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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永远的标记》作者王孝谦的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来自生活，决不凭道听途说或杜撰创作，因而显
示出了特有的丰厚。
他曾做过副乡长、副县长，在基层分管过民政、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等多项工作，直接接触最普通
的群众。
在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方面，他有别人不可比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他小说的主人公，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极普通的人；所写的事情，也都是农村常见的生活。
由于长年工作在基层，他不仅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情景十分熟悉，而且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心理、个性
、特点等都有透彻的了解。
因此，他笔下的人物，似曾相识又很特别，既真实又鲜活。
生活的基础是一方面；独特的情感体验是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
作家只有与大众血脉相通，切实表达他们的心声，你的作品才能真正拨动他们的心弦，引起他们的兴
趣，激起阅读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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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孝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现任四川省自贡市政协副主席、自贡市工
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
先后发表各类文学作品100余万字，作品曾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和省政府一等奖及全国微型小说
（小小说）年度评选一等奖等各类奖励多次，有小说被收录入加拿大大学教材。
其作品入选《最值得珍藏的小小说选》等选本中。
已出版小小说集《痴圣》、报告文学集《越过丘陵》、敖文集《人生如茶》、电视文学剧本《君子魂
》、小说集《危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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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市长与村妇徐记发店富顺香辣酱传奇永远的标记所长排名不分先后导厕厕读厕所问题换位喊厕恋厕夹
尿公厕私营二伯的酒瓶八戒“下海”悟空应聘寻找沙僧直捣野人谷大实话痴圣丧痴干部家痴仕痴痴人
李良的生存状态陈二奂人城此处可能有掌声有只苍蝇在唱歌考察危房乡　长创卫成果看一个人走过和
一篇小说的形成大师手书丢荒徐局的手机喝茶一杯茶水婚姻保险公司梁师傅的手艺基层干部接生老党
员礼物路的咏叹培养秘书的尴尬三岔路口那块田身边的两个女人神秘短信特殊的感谢小偷与神奇的新
药一把废钥匙遭遇街头行走的老人才子清官卖　书不知不觉盐谦让六目棋似曾相识的冬季穿校服的小
商贩征婚广告刊出之后变形人生椅子之谜典型检查一只棕色小药瓶少时邻居生活舞台酒醉心明白镜子
看门人升格之后山妹怪病三个人的空间寻找角度亮阳台爱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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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市长与村妇　　章刚应该算是最后一批回城的知青了，而平因为把一生交给了一位村姑，便回不
了城了。
　　章刚离村前，对土地已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他最后一次锄了自己的责任田后，便将地交给一位叫惠的村姑。
那天惠来了，平也在场，就算是交接仪式。
章刚挑水，惠浇了一遍庄稼。
　　章刚如今是一市之长了，虽是县级市，市长管的就不仅仅是土地了。
章刚这几天心情一直不爽，政府常务会开了三次专门研究市区新修一条街道的方案，对修24米还是38
米宽争论不休，章刚也举棋不定。
他有土地情结，倾向于修24米，减少土地浪费，况且目前本市最宽的街道也只有18米，新的主干道增
加6米已经够宽了。
可是好几位政府组成人员倾向修宽一点，以免过几年又拓宽，那是更大的浪费，况且周围城市新城街
道都比较宽阔，很是气派，那才像城市。
　　章刚一直没作最后表态，他一遍遍提醒自己要考虑全面一点，不能做让子孙埋怨的事。
　　星期天，章刚想散散心，便叫了司机，一个人回到了插队的地方。
他找到平时，才知道这小子自己办了个小企业当起了厂长。
一阵闲侃之后，章刚想到了惠，平说惠总不愿意离开那片地，让她来厂子做工也不愿意，她就在那片
地上种葡萄种蔬菜，她丈夫外出打工一年没几天在家里，但总不见惠家有什么收入的迹象。
　　章刚就决定亲自去看看惠。
　　惠正在纳鞋底，惠抬起头的当儿，鱼尾纹很明显地跳动了几下，略显灰暗的眼睛掩不住惊喜，之
后就有些泛红，但没有泪滴。
　　章刚坐在竹椅上沉默了好一阵。
他没想到惠还生活得这么清苦。
他看见惠的两个孩子穿着旧衣裤，但很整洁。
惠很不好意思地说她没响应计划生育超生了一个，市长不会怪罪吧。
章刚听来觉得惠似在开玩笑，但惠说完之后就背过脸去了。
　　章刚提出去看看那片地，惠很受感动，脸上闪出一圈红晕，说了声你还记得呀？
又背过脸去，这回好像有泪溢出。
章刚隐隐地觉得惠有些异样，便想起了他做知青时惠对他的种种照顾。
　　从那片葡萄园回来，两个孩子已换了新衣服。
　　章刚继续看那两个孩子，大的十二三岁，是女孩，小的十岁左右，男孩。
两个孩子都穿着千层底的布鞋，鞋长长的与脚极不相称。
裤子也长了一大截，都挽了几圈裹在脚踝上。
衣服也长大宽松，看着就像穿的是大人的衣服。
章刚就问惠怎么给孩子穿的总不合身，这不是浪费吗？
惠拉过小儿子扯扯袖子随意地说，娃儿们还要长的嘛，没钱的人家就想让娃儿们一件衣服多穿些日子
。
　　章刚全身一颤。
　　星期一上班，章刚当机立断，在拓宽新街的方案上签了字，并在宽度的空格处填上了“50米”的
字样。
　　一年之后，一条宽敞大街的两旁一幢幢设计新颖的楼房正迅速往上生长。
因为各地投资者从这条大道上看出了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决心和气魄，纷纷拥了来。
　　章刚因为大胆修了这条与省城规格相当的大街并由此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被列为有远见有开
拓精神的改革者，受到上级表彰。
　　又一个双休日到来之前，章刚买了两大包东西，并和爱人约好，一同到他插过队的地方去吃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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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记发店　　日本空军首次轰炸富顺县城的那年秋天，县城小南门外开了家剃头铺。
铺面两米见方，活页木板门，关时八块木板一拼，里外均可上杠加锁，开时，横下两块门板搭于门侧
，便坐上一溜的人闲聊待剃。
　　师傅姓徐，排行老二，城西林家湾人，其父正在西门帮人剃头时被日本飞机炸死了。
徐二年方二十，得家父亲授，技高于平常辈，脸又暖人，生意极好。
　　徐二剃头从不问顾客取何发式，他自会依人定夺，总也相宜。
特别是他玩的修面一技，令人叫绝。
刮须刀被他细长的手指夹了，在人面部轻点鸳鸯，刃部着面麻酥酥感觉随至，然后小指一翘，刮须刀
木质尾部在敏感部位轻轻一点，让人的舒服感觉顿人高潮，紧接着又重复这过程，使人一直处于麻木
舒服状态。
末了，徐二转至背后右手巧巧地拈了剃须刀，左手攒住顾客衣领往下一拉或往外一挪，那刀便自颈项
处一气儿轻弹跳跃直下于背心，让人从头到脚一遍麻木。
反复几遭下来，坐者虚汗直冒口里却连称安逸，此技人称“鸳鸯戏水”，逗得人心里颤颤的痒，那刀
刃如巧手弹琴，在皮肉上滑行却不伤毫发，分寸掌握极佳。
有同行偷学，却屡发流血事件，终无入学成，这招便自成徐二绝活。
　　冲这绝活来得最勤的要数屠户金三，这金三方头大耳，年近三十，孑身一人，最大的享受就是卖
肉赚得几个钱，隔几日找徐二舞一回“鸳鸯戏水”。
其头发剃得极短，无从再剃，主要是图个享受。
金三入座，徐二轻弹几刀，金三便昏昏欲睡，片刻则闻鼾声。
徐二也不叫醒，金三睡去头无力，自由偏去，徐二也就转腕将就，旁人窃笑，徐二仍做得极为认真。
金三享受够了总给双倍价钱。
　　远近几十里要图个享受的一滩人都来候轮子求徐二给点舒服。
一日，一大块头人座，身后跟了两个保镖。
徐二知道这大块头是个人物，便愈投入，大块头满意地赏了徐二两块大洋，笑哈哈去了。
　　富顺城1949年12月5日解放后，徐二仍开剃头铺，据说第一任县长戎潘曾两次进过徐二的剃头铺呢
。
金三那时新娶了老婆，仍是隔几日来光顾一次剃头铺。
1950年代末，徐二扩大门面，挂出了“徐记发店”的招牌，生意愈发红火。
此时徐二已得一子，取名徐富。
金三的小儿子已在街面上乱跑了，金三仍是隔几日光顾一次“徐记发店”。
　　忽一日，富顺城标语遮天，大字报贴到了“徐记发店”的牌牌上。
徐二被揪了出来，列出两条罪状，其一时刻不忘走资本主义道路，连给儿子取名也沾了资产阶级的铜
臭味；其二曾与匪首方大头过往甚密，亡我之心不死。
徐二对第二条罪状莫名其妙，对方进一步提醒，徐二才想起十多年前来铺子剃头的那个大块头原来就
是土匪头子。
徐二拒不交代罪行，受了许多皮肉之苦，并交由某组织管制劳动。
　　“徐记发店”被彻底摧毁。
金三断了习惯，成天闷闷不乐，蓄发不剃，久之长发披肩，极是糟心。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徐二才又寻了门面挂牌营业。
徐二此时已垂垂老矣，手已止不住颠颤，技艺大不如前。
大批旧顾客慕名而来，场面也能维持。
金三已一头白发，徐二重新开张的第一个顾客就是金三，金三似久旱逢甘霖，提一串鞭炮放过之后，
足足在转椅上坐了一个小时仍不起来。
　　徐二手把手教儿子徐富学绝技接他的班。
此时富顺城新潮发廊比比皆是，徐二仍坚持传统理发，偶有年轻女客误入，徐二便指指隔壁的新潮发
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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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富进步不大，认为父亲理的发式早已过时，自己理发吹头也人新潮发廊。
徐二暗自叹息。
　　“徐记发店”生意日益清淡。
　　一日，金三入座，恰逢徐二病在家中，徐富操刀上阵，一愣神便在金三脸上划了一刀，金三捂着
脸去探望徐二，两个老朋友互相叹息。
　　徐二久治不愈，金三旧习难改。
金三想起脸上那一刀心就发怵。
金三便踱入新潮发廊一试。
　　那发廊由两位小姐支撑，装饰华贵，室内幽香四散。
金三入座，就有柔柔的手牵了他至陶瓷洗发缸前，那柔柔的手伴着温温的水在他的头上交替摩挲，金
三感觉到自上而下一阵麻木，起一层鸡皮疙瘩。
头浴末了，小姐让他躺在软软的皮床上，轻轻地为他按摩头部，又时不时喷出些怪异香味，金三如坠
梦境，差一点睡去。
　　金三走在街上，街人都说金三爷这刻怎的年轻了许多？
金三摸摸头发，整齐地往后梳了，就有种轻飘飘又温温柔柔的感觉密密地布满了头额。
　　金三去看徐二，顺便提了一句，新潮发廊那些女娃子弄得人好不舒服哟！
　　金三再次从新潮发廊出来的时候，头发由白转青了，一街的人都诧异。
　　没多久，“徐记发店”卸下板子关了门。
　　富顺香辣酱传奇　　四川因四大江而得名，四江之’的沱江在下游的富顺县拐了个弯，不是向东
而是向西流去，流出一片片品质独特的金黄大豆。
一千多年前，如母乳般的豆浆与井盐之乡的卤水巧妙结合孕育出了无与伦比的介于豆腐脑和豆腐之间
的富顺豆花。
《富顺县志》载：“城北古刹罗浮洞，和尚酷爱豆花，白嫩鲜美，以待施主，慕为佳肴。
”50年前，有张记豆花店主，缘和尚技法，潜心豆花“点”法及蘸水配方研究，创为名食，蜚声巴蜀
。
外地客人来富顺必吃豆花，上级领导检查工作后最高兴的也是吃豆花，人们感叹：到富顺不吃豆花，
等于没来富顺。
　　数十年来，县外、省外仿效者众，皆不如意。
有客人便叹：富顺豆花只能偶尝不可常有。
女人说：像昙花。
男人说：似艳遇。
　　县城不大，鼎盛时期开过78家豆花店，各有味色，互不相扰，蘸水配方尤为机密，失之自灭。
“小刘豆花”、“李二豆花”、“雷三豆花”家家都生意火爆，但唯“富顺豆花店”要排队候座。
　　店堂摆下大小29张桌子，人声如潮，日日如是。
店堂左角有张桌子靠墙，其上摆了碗筷杯碟之类，占去大半桌面，只留一方桌椅可坐人。
　　一老翁独占那方桌沿，背对门庭街市，旁若无人，每天太阳还未起床他便赶在其他客人来之前进
店，太阳睡了他才离去，也不与人打招呼，日日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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