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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前言

新实力，新格局    翁小绵    一    山西文脉，可谓绵长矣！    “山药蛋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独一
无二的文学流派，她发源形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展成熟于五六十年代，复兴于七十年代末、八
十年代初，如果从其奠基人赵树理最早开始文学创作的二三十年代算起，直到仍然对山西文学创作产
生潜在影响的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那么这个流派先后横跨两个世纪，历时近百年，这样绵长的生
命力，在文学史上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山药蛋”文学流派，是两个人的文学创作主张或者说方
向的暗合催生的，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赵树理。或者可以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的春风和春雨，滋润和助长了赵树理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主张。早在1934年，深受新文
学运动影响而成长于太行山区农村的赵树理，就提出了做个“文摊”作家、为农民写作的创作理念
。1942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革命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首先是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肯定”了赵树理的创作方向。1943年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小二黑
结婚》出版后，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成为“山药蛋派”的奠基作品，之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
话》等一系列作品受到根据地和国统区的一致高度评价，形成了独到的创作方向和独特的创作风格。 
  同一时期，后来被称作“五战友”的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从延安鲁艺和部艺学习回到自
己熟悉的晋绥农村工作，在《讲话》的指导和赵树理作品的影响下，创作出了一批同样深受农民喜闻
乐见的、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作品。同时受赵树理和他的文学理念影响的还有太行区的刘江和太岳区
的李古北。虽然当时赵树理和“五战友”以及刘江和李古北并不相识，但相同的地域、政权、文化语
境，相仿的出身、经历、艺术修养，相近的文学观念、审美追求和创作实践，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
的文学创作流派，作品具有鲜明而一致的特点。正像赵树理主张的那样，他们的作品都是写农民的，
主要写给农民看的，是以《讲话》为指导，“为农民服务”、深受农民喜爱的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
。    建国后，赵树理和“五战友”陆续回到山西，创作出大量的小说、戏剧、电影、曲艺作品，歌颂
农村新人新事或者揭露“问题”，自觉地以一个创作集体的面貌出现。在他们的影响下，又涌现出韩
文洲、李逸民、义夫、杨茂林、谢俊杰、草章等新一代作家。从而形成了以奠基人赵树理为主帅，以
“五主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以及李古北、刘江等人为第一代作家，以韩文洲、李逸民
、义夫、刘德怀、杨茂林、谢俊杰、草章等人为第二代作家的重要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因为以农
村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作家们都是山西土生土长或者长期生活在山西，五十年代被文艺界称为“山
西派”；又因为他们在建国后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为《火花》，还被称为“火花派”，所谓的“山药
蛋派”，只是当时的一种谐谑的称呼，是以北方盛产的土豆来代表他们作品里鲜明的北方农村特色和
乡土气息。1979年在长春召开的全国当代文学讨论会上，楼肇明等人提交的论文题目还是《论赵树理
创作流派的升沉》，而不是“山药蛋派的升沉”。直到同年李国涛在《光明日报》发表《且说山药蛋
派》后，1980年到1983年间山西和全国就“山药蛋派”展开连续几年的争鸣和研讨，“山药蛋派”这
个生动、形象、通俗、幽默的命名，才成为文艺界和学术界认可的流派名称。    “山药蛋派”在建国
后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在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把曾经高高在上的文学变成了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得到了全国读者的认可和喜爱。他们把农村和农民作为关心关注的对象，
同时把笔触伸向厂矿企业和基层官场，使“山药蛋派”更加成熟和丰富。    胡正是山药蛋派“五老”
现在硕果仅存的一位，他的创作时刻注视着社会现实的发展与变迁，不断探求各种人物，特别是农民
的历史命运、思想情感和生存态度。他笔下出现的重大变革时期的时代概貌，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社
会演变的历史过程。他的不少小说，比如《汾水长流》触及到了现实生活中那种最令人关注且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因而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作用。胡正的小说语言不仅有“山药蛋派”其他作家那
种生动、活泼、朴实、自然的特色，而且具有一种散文诗式的音韵美；同时，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大
大增强了故事的生动性，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身份等特征。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在
他八十华诞之时，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明天清明》，作品描写了那些为了美好的明天浴
血奋战的人们的爱情故事，美丽凄婉、哀怨动人，给读者留下了无尽感叹和思索。    二    从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发韧开始，山西的文学创作在全国引起了进一步的反响。1978年
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山西作家成一的《顶凌下种》榜上有名；1980年第三届评奖，又有马
烽的《结婚现场会》、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柯云路的《三千万》入选。获奖作家和作品数量在
全国各省名列前茅。1985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代》第2期集中刊发了几位
山西作家的作品，包括成一、李锐等人。这几位作家都是当时山西中青年作家中最有实力的。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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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这几部作品无论思想内涵还是艺术水平，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那个时期山西作
家取得的成就。八十年代山西文学创作的最大特点，正是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在相同的时间写出的作品
，整体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平；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他们出现了一个创作的最佳时期，表现出一个文
学群体的整体优势。因此，《当代》杂志编辑在“编者的话”里，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晋军崛起”的
口号。    应当说，“晋军崛起”，为山西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山西文学创作在全国引起关注和反
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大批当时年龄在四十岁左右的作家所取得的创作成绩，成为新时期山
西文学成就的显著标志。于是，在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张平的《姐姐》获奖。从《祭妻
》开始，张平写出了一系列“家庭悲情叙事”小说。张平的“家庭悲情”系列小说从日常生活琐事出
发，细切体验生活的复杂况味，通过撼人心灵的悲情生活故事，表现生活中人的感情和命运，体现出
一种哀婉悲切的抒情风格。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张平不仅继续把同情目光聚
焦于底层人物的命运，审美视野从原先的家庭、个人叙事，开始转向群体性、社会现实，对现实政治
进行审美书写，呈现出一个有着时代良知、人民感情以及“向权力说真话”的知识分子的勇气；在此
后的历次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中，李锐的《合坟》、张石山的《甜苣儿》等获奖；而成一、柯云
路、周宗奇、韩石山、田东照、钟道新、蒋韵、哲夫、燕治国等作家的小说，麦天枢、赵瑜等作家的
报告文学，张锐锋的散文，潞潞的诗歌，在全国文坛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比如柯云路的小说《新星
》及同名电视剧的问世，不仅在文学界，在全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冲击波。同时，在文学理论与
评论等方面，山西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复苏与繁荣。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山西文学，可以称得上
是当代山西文学发展繁荣中的一个黄金时代。    “晋军”作家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形成了两个相
互联系的特点：一是艺术形式和技巧上的朴实性，二是思想内容上的坚实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
前，山西的文学创作因为有了“晋军”整体的良好创作状态，在全国的文学格局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赢得了一席之地，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文学大省的称号。一系列优秀的农村题材作品，轰动全国。他
们的写作手法和创作理念都比老一辈作家有了很大变化和革新，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山西本土人，
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在老一辈作家的关心培养下开始文学创作，他们依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
作立场和“山药蛋派”的人民风骨，在全国形成了山西文学的特色和优势。    三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
个十年，山西的作家队伍“老、中、青”三代同堂的局面基本形成，而以张平长篇小说《抉择》获得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标志，山西文学的第三次创作高潮、也拉开了序幕，老作家和“晋军”一代佳作
迭出，更可喜得的是青年作家队伍逐步形成，各个体裁领域代表作家逐渐凸显，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形成新的实力。我省现在的作家队伍，总体上评价，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令人鼓舞的时期。    
一大批离退休作家，仍然坚持不懈地写作，比如焦祖尧、李国涛、董大中、成一、周宗奇、张不代、
王东满、韩石山、张石山、柯云路、蔡润田、燕治国、陈为人、陈玉川、毕星星等，都有作品不断问
世，其中，成一创作的长篇小说《茶道青红》，是国内长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张石山进发了第二次
创作高潮，创作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被全国各大选刊和选本转载；而韩石山完成的《张颔传》、王
东满完成的《姚奠中传》和周宗奇正在写的《林鹏传》，是对我省文化建设的一大贡献。    面对新时
期以来的现实问题，张平以改革为切入口，以底层老百姓的利益为关注焦点，尖锐地抓住现实问题的
本质，以社会主义理念来展现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景，创作了《天网》、《凶犯》、《抉择》、
《国家干部》等一系列政治小说，对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实问题进行深刻思考。作为具有高度人民
性和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写作，张平的“政治小说”深受老百姓的欢迎，维护最广大的底层群体利益
、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主义理念”是张平进行政治写作的终极指向和思想内核。    张平获得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力作《抉择》，聚焦于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一重大时代问
题，对其进行美学剖析。不仅揭示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时代重大问题，而且还对当代人的社会主义
观念进行了深刻思考，寻找当代腐败问题的思想病症根源。张平的《国家干部》以一群国家干部为审
美观照的主体，以对夏中民的干部选拔任用为矛盾斗争焦点，展现了一场政治场域里的殊死搏斗图景
，从而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命运进行审美思考。可以说，张平以“国家干部”为审美
视点，触摸到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内核，表现了作家剖析中国现实的巨大政治勇气与胆识。张平从现实
生活出发，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在一种新的平等关系结构框架中进行新政治写作尝试
，体现了中国作家对新世纪中国政治的审美凝视。张平的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写作为新世纪中国社会
主义实践提供了一份充满政治激情、智慧、使命、胆识的思考，显现了当代知识分子深刻的批判意识
和对民族国家命运的责任担当。在新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代环境下，在社会主义改革“过大关”
的过程中，张平以其社会主义理念的新政治写作，体现了一种文学介入社会政治的强烈现实精神和巨

Page 3



《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大勇气，再一次印证了鲁迅的话语：“文学是战斗的！”    专业作家李锐、赵瑜、段崇轩、张锐锋、
潞潞等，都有精品力作问世，像赵瑜的报告文学《寻找巴金的黛莉》获得了《中国作家》杂志年度大
奖，长篇报告文学《晋人援蜀记》获第二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强国梦》获改
革开放三十年三十部最佳报告文学奖、建国六十年三十部最佳报告文学奖。而活跃在省直、各市县和
企业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同样成果显著，其中像吕新、蒋韵、王祥夫、葛水平、李骏虎、张雅茜、张
新乐、韩思中、王保忠、小岸等作家的多部中短篇小说，在国内文坛和读者中都有很好的反响。寓真
、郭新民、李杜等一大批山西诗人，创作出许多古体诗、新诗，显示了我省诗人队伍的雄厚实力。    
然而，新世纪的十年，山西文学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作家梯队的建设。毋庸讳言，“五老”那一代和
“晋军”那一代以后，山西作家队伍相对不够整齐，整体优势不明显。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在全
国的竞争力不够，不容易产生影响；二是暴露出山西作家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对于山西作家梯队的
建设，这十年作协专意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和扶持力度。文学院先后两批签约青年作家十九人，2006
年5月12日，山西文学院实行了签约作家制度，签约我省首批十位作家：李骏虎、葛水平、曹利军、张
行健、柴然、玄武、镕畅、李国莉、张乐朋、王晖。2009年，第二批签约作家唐晋、金汝平、李来兵
、李燕蓉、刘慈欣、阎文盛、王睇、杨凤喜、杨遥九人。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十九位作家共出版长
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小说集、散文集数十部，数十人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赵树理
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等国内有影响的奖项，特别是李骏虎获得了中国作协青年
作家大奖“庄重文文学奖”，是我省青年作家十六年后再次得到这个奖项，意义深远；青年作家杨遥
的短篇小说集和阎文盛的散文集先后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显示了签约作
家的优势。作协所属期刊《黄河》、《山西文学》也发现培养了一批年轻作家。在中青年作家的培养
上，省作协与中国作协和鲁迅文学院紧密配合，由省作协推荐到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深造的作家有
：张行健、马明高、段崇轩、王春林、鲁顺民、袁秀兰、王辉、李骏虎、玄武、葛水平、镕畅、王保
忠、韩思中、李晋瑞十四人，使他们走出山西，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增强了我省在全国文学格
局中的实力，巩固发展了我们文学重镇的地位。    四    新世纪的十年，山西作家在各类全国大奖中收
获丰硕，群星璀璨，光华耀眼。    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王祥夫的短篇
小说《上边》、赵瑜的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蒋韵的中篇小说《心爱的
树》、葛水平的中篇小说《喊山》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李骏虎的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获
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先后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的作家有五位：张石山、李锐、张平、
吕新、李骏虎。    为总结表彰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实力而开设的山西新世纪文学奖，先后奖励过四届九
位作家。第一届：吕新、张锐锋；第二届：晋原平、谢泳、唐晋；第三届：阎晶明、王春林；第四届
：李骏虎、曹利军。这个奖项后来合并到赵树理文学奖，成为新人奖，先后获奖的有金所军、韩思中
、曹向荣、玄武、关海山、阎文盛、王文海、杨遥。新人奖获奖作家的影响力虽然比新世纪文学奖作
家较弱，但他们更加年轻，更加有潜力，是山西文学未来的希望之星。    青年是祖国和民族的希望，
青年作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未来。青年人思维敏捷、充满朝气，富有远大理想、富于创造精神，
始终是社会生活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进入新世纪，山西文学不断发展繁荣，文学队
伍不断发展壮大，一大批青年作家发挥了重要作用，青年文学创作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局面，六十年代
出生的青年作家进入中坚行列，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迅速成长，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脱颖而
出。广大青年作家在不断的学习和思索中升华情感，在与时代洪流的融合中增长才智，在借鉴和继承
中提高学养，在挥洒才情中开启新篇，讴歌时代、反映现实、关注民生的热情不断高涨，思想水平和
艺术表现力不断提高，奉献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与中、老年作家一道，使新世纪山西文学的天空群
星璀璨，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做出了积极贡献。编辑出版这样一套180余万字的《山西中青年作家
作品精选》，正是山西作家梯队建设成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是山西中青年作家实力的一次大检阅，
凸显了他们的创作实力，同时梳理了山西文学七十年发展的传统和成绩，彰显了山西文学在全国格局
中的重要位置。    然而，这套作品选的编辑，也使我们冷静地看到，山西中青年作家在凸显实力、形
成新格局的同时，还存在整体优势不明显、创作特色不成熟的不足，他们的本土优势和传统积淀还没
能充分体现，与“山药蛋派”和“晋军”的结构不同的是，他们的整体创作水平并不一致，有已经享
誉全国的作家，有省内实力作家，还有正在成长中的新锐作家。纵观山西文学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可
以清晰地看到，优势还是农村题材，还是现实主义作品，“山药蛋派”始终是山西文学创作的灵魂，
这个曾经主导中国当代文学的流派并没有消亡，而是更加多元和丰富，更加发展壮大、更加丰富多彩
。正是几代作家的接力奔跑，后浪推前浪，形成了山西文学的强大阵容。因此，在鼓励各种流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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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创作风格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山西文学创作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才能发展和巩固我们全
国文学大省的地位。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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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展示山西省内中青年作家实力的丛书，由张平、翁小绵总主编的
《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丛书共分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四卷
共180余万字，收录近百位作家作品。李红霞、刘捷、李雪的报告文学《山
西：SARS之痛》、吕国俊的散文《文化笔记西口路上的文化碎片》、谢燕
的散文《蒲州女儿杨玉环》及吕国俊的诗歌《葡萄园》入选。
    《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共收入1965年以后出生的山西籍青年作
家、诗人192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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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散文卷》
　远去的古镇
　我的大学我的母亲
　读书是福
　通过你的身体
　怀念高捷先生
　表象的时间
　麻炮
　水上之书
　我在走
　童年、环境和我
　忧郁的山羊
　海岛印象
　楼门下
　奇山异彩
　雪的记忆
　云岗的佛和雁北的戏
　墙角下的石磨
　春天的疼痛
　乡村纪事
　乡下的鸟
　文化笔记——西口路上的文化碎片
　落叶归根
　月中树木
　无美之美
　父亲的母亲
　现代生活的陷阱
　荷叶坪，一首朦胧的爱情诗
　草堂与青冢
　《八十年代》之11章
　碾道
　文人
　温度
　妈妈和母亲
　我的马萨达
　那穿越三百多年的忧伤
　楼板寨佛洞探秘
　漂洗的岁月
　西口的厚度
　围棋术语别解
　蒲州女儿杨玉环
　没事儿
　名人漫记之帝娼恋
　塔影及历史的乡愁
　⋯⋯
《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报告文学卷》
《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小说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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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小说卷　下》
《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诗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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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章节摘录

让我帮你锁好门    对着桌面哈一口气，擦擦，娟子歪愣着头瞅：桌面上密麻麻铺着一层细绒毛。昨天
，许嫂因为没擦净桌子，差点被撵回家，娟子不能不尽心。    早晨，儿子又提公路赛了，儿子很少张
口要东西，第三次张口，她知道，儿子一准儿遭遇了难堪。她得满足儿子。没了这份差事，咋买？    
娟子哗哗哗抖了半天抹布，一擦，还有。抹布自带毛，票子色光滑的桌面像一个吸尘器，把绒毛都吸
上去了。咋能擦净？愣怔半天，娟子把抹布搁在窗台上，拍拍手，哈口气，两手平铺在桌面上，抹一
下，再抹一下。这招管用，桌面像玻璃，手一抹，亮锃锃的。桌子上放着一块方方正正的橡胶皮，占
了桌面的三分之二，四周聚着一层细绒毛。娟子用中指抹着，一使劲，噌，橡胶皮被推开，露出粉红
的一角。掀起一看，娟子惊呆了，下面压着一沓钱。把文件、杯子移开，再往起掀，又露出好几沓，
展愣愣的新票子纸一样平铺着，上面有几道深深浅浅的压痕。    娟子最多数过5000块钱，那是东挪西
借为儿子凑的借读费。交时，怕被偷，她把钱分开两沓，一手攥一沓。等到了学校，两沓钱汗津津的
。戴眼镜的老师边收钱边数落，说攥紧就不用交了？钱难挣，对吧？难挣咱就让孩子就近上学，择什
么学校？学校好学生就好了？那是因为学生好学校才好。你说你，你说你，自己找罪受，我孩子都没
来这儿上。要掂量自己的本事，这儿都是啥人家的孩子知道不？都是有钱人的，你瞅瞅，多少孩子车
接车送。老师这样说时，她四下望了一眼，除了车接车送的孩子，大多孩子都骑着一种轱辘很窄的自
行车，而自己的儿子呢，骑着那辆黑色飞鸽自行车。出来打工时，丈夫骑了一整天，硬是从老家骑来
了。这是她家最贵重的一件东西。那时她就想，我买不起汽车，我可以给儿子买这车，后来，从儿子
口里知道，那车叫做公路赛。    我要有这么多钱，该办的事儿都能办了。5000块钱的债算啥？儿子的
公路赛算啥？    从谭厂长屋里出来后，娟子的心怦怦怦地跳。锁门时，手哆嗦得拧不动钥匙。从三楼
下到一楼，她竟然连呼带喘。许嫂杵着墩布站在自动门前，望着门外的车水马龙出神儿。见她过来，
一把把她拉过来，说，你瞅瞅，这车哗哗的，跟我家门前的小河没啥两样。许嫂也刚从老家出来，一
闲下来，总爱站在门前出神儿。    娟子嘴里啊啊着，眼神儿像受惊的小兔，躲闪着。她和许嫂都有谭
厂长屋的钥匙，她负责谭厂长及各个副厂长屋的日常卫生，许嫂负责各屋的沙发套、床单被罩的洗涮
，同时还负责科长屋及楼道卫生。当然，谭厂长的文秘刘成功也有钥匙，需要签约的文件，他开门放
进去即可。谭厂长太忙，白天签不过的文，晚上也要看了签了。    假如橡胶皮下的那几沓钱丢了，追
究下来，他们三人都逃不脱关系，最该怀疑的不是别人，是娟子。这一点，不用点拨娟子也知道。其
他两人该进去才进去，她呢，每天必须进去打扫。别人下班了，谭厂长说不定就来值班了，来了就要
抽烟喝水，不打扫能行？如果钱当真丢了，能在这儿干吗？这份活儿可不好找。丈夫杀了一只羊，用
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扛着去了管后勤的王主任家，隔了一个多月，王主任才把她安排进来。越想娟
子越怕。一怕她就坐不住了。只要许嫂一挪步，娟子的心就跟着走了。娟子倒不怀疑许嫂会偷那钱，
许嫂是个马大哈，她不会动那橡胶皮的。可是，许嫂认死理儿，出出进进不爱关门。她说，在村里出
地干活，一天都不锁门，就那一眼窝东西，谁偷？厂长办公室，桌子沙发搬不走，值钱的东西，谁还
往办公室放？    这就是不放？人家领导可不是她想的，人家可把办公室当家呢。    许嫂一走，娟子索
性也不歇着了，她佯装打扫，悄悄跟上了三楼。许嫂把三楼十几个屋的床单被罩撤下来抱到了洗衣房
，正如娟子所料，各屋的门儿大敞着。娟子在谭厂长门口站着。旁边是刘秘书的办公室，只要人在，
门就大敞着。刘秘书在打电话，声音清脆而响亮。    不在，谭厂长下去调研了，对，说不准，要不您
电话联系一下？    娟子悄悄地松了口气，要来的人，刘秘书给挡了回去。    娟子手里抓着抹布，擦楼
梯扶手。刘秘书出来了，瞅一眼娟子，进了谭厂长办公室。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沓文件。三楼到四楼
的扶手擦了十遍，紫色的檀木被她擦得锃明瓦亮。四楼是会议室，今天没会，不会有人下来。站在楼
梯拐弯处，正好能望着谭厂长办公室。娟子坐在最上面一节楼梯上，紧紧盯着敞开的门。踏踏踏、踏
踏踏，有人从楼道通过，娟子闪身上了四楼。来来回回，起起坐坐，娟子折腾了十几回。刚坐下，又
响起了脚步声。脚步声走到谭厂长办公室停了下来。娟子探出头，只见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士站在
门口，他背着一个印着“G.V”字样的斜挎包，长脸儿，阔嘴，头顶接近了门顶，看样子个头不低。
他轻轻磕了几下门，侧耳听了听，回头瞅瞅楼道，进去了。这一下，娟子急了，从来人的长相看，肯
定不是本公司的。他来干什么？咋擅自进去了？会不会发现那几沓钱？娟子急忙往下走，刚下楼梯，
就听许嫂喊：娟子，快，帮忙。许嫂总是这样，在楼道扯着嗓子说话，从来不顾影响，提醒了几次也
不改。许嫂抱着一大堆东西从另一个楼梯上来了，一件蓝色条纹床单耷拉到了脚面，许嫂边揪边喊。
娟子跑过去，从她怀里分出一堆，抱着就要进谭厂长办公室，正好，她可以帮忙铺床单。    许嫂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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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间屋，见她没进来，探出头喊，娟子，先铺这间屋，快，帮我抻抻。    娟子望一眼谭厂长办公室
，那个男子还没出来，怕许嫂再喊，跟了进去。    等进了厂长办公室，陌生男人不在了。那块橡胶皮
端端正正地摆在桌面上，看不出动过的痕迹。趁许嫂进卧室铺床，娟子手里拿着烟灰缸，走到桌前，
撩起胶皮一角，钱原封没动。    这以后，娟子像操心儿子一样操心着那几沓钱。她既盼看到，又怕看
到。厂长前脚一走，她后脚总要跟进去翻翻。这时，她巴望钱不在。厂长不在，别人从他屋里一出来
，娟子也要进去翻翻，那时，娟子又巴望那几沓钱一分也不要少。    这一天，娟子打扫完厂长办公室
，临出门时，翻了翻橡胶皮。左角这沓钱最上边一张有记号：靠毛主席头的部位用铅笔写着“张春
发86”，写得很潦草，每次看到这几个字，娟子的心就落了地。这天心血来潮，娟子想数数这钱到底
有多少，看着多，也许不足两万。丈夫是瓦工，背着工具袋出门找活儿时，总要开玩笑说，昨晚梦见
蛇了，今天我得买张彩票，说不定能中大奖，一下得几万块钱，给你背一兜子回来，咱也过过钱瘾。
她说，你那兜子别看放得下抹子和泥刀，肯定放不下两万块钱。丈夫说那一尺见方的兜子能放得下十
万块钱。她说放不下，他说能放下，两人就抬起杠来，谁也说服不了谁。儿子说，咱找两万块钱试试
不就得了。这一说，她跟丈夫都笑了，去哪儿找两万块钱呢？儿子说，咱用纸代替，撕成一百块钱大
小一样的两百张纸，装装不就行了。她逗儿子说，把你一百分的卷子攒起来，咱当百元大票装进你爸
的工具袋里。    两万块钱到底有多厚呢？如果就这么几沓子，那丈夫的工具袋能装一百万。娟子把门
从里反锁住，翻开橡胶皮，取出一沓子，冲着两指头呸呸唾两口，再对搓一下，一张一张捏着数
，1000、2000⋯⋯5000，数完，一手心汗。一沓子5000，天，八沓钱四万。娟子不仅手颤了，浑身开始
发抖。这钱要归咱，还打什么工？立马回家翻盖房。她拿起一沓子看看，放下，再拿起另一沓子。钱
真是好东西，看着也过瘾。可惜不是咱的。她像扇扇子一样，把钱抖得哗哗的。    有人在咔答咔答开
门。谁？厂长？娟子一惊，钱刷地散了一地。出去是来不及了，自己在屋里，门反锁着，让人咋想？
门咔答咔答转了两圈，眼见就要开了。厂长来了就要办公，说不定还要上卧室。别人是不会进卧室的
。娟子搂柴一样把钱拢起来，一头钻进了卧室。有五张钱飘到了门后，顾不得收了。来人进来后，走
到了桌子边，从门缝儿里可以看到来人的脚，那是一个男人的脚，穿着黑尖头皮鞋，是刘秘书。刘秘
书在桌子上翻腾了一阵，临出门时，噢了一声，黑影子在门边晃了一下。门咔答咔答又被锁住了。    
桌上多了一沓文件，门后五张钱不见了。这可咋办？数来数去，数丢了五百，全丢也算了，丢五百，
肯定是内部人偷了。这样一想，娟子冷汗直冒，后背湿透了，心狂跳。她把钱整好，把有记号的那张
放在上面，悄悄走到门边，侧耳听听动静，闪身出了门。她不敢锁门，迅速下了二楼，又从另一楼梯
上来，咚咚咚地从刘秘书门口走过，刘秘书抬眼看，她慌慌地笑了笑。然后走到谭厂长门口，掏钥匙
空转锁子，故意弄出很大的响声儿，进去一下，出来，才咔答咔答锁了门。    回休息室时，娟子整个
人虚脱了。脸刷白，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掉。休息室没窗户，原本是仓库，后来改成了清洁工休息室
。靠门边摆着一张油漆斑驳的桌子，两个板凳，靠里放着铁锹、墩布、扫把，还有她和许嫂攒下的报
纸、纸箱子、矿泉水瓶子、饮料筒子，她们说好了，把这些东西攒下来，卖了钱对半分。她们进去从
不关门。门开着，光线正好打在两个板凳上。闲下来，两人坐在板凳上，说着家长里短，织织毛衣，
纳纳鞋叠，月底还能开五百块钱，一说起这份差事，两人就满足得不得了。    许嫂站在自动门前看车
，见着娟子，瞪着眼问，咋了？病了？是不是中暑了？娟子没心思支应，趔趄着从她身边经过，回到
休息室，关了门，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屋里黑极了，伸手不见五指。她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丢
了五百块钱，厂长如果过问，怎么说？说她数了？说她见刘秘书拿了？干了不到一个月，工资还没开
，进屋就乱翻领导东西，能干下去？来时，王主任安顿了不下十回：给领导打扫屋子，紧记着不要乱
翻，桌上的文件咋拿起咋放下，除了灰尘和领导扔在垃圾桶里的东西，其他东西，一个纸条也不能动
。可是，紧安顿慢安顿，竟然动了最要紧的东西，怎么交代？    P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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