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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姥姥让我牵肠挂肚一辈子

2 “哲学家”舅舅教我的道理

刘震云去过世界许多地方，感

觉跟在延津老庄村行走并无差别。

虽然各地的建筑、河流、肤色、语言

不同，但“人性是一样的”。

1958年5月，刘震云出生在河南

延津一个普通人家。延津县归属于

河南省新乡市管理，位于黄河北

部，因为气候干燥，旱灾频繁发生，

种地全靠天气决定。“我父亲是人民

公社普通的职员，我母亲收破烂，物

质非常的贫瘠，饭食也非常的粗

糙。”刘震云回忆。

刚满八个月的时候，乡下的姥

姥把刘震云从县城抱到了乡下，带

回王楼乡西老庄村养活。刘家老宅

是一个干净、古旧的院子，门口种着

两棵椿树，青砖灰瓦，东西两间、南

北两间，正房的梁上用隶书写着“建

于1974年”。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姥

姥离世后，它也死了。后来，刘震云

在原位置，重新栽种了一棵枣树。

屋子里的物品和器具，也都保留了

姥姥生活的原貌，墙上和柜子上，挂

着姥姥的照片。照片上的姥姥慈祥

而温和。如今，照看刘家老屋的彩

云是刘家的远亲，因名字出现在《手

机》中，也成了名人。彩云说：“姥姥

活到90多岁，一辈子好干活，80多还

下地呢。”

姥姥其实不是刘震云的亲姥

姥。刘震云的母亲刘素琴回忆说：

“我是小时候给人家了，养母给养大

的。震云他8个月时我参加工作，没

时间照顾他，震云就在老家一直跟

着我妈，他对姥姥感情可深了。我

妈可大气，不是农村一般的老太太，

自强自立、懂得很多道理，几个孩子

都是她帮助拉扯大的。”

姥姥把他一直带大，是刘震云

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让他感受到

了人世间的温暖与陪伴，让他在成

年以后的岁月里，牵肠挂肚惦记了

一辈子。

在小说和电影《一九四二》里的

结尾部分，刘震云几次写到姥姥。

三年困难期间，姥姥背着年仅八个

月的刘步行四十里，从延津县城一

直走到王楼乡老庄村。“没有姥姥，我

就是众多饿殍中的一分子。”虽然没

有血缘关系，但姥姥之于孙子刘震

云，却意味着神圣的亲情和信仰，那

是爱、温暖和饥饿、贫穷共同铸就的

生活记忆，也是人性里善良情感的闪

亮光芒。

刘震云五岁时，村里开办了第一

所小学，接收5—12岁的学生，学费5

元。街坊四邻议论纷纷：饭都吃不

上，哪还有闲钱去上学？在大户人家

当过长工

的姥姥没

说话，卖掉

了头上戴

的银发簪，

卖了五块

钱，拉着刘

震云就去

小学报名。

姥 姥

是个身高

不足一米

六的农村

妇女，在村

里受人尊

敬，是干农

活的一把

好手。每

年一到在

农忙季节，

一直是东

家们争相

抢夺的短工——她弯着腰割完一垅

地的麦子，速度奇怪，一刻也不停歇，

回头看，村里那些壮实的中壮年男

工，才将将割到一半。

刘震云问她割麦子的技巧，为什

么速度这么快。姥姥告诉他：“割麦

子的时候，千万不能直腰。再苦再累

要忍住，你起身直了一次腰，就会有

第二次、第三次……别人在休息抽烟

的时候，你还得继续不停歇，不断地

坚持割。”

姥姥不认识字，也没什么文化，

一辈子在黄土地里操劳，做人认真，

说话朴实。

■姥震云

■姥姥和刘震云四兄弟

刘震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

他出生之前，家里生活就已经很艰

难。后来，这个家庭共要了4个孩子，

三儿一女，靠两个大人的工资要养活

4个孩子，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家乡亲人里面还有两个舅舅。

在刘震云看来，都是充满智慧的哲学

家。一个舅舅是个赶马车拉货的，另

外一个舅舅则是个当地闻名遐迩的

木匠。

“我13岁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第

一个人生的导师，他是我舅舅，我舅

舅个子特别高，所以他的外号叫大

个儿，他在我们村是一个赶马车的，

他是我们村儿到外边世界距离走得

最远的人，他到过我们县城。我说

县城怎么样？他说楼高些，人多

些。在牛棚里面，在牛马的吃草声

中，他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他

说，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

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

干第二件事。

像你这样既不聪明又不傻，不上

不下的人在世界上很麻烦，你想过将

来娶媳妇的事吗？我说舅我13岁该

不该想？我舅又说，如果13岁还不想

的话，你就是一傻子。我说舅那我

想，他说你想，但照你这样既不聪明

又不傻的状态，你只能找个小寡妇。”

一席话终了，舅舅给刘震云指出

了人生的方向：“要想娶个正经媳妇，

得离开这个地方。我说舅，我要想家

怎么办？他说，你没有离开过家，你

怎么知道想家呢？如果在这个村里

边，你最大的前途也就是跟我一样赶

马车。你要是离开这个地方，可能就

会有另外一种人生的道路。我听了

他的话，14岁离开了家乡参了军，一

直走到现在。”

刘震云当兵的那几年，另一个人

生导师，木匠舅舅的话，在他路灯下

值班站岗、看书以外的时间里，在面

对一片漆黑的沙漠戈壁的时候，时常

涌上心头。

“我另外一个舅舅是个木匠，脸

上有点麻子，所以大家都叫他刘麻

子。刘麻子的箱子柜做得最好、卖得

最好，渐渐我们方圆40里，木匠就剩

下他一个。所有的同行都觉着刘麻

子毒，所有的顾客都觉着他的木匠活

儿好。

我说舅舅，所有同行说你毒，所

有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毒呢？还是

好呢？他说，人说你坏、说你好并不

重要，问题是怎么成为一个好的木

匠。我说那你是怎么成为一个好木

匠的呢？他说无非别人打一个柜子

花三天，我花的是六天；但只是花功

夫你还不能成为一个好木匠，他说是

因为我喜欢木工活，我喜欢刨子花发

出的那种味道。这个舅舅告诉我，跟

孔子一样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做你喜欢的

事情。”兜
兜
转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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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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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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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真是神奇，自称“全村最

笨”的刘震云，原本想通过当兵改变

命运跳出农门，结果复员回家，先是

当塔铺中学的乡村教师代课，而后通

过高考上了大学。北大毕业后，刘震

云进入《农民日报》工作，定居北

京，有了铁饭碗的工作，变成了城里

人，拿到北京户口本，分到了房子，

成家立业，也生了女儿，女儿的名字

也与家乡河南有关，因为雨少旱灾

多，刘震云希望祈祷家乡风调雨顺，

特意为女儿取名为“雨霖”。

经历了几年军队历练的他，走南

闯北的记者生涯，让他变得老成，外

表平易近人，和刘震云一起上北师大

研究生班的同学迟子建在文章里回

忆说，“刘震云喜欢开玩笑。他开起

玩笑来不动声色，同学们对他的评价

是:刘震云的话永远让人辨不清真

假，所以即使他说真话的时候也没人

把它当真。他的性情如同他的名字

一样，沾染了一些云气的氤氲与逍

遥，当你认为看清他时，其实他还十

分遥远。”

刘震云在《农民日报》策划了一个

名牌专栏《名家与乡村》，这个专栏延

续了几十年了，至今还在。今年1月

份，这个专栏发表了刘震云撰写的《延

津与延津》，在这篇散文里，刘震云再

一次回顾、解答了他和故乡和文学世

界之间的关系。刚开始写作，刘震云

说自己喜欢把事儿往深刻里说，但这

恰恰证明了自己没到达深刻的阶段。

就像登山一样，没到山顶时说的都是

山顶的风景如何美，到了山顶说的都

是山下的鸡鸣和炊烟。

“我曾经说过，文学的底色是哲

学。我离开了家乡，但我和我的作

品，又不断回到家乡。这时的回去，

和过去的离开又不一样。我想说的

是，延津与延津的关系，就是我作品

和延津的关系，也是世界跟延津的关

系。换句话，延津就是世界，世界就

是延津。”

刘震云自称“笨人”一个，一辈子

就干了两件事：一个是写作，一个是

跑步。

刘震云的写作，通常是两手换着写。一手写历史与故
乡，一手写当下的生活。
新作《一日三秋》的写作，让刘震云再次回到故乡。一个篇幅不算

太长的小说，写了三代人的故事，时间的长度却跨越了延津3000年的
历史，故事浓缩、人物生动、叙事老练写意。此前，他获得茅盾文学奖
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还有更早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
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和《温故一九四二》，写的都是故乡延津。
对刘震云来说，延津既是故乡，也是世界。

■姥震云和姥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