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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第一次见到书中的 主人公 , 真不容易 。  

省上两年一度 的科技成果表彰大会结束后 , 媒体照例 要

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 。  

部主任安排我去采访一位大学教授——本次大会的 一位

一等奖获得者 。 他甩给我一叠采访对象的相关材料 , 交代说 :

“ 听说此人很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 , 我们去参会的女记者就

没有采访成功 。 她要生小孩 , 休产假了 , 这 回就看你的 了 。 ”    

老实说 , 接这个活我多 少有 点不情愿 。 明 知这是块难啃

的骨头 , 为什么偏要 扔给我 呢 ? 科技新闻本身专业性太强 ,

一般人不爱看 。 作为省报 的老记者 , 我刚从农业 口 调 到科教

口 , 省上开会时不派我去 , 我不熟悉情况 , 又怎能做好报道

呢 ? 但主任的理由 又冠冕堂皇 :  “ 总不能不让那位女 同行 生

孩子吧 ? 再说 , 你不是老埋怨报社真正 的 资深记者没几个 ,

那就试试你的能耐 。 ”    

这有点下马威的 意思 , 我不能不接招 , 否则我 白 吃 了二

十多年新 闻饭 , 以后还怎么在年轻人面前混 。    

我硬着头皮翻开了那些材料 。 原来这位 中 年学者最早就

读于暨北大学外语系——是恢复高考后 的第二届毕业生 。 起

初分配在本市一家部属科研所工作 , 1 9 8 4 年考取 了母校地质

系研究生 , 1 9 9 0 年成为 国 内 培养的第一批古脊椎动物学博

士 , 现任暨北大学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 9 0 年代 中期



曾先后到法 、 德等国进行 了几年的合作研究 。 回 国后 , 他选


择了早期脊椎动物的起源 与进化为主攻方 向 。 他被众多的生


命起源与进化的未解之谜所深深吸引 , 野外考察 的足迹遍布


西南 、 西北诸省区 。 在古生物这一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


列为国 内外专家所公认的创新性成果 。 上世纪末 , 他率先在


国际顶尖杂志 《 自 然》 上发表论文 , 阐 述了 他带领 的研究小


组通过对西南某地 区动物化石群进行 的多次大规模考察和系


统发掘 , 采集 了三万件珍稀化石标本 , 发现了 五亿三千年前


两种脊椎动物化石 。 据说他的这一考古研究成果将地球存在


脊椎动物的记录至少提前 了两千年 , 一时轰动 国 际社会 。 世


界古生物考古界都关注着这个叫文子夫 的 中 国人 。 目 前 , 一


个以跨国科学家为核心的早期生命研究 中心正在对该地 区化


石进行深入考察 。 他本人已 获得 国家科技表彰奖和我省有突


出 贡献的专家称号 , 还获得 由香港一位知名 人士提供的 “ 长


江学者成就一等奖 ” 的 巨额奖励… …
    

我烦躁地扔下这些专业味十足 、 枯燥艰涩的介绍材料 。 这


种冷门 的科研项 目对外人来说 , 无疑如听天书 。 一般人根本不


知此项研究的成果价值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 。 这样的


报道谁喜欢看呢 ? 静心一想 , 又暗 自好奇 , 这位教授人到 中年


就取得如此成就 , 他 的身上到底有什么 不同 寻常之处 , 是神


童 ? 是天才 ? 还是接受了独特的教育? 他本人和他所研究的领


域一样 , 简直就充满了谜 。 想到这里 , 一下子激发了我要见识


这位有点神秘甚至有点古怪的专家的欲望 。
    

我当即就给暨北大学古生物研究所打电话 。 接 电话的 一


听我想采访文教授 , 马上一 口 回绝 :  “ 这两天要采访的记者


太多 , 文所长很忙 , 一概拒绝采访 , 真对不起 。 ” 随即挂 了


电话 。
    

果不其然 , 出 师不利 。 我猛然想起 , 暨 北大学也是我的


母校 , 我可以找我 的老师牵线 。 我翻开了 电话号码本 , 搜寻




到一位我很熟悉的 目 前在暨北大学且又很有身份的老师 。 老


师在电话里一听笑了 :  “ 人出 名也 累呀 ! 我试试吧 , 不过这


人很倔强 , 说不见记者就不见 , 你可得做好失望的准备 。 ”
    

几天过去了 , 还是杳无音信。 我心里有点凉 , 为不能接


触一个难得 的采访对象而遗憾 。 也许我失掉的不是一次采访


机会 , 而是一篇在今年可能会得新 闻一等奖的作 品 。 我又催


我的老师 。 他却说 , 我知道你们搞新闻 的爱抓热点 , 抢时间 ,


可这哪是急 的事呀 ? 人家还没答应呢 。
    

又是半月 过去 , 我彻底死心了 , 甚至淡忘 了 这件事 。 谁


知 , 五一长假过后 , 刚上班的那天清早 , 老师主动来了 电话 :


“好说歹说 , 文教授答应今天下午 三点在他的办 公室等你 ,


记着 , 只有一小时采访时间 。 ”
    

我喜从心来 , 立刻扔下手头事务 , 准备好笔和采访机 。
    

下午两点钟 , 我 已经跨人古城墙外西南角母校 的大 门 。


问门卫 , 却不知古生物研究所在哪儿 , 最后说地质系 , 门 卫


笑了 : “ 你那是老皇历 了 , 现在 叫地质学 院 , 在新三楼 , 你


去问 问吧 。 ” 他指 了一个方位 。
    

我走到那座九层高的大楼前 , 楼厅外挂的果真是地质学院


的大牌 。 我进到一楼 , 问看门的老头 , 被告知古生物研究所在


六楼 , 但现在是夏季作息时间 , 还未上班 。 我乘 电梯上楼 , 楼


道空无一人 , 只有我皮鞋走过的 回声 。 我顺门上的小玻璃窗朝


那挂着 “实验一室 ” 直到 “ 实验五室 ” 的一间间屋 内望进去 ,


里边无一例外陈放着探测仪 、 显微镜一类的仪器设备 , 挨墙壁


都站满了玻璃高柜 , 柜子里摆列 了平常很难见到的石头 。 这些


石头和我们平常见到的不同 , 大小 、 形状 、 色彩各有异处 。 在


外人看来 , 它们仿佛是些天外来客 , 也似是才出土的文物 。 令


人不可思议又充满好奇的是 , 这个一般人感到陌生而乏味的领


域 , 学外语出身的文子夫 , 怎么会如此入迷 , 并且一举成名 ?
    

忽听得从一间屋子飘出秦腔 曲调的 哼唧声 。 我循声走过




去 , 和一位提了毛 巾 出 门 的人差点撞个满怀 。 我连连抱歉 ,


并说明来意 , 他哦了一声 , 说 :  “ 进去坐吧 , 我去卫生 间擦


把脸 。 ”
  

他就是我要采访的对象 ?
  

屋 内很大 , 但陈设凌乱 , 靠最里角 摆着一 张单人床 , 紧


挨的是一个大写字 台 , 两个书柜里 , 横竖挤满 了 书 。 屋子 中


央有一个乒乓球案子大的工作台 , 堆满了显微仪器和奇形怪


状的石头 。 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工作室 ? 与我 的想象相去甚


远 。 屋外有人走来 , 我悄悄按下衣袋里微型采访机 的录音键 。
    

他约摸四五十岁 , 身上的夹克是地摊上十块钱就能买到 的


那种 , 穿在五月 已很热的天气里太不合时宜 。 脚上竟是一双旅


游鞋 。 他拉过一把椅子让我坐了 , 自 己也拂了拂另一把椅子上


的土坐上去 。 我接过他递的水杯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
    

几秒钟后 , 还是他先打破沉默 :  “ 说吧 , 又是问 为什么


能得奖的吧 ? 记者都是这样千篇一律的话题 。 会都开过好长


时间了 , 还有什么新 闻性 ? 我看还是别采访的好 。 ” 他再一


次站起身来 。
    

这是下逐客令了 。 我 岂是记者群里 的庸碌之辈 ? 我说我


没有抓住那条好新闻 的确惭愧 , 不过我们还可以再聊些别的 。


他无声笑了 , 摸了摸下 巴 , 有点疑惑 :  “ 别的 , 别 的有什么


好聊的 ? ”
    

“ 听 口 音你也是渭北人? ”
    

“ 是呀 , 难道我们是老乡 ? ” 他一下兴趣高涨 。
    

我说了家乡 地名 , 果真我们是邻县 , 都归一个市辖管。


我又说自 己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 , 只 不过我是学 中文的 。 他


脸溢喜色 , 说他等于是横跨文理科折腾呢 。 问什么 意思 , 他


说说来话长 , 还是先不说吧 。 一说年龄 , 他才大我 四岁 , 也


早我上大学四 年 。
    

同龄人加老乡 加校友 , 我们的距离一下拉近 了 。 话匣 子




打开以后 , 两个人便滔滔 不绝 , 海阔天空 , 兴趣爱好 , 工作


生活 , 随意聊起 。 他其实很健谈 , 大部分时间是他说得多 ,


我听得多 。 不知不觉 , 他所限定的 一小时早过 去了 , 而他谈


兴未减 , 我也乐 意 奉 陪 。 窗外华灯初 上 , 他猛然一看表 :


“你看我 , 只顾说得高兴 , 到晚饭时候了 , 我请客 , 走 ! ” 就


要拉我出 门 , 我忙谦让 , 他说你今天不是记者 , 是老 乡 , 我


也没见你记一个字 。 要是记者 , 我还真赔不起这一下午工夫 。
    

在校外一家收拾得还算干净的小饭馆 , 三杯酒下肚 , 我们


俨然成了无话不说的老朋友 , 我递给他一支烟 。 他深吸一下 ,


长吐口 气 , 面庞淹没在烟雾里 , 脸色一下也暗淡了下去 , 盯着


屋外的霓虹灯 , 若有所思地说 : “老实说 , 我不配你采访 。”
    

一 口饭菜卡在了嗓子眼 。 我梗直了脖子 , 迷惑地盯着他 。


他淡淡一笑 : “ 我不愿见你们媒体是有原 因 的 。 一般的记者


来总是要我谈所谓成功 的秘诀 , 你要我怎么 回答 ? 有时人们


想的和做的并不一样 。 你要是问那些套话 , 我 同样说你会失


望的 。 因为 , 我既不是神童 , 也不是天才 , 更不是有多高境


界和远大理想的人 , 我 的确太普通 了 。 你绝对想不到 , 我之


所以取得那一点微不足道 的所谓成绩 , 全然在 于一些偶然的


因素 , 一些不便为外人言的因素 。 ”
    

妙 ! 果真苍天不负有心人 。 我所想得到的 , 不就是独特


的材料吗 ?
    

我匆忙放下饭碗 , 沉住气说 : “你谦虚 。 ”
    

他鼻子哼了一下说 :  “ 你们记者为 了 总结所谓的成才经


验 , 就把一切都渲染美化得无懈可击 , 其实这是天大的误区 ,


科学需要的是绝对的诚实 。 在外人眼里 , 我是事业有 成 , 光


环 四射 , 可这些真是皮毛 , 不值一提 。 ”
    

他脸上绝无半点故作谦逊之态 , 使我越发迷惑不解 。
    

他似乎猜出 了我的心思 :  “ 你这篇报道 , 注定是发不成


了 。 你要是有兴趣 , 我会说一点题外话 , 说一个局外人 。 ”




    真是奇人奇语 , 新闻 的价值就在于此 。 我心 中 暗喜 , 只

差对他顶礼膜拜了 。    

他 目 光迷离 , 好像进入到遥远的 回忆中 , 喃喃道 :  “ 在

此以前的二十年多年里 , 我还未对一个知情以外 的人说过这

些事 , 你千万别当新闻素材拿出 去发表 。 ”    

我点 了点头 , 他叹 口 气 :  “ 就是现在 , 我还常常梦见这

个人 。 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 , 很大程度上与她有关 , 可以说

是她改变 了我 。 ”    

“ 他 ( 她 ) 是谁 ? ”    

“ 是呀 , 她是谁 ? 我又是谁 ? 我也一直在 问 这个问 题 。 ”

他不置可否地摇摇头 ,  “ 多年来 , 将及天命的 我 , 悟出 了一

些小小的道理 : 往往一个偶然的机会 , 会彻底改变你的人生 ;

一个刚强的人也许在某些方面正是最懦弱 的人 ; 一个人表面

上风光无限 , 骨子里也许有龌龊不堪的一面 ; 别人都 以为他

功成名就 , 可谁知他心里却深藏难与人言的痛苦 。 本来我想

把这段经历带进坟墓 , 因为它是我初涉人生 的一大耻辱 , 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的 罪过 。 可是你 的诚恳 和与别 的记者完

全不同 的行事风格感动 了我 。 谁让你我都是老乡 , 还是校友

呢 ? 所以我就原原本本讲给你听 。 ”    

在 以后的几天里 , 我和文子夫又长谈 了几次 。 每谈一次 ,

我们就亲近一步 , 也感动一次 , 我们互相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

只是 , 我违背 了当初对他的许诺——我之所以要 固执地将其

公之于世 , 是 因我 自 信每一位知道 了 内情 的人 , 也会和我一

样感动 , 至少会欷獻感叹 。 同时这样做也是我对没有完成报

社交给采访任务的一种遗憾弥补吧 。    

下面 , 就是文子夫前后几次 口 述录音 的全部 内容 , 我只

做了个别文字上的加工 。 为了保持原汁原 味 , 我仍 以他的 口

吻道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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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卷  

真的 , 我永远也无法原谅 自 己 。  

我不知道 , 一般人步入中 年 , 回忆过去的 经历 , 会不会

常常发出 叹息 , 为当初年幼无知 , 做事荒唐而后悔 ? 会不会

觉得当初那些看得 比天 地还大的是非 、 荣辱 、 名 利 、 得失 ,

今天看起来都一钱不值 , 毫无意思 ? 反正我会的 。 可是世上

从来就没有后悔药 , 时光永远不会倒流 。    

这件事 已过去了二十多年 , 可我觉得如在昨天 。    

我的老家在渭北山 区 一个小镇上 。 多年前 , 那里土地贫

瘠 , 物产不丰 , 乡亲们家家 日 子都过得紧 巴 巴的 。 当父母的 ,

一到孩子长大 , 总盼着能去外边闯 荡 。 谁家 的后代能离开这

片荒凉的土地 , 就算有出息 。    

我的父亲在县城一家工厂工作 , 家里虽无强壮劳力 , 但

靠着父亲不多的工资 , 我还是念完了那学工学农就是没学多

少文化的高 中 。 四 人帮倒 台 的 那一年 , 我 回到 生产 队 劳动 ,

当时有个专用名 词叫 回 乡 知青 。    

第二年初冬 , 广播里播送恢复高考的 消息时 , 我正在离

家五十里的治河工地上抬石头。    

我 自小和石头有缘分 , 我觉得石头有灵性 。 石头告诉我 ,



我要和它打一辈子交道 。
    

娘从家里捎 了话来 , 说已 替我报 了高考的名 , 我匆匆告


别了石头往家赶 。 上 中学时只知道劳动好就一切都好 , 每学


期发的课本 , 基本上没有翻过 。 两个月 后仓促上考场 , 结果


可想而知 。
    

头一年落败 , 我并不灰心 。 我下 了狠心 , 一定要考上大


学 。 像我这种无权无势也无其他 门路的农家子弟 , 要跳出 农


门 , 高考是华山一条路 。 于是 , 我走 到哪儿便将 中学课本带


到哪儿 , 干活的空隙也生 啃活吞 。 第 二年 , 不 , 也就是半年


之后 , 我第二次走进 了高考考场 , 我被暨北大学英语系 录取


了 , 全大队 , 全公社 , 当 年就考 中 了我一个大学生 。 这在小


镇上算得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
    

秋天里 , 我进 了省城 的大学校 门 。 望着灯火辉煌 、 林木


荫荫的校 园 , 我 既好奇 又陌生 , 既胆怯又喜悦 。 不止 一次 ,


我梦里见到过这些高楼大厦 , 林木 花 园 。 可今天 站在 这里 ,


我还是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 。 我 心里暗 暗叫 道 : 从今 以 后 ,


我面前是新的生活 , 我一定要给山地 的父老 乡 亲争气 , 学 出


点名 堂来 !
    

也许是当年有过抬石头 的记忆吧 , 我就是喜欢学地质 。


阴错阳差 , 我考的是英语专业 。 我每天除 了上课就是钻图书


馆 , 晚上我总是最后一个回到宿舍 。
    

这座城市 曾是周秦汉唐建都之地 。 半年了 , 我没有进过


一 回公园 , 也没去看过一处名 胜古迹 , 我把所有 的精力都用


在学习 上了 , 除了学好本专业课程 , 一有空我就插到地质系


听课 , 而且跨年级旁 听 , 到毕业时 , 我几乎修完 了地质系本


科的课程 。 我越来越对探究生命起源入迷 了 。 那时 , 上大学


国家全部买单 , 每月 还发十七元伙食费 , 有人吃不完 , 每 月


还可挤出一两元饭票退换成现金 当零用补贴 , 毕业后 国 家会


包分配 , 一踏人社会 , 就会得到一份收入稳定而衣食无忧 的




工作 。    

四年之后毕业 , 我 刚二十五岁 。 因为品 学兼优 , 我被分

配在省城一 家新成立不久 的科研所工作 。 乍一听有点荒唐 ,

一个文科大学生 , 怎么能去搞科研 ? 我疑窦横生 , 去了一看 ,

心里就更失望 : 三十来亩大 的地盘 , 是单位的 全部面积 , 在

本市地图上根本找不到 。 院子 尚 在施工阶段 , 泥泞不堪 , 堆

满 了砖头 , 钢筋 , 水泥 , 围墙是一道铁丝 网隔住 了马路 。 那

唯一的科研大楼坐北面南 , 就耸 立在进大 门二十米的正面 。

东边是一座三层办公楼 , 和大楼顶成直角形 。 科研大楼后 面 ,

竟有一座足球场大的花 园 , 也有流水小桥和一个小 山丘 , 也

许修剪不周 , 山丘上荆棘灌木疯长 , 山顶上还有不知几时修

的凉亭石凳 , 看来这山 丘以前就存在了 。 此地被科研所征 用

后 , 就扩建成花园 , 花园最后边的 北端 , 就是全所唯一一 幢

五层的家属宿舍楼 了 。 别看这个研究所不 大 , 因为属 国家某

部委所辖 , 级别还不小 , 属厅局级单位 。    

我去东边的办公楼三楼政治处报到 。 一位姓薛的 女干事

告诉我 , 所里引进了大量科研专业人才 , 急需外语翻译人员 ,

所以分配我去情报资料室工作 。 我一下恍然 大悟 , 心里立刻

涌起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感觉 。 与其这样 , 还不如去一家旅行

社当 导游 , 挣钱也多 , 还很 自 由 。 见我迟疑 , 这位穿着蓝色

短袖制服 、 留着齐耳短 发的薛干事语调干脆地说 : 别看不起

情报资料室 , 那也是处级单位 , 人员 不多 , 年轻人 , 你好好

干 , 将来大有前途的 。 走 , 我这就带你去见老主任 。 当时我

怎么也想不到 , 就是这个小小的情报资料室改变 了我一生 的

命运 。    

情报资料室主任姓龚 , 是个满头白发 , 年逾花 甲 的老头 。

薛干事领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 , 他正戴着老花镜在桌上看报

纸 , 见我进来 , 就忙起身 , 连说欢迎 。 我细打量 , 龚主任皮

肤保养得很好 , 脸上 的皱纹纵横有致 , 只是双颊上有两点不



太明显 的老人斑 , 可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形象 , 背头一丝不乱 ,

一身短袖灰色中 山装 干净利落 。 他好像不会笑 , 老沉着脸 ,

说话声若洪钟 , 楼道也会响起共鸣 , 透着股威严劲 。 后来我

才知他快到退休年龄 了 , 只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六十岁一刀 切

的政策 , 所以所里对他处级主任一职一直没有 正式任命 , 只

是代理主持工作 。    

龚代主任 , 不 , 为了叙述方便和 老龚 听着乐意 , 我们还

是叫他龚主任吧 。 送走薛干事 , 他介绍了半天情况 , 也鼓励

了我半天 , 无非是说初建单位 , 人少事多 , 但人会源源不断

地进 , 前景会越来越好 。 后来他就指着桌上玻璃板下 的一张

合影照说 : “ 看看 , 咱们全室人都在这儿 , 不 , 应该叫 全处 ,

要不人家误以为咱们情报资料室只 有一个办公室 。 这位年龄

大点的女老师姓柳 ,  ' 文化大革命 ' 中受 了点刺激 , 现在管

着报刊资料 阅览室 。 你来 了我们就分成两个阅 览室 , 你 管外

文 , 她管中文 。 这小伙是工农兵大学生 , 搞图 书资料分类编

目 的 , 性子有点倔 呀 , 年龄不大 , 势头老道 , 我们都叫 他大

刘 , 呵呵 。 ” 他 的笑叫 人听了 像是装 出来 的 。 笑毕 , 他擦 了

擦眼镜重新戴上说道 :  “ 这个高个女孩 叫 肖 亚琴 , 是咱 们一

位退休的副所长 的女儿 , 待业 临 时工 , 打字员 , 嗯… …这个

姑娘叫 常一蕙 , 负责 书库流通借阅工作 , 别看她身子弱 , 干

活却一个顶两个 。 ” 龚主任用指头点 了点那位 叫 常一蕙的 女

孩 , 目 光从老花镜框上方翻出来意味深长地看我 。    

他一停顿 , 我不得不近前仔细端详 , 只见那女孩瓜子脸 ,

眉 目 清秀 , 穿一件红外套 。 照片大概是半年前的冬春季照 的 ,

人们穿得很厚 , 看来都很臃肿 , 只有她是那样 的苗条甚至有

点单薄 。 我忽地记起刚进 主任办公室 时 , 左侧流通台后有个

穿红短袖衫 的女孩胸前抱了书 , 原地转 圈在默诵着什么 , 一

见我前边走着薛干事 , 慌忙跑进一边屋子里去了 。 会不会就

是她 ? 我点了点头 。 主任满意地笑 了 :  “ 她可值得别人学习



呢 , 以后你就知道了 。 还有几位临 时工 , 慢慢你会认识的 。 ”


随后 , 龚主任就带我去情报资料室各部 门看看 , 顺便也互相


认识一下 。
    

从科研大楼正门进去左拐 , 即大楼一层西边的几间屋子 ,


全归情报资料室使用 。 楼道最顶头 , 是 门对 门 两个资料 库 。


每个库有一间教室那样大 , 图 书资料倒也架满柜盈 , 多半是


自然类科研用书 , 也有一些文史哲类的 图 书 。 楼道中 央 , 横


起一堵可移动的柜台 , 当作借阅流通 台 , 平时就封死了去书


库的路 。 紧挨流通台外北边的小间是龚主任的 办公室 , 相邻


的是分类编 目 室 , 肖亚琴 , 大刘 , 还有一个临时工女孩 , 都


在编 目室工作 。 流通台 外南边 , 即 龚主任办公室 的正对 面 ,


是柳老师管理的 中文报刊 阅览室 。 紧挨着 中文 阅览室 , 靠大


楼门厅的那 间屋子 , 便是我要开张的外文报刊阅 览室 。 这两


个阅览室 , 每个也有一间教室那样大 。
    

我接了外文阅览室的钥 匙 , 把我 的行李先搬进去 , 却给


龚主任出 了一道难题——我住在哪儿 ?
    

我已经打听清楚 , 所里 因是新建单位 , 唯一 的那座家属


楼里的住户 , 带家属 的人并不多 。 凡是新来的 单身汉 , 五六


个人就塞进一套单元房里去 , 等于住集体宿舍 。 我上大学头


一年 , 也许是太用功 的缘故 , 得 了严重 的神经衰弱症 , 夜晚


常常失眠 , 冬春季偏头痛都要定期发作 。 那头痛起来真要命 ,


疼得我脖子都直不起来 , 正上课能在教室里 昏睡过去 。 每天


一次 , 持续一个小时左右 , 过后人就如大病初愈 , 半天缓不


过劲 。 大学四年的集体宿舍我早就住够 了 , 我才不愿去和大


伙挤那单元房 。 我把我的病情尽量说得严重些 , 说去住集体


宿舍会彼此受影响 的 。
    

刚才还为分来了新属下 而高兴的龚代主任 , 马上皱了 眉


头 , 喃喃嘟囔 :  “ 还有这事 ? 还有这事 ? ” 马上跑去找 总务


处 。 不一会 , 就黑着脸 回来 , 看样子是无效果 。 我 巴不得他




说解决不 了我 的困难 , 把我退 回政治处 。 那样我就不会呆在


这整天伺候人 、 一辈子也没出息 的资料室工作 了 。 谁知他说 :


“ 所里要 咱处 自 行解决 。 这样吧 , 就先在阅览室角 落支张床 ,


好在一个人东西也不多 , 先凑合一阵子 , 再想办法 。 ” 话说


到这儿 , 我还能提什么 。
    

于是 , 他叫那位高挑个的 肖 亚琴带我去总务处找一位秃


了顶却还 留着大背头 的黄老师领床头床板 。 这姑娘一见我就


问这问那 , 看得出对我这分到资料室唯一英语科班 出身的大


学生充满了钦佩 。 我嘴里含糊答着 , 在她 的热情帮助下 , 在


外文阅览室最里边一角 支好床 , 旁边摆好办公桌 , 四周用几


只 面朝外 的大书柜一遮挡 , 只 留一人能够进 出 的 门 。 我的寝


室就成了屋中屋 , 外人一来 , 看见的是成排的书 柜 、 报刊架 ,


是几张大型的阅览桌 , 根本看不见我住在哪儿 。
    

龚代主任规定 , 上班不准大声说话 , 不准看 闲书 , 哪怕


没事干 , 也得每个人呆在 自 己 岗位上 , 不得互相 串 门 , 更不


能跑出大楼去干别 的事 。 资料室 的工作单调 、 呆板 , 好人到


了这儿也会磨 出病来 。 老弱病残干这一行 , 倒是修身养性的


好职业 。
    

我的工作就是将新到 的原版外文报刊 ( 其中大部分是英


文 ) 一一登记 , 并做卡 片 目 录 , 然后分类上架 。 读者一查卡


片 , 马上就能找到所需的某期资料 。 所 以这项工作虽不复杂 ,


却需要相当的知识修养和 良好 的外语能力 , 外文 阅览室每天


开放六小时 , 我得一步不离地坚守 岗 位 , 真是干 的陪太子读


书的活儿 , 有时一天一个读者也不来 , 但 门还得照开 。
    

我就像关在 了一个笼子里 , 上班在这 间屋子 , 下班也在


这间屋子 , 心中 的郁 闷难与人言 。 这 儿 , 就是我 的安身立命


之处吗 ? 我 的一生就在这种囚徒般的环境 中 打发掉吗 ? 不出


几天 , 我想离开 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 考吧 , 考上研究生一走


了之 。 我给 自 己规定 了严格的作息时间 , 又制定 了一份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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