
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地里回来吃早饭。
　　小宝奶奶的拿手饭不过是蒸红薯、熬玉米糁和青辣椒调萝卜丝。
这年月，家家户户都吃这样的饭食。
当全家每个人都手捧着一大碗饭，在院子里吸吸溜溜地吃着、喝着的时候，小宝奶奶发现七太爷还没
有回来，小宝爷爷就叫小宝去牛屋里喊七太爷回来吃饭。
　　小宝很不情愿地撅着嘴，一蹦一跳地跑到村西头的生产队里的牛屋院，没有到院子里就大喊：“
太爷，太爷，快回家吃饭哩。
”要在往常，七太爷一定眉开眼笑地从牛屋里走出来，颤巍巍地揽一下小宝，然后一老一少牵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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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柔和慈祥的阳光，踏着山村坎坷不平的道路，回家里吃饭。
这个情景，如果让北京的民俗学家或者画家们看到了，一定会抒发出不少感慨，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
天伦之乐，或者挥毫泼墨，画一幅恬静优美的山乡风俗画。
可是今天，等小宝推开了七太爷住的屋子，几犋耕牛打着响喷嚏，咕嘟咕嘟地倒沫（反刍），却没有
看到七太爷的影子。
小宝虽然没有见到七太爷，只要跑到了这个屋里，就算已经完成了任务，回去给爷爷交了差。
奶奶嘟囔着：“这老东西，还是这么不着调儿，到现在不回来吃饭，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
”爷爷喝了奶奶一声：“哈，胡说些啥？
给他留下点饭就行了。
”　　就这样，一家人都没有在意，吃罢早饭，听到队长贵亭叔敲了破牛车轱辘，这个吊在椿树上的
简易的上工钟，都抄起农具，懒洋洋地上工去了，谁也没有继续追究七太爷究竟去了哪里。
　　中午，仍然没有见到七太爷回家吃饭，一家人就有些心慌。
爷爷和爹爹都去了牛屋院，在七太爷睡觉的草池子里，乱蓬蓬的麦草上，一条破棉絮被褥还在，这老
头只穿了一身衣服，带上他的红宝书包和烟袋走了。
究竟去了哪里，小宝父亲问其他几个牛把，谁也说不清楚，爷爷就说：“哈，别管他，跑得饿了就回
来了。
”　　虽然这事儿在马寨村里没有引起多大轰动和震动，但七太爷确实是突然失踪了。
　　常言说，孝子贤孙，隔代最亲；过了三代，谁也不爱。
这个道理我们马寨人最有切身体会。
这体会的来源就出在七太爷身上。
　　七太爷今年已经九十七岁了，不挑吃，不挑穿，腰板挺直，牙口也整齐，连眼睛也不怎么花，身
体非常健壮。
他属于“五保户”，可以单独过日子，但他自己没有起锅灶，五保的待遇全部给了杜小宝家。
因为姓杜的就他们这几户人家，长杜小宝四辈的七太爷其实已经出了“五服”，他能够成为杜家一口
人，完全是因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无依无靠，又不能由外姓人供养，才流落到小宝家的。
到了这把年纪，在生产队里干活不记工分，生产队给他的最大五保待遇，就是只给他分一份定补的口
粮。
他因为身体好，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所以农活并没有少干，也没有任何报酬。
除了杜家要管他吃饭以外，他在全生产队的人心中，完全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老人，没有一个人关心
他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况。
在杜家，虽然他是杜小宝爷爷的爷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敬重，也是一个多余的人，待遇比一个牲口
好不了多少。
　　多少人私下议论起这个老人，都感慨地说，人啊，其实不需要活那么大岁数，老到一定程度，就
人嫌狗不待见了。
一家子，有三代人就足够了，没有了亲儿子，孙子再孝顺，也没有多深的亲情。
更何况小宝的爷爷根本不是七太爷的亲孙子呢。
　　二、辫子和剃头匠　　七太爷是清朝过来的人，经历了三个朝代。
他生于清代的标志，就是至今还保留着那一条小猪尾巴一样的小辫子。
人们究其原因，他老人家至今留着这条辫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因为一个大字不识一斗三升的庄
稼汉子，当然与当年在北京闹“复辟”的小丑“辫子爷”张勋没有任何瓜葛，留辫子也不是出于对清
朝有什么依恋，只不过是因为生活的习惯，才始终舍不得剪下它。
　　从这条辫子上，可以看到历史的缩影，能够完整地保留到今天，确属不易。
按说，告别了末代皇朝以后，辫子的存在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闹“三民主义革命”的前期，最激烈的革命行动就是强迫男人剪辫子、
女人放小脚，首先革除头和脚的“命”。
这样说，并不是笑话，贬低革命的重大意义，而是历史真实。
不在那个时代，你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剪辫子、放小脚”的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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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如果有人留条辫子，那要么是艺术家，要么就是疯子，没有男人愿意留头发梳辫子的。
可在当时，剪掉辫子却是伤风败俗、辱没祖宗的事情。
割掉谁的辫子，这个人就好像从此没法做人了一样，谁也不肯把这条给男人惹出了许多麻烦的辫子主
动剪下来。
为了制服这种顽症，革命党喊出的口号十分吓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剪刀之下，没有长辫。
举国上下疯了一样，“男剃头、女天足” 的运动轰轰烈烈，扎扎实实。
可也奇怪，那一阵子席卷全国的浪潮，竟然没有波及到我们马寨这个深山沟里，当然也没有波及到七
太爷的脑袋上。
当所有的男人都顺应历史潮流，纷纷剪掉辫子之后，七太爷这条辫子依然完好地保留着，成为一条漏
网的鱼。
早年串乡的剃头匠们都劝过他，让他剪掉这条世上罕见的辫子，他说什么也不肯。
　　更厉害的是，到了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队的几个造反派曾经想在他的头上
做一点文章，觉得几辈子人都没有割下来的辫子，到了他们手里，割下来肯定是一种“破四旧立四新
”的壮举，就准备采取革命行动，当他们有人已经抓着老人的胳膊，有人已经按下了老人的头，有人
挥舞起了剪刀，七太爷痛苦得杀猪一样地嚎叫着，眼看保不住这条辫子时，却被村里的几个老年人赶
来喝住了。
在马寨说话最有权威的刘大爷，掂着长杆烟袋不由分说地敲那些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的头，气呼呼地
骂他们说：“七太爷是咱村里的老人瑞，你们要是剪了他的辫子，就是要了七太爷的老命！
当心你们不得好死！
”一席话，把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镇住了，他们怏怏不快地议论了一番，也突然觉得在一个九十多
岁的“　　　　太岁”头上动土，还不如去揪斗“破鞋女人”孙二孬的妈，意义实在不大。
于是，这条辫子的生命力如同他的主人一样顽强，又一次虎口脱险。
　　七太爷的辫子是清朝历史的活见证，你现在可以在电视连续剧中见到清朝人的辫子，但那些都是
假的，七太爷的辫子才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只不过到底年纪不饶人，七太爷头上的头发由稠密变稀疏了，由黑色变成花白，后来全部变白了，小
辫子就由油黑的小孩胳膊粗细，变成了现在的白色小猪尾巴，细得可怜。
但是，七太爷这条辫子的存在，仍然不失为我们山沟里的另一道风景。
本地人早已见怪不怪了，只是外乡人，一看到这里有一个留有辫子的老男人，就一惊一乍的，仿佛看
到了前清的遗老遗少，或者是天外来客。
通过他们，还有那些走乡村串山沟的货郎的嘴，远远近近地传了出去，经常有人好奇地来看七太爷的
辫子，那神情与考古专家们的神情差不了多少。
　　七太爷失踪后的当天，在这一带各村轮流剃头理发的宋师傅，又轮到了我们这个生产队。
宋师傅的到来，是按照人的头发、胡须生长的规律计时的，平均二十多天来这里一次。
热天就在一棵大槐树下，下雨天或者冷天，就在生产队的牛屋里，用“顶上”的功夫，干“头等”的
事业。
　　我们这里流传一句歇后语，形容害单相思的人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真的很形象。
宋师傅的挑子一头是一个凳子，一头是一个破铁皮桶做成的小灶，上面有一个尖底儿的铁锅，用来烧
热水。
只要宋师傅拢着了火，这生意就开张了。
用宋师傅自己的话说，他的工作是“先烧火，后开饭，掂着刀子圆圈儿转”。
他四十岁时才娶一个寡妇，那寡妇起初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就是用这句话把那寡妇唬住，叫那寡
妇一时不理解他干的啥活儿。
当这个寡妇弄明白他是一个剃头匠后，笑得前仰后合，发现这个人挺　　　　幽默，一下子爱上了他
，义无反顾地撇下极力反对她改嫁的儿子、女儿，嫁给了一个人们都认为是“下九流”的剃头匠。
　　宋师傅是个剃头的老把式，有一手绝活儿。
他干活时，先把别人已经用过的快要变凉的水，倒进烧水的盆子里一部分，然后再用一个小葫芦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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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瓢，舀起一些烧热的水，注进洗头的盆子里，试试温度正好，就开始用这点反复使用过的混浊的
温水，给下一个来剃头的男人洗头、洗嘴巴，烫软了人们的毛发，才好进行下面的程序。
　　看他干活，是一种享受，所有动作，都有套路，特别是在洗头时，会弄出清脆的“呱唧呱唧”的
响声，有点像吃红薯、豌豆面吃多了的人放屁的声音，又不全像。
被洗的人自然舒服，周围的人听起来也十分悦耳。
洗完后就要动刀子，他首先在一块鐾刀布上“噌噌”地打磨几下（鐾刀布，或作庇刀布，又称荡刀布
，一种用生土布做成的长条形带子，用来保养剃头刀的刀刃），把剃头刀子整得锋利无比，就开始剃
头、刮胡子。
在他的手中，耍刀子成为一种艺术，干到兴奋的时候，他能在一片惊呼声中，把剃头刀子抛两尺高，
看都不看，接着后翻一下刀刃又刮下去，“刷刷”的一阵响动，来人就由“愣头青”变成了“青头愣
”。
你要是初次看到，准吓得不敢睁眼。
他这活儿做得又快又好，尤其是用锋利的刀子掏人的鼻毛，一点也不会伤了鼻子，手艺非常娴熟。
　　这种程式化的动作当然不在话下，他还会给来剃头的人按摩、“捏老晕儿”。
现在在大城市里，洗头洗脚城林立，而且全是漂亮的小姐，可在那时，别说小姐，就是宋师傅这样的
大男人按摩的待遇，一般人也享受不到，只有马寨大队干部和极个别有名望的人才有这种福分。
按摩大家都懂得，没有什么好说的，“捏老晕儿”真是一种绝活。
一个相当疲劳、昏昏欲睡的人，到了宋师傅剃头的凳子上坐下来，宋师傅用双手捏紧他脖颈上某一处
动脉血管，不一会儿，这人正在笑嘻嘻的，突然就扯起了呼噜。
宋师傅再用手掌猛地击打一下这人的额头，这人就立即醒来，一身的疲劳一扫而光。
但是，宋师傅由于不善于使用理发推剪，渐渐地，年轻人不再用他了，跑老远找好的师傅理发，这让
宋师傅既伤心，又生气。
　　在宋师傅到来的这两天里，生产队长贵亭叔，破例允许部分社员晚一些下地干活。
但有一条标准，就是你这个人留下来，必须是一头乱发，上工去必须是一头青皮。
通过这种安排，能让宋师傅闲不住，很快把全生产队壮年劳力的脑袋打扫一遍。
宋师傅忙了两天以后，算算还缺一个人，就问小宝爷爷：“大叔，怎么不见七太爷呢？
我还得给他清边哩。
”　　小宝爷爷很生气地说：“不知这老头跑到哪里去了，别等他了，该干啥干啥吧！
”　　马寨公社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
七太爷突然失踪了，确实没有在村里引起多大的轰动和震动，人们照样有条不紊，各干其事。
趁他失踪的这几天里，我们把其他事情絮叨絮叨。
　　山乡马寨，处在豫西南伏牛山的腹地里。
这是一个相对古老的村寨，建村时不知起于哪个朝代。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处于浅山区与深山区的交界处，在兵荒马乱时，外边的人跑反，可以跑进来避难
，深山里的“镗匠”（土匪），也可以前来打家劫舍。
所以，在很远的年代，人们为了防范“镗匠”的袭扰，寨子里的头领们，就组织老百姓打了一圈寨墙
，还挖有一圈护村的壕沟，叫做寨壕。
现在这些壕沟快淤平了，成了母猪们领着一群猪娃“打泥”的地方。
土寨墙也已经成了断垣残壁，有一段仍然是寨子里的制高点，“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就是寨
子里的上初中的学生回村后，站在寨墙上面的最高处，通过用铁皮卷成的土广播喊出去的。
　　在山区人口居住普遍分散的情况下，马寨倒是一个不多见的大村子。
寨子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一大片开阔地里，所有建筑基本上全是草房，居住有将近两千口人，由于人口
相对集中，就成了当地行政、文化的集散地。
新中国建立之初，这里成立过小乡，人民公社化以后，又成了一个小小的人民公社所在地。
在县里的区域规划图上，注明这里是马寨公社。
公社院，也就是公社干部办公的地方，占的是老财主孙乃器的祖宅。
孙乃器在解放时被镇压了，他唯一的儿子孙丙豪跟着老蒋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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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器的祖宅是山里少见的瓦房，门口还有一对石狮子。
这对石狮子让小宝他们这些小伙伴，经常在上面骑过来骑过去，烂裤裆、脏屁股和小鸡鸡儿，把石狮
子的腰部，磨得发黑发亮。
公社的干部并不多，也就是曹书记、胡社长、张武装部长、范治安专干、小李通信员等几个人。
　　马寨公社下属的第一个生产大队，就是我们马寨大队。
大队的干部，大都是刘姓的人，“宛平城里管朝廷”，“近水楼台先得月”，每一茬公社干部们都与
他们混得很熟。
特别是支书刘庆典，经常和书记、社长在一起，喝县城里酿制的散装红薯干酒，喝醉了以后，就没有
了上下之别，互相称兄道弟。
因此，马寨的大队干部，与方圆几十里的其他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比起来，要有头脸得多。
　　处在公社所在地的马寨村，乱姓　　　　同居，但人口较多的有两大姓，为主的是刘氏，其次是
孙姓。
历史上，两大家族不断地争斗，恩恩怨怨，世代情仇，了犹未了，不了了之，有时也殃及到其他小姓
氏。
解放前，孙姓几个头面人物，有地、有钱、有枪，所以占上风。
解放以后，姓孙的这几家财主，划成了地主成分，一下子跌入了劣势地位，出了一群“地富反坏”分
子，再也没有能力与刘家争锋，刘家就出了一群大小队干部。
马寨村年轻一茬人中的“能人”元叔，虽然长得好，有思想，可就是因为姓孙，母亲戴着的那顶四类
分子帽子，压得元叔抬不起头来，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
　　那时节，公社通知各大队干部开会，都是“四类分子”的活儿，孙家的几个戴着分子帽子的人，
就是公社里通知会议的专干。
轮到元叔的母亲通知会议时，是由元叔代劳的，也就是在他往最远处的车辙沟大队送信的过程中，与
我们马寨最漂亮的女青年刘凤姑好上了，这是后话。
　　凡是行政中心，经济就会相对发达一些，文化生活也会相应丰富一些。
在公社院外，设有代购代销点，老百姓都称为“双代点”，也称为“合作社”。
据说成立之初的启动资金，是让群众按人头摊派的，属于股份性质的经济实体。
可是，不管这“合作社”是否赢利，群众谁也没有见到过一分红利。
一位伟人曾经论断过，计划经济也有市场，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个合作社，“合作社”是在计划经济
的条件下存在的商品经济。
就这么一处又收又购的商品交换处，里边的商品也是很贫乏的，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有“洋火”、
“洋油”、“洋碱”，连铁钉也叫做“洋钉”，铁桶也叫做“洋桶”，还有必须用按人口分配的布票
，才能购买的“洋布”，只有食盐才没有被称作“洋盐”。
再加上新型的农机具，叫做“洋犁子”、“洋耙”，这些都冠有“洋”字的物资，是外边世界工业文
明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带来的最有力的冲击。
其实在群众的心目中，这些商品，不一定都是“舶来品”，之所以都叫做“洋”物品，主要是为了区
别土生土长的“打火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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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怪味沧桑》是一幅中国农村世相图，录下了贫困、温饱、富裕三个时期的人问百态。
带着传统的愚昧，带着欲望的野性，真实怪诞，让人震撼，耐人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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