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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参加笔会或讲课，常有人问及当初创作的动机，我便如实

回答：想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

在我创作状态最好，陆续在省级报刊发表作品的时候，我却从

文学创作的路上退下来。别人不解，问及此事，我一笑了之。如果

让我回答，我依然会说，想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

我是个喜欢幻想的人，幻想成为我创作中的一部分。用幻想填

补精神的空虚，用无聊的幻想摆脱自己的无聊。我知道，生活中不

能没有幻想，但不能在幻想中生活。

人生在这个社会，一是要生存，二是要温饱，三是要发展。

我是从农村混上来的，深知农村青年为改变自己命运而付出的

代价和心情的迫切。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正处在文学创作的痴迷壮态，常为没有

一块清静的环境而苦恼。当我先后在《花城》、《雨花》、《飞天》、《青

春》等刊物陆续发表作品、1991 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小说

集《绿水悠悠》后，我突然歇笔，许多人大惑不解，对我的指责贴

上留恋官场，贪图安逸的标签。

歇笔源于失望。

我知道走向文学创作之路的文友有多种多样的动机，倾诉心中

的烦恼，寻找精神的寄托，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证明自身存在的

价值，也许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原因，这些皆是文学创作的动力。

1984 年，沛县供销总社要编《供销社志》，县供销总社在全系

统挑选编社志的人员。当时，我在龙固供销社干临时工。由于我喜

欢在工作之余舞文弄墨，颇有些虚名，在那个小范围内，被人称之

为“秀才”。正因为如此，我被抽调到县供销社，担任《供销社志》

的主编。经过一年的努力，《供销社志》编撰完成，其他人陆续回

家，我却被县社留下来安排到秘书科。那时，进这样的单位，莫说

农民工，就是工人身份也进不来。我之所以能挤进来，靠的是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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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采。单位的领导多是从黄土地上摸爬滚打拼上来的工农干部，朴实能

干、粗通文墨，但只要开会，必须有讲稿。这也是一个农民工能在行政机关

呆下来的原由之一。

工作之忙是可想而知的。那时，供销系统正是兴盛之时，会议又多，给

领导准备材料是我的主要任务，加上我又想搞点文学创作，于是，夜晚爬格

子是我的常态。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县供销总社工作，对某些人来说，是可遇不可求

的事，特别是一个农民工。但我在工作中常有莫名其妙的孤独、孤立和失

望。其身份的低下决定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工作的付出与得到的报酬多不

相称，调资，奖金与农民工无缘。我每月拿 43 元的工资，常有乡下进城办

事、游玩的亲戚朋友来单位看我，除去招待应酬，每月工资所剩无几。家中

还有十多亩地，每到星期六下班后，要骑 50 里路的自行车回家种地。当时，

交通不如现在方便，每逢刮风下雨，回家、进城则是一番体力的拼搏。

有一次回家，突然看见两个儿子坐在公路边的水泥台阶上等我。是妻子

的唆使，还是儿子的期盼使然？当时心中不止酸楚，而是后悔，自己两手空

空，竟没有给儿子带任何东西，哪怕是几块糖也好。此事已过去多年，至今

仍难以释怀。

在上世纪 80 年代，文化馆会经常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吸引了不少农

村业余作者。他们一个个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企图借文学创作之路，一跃

龙门。现实是残酷的，最后，他们中大多数人在文学领域销声匿迹。

“三更灯火五更鸡”，“无言独上西楼”的孤独寂寞，农村作者都能忍耐，

但被人冷嘲热讽的清贫，则迫使他们在生存面前作出新的选择。

文学的效应已远不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一篇成名，名扬天下，鲜花、

美酒、地位、接踵而至。现在人心浮躁，钱字当头，价值取向已到了谈之令

人心寒的地步。除了你的亲人、朋友、知己，还有谁再有读小说的耐心。有

人说，现在写小说的人比看小说的人都多，这并不是戏言。农村青年与在职

人员不能相比，在职人员有钱养着，小说发与不发，创作成与不成，衣食无

虑。作为农村青年，你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赡养父母，扶养儿女是你的责

任，靠的是孔方兄支撑，靠诗情、文采、浪漫是断断不行的。你殚精竭虑，

冥思苦想，努力了半天，能否成为铅字，尚未可知。如果打工，几个小时体

力的付出，足可换回全家一天的消费。

生活对命运无情颇富戏剧性的嘲弄，常叫人哭笑不得。

当年战国著名的纵横家苏秦游说失败，落迫归家，“妻不下紝，嫂不为

炊，父母不与言”。他发愤读书，“锥刺股，头悬梁，”成了至今劝学上进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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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后苏秦任六国宰相，衣锦还乡，“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宴，

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

观之，喟然长叹，“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力富

贵，盖可忽乎哉。”

古代圣贤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文学创作的独木桥本已异

常拥挤，不挤也罢。如作为劳动后的精神寄托，尚可，如作为求生之道，却

令人三思。

有位作家说，在中国，靠文学创作而养家，是文人的耻辱。此言令人

感慨。

这是我停止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因。莫说发表作品，出版书籍，当个中国

作家、世界作家又如何？稿费与付出的心血远不能相提并论。何况，这样的

殊荣不是每个作者都有的幸运。

1987 年，我把两个上小学的儿子接到城里读书，以当爹又当娘的身份照

管他们的食宿。为改变自己农民工的身份，我开始更加努力拼搏……在上世

纪八十年代，农转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过努力，我居然把全家的户口

转到城里。也许是我的虔诚感动了他们的良知，也许我的所谓文采得到他们

的青睐。

我在城里搞到一套房子，把妻子调到城里工作。此番折腾，在别人眼

里，视为奇迹，其中甘苦，唯吾自知。多少年过去，当儿子们大学毕业进入

国家机关，我虽身心疲惫，却更加意识到当初的决定是多么重要和明智。

从 1996 年后，尽管我和文学界仍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但我再也没

有坐在桌前构思文章的兴趣和耐心。10 多年不写作品，同行说我懒惰，我也

承认，细细想来，失去创作动力的根由是没有了生存的压力。

2008 年，沛县成立了文学创作团，我在团里任副团长兼秘书长，负责

编辑文学期刊《歌风台》。为了对文友们有个交代，我又重新拿起笔，谁知，

我这一写，竟一发不可收。近几年来，每年都有 10 多万字的作品见诸于省、

国家级报刊。尽管如此，我知道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成不了什么气候，但创作

会使我的生活充实，偶尔会有好梦出现，这就够了。有好梦做，总比无梦或

者做恶梦好吧。

那就做个好梦吧。

宋传恩

2014 年 8 月



CONTENTS

CONTENTS

目 录

  序 ··································································1

  伤心之旅 ······················································1

  招商 ···························································39

  我心永恒 ···················································69

  郑家鸡汤馆 ················································97

  鸟柏觅踪 ···················································121

  选村长 ······················································143

  鬼打墙 ······················································167

  无端的烦恼 ··············································219

  村头那一家 ·············································233

  后记 ·························································255



伤
心
之
旅



伤心
之
旅

2

一

郑新天明醒来，立即作出决定，走。

出门旅游两人商定多时，晓云的临时变卦，改变了两人的计划。斗嘴是

免不了的。先吵后摔，最后的结局，晓云出走，回了娘家。

房间内一片狼籍，像是地震后的现场。郑新穿着拖鞋，小心翼翼地躲过

地上的碎玻璃，走进卫生间。他托着下巴，有气无力，晓云摔东西的响声犹

在耳边。你摔我也摔，摔坏了再买，反正不是花我一个人的钱！这样的场面

每年都要发生两、三次。两个人的战争总是从生活的琐碎事开始，先诉说、

后斗嘴，战斗升级的结果就是摔东西。接下来是冷战，总有一方出走，多是

晓云。父母家离她家只有三站路，她会跑到父母那里，把郑新一人凉在家

里。再接下来双方的父母批评、劝说，帮他们把房间打扫干净，把摔碎的东

西补齐。父母在时，两人默不作声，甚至怒目而视，父母刚走，门一关，两

人又拧倒在床上。

郑新洗漱完，坐在沙发上，自己问自己，既然要走，去哪里？去干什

么……

去找西湖冷月！这突然而来的念头使他激动。

西湖冷月是郑新结识的一个女网友，他和她在网上是怎么相识的，他记

不住了。西湖冷月告诉他，喜欢他的幽默，语言如诗，特别养眼。郑新则喜

欢西湖冷月的热情、开放，他和西湖冷月仅聊了两次，西湖冷月问他，除你

妻子之外，你和别的女人上过床吗？

郑新一楞，不知如何回答。机关的工作几乎成了一种格式，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他觉着自己像被人牵动的木偶，今天复制着过去的一

页，明天又复制着今天的一页。网上聊天给他的生活提供了新的天地，他常

被西湖冷月热辣的语言刺激得激动不已。在单位，他是数得着的帅哥，常被

女同胞们骚扰，他也骚扰她们，他那一语双关意味深长的话语常把她们逗得

前张后合，有时，她们追着他乱捶。在别人眼里，郑新和女人的关系亲密、

融洽，且有些暧昧。但是，他和她们的关系仅在玩笑的范围之内。尽管郑新

一再声称，要将他们的关系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但仅是声明，他没有决定行

动，因而也没有想出实施的方案。时间一天天不情愿地溜走，他那大家耳熟

能详、信誓旦旦的话语仅停留在口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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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冷月把他撩拨得坐卧不安。他把被挑逗起来的激情更热切地发泄在

晓云身上。晓云常忘情地撕扯着他的头发，捶打着他的肩膀，就像吵架时，

向地上摔东西一样有力。

西湖冷月告诉他，只要郑新愿意，她愿意和他在任何一个城市会面。

这是来自远方女人的邀请。以往，他认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出现在小说

里，那是作家们吃饱喝足、躺在被窝里的瞎编乱造。现在却真真切切走进自

己的生活。在这诱惑面前他无法做到心静如水，欲罢不能，他在情感的折磨

中煎熬。但他对那热切文字的背后又有几分质疑。他知道，在这虚拟的世界

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那虚假的、变态的恶作剧的伎俩充斥其中。说不定

那肉麻语言的背后是冷酷的嘲弄，西湖冷月尽管吴侬软语，娇气袭人，说不

定是一位百无聊赖的男性，这谁又能说得准。他叫西湖冷月打开视频，西湖

冷月断然拒绝，这更增加了郑新的猜疑。

他要求西湖冷月从网上把照片发过来。西湖冷月的回答叫他意外，用这

种方式欣赏我，不是我所期望的。

我知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郑新终于说出自己的心理话。

很快，一个手机号码显示在他的电脑荧屏上。

二

郑新胃里一阵痉挛，先要解决吃饭问题。这是妻子每次离家出走，郑新

最为头疼的事。平时，郑新在家是个甩手客，客厅的沙发是他下班后最为亲

密接触的地方。洗衣、做饭晓云一手包办。为此，在哥们中间成为郑新吹

嘘的资本。在这阴盛阳衰的年代，能混到这种境界的绝对是凤毛麟角。那

些在恩威并施，虚张声势的女人中，饱受生活煎熬的哥们常感叹自己桃花

运不济。

过去，晓云出走，郑新能做的就是烧开水，下挂面，再砸上两个鸡蛋，

要不就是坐 21 路车去父母家蹭饭。这饭也不是好蹭的，需要听父亲的责骂

和母亲的唠叨。

挂面是吃不成了。昨天吵架时，锅就是自己摔的，还被踩上一脚。那变

形的锅像晒干的蛤蚌，张大了嘴在呐喊。郑新想，此时妻子肯定在岳母家大

朵块颐，说不定，正在为自己的困窘而得意。郑新的胃又是一阵痉挛，他心

里暗骂着晓云，他认为，这次干架的罪魁祸首是晓云而不是自己。

明天是清明节，加上星期六调休，有三天的假期。两人早就约定，去苏

州玩两天。郑新的一个同学是苏州某公司的副总，多次邀请，言语之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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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出某种信息，如郑新想去苏州发展，他可以从中协助，这正中郑新的下

怀。晓云突然改变主意，坚决不去，两人的战争由此而起。

郑新的单位是区工会，大学毕业便被分到这里，干了七、八年，混了个

科长，用他的话说，惨淡经营。单位虽然不大，五脏俱全，挤进来的人，多

有一些背景，吹不得、打不得。郑新的工作并不忙，年头一个报告、年尾一

个总结，每月一期简报。工会开展文艺活动，写写串台词，平常闲暇搞搞业

余创作，常有散文、小说登在报刊。为吸引读者的眼球，郑新常把一些风流

韵事夹杂其中。就像一些蹩脚厨师，无端多加些佐料，以刺激食客的胃口，

大家常以风流才子称呼他。

任何单位并不都是风平浪静，风起了，浪自然就起了。一个工会副主席

的突然死去，那些早已把希望埋在心底的人蠢蠢欲动起来，郑新便是其中之

一。本来提拔他为工会副主席的报告已呈报多年，可是庙小神不少，他只有

等着。但是，令他扫兴的是，郑新发现越等机会越渺茫。原先他是单位内唯

一的大学生，现在光本科生就有 5 位，年轻还有点背景。他已盘算多次，真

正与他抗衡的没几个人。某部长的儿子，进单位半年被提为副科长，足见后

台的实力。真正给郑新压力的是坐在他对面的女人，陈静。她是一位身材匀

称、面容姣好，常常令郑新心动的女人。他常常和陈静开玩笑，说陈静是他

的梦中情人，和陈静上床是自己的终生追求。陈静是他的副手，宣传科副科

长。郑新最在意的是陈静的背后，本市的副市长是她的姐夫，而且又分管工

会工作。

在区工会里，郑新和陈静处得很好，两人无话不谈。陈静不像其他女

人，自恃有后台，在单位内颐指气使，骄横跋扈。她很谦和，低调，乐于助

人。只要有人找她帮忙，她会尽力去办，而且不显山不显水，把恩惠淡而自

然的施惠于别人。陈静的老公是工会内男人们议论的焦点，自己的无福消受

则演化成一种无形的嫉妒。郑新知道，陈静在资历上虽然不如自己，但在人

气、口碑上自己远远不及陈静。如果不在一个单位，对陈静的任何升迁，他

都会倾心、鼎力相助。现在，两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面对的是同一目标，

这多少叫他有些闹心。

有人给他指点走动走动，意思叫他勒紧裤带，把银行的钱奉献出来。郑

新有些心动，他知道，有德有才、又有关系，才是升迁的最佳保证。送给

谁？送多少管用？他拿不定主意。自己的努力能抵得上副市长的一个眼色？

他想听听晓云的想法，话一出口，晓云坚决反对。她是家中的一把好

锁，钱到了她的口袋，便如进了保险柜，她的目标，两年还清房贷，三年买

车。任何干扰这目标的行为她都会坚决抵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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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把此种想法告诉在大学任教的同学，没想到遭到当头棒喝，你才离

校几年，变得这样庸俗！电话毫不客气地挂断了。他感到难堪，本来他对职

务的升迁并不太在意，他怕的是，本是他的属下，又无德无才，仅凭一点关

系，便可从容地爬到他头上指东道西，他无法忍受。

郑新决定放弃努力，顺其自然。

陈静从他身旁走过，郑新笑了。

笑什么？陈静问。

你不是在折磨我吗。

为什么？

干吗打扮得这么漂亮？

陈静一笑，坐在办公桌前。有人来找陈静，郑新用手一指，她是宣传科

副科长，在我下面，明天就爬到上面去了。

陈静知道他话中有话，莞尔一笑，整天想好事！

男人谁不想好事。

陈静站起，半嗔半怒地指着郑新，给你个机会，你敢不？众人立即跟着

起哄，郑新笑着跑掉了。

三

郑新看到西湖冷月发来的手机号码，立即下线，尽管西湖冷月一再嘟嘟

地敲他，郑新没有作出回应。

郑新心情很矛盾，就像站在红薯炉前，既想吃又怕烫手。

他决定按着这个手机号码打过去，他要核实一下，西湖冷月究竟是男

是女。

他没用自己的手机，也没用办公室的电话，他要把主动权留给自己。不

能留下任何痕迹，此事绝不能张扬，一旦东窗事发，不仅影响到自己的家

庭，也影响自己的声誉。

郑新来到报亭，用的是公用电话，得到的信息是关机。一个小时后，对

方依然是关机。

西湖冷月是不是个“鸡”？郑新想，干这行的通常是白天睡觉，晚上

活动。

吃过晚饭，郑新借故转转溜到了电话亭，电话通了，他听到一个温柔女

子的声音，喂，那位？

郑新没有说话，把电话挂了。他拿不定主意，和她建立联系，走向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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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局，其目的不言而喻。彼此的不了解，他无法把握事物的动向，对意外

的收获，既担心又惊喜。

郑新在街上闲逛，实际在品评无法抑制的心情。平常他很少出来，没想

到街上的霓虹灯争奇斗彩，竟这样漂亮。在经过一个电话亭时，他略一迟

疑，最后径直走过去。

喂，哪位？

你是西湖冷月吗？我是郑新。

什么？

不！我是古城恶鬼。郑新报出了自己的网名。你是西湖冷月吗？他立即

听到银铃般的笑声，恶鬼，你终于出现了，到现在才想起给我打电话。怎么

回事，是想我了，还是想核实一下我的身份。

郑新笑笑没有说话。

这个电话？肯定不是你家的电话，也不是办公室的，我听得出，街头的

公用电话。你这家伙，这么没出息！西湖冷月挂机。

郑新又拨通了她的电话。西湖冷月问，喂！有什么话你说。

我就想听听你的声音！郑新说。西湖冷月笑了，你是政府官员吧，要不

然，在家是个受气包，挺不住了，出来消遣消遣。

我就是个受气包！在单位受领导的，在马路受警察的，回到家受保姆

的，到床上受老婆的。郑新的贫劲上来了。

西湖冷月笑了一阵，问，你打电话想告诉我什么，反正不会叫我听

鬼叫吧。

郑新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对方关机。

郑新一个多星期没有上网，女人的笑声一直在他耳边回荡。如何应对西

湖冷月的邀请，他苦心焦虑。平时，他常常把收到的短信说给同事们听：家

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家中有个做饭的，身边有个耐看的，外面有个

犯贱的，远方有个思念的。轮到自己，却又犹豫不决。他看过不少因为网恋

受骗、挨打，造成家庭破裂的报导，但仍经不起银铃般笑声的诱惑。他准备

出轨去体验一下向往已久的刺激。在不出现任何意外的条件下，用什么样的

借口，什么样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他在寻找、等待这样的机会。

四

晓云离家出走，他埋藏心底已久的念头复活了。他掏出手机拨打着西湖

冷月的号码，比他想象得顺利，居然通了，是西湖冷月吗？我是恶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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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肯定有重大消息。

郑新说，我今天去你那里，你不会不见吧。

见，肯定是要见的，我只是想知道恶鬼出山的理由，西湖冷月问。

什么理由，想你就是理由。

你尽管鬼话连篇，我还是相信你。什么时间到杭州？

郑新说，我这就去买票。

买了票再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到站的时间。

郑新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装在背包里，匆匆下楼。必须抓紧时间，不

知能否买到去杭州的卧铺票。昨天晚上，因干架激动，他就没有睡好，他可

不想在硬座上再颠簸一夜。

还算顺利，郑新心情好起来，尽管是一张上铺，他这一米八的个子会受

些委屈，但是比硬座强，不管咋说，总能睡上一阵。明天晚上的折腾恐怕比

坐车还累，他要做点精力储备。他把时间告诉了西湖冷月，他听得西湖冷月

激动而短促的声音。请接受我的吻！下午 5 点，我在岳王庙门前等你！

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晦气！

西湖冷月笑了，那不是你这个恶鬼喜欢去的地方吗！庙右边有一冷月

斋，在这里，你能吃到杭州最有特色的菜。

离火车发车还有 1 个小时的时间，郑新要了 6 个烧饼，1 斤牛肉。想到

明天晚上尽情地发挥，脸立即涨得通红，浑身涌起一阵难以抑制的骚动。他

随着饭店内的歌曲轻声哼着，这歌曲很迎合他此时的心情。

慢慢出现你的画面

是真假都无限

你那一点爱恋

保守我的眼

泪水已不会再搁浅

只有心里打转

时间停留在这一天

窗前放着你的照片

无法停止想念

黄昏美妙无限

你何时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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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晓云一到医院，感觉到自己真的错了。她和郑新商议已久，利用这次节

假日出外旅游，放松放松。她知道，郑新被工会的人事调整折腾得寝食不

安。自结婚后，两人就没有出去过。直至出行的前一天，她突然改变了主

意，促使她作出这一举动的是钱。节日加班，工资开三倍，两人外出，不仅

失去多得的工资，还要额外多花费一笔钱。郑新说她是守财奴，晓云倍感委

屈，心想，我图啥，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一个单位上班，人家私家车都开上

了，自己家房贷还没还上。每次干架，双方父母都说有个孩子就好了。自己

何尝不想要孩子，能要吗，为照顾孩子，一年要有 1 万多元的损失。她不能

让孩子一生下来就背上债务。她要让孩子降临人间之前，别人有的，自己也

要有，别人没有的，自己更要有，她要让孩子出国，得到良好的教育。为达

到这一目的，她生活非常节俭，这常让郑新叫苦不迭。她就像一只蜗牛，为

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人生的旅途中按部就班地爬行。

原先约定出外旅游的同事都走了，只有她出人意料地来到医院。她知道

同事异样眼光的含意，她不管，她要叫同事们看到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谁

笑到最后，才是最好的，这已成为她的人生格言。为此，她比同事付出诸多

的代价，她认了。一个人认定了目标，所产生的毅力难以想象，特别是一个

女人。

晓云原以为今天清明节，病护室不会太忙，同事出外旅游，人手少就显

得格外地忙。特别是临下班时，警察送来一位无人照料的流浪病人。病人浑

身污秽不堪，臭气熏人。他的右腿已经溃烂，布满蝇蛆。晓云和同事用了

2 个小时才清理完毕，当她把病人安顿好，疲惫地坐在地板上，好久没有

起来。

晓云回到母亲家，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身心疲惫，再加上恶心，她不

想吃饭。母亲递给她一盒饮料，她吮了几口便放在茶几上。

看来郑新没有来这里，也没有去婆家。通常晚上两人一生气，双方的父

母会立即聚在一起，又说又劝。当然，挨骂的多是郑新，逼着他给晓云赔礼

道歉，然后两个人一块回家去。

郑新在生活上多依赖晓云，她很享受这种依赖。她不在家，郑新吃饭不

去父母家，就是去饭店。应该多折腾他几天，这样，郑新也会理解自己的

苦处。晓云这样想，心情逐渐好起来，几口便把饮料喝净。当然，她没有想

到，此时，郑新正坐在远赴千里之外的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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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郑新把包放在行李架上，看看上铺心中有些犯怵。1 米 8 的个子，180
斤的体重，他怀疑上铺那架板的承受能力。

郑新看看同室的旅伴，两男两女。笑着问，谁睡我下边？小心点，我这

180 斤的体重说不定会把这铺板压塌。

几个人抬头看看，笑了。一个女的说，我睡你下边。有人笑，接着都笑

了，那女的一愣，脸随即红了，笑着说，你们真坏。

郑新想，人真是贪心不足。如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上，有一张卧票，应该

心满意足。有了上铺，还想下辅。这几个同伴，那老头可能是下铺？除了

那位睡中铺的女子外，剩下的这一男一女都是青年人，说不定还有调换的可

能性。他坐在过道的椅子上，口中念念有词：上铺如云端，两腿直打颤，谁

能换下铺，愿出一百元……他如和尚念经，唠叨不停，旅伴们不停地笑。这

时，一个女孩子坐在他对面，手伸过来。

你是下铺？郑新问。

把一百元拿来！女孩子说。

郑新把一百元递给这位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她是个中学生，齐耳短发衬

托得她格外精神、俊俏。从穿着看得出她家境的富有，身着李宁牌的服装，

脚下是著名的阿迪达斯牌旅游鞋。她在过道里走来走去，不是玩 PSP，就是

“煲电话”。

到哪里下车？郑新问。

杭州！

看来我们有缘。

女孩一翻眼皮，仍在摆弄着手中的 PSP，问，什么意思？

我们同一个城市上车，同一间卧铺，同一个城市下车。

女孩笑了，问，你刚才那打油诗是即兴原创还是剽窃他人的？

当然是即兴，这事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作家，郑新说出发表自己作品的几家刊物，女孩连连摇头，我从不

看它们，没有必要浪费我的时间。

去杭州干吗，旅游？郑新问她。

不能告诉你！她笑得有点神秘。

会网友吧，小姑娘！郑新笑着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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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有点吃惊，你怎么猜着的？

小心点，别受骗……郑新还没说完，女孩便打断他的话，骗我的人还没

有生出来呢？

郑新对女孩子反应的敏捷和自信暗自吃惊。他掏出名片递给女孩，山不

转路转，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你叫什么名字？

寒星！

陈静打来电话来告诉他，区工会领导班子调整，市里已经通过，郑新已

被提拔为工会副主席，近期就将公布。郑新握住手机半晌才说，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我只不过给你提前透透消息。陈静问，你在哪里。

我在外地！

在外地，旅游？她见郑新支支吾吾，祝你旅途愉快，随即挂断电话。这

真是一个聪明、贤淑的女人，郑新一阵感叹。对陈静，他从心里感动，作

为工会副主席，她比自己更合适。只要她稍微动用自己的关系，这职务便唾

手可得。说不定，正是她去走了姐夫的路子，促成了郑新的升迁。这很有可

能，她完全会做到。在工作中，郑新很少相信别人。在他的周围，他看到的

多是自私、浮躁、急功近利。郑新想，和陈静在一起工作，真是幸运。生活

中的事情真是难说，有些事物，有的人想得到它，仅仅是举手之劳。有的人

想得到它，煞费苦心，却未必能成功。她放弃了，这不是她的追求，还是一

种境界？

七

郑新被寒星拍醒，手中晃着一张百元钞票，起来，到餐车吃饭，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

干吗不一个人去餐车？郑新问。

一个人去有点傻，也无聊。

怎么回事？郑新有点不解。

谁不知道餐车是宰人的地方，我就是要去，要的是体面。说完头发往后

一甩，那神情把郑新逗笑了。

郑新从心里喜欢这女孩子。寒星性情直率、健谈，从没有国人传统的那

种拘谨和含蓄。她告诉郑新，她喜欢金城武，如在嫁人前和金城武合个影，

拥抱一下，能让自己幸福死。她喜欢听歌，但不喜欢周杰伦，她认为周杰伦

唱歌吐词不清，故弄玄虚。理应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包装他的公司迟早要

悔青肠子。她不喜欢中国四大名著，提起这个话题，她便毫不客气地摆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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