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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 亡

在这一刻我的人生又岔向另一条道路。

小五显然是刻意打扮过了，穿一身半黑半紫、像枣泥那种颜色的长裙，

两只辫子打得又长又粗，打结处用两根和裙子同样颜色的缎带绑着大蝴

蝶结，脸颊上微微透着些红─不知道是敷过胭脂了还是怎地 ；一双长

长的眼睛一眨就要滴出水来的光景，才眨了两下，嘴边的笑就浮上来：“久

没见了。”

坦白说，不该可是忍不住偏就那样地，我还没打回招呼去，却先想

起了红莲来─而且是她精赤条条盘起一条腿坐在宿舍地板上拿矿泉水

冲洗头脸和身体的模样─这个念头闪过，当下让小五看起来平添了两

分土气；我说不太清楚，总之是有那么一点你说是天真也好、无辜也好、

痴傻也好的土气。

“你爸不在？”徐老三一见来人，“刷”的声站起身，一面朝里间屋（我

们称贮藏室的）匆匆走去，一面忙往风衣口袋里摸出一大把只有狱卒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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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暴力团

能有那么多的钥匙。

“出车上台南去了。”小五说着，眼睛没离开过我的脸，好像非这样

没法儿看出我在遇见她之前的这一大段日子里干过些什么样的好事。就

在徐老三“喀哒”一声开了门的一刻，她低下声，几乎是以唇语的方式

皱皱鼻子，笑着对我说 ：“瘦了。”

我所想着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从前乃至从前的从前，我是怎么

会对这么一个女孩子产生过那样浓厚或强烈的兴趣的呢？如果纯粹以当

下的直觉来看，小五彻头彻尾不是我这个时代的人─你绝对可以说她

是胡适之或沈三白那些个时代的产物，而且她显然从出生到老死都会是

属于那样的时代。可怪的是为什么多年以前的我会那样炽烈地想要去探

访她的身体？难道纯粹是荷尔蒙的作用？同样奇怪的是当那种因荷尔蒙

作用而燃起的情思熄灭之后，我其实毫无能力去抵御小五的笑容。她的

天真、无辜带痴傻的笑容只会令我羞赧和焦虑，有如做了什么不该做的

事─或者正相反─提醒我根本没去做早该做了的事。这种对不起人

的感觉只会令我想逃得更远一点，仿佛只有把亏负或歉疚捅得更深、更大、

更不可弥补，才能解决已然的一切。我于是冷冷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我猜想她一定也感觉得出些许尴尬，她的笑容还勉强挂着，扭脖子绕室

环顾了一大圈，道 ：“搬来这么些年，我还是头一回进来─咦？还有回

声呢！”

徐老三这时从贮藏室走出来，提了好大一只皮箱，往办公桌上沉沉

一搁，箱盖应声弹起，里头的东西赫然在目，我的头皮登时发了阵麻，

脱口“哇”了一声─

里头有一本看来像是袖珍版的圣经，三边开口处染着红颜料的那种

精装黑皮小册子。旁边是一把银亮银亮的手枪，枪柄特别处理过，嵌着

不知是桃花心还是核桃护木，木质光滑而质感坚硬。枪和小黑皮书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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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 亡

下垫着软软的一个藏青色包裹，看来里面还装着不少东西。徐老三伸手

往那包裹底下抄出一大片女人束腹之类的东西，头也没抬便扔给我，同

时道 ：“从现在起，随时给我穿着它，连洗澡也不许脱下来。”

徐老三说得非常果断，仿佛我非在那一秒钟里就把身上的衣服扒了、

穿上那背心不可。我极不情愿地脱去上半身的衣服，看他继续像个钟表

师父般的清点箱中物事─他把小黑皮书和几包行军口粮、一块罗盘、

两支手电筒、一捆尼龙绳、三个睡袋还有一个类似工具腰包的帆布囊全

给塞进那藏青色的包裹，扔给孙小六。在这段时间里，小五走上前来，

帮我扣上那件背心。她的手指时不时会擦触到我的背脊和臂膀─那真

是我有生以来碰过最冰凉的东西之一，凉得我一阵接一阵地起鸡皮疙瘩，

这使得她的声音也凉到人耳鼓里 ：“听彭师母说故事啦？”

“什么？”我一时没意会过来，抢忙穿上衬衫和夹克。

“你们不是上彭师母家洗澡去了么？”小五细声细气地说下去，一面

替我理了理衣领和下摆，仿佛我真是她的什么人似的 ：“她今天说了什么

故事没有─说了那个叫她一辈子忘不了的小男孩儿了吗？那可是彭师

母的初恋情人哟！”

“那算什么情人？”我漫不经心地白她一眼，甩身避开，腔子里忽然

有一股冲动，想要告诉她 ：我不但知道那个小光头欧阳昆仑的故事，还

跟他的女儿睡过觉。然而这个念头只闪动了一下─像突如其来的地震

那样─便停住了、消失了。在这一刻，我仿佛重新回到几天以前的宿舍，

看见自己像个疯子一样地睡觉、冲凉水以及想念一具火热美好的肉体。

最令人沮丧的是，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却不甘于承认，我所能想念的也只

不过是一具火热美好的肉体而已─我根本没有能力去想念更多、更深、

更大或者更真实的东西。为了掩饰这一点，我只好勉力分神去聆听“那

算什么情人”的回声在办公室的四壁之间飘来荡去。我猜想，很久很久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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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当红莲亲口向我解说那个关于我所谓的爱情究竟是什么的时候，

我之所以会那样放肆地大哭起来，绝对和开始逃亡的这天晚上有关。这

天晚上我以一种近乎冷漠而粗暴的方式对待小五，完全是由于我在情感

上的无知、无能和对这无知无能的恐惧。

小五从这一刻开始沉默了下来，像是为了避免再引得我拿话呛她，

她不再找话同我闲聊，有什么不得不说的话也出之以最简捷短促的修辞，

像个勤恳干练的机器人。有那么短暂的片刻，我还以为她在闹脾气─

这显然也是我的小人之心。

徐老三最后拎着那把木柄银身的枪管，在小五面前晃了一下，道：“我

猜你用不着这个。”小五摇了摇头，徐老三把皮箱盖阖上，又冲孙小六说：

“往西不能去，那里有新 蚋的人马 ；往东的话，汀州路、三元街口的东

南海产店也得避过，那店是一个小匹婆的眼线开的，往南一到 顶就算

是‘入竹林’了，也太危险。如果是我，我会请南机场公寓卖烧腊那老

广开车载一程，到火车站，随便买两张南下到台中或台南的票，然后在

中坜下车，再叫辆计程车到平镇，到了平镇再换计程车，总之换得越勤

越安全，懂吗？到了地头上小五再打公用电话到这里来─不是家里，

是这里。记得。”

“我到平镇去干吗？”我倒退了几步，“我得回学校，学校总该没这

些妖魔鬼怪了罢─ ！我还有论文要赶呢！”

徐老三似乎听不懂什么叫“赶论文”，他眨了两下眼，转头跟小五比

了个意思是我脑袋有问题的手势，同时说了句：“我看你还是去赶火车罢。”

接下来的一些细节─也许由于时隔多年，或者因为当时过于忙乱、

惊恐的缘故─我已经记不清了。总而言之、简而言之，买烧腊的老广

载我们到火车站。随后的一切行程好像尽如徐老三的口头吩咐，我们赶

上末班南下的莒光号、在中坜下车，又换了不知道几趟叫客计程，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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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 亡

在一大片茶园中间隆起的台地上找着了这么一幢破房子─它其实是

十六幢呈“H”字形排列的透天厝中间的一户，这“H”左右两竖各有坐

北朝南和坐南朝北的六户人家，中间的一横是四户坐西朝东的宅子，前

后各有院落。我们落脚的一户是坐西朝东这一横的边间，门牌上标示着“桃

园县龙潭乡美满新城一巷七号”，楼分上下两层，无水无电，屋里有巴掌

大的蜘蛛、拳头大的蝙蝠、几张塑胶椅和一个显然是垃圾场里捡回来的

旧梳妆台，台面一层触手可陷的厚灰，靠底的大镜子破了，所以映出了

两个从后窗透进来的月亮。

孙小六一进屋便从包裹里摸出一把手电筒来，上楼巡了一圈。小五

则从后院找着辆破脚踏车，一路推出前院，说是去找公用电话。

我独自靠着向东的落地长窗站了不知多久，忽然有一种和此情此景

似曾相识的感觉。当时我并不知道，尔后将近十个月的时间，我都得躲

在这样一幢仅能遮风避雨的破宅子里 ；也不知道，我将在那张梳妆台上

完成一部近三十万字的硕士论文《西汉文学环境》；我更不会知道，“美

满新城一巷七号”恐怕会是日后无数岁月里我唯一能安然入睡的地方。

然而，初到的这个夜晚，我对周遭的一切并无丝毫陌生之感的那种情趣

的确是十分令人入迷的─也许是那黑暗、肮脏甚至浓浊呛鼻的恶臭气

味唤起了我身为一只老鼠的本能或直觉，我几乎在一瞬之间体悟到人们

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身心安顿”的滥调。我还记得，靠在那扇落地长窗上，

四下里的沉黑逐渐褪淡，而浮现了些许轮廓的美妙情景─

墙上原先应该髹过一层水泥漆的，可是不知道是因为渗过大量的雨

水，或者曾经居住在这儿的人家懒得维修水管，遂使一大片原漆脱落净尽，

于是南北两边的侧墙上都斑驳着，霉迹漫漶，蚀染成一大块一大块犹似

世界全图的印痕，也是人们称之为“壁癌”的那种东西罢？当我的视力

再适应些，便发现楼梯下方的三角地带居然还冒生出类似蕈菇类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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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暴力团

沿着大大小小伞状的蕈子看过去，通向一个大约是厨房的空间。若从我

靠站的位置向左移动个一两尺，也许我能看得更清楚些─至少借助于

斜斜闯进屋来的月光，我一定能辨识出洗手槽和可能是灶台之类陈设的

位置。可是我一动也不动。这是多么完美的一刻─活了二十五年，我

第一次有来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的那种感动─我甚至可以断言 ：每一

只藏头缩尾、躲东避西的老鼠在挖凿或发现了一个洞穴之后都会这样安

安静静地享受这感动的。

如果要我述说未来十个月的逃亡生活，我应该利用这幢令我“身心

安顿”的破宅子为媒介。它─我的天堂─在任何黑道势力的爪掌之外，

提供了一个让我窥知恐怖分子们的洞穴。

就好像人们所说的，“山中无岁月／寒尽不知年”，我在“美满新城

一巷七号”经历了几乎所有的季节，但是时间似乎并无意义。我也不能

顺着时序的刻度来说明那段期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日历或手表并不

能唤起我完整的记忆。是以我必须换一种方式，让我像一个热心碎嘴的

主人忍不住向人炫耀自己的宅邸细节那样引导一些想像中的观光客浏览

这地方，我想是比较合宜的。

这破宅子的前院种着一株山樱、几株圣诞白、一丛竹子─后来小

五还给补种了一畦小虾花和两排夕颜。小五每个星期六或星期天来，带

足一周所需的口粮。她来只待一白天，天暗就走，其间我们总坐在这前

院的一条长板凳上，随便瞎聊些什么。在没发生任何意外的情况之下，

除了这一白天之外，我都趴在那梳妆台的破镜子前写论文。

那是一条朱漆剥落得相当丑陋却十分结棍的长板凳，据说是所谓“拆

船家具”，得自徐老三一个专门搞破船到台湾来进行解体的朋友。我和小

五脚掌相对，各自躺平在凳上看浮云从院子顶空飘过的时候，小五告诉

我关于她的不少往事─那些事原来就发生在复华新村里，和我家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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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 亡

咫尺之遥，但是我一无所知，听来却像是非常之陌生的、发生在“很久

很久以前”的童话里的故事。比方说：我问她为什么徐老三认为她能“保

护我”。她说她身上有功夫。我说哪儿学的功夫。她说小时候爷爷教的。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她说连她爹孙老虎都不怎么知道。我说那么大一大

二小三小四他们学过么。她说爷爷嫌他们性子不好，没教。我说你要不

要教我几手，那样我就可以保护自己了。她说你性子也不好，不教。可

是躺在那条长板凳上，看一朵朵白色的云棉花高高低低掠过头顶之际，

这种不经意的对话非但没有一丁半点儿的重量，反而很容易令人产生一

种幻影般不真实的想像。日后当我一个人回想起来，就会以那片蓝天白

云为屏幕，在那一大片澄澈的天穹之中放映着一个老头子教一个小女孩

儿练武功的奇景─至今我无法确定，那童话般的奇景究竟是小五描述

所得，抑或根本就出自我的想像。

长板凳内侧的屋檐底下是孙小六每天晨起和入夜两次打坐调息的地

方，地面以红缸砖铺成，但是在我们住进去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孙

小六打了十三四次坐之后─红缸砖全部变成如冰糖粒般大小的粉屑。

孙小六打完坐之后通常会抽出腰缠的皮带抖几下，那皮带就像情欲勃发

的鸡巴一样挺硬僵直起来，除了握手的部分之外活脱脱就是一支剑。孙

小六告诉我它叫软钢刀，是孙老虎在他第三次失踪又回家之后传给他的。

孙小六曾经在茶园里用这柄软钢刀击退了两个一路从台北盯梢而来的老

家伙─这事发生在旧历年期间。

我们后来猜想，那两个老家伙极有可能早在十二月下旬就盯上孙小

六了。当时水电刚刚接通，我决定正式开笔、继续写作我那还有不知道

百分之九十几未完工的硕士论文。可是所有的参考书籍、资料卡、笔记……

都在学校的宿舍里，为了避免往返途中暴露行藏，孙小六便替我跑了几趟，

搬回十几箱图书─他不敢直接往美满新城一巷七号搬，总是先在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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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暴力团

中的一座仓库里暂存一两天。

在一个干冷且不时可以听见冲天炮呼啸而过的典型春节的早晨，孙

小六一肩一箱书从墙外跳了进来，促声嘱咐我 ：门窗关好，不要任意出

入，也不要朝外探头探脑。说这话时我发现他的鸟崽裤腰间一圈儿殷湿 ；

事后才知道是那把软钢刀皮带上的血染的。我们匆匆躲进屋里，他说他

怀疑早在几天之前就被人盯上了，因为最近几次搬进茶园仓库的书都有

经手翻动的痕迹。我说你怎么看得出来，他说他从我宿舍里装箱运书来

的时候都暗里做了记号。我说什么记号。他说作者姓氏笔画多的一本旁

边一定放一本作者姓氏笔画少的，前者封面朝左，后者封面朝右，如此

一经人移动，便看得出来。前一两次他去茶园仓库清点转运回来的时候，

还以为是自己一时大意放错了几本，可是心头不免起疑，这一回趁夜去

搬这两箱的时候，才发现有两个年约七八十的老头子在那仓库里一本一

本地翻看着我的参考书，仿佛想要从中找些什么。

“老头子？”我先想到的是万得福和我老大哥。

“嗯。”孙小六擦擦额角的汗水，从徐老三给的藏青色包裹里摸出那

块罗盘，看一眼手表，掐指算了算，又冲进后院里往草丛中摸索了半天，

再轻手轻脚打开屋前门，往前院地上东一处、西一处，安放起不知道什

么东西来。

“你又在布阵了么？”我隔窗问他。

孙小六朝我点点头，还比了个噤声的手势，不时对一对手中的罗盘，

计算着脚下踩踏的步子。过了大约有十分钟之久，才斜退三步、右横两步，

再缩腰屈膝学个侏儒走路一般向后蹑了七步─正好退到屋门口，在那

儿又安置了一块东西。这一次我看清楚了，是一颗青绿未熟的佛手瓜。

孙小六随即退身进屋，关上屋门，只不过三五秒钟之后，从我眼中

所见到的院中景象已豁然不一样了─原先的山樱、圣诞白和竹子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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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排高可一两公尺的姑婆芋给翳住，佛手瓜的藤丝蔓条则在眨眼间爬

满了整片落地窗，把刚刚掠进屋来的天光给遮了个死紧不透。孙小六接

着不免有些得意地告诉我 ：这是就地取材，不得不将就现有之物，布成

个地遁阵。如同上一回在青年公园所摆的天遁阵一般，必须随时移动，

调理得好，可以维持好几个月。“你要是从外面茶园子里看过来，就只能

看见一大棚子佛手瓜和芋头叶，连房子都不见了。”孙小六龇牙笑着说，

“摆阵摆到这样严密，才叫过瘾。”

“可这附近的邻居不会觉得奇怪吗？我们这房子忽然就不见了─”

“我早算在里面了，张哥。”孙小六笑得更得意了，“这阵坐西朝东，

同我们的右邻三户人家是同向，从他们这三家看过来，原屋没有一点异

样。左邻六户坐南朝北的人家原先只能从后窗看见我们这一家的前后院，

可是我们的前院本来就生着竹子，早晚一片死绿而已；后院并没有阵象，

所以也不会看出太大的不同来。右边远处坐北朝南的六家和我们之间又

隔了三户，还是个背对之势，谁会注意到我们这前院里的不同呢？这个阵，

要从正对面茶园那方位看过来才是十足障眼，人家还以为我们这一户全

都荒了。别说人，连老鼠也不会来住的。”

“那不是更惹眼吗？”我叹口气，道，“还有，万一我们的左邻右舍

闲来没事跑到茶园里往西一张望，发现我们这一户的外貌变了，不是很

奇怪吗？”

孙小六想了想，搔两下后脑勺，嗫声道 ：“应该不会罢？”

“为什么不会？”

“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人去注意自己的邻居吗？”

根据我的记忆，这是孙小六第一次反驳我的意见。日后我才发现 ：

他是那么笃定地相信，这世界是由彼此完全不能相互关心的人不小心组

织起来的。我可以大胆地推测 ：他之所以会这样想，极可能是因为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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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被陌生人捉到某个陌生的地方去囚起来学手艺的缘故。这种生活上

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经历逐渐使他相信 ：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恒常

且深刻的关系，甚至也不会有什么强烈的好奇和关注─当他说出 “你

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人去注意自己的邻居吗？”这句话的时候，

我几乎是叫这十七岁的少年给震慑住了─因为他说得如此轻描淡写、

如此稀松平常，且如此吻合像我这样一只老鼠对整个世界的观感和结论。

孙小六似乎并不能体会他的话对我有多么大的冲击，他关心的是现

实里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只有存心想找到我们的人才会注意这屋子的模

样。如果他们不知道我摆了个地遁阵，就不会来查探什么 ；如果他们明

知道这里有个阵，就更不会突然闯进来下杀手─”

“为什么？”

“就因为张哥你说的，它太惹眼了。”孙小六双臂环胸，十分自负地

说下去，“这是‘纱布爷爷’最厉害的一个阵法。那些想要来抓我们的人

如果看出这阵来，一定不敢硬干─因为来硬的会惊动我们的邻居 ；他

们只能想办法去调一两个懂得布阵的高手来拆阵脚，这样我们就可以耗

很久，张哥你就可以安心写论文了。”

事实果如孙小六所料 ：春节假期之后不久，一巷一号到七号的门前

开始热闹起来。有时是穿着邮差绿制服的家伙骑着摩托车或脚踏车来回

巡走，我听见其中一个还刻意向邻居太太打听，怎么这里会冒出来个“一

巷”。邻居太太问那人要送什么信给什么人。邮差说没什么，只是地址怪

怪的。邻居太太砰的声关了门，说怪怪的就去问乡公所。

乡公所也派人来查问了几回。最后一次发生在二月底，十六户人家

里的十四五户主妇们像一群争着下蛋的母鸡，和那小公务员在门前这条

大约二三十公尺长的“一巷”里议论着改地籍的细节问题。有的说去掉

巷就可以，有的说去掉巷就要重新编号，有的说一旦重新编号则旧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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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作废，那么邮件出了问题该谁负责，有的说一巷很好，没有二巷、

三巷就是唯一的一巷的意思。那小公务员趁隙就问七号为什么没有代表

来参加讨论。有一位太太答得好 ：“你要跟老鼠讨论什么？”说得大家都

笑起来。

的确。我能跟这些人们讨论什么呢？我的论文吗？还是这种跟坐牢

没两样的逃亡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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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术问题

我应该暂时放下茶园仓库里那两个怪老头的疑团，也暂时不去叙述

接下来时不时前来骚扰我们的电力公司、水力公司和电信局工务组的那

些个“人员”。我还是从美满新城一巷七号这座宅子内部的一些细节往下

说去罢─

我写作论文的那张梳妆台是合板贴皮制成的，它的一只脚已经折断

了，尽管我给垫了两本书在下面，仍是晃动不已。一写字，就有如坐上

了一辆老爷车，东倒西歪地颠簸起来。这为我日后的写作生活伏下了很

不好的影响─我几乎不能在任何平整安稳的桌面上写出一个字来。虽

然我很厌恶所谓写作依赖某种灵感的说法，但是坦白讲，如果一张写字

桌不能有那么点偏倾侧斜之势，我是一点灵感也不会有的。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当孙小六的行踪暴露之后，他不能再替我搬运任

何一本参考书，是以计划中皇皇三十万言的论文原本应该援引、摘录的

古代典籍、近人论著和其他很可以充填篇幅的资料都没了着落。这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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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作耽搁了好几天。终于在某日小五再度前来的一个周末中午，我再

也忍禁不住，竟然坐在那张长板凳上啜泣起来。小五起先只是安慰我不

要着急，总会想出法子来的。由于谁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她便又劝我，

如果压力太大，也可以考虑暂时放弃，等以后当完了兵再慢慢儿找时间

把论文写完。然而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办理休学手续得亲自跑一趟学

校─能亲自跑一趟学校而无送命之虞的话，我又何必办休学呢？总之，

我被困住了─不只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不能随意读我应该读或想要读的书是极其严重的一种惩罚。这使我

真正地感受到囚禁的苦闷和失去自由的寂寞。我一面掉着泪，一面不断

地跟小五说 ：“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没有什么别的话比这

四个字更能体现我当时的心情。我起码说了三百次，且在意识的底层想

到许多古今中外受过牢狱之灾、遭到放逐之祸的伟人─我相信他们在

真正体尝着我这种心情的时候一定也不停地说着“我好难过”罢？

最后小五随口问了我一句外行话 ：“难道一定要读那些书吗？”

“什么意思？”

“不能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吗？”

就在我正要说“当然不能，这是硕士论文”的时候，灵感来了─

我的眼前乍然一亮！为什么不能？我转身进屋，坐回那动辄摇晃颤抖的

梳妆台前，伏案疾书起来。

从这一天起，我不再去想参考书的事。如果有需要援引古今中外著

名经典或研究资料的地方，我就瞎编一个人名、捏造一个书名、杜撰一

段看起来像是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说出、写出且恰恰可以充分支持我的

论理的语言。坦白说，这样的勾当作来十分有趣，几乎像是上了瘾一般，

我越来越觉得发明一个论文中的理据要比推演一套严整的论述或者归纳

一个抽象性的命题来得更加迷人。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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