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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的股灾

!"

李鸿章与中华第一股
李鸿章对自己的定位是!我是大

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处于内忧外
患的夹缝里"不能挽大厦于将倾#

$裱糊匠%的比喻道出了他的无
奈与自责&

李鸿章所倡导并尽力推行的洋
务运动"尽管其思想核心仍是为清政
府服务"但从实际效果上讲是对外国
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的
积极回应"也是近代中西文化冲撞和
交融的产物&

在我们关心的经济领域"早期的
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
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由李
鸿章亲自督办的就占了三个"后来又
组建轮船招商局' 天津电报总局'上
海机器织布局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
国修建铁路#

其中最能代表李鸿章成就的是
留存至今的两个近代企业"江南制造
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任命中
国人为领导"聘请外国
技师"主要任务是模仿
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

所以受国外的影响更
大#

轮船招商局作为
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
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
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
受外国资本"采取洋为
中用的股份制形式"组
织结构上更先进#这种
模式"包括一些具体组
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
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
用#

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
的措施是先进的# 李鸿章的是非功
过"我们这里不作探讨"但作为一个
从小饱读四书五经'在(君子耻于言
财%的封建传统环境中成长的政治官
僚"能大胆引入股票这一现代金融工
具"比起

!##$

年股票在中国登陆后"

一些视之为洪水猛兽的经济学家们
不知高明了多少&

!%&'

年"同治皇帝批准李鸿章的
奏折"正式同意成立招商局&

奏折是批了" 头疼的事还在后面"

因为老佛爷(准奏%后面还有一句话"(朝
廷手头上也紧"你自个儿想法子去吧& %

这叫政策照给"资金自筹&

当晚李鸿章找来造船界巨子朱
共昂"即后来的招商局董事长"商量
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两人先按官场习
惯相互兜圈子" 尽量摸清对方态度"

最后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人!容闳& 容
闳是清政府首批官费留学生" 著有
)西学东渐记*"他计划以股份制形式
创办造船厂"并拟列)联设新轮船公

司章程*" 这是中国最早模仿西方股
份制筹组股份公司的设想"章程报到
总理衙门后由于多方掣肘未能通过"

但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着这份章程两人反复酝酿并
形成一致意见!按此法进行&

于是"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中国
第一家发行股票面向社会筹集资本
兴办的新型股份制企业"号称$中华
第一股%&

'"

昙花一现的大清牛市

招商局的原始股每股为
!()

两
白银"为了更直观地看出股价"不妨
将它换算成人民币"我们根据白银与
黄金的兑换比例"结合粮食价格和不
同时期的人员工资"计算结果大致是
!

两白银值人民币
*)

元&

也就是说它的股价是每股
*)))

元+ 不愧是泱泱大国第一股"时至今
日"中国

+

股市场股价最高的中国船
舶不过

'))

多元&

更惊人的是"到了
!%%'

年"它被炒到
每股

'*,

两白银"折合人民币
!,#))

元+

这么高的股价也有人敢买"说明
在炒股的问题上"古人
与现代人同样疯狂&

!%&*

年轮船招商
局重新改组后"在清政
府贷款支持下"以

'''

万两银子整体收购了
气焰嚣张的美国旗昌
轮船公司"轮船数一下
达到三十余艘"成为当
时在华轮船公司中单
家轮船数和吨位数都
居第一位的轮船公司&

受它的影响"

!#

世
纪

%)

年代初掀起了一
股兴办股份制企业的高潮" 并催生了
中国第一家带有证券交易所雏形的股
票公司,,上海股票平准公司&

股票这个新名词在很短的时间
就被人们广为接受"购买股票颇为踊
跃&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企业"

有朝廷大员支持"不愁资金"不愁销
路"属于国企绩优蓝筹股"格外受到
青睐"每股都增长两三倍之多"其他
资源类股票如湖北长乐'鹤峰等铜矿
股也增长了一倍半左右&

大清臣子们的想法或许与今天
的人们一样" 认为炒股就能赚钱"因
此只要有新股发行"哪怕是些中小企
业"也一哄而上竞相争购&

风险正慢慢积聚"一是不少发行
股票的中小企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前
景难以预料-二是许多股民和现在一
样"并非只用自己的积蓄炒股"因为
有把握赚到钱" 自然放心大胆地借
钱"有的向亲戚朋友借"有的向同僚
借"还有的大户干脆向外国银行和钱
庄借,,,这已经相当于现
在的融资拆借" 然后抢购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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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青坐在草坪上"与藏民互
递着微笑& 语言不通不要紧"微笑就
是最好的通行证&

听说牛奶海的水是乳白色的"听
说五色海是多种颜色的"可惜这次没
机会了&

路遇新搭档"夜过金沙江

%

月
!*

日"车一上路"小马很兴
奋"在亚丁的蓝月谷客栈遇到的越野
驴友与我们同行&

那是辆北京吉普" 车上的
,

个
人"来自天南地北"福建的打工仔小
不点'浙江大学的学生小宝'福建的
公务员菲菲和丈夫 " 他们都二十多
岁"素不相识&

带队的罗世文
$,

岁" 网名依依
小猪"是他在天涯网上发帖"征友"将
-

个驴友聚到一起"路线是从成都到
拉萨"每人交费

-)))

元& 他在拉萨当
过兵"跑了

!&

年川藏线"从前路况很
糟糕"从中坝到然乌

,-

公里"开车得
!%

小时& 他热爱拉萨"为了让更多的
驴友能去西藏" 他开始驾车跑西藏"

已经
-

年了"越玩越喜欢"他所载的
驴友都是他眼中的勇士"有个成都报
界的女记者" 叫王小
痴"两个月前"他亲自
开车将她送到樟木 "

她从那出境" 到尼泊
尔"现在还没回来呢+

-

年中"他每年带车五
六次"总共接了

''

个
团" 今年这是第

*

次
出发&

小不点看上去很
活泼"可小宝说"她并
不真开心" 因为她希
望旅伴是年轻的男
子" 她渴望旅途中的
艳遇"上次去丽江玩"

她就与男友一路"游完了"他们的恋
爱也结束了& 用小不点的话说"旅途
中最能见出一个人的真性情& 看来"

她的意中人"肯定是只能在旅途中诞
生了&

从理塘出发" 经毛垭大草原"满
山的牦牛"远处雪山连绵&

在海拔
-&))

多米的海子山转弯
处"前车(哇噻+ %地惊叫起来"高山下
两个碧绿的海子并排卧着" 在阳光
下像两只绿色的巨兽的眼睛仰望着
天空" 有叫它姊妹湖的" 有叫它兄
弟湖的" 太奇妙了&

这一段路正在修筑" 一会儿路
面是柏油的" 一会儿路面坑坑包包"

在车上就像跳迪斯科& 路上很少遇
见车" 只有修路的大货车" 车一过"

尘土飞扬" 有时地表是一尺多厚的
浮土" 浮土下面藏着石头" 车一过
石头乱蹦" 我们像钻进硝烟中一样&

三辆越野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免
得暴土飞扬中自相碰撞&

(理塘巴塘越野车拉力赛&% 小
马为这段路程命名&

离开山顶" 便进入峡谷" 一路
急下" 汹涌的金沙江呈现眼前& 距
巴塘不远时" 一长串的车堵在前面"

原来是前方修路"白天禁止通行& 需
要等到晚上修路的收工"才可放行&

!%

点
$)

分"路开禁&到巴塘县已
是晚上

')

点
')

分&

位于金沙江东岸的巴塘"是四川
境内最后一个大镇"由此西行过金沙
江大桥"便进入西藏境内& 罗师傅建
议跨过金沙江" 到距此

,)

公里处的
西藏境内的一个温泉山庄&

于是" 我们在黑夜中又上路了&

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陡"个别路段是
新修的柏油路"大多是未修或正在施
工中"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滔滔
金沙江"江水流进了黑暗"连一丝光
亮都没有"天已大黑"什么也看不见
了&

过了大桥后"路况很险"报话机
不停地报告!(前面路窄"紧贴右侧山
壁行驶+%(急弯三个"慢行+ %(下坡很
陡"控制速度+ %

当我们看到暗
夜中的灯光 " 好像
安全一下回到我们
的手中 " 每个人都
长出了一口气&

已是
!)

点多钟"

山庄的人见三辆越野
鱼贯而入 " 都跑来
看& 问这问那" 有的
说" (这么险的路"

夜行 " 太危险了 & %

也有的说 ! (夜里
走" 只盯着路面" 看
不到两边" 就不害怕
了+%

休闲大声发泄不满! (干嘛跟
姓罗的走" 贪这么大的黑" 危险系
数增大" 知道不知道" 在这样的山
路开车" 司机多紧张. 金沙江一定
很壮观" 可一团漆黑" 什么也没看
见+%

的确" 这也许是不太高明的做
法" 原以为多个车" 多个伴" 罗师
傅多次来" 有经验" 对我们有好处"

可现在看来" 我们想得有点简单了&

罗师傅是以经营为目的" 他要有时
间概念" 必须按计划赶路" 还要考
虑住宿费用" 从成都到拉萨" 必须
&

天赶到" 否则他就不划算了&

在旅行中" 并不需要每个决策
都正确" 重要的是应变力" 及时做
出调整 " 保持每个队员的好心情 "

无论什么样的经历" 都是一种收获"

有时留点遗憾" 也是很美丽的&

第二天" 我们与临时伙
伴友好地分手" 早餐后" 就
先行上路了&

!"#$%&'(

王瑞明

!

郑邑旧事郑州炉坊业在清末民初" 已进入鼎
盛时期&当年迎河街'顺河街'西陈庄'南
关外 '北门里有赵老大 '马记 '厚诚 '隆
昌'楚胜泰等

!)

多家铁匠铺"炉火通红&

其中迎河街'顺河街上的楚胜泰'厚诚炉
坊店铺较大& 每户约有资金近万元"炉子
两至三盘"可接成套铸件活&其余中小商户"一般资金
在三五千元之间"炉子多数是一盘"仅少数有两盘的&

此外" 还有由铁匠工人拼凑组合的临时炉坊七八户"

他们的资金一般只有三五百元& 因设备简陋"只能做
铁锨'菜刀'饭勺等小铁器生意"借以糊口&

旧时郑州的炉坊一般使用质量较差的白口铁和
屑铁"原料主要来源于翻砂的废料和铁路机厂'车检
所锉下来的屑铁及废旧铸件" 通过炉盘把它熔成铁
水"浇灌在泥制模型内"铸成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其
中家用炊具最多"约占全部产品的

&).

"犁'镰刀次
之"香货/寺院里用的大型香炉'钟磬等0最少"仅占全
部产品的

,.

& 炉坊利润炊具约占
-).

"犁'镰刀约占
$).

& 以香货利润最大"由数倍至
!)

数倍不等& 据资

深铁匠师傅们说!过去郑州附近有寺院几十座"因此
有专做这种生意的炉坊"大多是做香货的匠人带领一
拨人自开封'洛阳'曲阜'西安'武汉等地"来到郑州联
系这类生意来干& 行业中把这种生意称为吃肉的买
卖& 因为香货特殊"要求表面光滑"无砂眼裂痕"敲击
声音洪亮& 一般使用砂模工具和灰口铁原料来说"都
不够条件承接这种活"因此"香货成了炉坊业的独行
生意& 香货中的香炉'钟磬一类的东西"巨大笨重"只
能一模一铸"不能一模多铸"特别是环绕香货外表铸
制的姓名和花纹"耗时费事"成本高& 有关香货的铸
件"一般都是众人醵资或由庙主化缘用以奉神"每每
捐募结果" 捐款数目超过香货价格十数倍或数十倍&

因而"他们只求铸件大方美观"让善男信女看了满意"

却不在乎价格高低" 这就给炉坊同业钻
了一个漫天要价的空子" 炉坊老板从中
挣了大钱& 承制一个大钟"在铸制前一个
月"就开始用黄泥和稻草捣成烂泥"铸外
模"再以焦炭和黄泥制成内模"然后在外
模的内周雕刻人名和花纹等等" 让它慢

慢阴干&在开铸的当天"由于铸件重量大"需要的铁水
多"又必须一次浇好"这就不是一家炉坊的炉盘能够
解决问题的& 因此必须先通知同业"前来帮忙&

旧时炉坊工人经常处在高温作业'灰尘大'工时
长的恶劣环境中"而收入相当低微"生活极其清苦&

!#'&

年"冯玉祥将军主豫期间"在破除迷信"开
启时代新风中"拆庙毁神"郑州
炉坊香货生意受到重创 & 至
!#$)

年后又进入旺盛时期& 抗
日战争爆发后"炉坊业的原料"

经过日军掠夺封锁" 绝大多数
同业都无法开炉生产" 尤其是
香货生意随之走向下坡路&

)*+,-.

苏 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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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城杂俎

$五 %源于手 "人手
就是数字五的象形& 郭
沫若曾考据说!$数生于
手" 古文一二三四写作
一二三四11倒其拇指
为一"次指为二"中指为
三"无名指为四"一拳为
五11%中国古代开蒙"

素有屈指为数说&

古文(五%是代表四
方的两线相交& 甲骨文
中的 (五 %也意含着 (阴
阳在天地之间交为午 %

的意思& 先人在世界混
沌之初" 有了东西南北
的四方感之后" 产生了
(中间 % 的意识 " 便从
(四 % 的概念中过渡到
(五%&

)周文举要*说!(五
位"天地之中也& %人在
把周边前后左右四方认
定后 " 自身便是中了 &

(中%就是(五%&古代商'

周出于对世界神话的幻
觉" 把自己的位置视为
世界的 (中央 %"并由此
产生了 (中华%'(中国%

之称" 它的本源就是从
数五产生&

还有一种 (天六地
五 "数之常也 %之说 "尽
管与 (天三地四% 说相
比"人为的色彩加大"但
仍可以从)左传2昭公元

年*中找到根据"即!(天
有六气 /阴阳风雨晴
晦 0"降生五味 "发为五
色"征为五声11%

中国的 (五 %"用得
最多的地方便是 (五
行%&据说诸多的(五%的
用法中" 有一千多种与
(五行% 有关& (五行学
说 % 贯穿中国武术 '医
学'天文'文化等各个方
面&

(五行%的说法也很
多"儒家将五常,,,仁'

义'礼'智'信视为五行-

佛典将 (圣行 '梵行 '天
行 '婴儿行 '病行 %亦视
为(五行%&

数五的泛用"除(五
行% 外" 还有世生五谷
/稻'麦'稷 '黍 '菽 0说 -

天生五虫 /倮虫 '毛虫 '

羽虫'鳞虫'甲虫0说-土
分五色 /黄土 '红土 '黑
土'褐色土'黑褐土0说-

人生五官' 五脏' 定五
味'五情说&

)本草纲目 *载 !有
一种五香的青木香 "天
生出五 "(一株五根 "一
茎五枝"一枝五叶"叶间
五节 %" 每部分都生在
(五 %上 "这种植物与人
有些相同"一手五指"一
足五趾"面有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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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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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古代成语故事

如今人们叙述战争'决斗及
各种竞技活动"常用(决一雌雄%

这一成语& 意为参与双方"需通
过决战"分清胜负& 它出自秦末
汉初时的项羽之口"事发地就在
今我市广武一带&

)史记2项羽本纪*记载!(楚
汉久相持未决" 丁壮苦
军旅"老弱罢转漕& 项王
谓汉王曰!3天下匈匈数
岁者"徒以吾两人耳& 愿
与汉王挑战决雌雄 "毋
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
也4%项王这句(愿与汉王挑战决
雌雄%"就是该成语的原始出处&

秦朝灭亡后"项王定都彭城
/今江苏徐州 0" 汉王定都南郑
/今陕西汉中0"地处两者之间的
郑州 " 成为两军必争的战略要
地& 黄河南岸的荥阳古城'广武

原 /也称广武涧" 广武之古名0

间 " 一时间战马嘶鸣 ' 杀声震
天 & 在一片刀光剑影之中 " 士
兵苦于征战屯戍之事 " 不少年
迈体衰之人 " 也饱受水陆转运
粮草之苦& 于是项羽对刘邦说!

(多年来 " 百姓屡遭喧扰之害 "

皆因我们二人征战之过 " 我愿
与你挑战 " 以决雌雄 /胜负 0"

不能让天下苍生再受战乱之苦
了 & % 刘邦却说 ! (我宁可斗
智 " 也不与你斗力 & % 无奈之
下 " 项羽部将出阵与之挑战 "

如此三个回合 " 均被汉将楼烦

射杀 & 项羽大怒 " 亲自披甲持
戟上阵 & 楼烦欲射杀他 " 项羽
怒瞪双目 " 严加斥责 " 使其目
不敢视" 箭不敢发" 落荒而逃&

刘邦得知此系项羽叫阵所致 "

大为震惊 " 拟欲退兵 & 项羽却
提出 " 要与刘在广武涧对话 &

不过这次谈判" 没有成
功& 原因是刘邦当面数
说项羽十大罪状" 如说
项羽负约 ' 诛杀义帝
等" 引起项的不满& 当
然 " 项与刘决战的要

求 " 也遭到拒绝 & 于是愤怒之
极的项羽 " 箭射敌阵 " 刘受伤
而逃至成皋&

尽管后来" 项羽兵败垓下"

自刎乌江"但他那(决雌雄%的豪
言壮语和由此产生的成语(决一
雌雄%"至今仍广为应用&

3456789:

邓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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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小说细致刻画了社会转型时期的领导
干部的选拔'考察'任用等过程中体制上的
矛盾" 构成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画
卷&

主人公贾士贞以一名普通的党校教师
被借调到省委组织部工作"却处处不适应"自认为有
才华和正确的做法不仅得不到承认和认同" 反而受
到排挤甚至被退回党校& 严峻的现实教育了他"他慢
慢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做法" 逐渐适应组织部门的工
作& 于是在日常工作的激烈竞争中不断地成熟起来

/

叙述了由科级'副处到正处级职务变化的全过程-并
通过他在省委组织部

%

年的所见所闻所为" 目睹了
组织部门在选拔' 考察' 任用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弊
端"提出了改革建议"但遇到种种阻力和矛盾

/

在困难
和压力下"他不断思考"巧妙地把握机遇"使得公开

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办法初步得到实施
/

为
实现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化'法制化作出一
定努力的描写

/

让人们全面深刻地了解到省
委组织部大小官员的另一幕人生"给人们留
下无限的深思&

作品以现实主义的笔触" 以写实的手法" 对官
场'欢场都做了细微的描写"给人强烈的现场感和透
视感& 可谓是!于细微中尽显形象的深刻"于平凡中
透视灵魂的颤栗& 不失为一部全新题材的佳作&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水乡一瞥 王国强 摄影

高原人/油画0 梁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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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在说

记忆中"一段密集'牢固'难以忘怀的岁月& 一
晃"居然近三十年了&

那时"我还是个懵懂的少年& 一个懵懂的少年"

哪里有明确的理想和目标& 全靠一股力推动着"一步
一步"走上了读书和高考的道路& 这股力"无形"又具
体"主要源自时代风气"源自社会大环境&

而此前"我几乎就没好好上过学& 尤其在初中&

好像总在盼着放学& 一放学"就在心里欢呼& 就去白
相& 到田野& 到河边"到夜晚的林子里& 跟着大人钓
鱼"狩猎"打甲鱼& 到了暑假就游水& 整天都游水& 就
觉得"除了读书"什么都好玩&

只要不读书"哪怕去做小工都心甘情愿& 小算盘
早已打好!要是能找份小工做做"就不读高中了& 我
真的去做了& 还是通过父亲的关系& 否则"谁会接受
一个毛孩子& 正是夏天"炎炎烈日下"我跌跌撞撞"抓
手抓脚"勉强递着砖头"挑着水泥"搬运着钢筋和木
板& 绝没料到"砖头'水泥'钢筋和木板竟那么的沉
重& 无比的沉重& 一旁"有位老师傅一个劲地咕哝!

(小百戏"还来做小工"真是开玩笑& %我终于坚持不
住"不到半天"就慌忙逃离了建筑工地&

看来"还得读书"还得继续上高中& 上高中时"国
家已进入另一个时代& 恢复高考"学习陈景润"哥德
巴赫猜想'少年班'勇攀科学高峰"各种各样激动人
心的口号和榜样"上世纪

&)

年代末那种催人上进的
氛围11所有这一切" 让读书和上大学成为一种光
荣& 记得有位高年级同学"考上了清华大学"名字迅
速响彻整个县城& 当他走在街上时"所有人都向他投
去了敬佩的目光&

隐约中"想读书"也想考大学了"但还缺乏自信&

甚至都有心理障碍&遇到外语"更是心慌&上初中时"

有一回" 期末考外语" 看到试卷上的题目大都不会
做"索性交了白卷& 难怪&

这时"班主任马应瑞老师出现在我面前& 他是外
语老师"恰恰要从外语着手& 他说!(别人都能学好"

你为什么不能. %我稍稍取得一点成绩"他便大加鼓
励&适时的鼓励"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多么重要&后

来"在我的外语成绩稳步提高后"他又将我树为学习
典型& 交过白卷"又得了满分"有说服力的典型& 这
下"走在校园里和街上时"轮到我接受别人敬佩的目
光了& 到同学家里去"也颇受同学家长的欢迎& 还有
女同学的微笑&仿佛是对我刻苦学习的奖赏&在相当
意义上"马老师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感激他&

报考外语"也就自然而然& 真正的准备和冲刺从
高二开始& 也就一年的时间& 如此的紧迫"一刻都不
能耽搁& 上课"上夜自习"随后走路回家"喝口水"便
从书包里取出书本"接着看书"做练习题& 起先"就在
饭桌上看书写字& 心里其实一直藏着一个愿望!想拥

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 我终于向父亲说出了自己
的心愿& 父亲听后没有说一句话& 没过几天"一张书
桌摆在了家里&父亲就以这样的方式支持着我&那些
日子"我每晚都要熬到子夜时分& 子夜时分"母亲准
会将一碗水煮蛋放到我的书桌上& 母亲心疼我"总在
陪伴着我"总是对我说!(别这么苦& 考不上"也不要
紧的& %

清晨"五点不到"又自觉起床& 搬一把椅子"坐到
弄堂里"一遍遍地读英语"背单词& 特别冷的时候"就
穿着厚衣裳"站着读& 好在南方"即便冬季"也不太
冷& 逢上雨天"我就站在屋檐下"让读书声融进悦耳
的雨声&弄堂里"很清静&没有车水马龙"只有几个早
起的邻居& 只有我的读书声"在轻轻回荡& 一般要读
上两个钟头& 人们纷纷上班的时刻"我也该背起书包
上学了& 不少人因此晓得了我!弄堂里那个读英语的
孩子&

拉开时间距离"我感到了某种少年晨读的诗意&

当时"一点都不觉得& 也不觉得苦和累& 苦和累只是
后来的回想& 这是实情& 整天埋头用功"一切都不知
不觉& 连时间也不知不觉& 转眼就要高考了& 考场就
在我们中学& 七月上旬"考试的三天"反倒没有给我
留下任何印记& 很奇怪&

考完"就是期盼& 时刻都在期盼& 心惊胆战地期
盼&期盼得夜不能寐&有时"勉强成眠后也会惊醒&一
夜"忽然大叫"说床上有蛇样的东西& 父母连忙到我

床边"寻找了半天"然后"不住地安慰我!(这一年"你
实在太紧张了& 这一年"你实在太紧张了& %

第二天"父亲决定让姐姐带我出去散散心& 我们
到常州姨妈家住了几天& 从常州归来"便看到了成绩
单&可以填志愿了&第一志愿"我全部填写了军校&我
从小就有制服情结&这兴许和成长环境有关&哥哥当
兵回来探亲时" 我就愿意他成天穿着军装& 穿着军
装"那么精神"让我也感到骄傲& 部队到我们中学招
小兵"那个幸运的同学让我羡慕得要命& 那些日子"

我一边等着录取通知" 一边想象着自己身着军装的
种种情形& 姐姐也赞同我上军校& (你将来还要带个
穿军装的女朋友回家& %她极其认真地嘱咐我& 我也
极其认真地点了点头& 制服情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是一种庄严感. 是一种神圣感. 我不知道& 哪天"我
一定好好想想&

最终"我没有走进军校"没有穿上梦寐以求的军
装&

!#&#

年夏天" 我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 那一
年"我

!*

岁& 接到通知的刹那"我一愣"但很快为另
一种前景所激动& 我奔跑着去告诉家人"告诉老师和
同学"告诉邻居"告诉所有我认识的人!我要到北京
去看天安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