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至那天，我去
买红纸，碰上熟人，
他惊诧：“你不照相
了？”我说：“不照了，
写点春联。”他纳罕：

“守着书法家，干吗
劳神？”我淡淡一笑
说：“书法家天天有
人请他写，他哪里有
空给自家写？所以，
他家每年贴的春联，
都是从大街上买来
的，我咋好再麻烦人
家？”友人说：“上街
买几副，最省事。”我
说：“也是。”这些年
来，生活节奏快了，
人们为了贪图省劲
儿，谁还自编自写春
联呢？每逢春节前，
印刷好的门神、门
封、春联、年画，花花绿绿；
一过腊八，大街小巷，四乡
八村，到处摆摊售卖；只要
给银子，立马就能买回，因
此，大多数人都不愿劳神费
事了。快哉快矣，倒是省
劲，可也减却了年味。再
说，那印刷好的春联，多是
往年盛行或前人编好的固
定内容，很难符合个人的心
愿。还是应该学学古人，发
扬传统，自己动手，编写为
好。基于此，我每年一定要
编撰春联，贴在自家的门上。

写什么好呢？回想去
年，针对家事国事，我写的
春联是：“和平年代/和谐社
会/和睦家庭/一团和气；美
妙前景/美好日子/美丽人
生/十分美满。”横眉是：“人
寿年丰”。检点起来，我们

家在 2008 年内，还
是按照我所希冀的
憧憬实现了。那么，
即将莅临的2009年
的春联，我们又该寄
托 什 么 样 的 希 望
呢？我思索了一下，
根据我和妻治好了
骨质增生，腿脚麻利
了，打拳走路，虎虎
生风，再也不受腿疼
之苦，便挥笔拟道：

“告别骨病/迈开双
腿走大道；抗击风
暴/团结一心奔小
康。”横联是：“生机
盎然”，借以抒发了
内心的喜悦，又展望
了未来的幸福。然
而，言犹未尽：那大
熊猫赴台，全球金融

危机，我国制定“拉动内
需”，化解经济危机的政策
……这么多的国事、天下
事，还是值得说说的。稍加
思维，我提笔撰写道：“赠送
熊猫国宝/海峡两岸/团团
圆圆；应对金融风暴/中华
一家/美美满满。”横批是：

“图强复兴”。通过熊猫赴
台，两岸的中华民族加强团
结，并以两只大熊猫的名字
作为祈盼，并于全球金融风
暴中，携手共御经济危机，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
愿望，才是我们所期盼的！

也许，自编的春联不大
符合编写对联所要求的平
仄对仗，但能够贴近生活，
贴近时代，即使不够完美，
只要能够抒发个人的心愿，
也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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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
报道，“野史”多于正史，“道听途
说”多于历史事实，主观臆断多于
本来面目，本书的写作初衷就是
要以相对细致的结构和翔实资
料，给社会呈现出一个相对完整
的1978-1982年的北京电影学院“78班”成
长和教学的历史过程。

本书分了26个部分和4篇附属文章，
对往事进行细致和全面的回顾，也披露了
许多不曾为人所知的事件和情况，梳理了

“78班”四年大学真实的生活过程和经历，

并总结了当时学院教学的真实情况，表达
了对当时电影教育、教学的全面看法。我
力图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从一个参与者
的角度，从学习、总结者的角度，从一个作者
研究的角度，系统叙述“78班”所经历的报
名、考试、复试、文考、体检、录取、报到、上
学、读书、学习，以及论文写作、毕业、分配的

整个过程，披露“78班”生活的一
些真实内幕，阐释“78班”和中国
电影“第五代”这个群体的现象。
以翔实的资料佐证、具体的内容
分析、朴实的写作风格，探寻他们
的成长历程和相关社会环境的历

史，追溯他们的学习经历和教学过程对他
们的影响；整体梳理他们的社会、文化、教
育、心理的历史；反思他们的教育成长以及
与环境的因素，这些成为研究改革开放初
期社会发展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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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文化用品行
业，民国初年只有笔墨
及小文具、土纸张的出
售。铁路通车后，客商
四面八方云集，市场上
开始出现有文具、纸张
店铺。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有较快发展，到解放
前，已形成文化用品笔墨、纸张、仪器、旗帜礼品等四
个自然行业。有关史料载：时年德化街、大同路到钱
塘里、西大街、乔家门、福寿街一带，文具店、书店、纸
张（庄）开门营业的有10多家。其中，商务、中华两个
书局，文林阁、文亦可文具纸张店已具规模。传统商
品多来自北京、苏州、汉口、开封。到上世纪30年代
初，进入发展较快时期。由于洋货涌入沿海，开始向
上海、天津、广州进货，其次是汉口等。郑州文具图书
店，大同路有世界、大东、中华、商务（龙文）四个书局
和义聚魁文具店，南京钢笔大王，美国派克金笔河南
总经销，专卖上海金星、爱国、民权牌国内外金笔、附
设修配金笔、钢笔等业务。石平街南口有一得阁、明
德里第一阁墨水店；乔家门有懿文斋，东敦睦里有淳

菁阁文具店；福寿街
有龙章印刷纸张店。
之后，开封义聚魁教
育用品社，西大街、大
同路有开封书店郑州
一支店、二支店；福寿

街有北京在郑设的“泰昌号”纸庄郑州分号，钱塘里有
“新记”，一马路有“三阳”，长春路有“顺兴号”等纸庄
和纸张文具店近40多家。文化用品行业日益兴旺。
行业商品门类齐全。品种有关勒铭、英雄、金星等名
牌金笔；信封、信笺、土纸、书写纸、西洋纸、铜版纸、彩
色纸；天然墨水、墨汁、周虎臣笔墨；印泥、马头水彩、
芥子园画谱、字帖；绘图仪器、地球仪、地图；蜡纸、国
画颜料、铅笔、象皮、账簿、学校用簿册等。还有个别
文具店还经营一些体育用品，如网球，篮、排、足球，乒
乓球等。旗帜礼品是随着郑州市场各行各业相互竞
争中纷纷采用各种商标、旗帜等作为宣传，以广
招徕，为适应社会上庆贺嘉奖和婚丧喜庆的需
要，专业制作各种旗帜、袖章、臂章及绸幛礼品
等而兴起的。

用脚饮水的牛：非洲有一种名叫
“非罗隆多特”的牛。令人惊异的是：这
种牛饮水不用嘴巴，而是用脚。原来，
这种牛的四肢靠近蹄的地方，长有一个
气囊，直通胃部。因此，只要在水里站
上几分钟，就能吸上大量的水。

爱睡觉的牛：非洲有一种睡牛，称
得上是“睡觉大王”了，它每天吃饱喝足
以后，倒头便睡，一天最少睡二十个小
时以上。这种牛既不会耕田，也不会拉
车，甚至连路都走不动，走不到半里就

得歇下来喘喘气。但它有一种长处，那
就是在不长的时间里能长出一千磅左
右的肥肉，成为人们食用的美味佳肴。

吹风牛：在摩洛哥的瓦锡巴，出产
一种名贵的牛——吹风牛，它不用鼻子

呼气，而是用嘴呼气，呼气时的“风力很
大”，当地人把这种当鼓风机用。

有驼峰的牛：马达加斯加是一个牛
比人多的国家。全国仅七百多万人口，
却拥有牛一千万头。其中９０％是驼
峰牛。这种牛的颈背之间有个驼峰，像
骆驼，故称“驼峰牛”。在水草充足的季
节，驼峰长得很丰满，这种牛有善走，耐
渴的特点，加之有峰，便于驮套，是农民
常用的牵引畜。它既能提供乳肉，又能
供人役使，因而深受喜爱。

一字评价：享有京剧界“通天教主”美誉的王瑶卿先
生曾对京剧四大名旦的艺术特色有过“一字评”：梅兰芳
的“像”，尚小云的“棒”，程砚秋的“唱”，荀慧生的“浪”。

一字评论：１９４２年秋，著名作家老舍在四川青
城山与碧野见面时，只用一个字：“翠！”就概括了“青城
天下幽”的特色，实乃点睛妙笔。

一字嫁妆：清代著名诗人、书法家何绍基，在得
知女儿备办嫁妆后，从京城捎回一个箱子。喜事之
日，女儿春梅打开箱子，全家愕然：原来箱内空空，只
是箱底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个大字：“勤”。新婚夫妇
领会了父亲的用意，于是娘家“勤”字嫁妆便成了他
们治家的座右铭。

一字家书：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期，著名作家赵树理
收到大儿子赵广元向他要钱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精

炼，只有一个字：“钱！”没想到赵树理的回信不仅快而且
妙：“０！”他认为儿子既已自立，就不应再依赖父亲，可
见赵树理教子之严。

一字联：清朝咸丰年间，有个文人举“墨”字求对，不
少人以笔、书、纸等字相对，只有一位姓张的文人以“泉”
字对对，十分巧妙，一时传为佳话。因为“墨”字上半都
为“黑”，“泉”字上半部为“白”，各属颜色中的一种，且词
义相反；两字下半部分别为“土”，“水”，同属五行，奇趣

独味，巧得很。
一字诗：一家文学刊物刊登了一首题名为《生活》的

诗，全诗只有一个字：“网”。它把生活中那种错综复杂，
千丝万缕的关系，用一个简单的“网”字表现出来了。

一字座右铭：著名的山水画家李可染年轻时学画，
曾经写了一个“王”字，作为座右铭。“王”与“亡”同音，其
意思是学不好画毋宁死。正是在这种奋发精神的激励
下，他勤学苦练，终于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著称于中国画
坛。

一字解窘：清穆宗幼时读书好嬉戏。一次，他又不
肯读书，劝说又不听，话一说重，穆宗哭了。老师灵机一
动，翻出《论语》中“君子不器”，用手掩住器字下边两个
口，要穆宗读“君子不哭”。既是圣人之言，当然要听，一
个字解决了窘境。

去年秋天，我和老伴应儿子媳妇邀请，签证申
请去国外探亲过年。虽然我们都是年过六旬的
人了，但每年盼年节的童心没变，每年一到腊月就
开始擦窗户、打扫房间，合计着如何给孩子买新衣
服、买青菜，鸡、鸭、鱼肉、火锅料、饺子面、鞭炮、烟
酒、瓜子、春联、糖果等年货，尤其蒸大白面馍、枣
花山，一过腊八就开始了，看谁家蒸的早、蒸的好，
蒸的多，这是国内情况，可是今年是在不过中国传
统春节的国外呀，年货如何办？节如何过呢？于是一
进腊月我便给孩子开家庭会说：你们来这多年了，都是
跟着人家西方过圣诞节，今年我们是第一次来外国过
年，不管咋过不能把老祖宗兴下的传统文化给忘了，越
是在洋人群里，越要注意弘扬我们中国的华人文化，衣
服穿戴打扮不计较，但其他年货尽量买咱中国的，外国
人每年把圣诞节、感恩节，搞得张灯结彩、红红火火，咱
们把中国的传统春节也搞得热火朝天，喜气洋洋，让外
国朋友也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是了不起的，甚至是辉煌
灿烂的，可是在这充满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方，到处是教
堂林立，皮沙、酒吧、面包房比比皆是的地方，要办中国
年货，过中国年谈何容易啊！为了安抚老人的心，孩子
们仍口气坚定地说：要买中国年货，我们无非多跑点路，
多打些电话，为了维护华人文化，绝不让父母失望……

国外，一般早上上班时间是上午八点半，中午不回
家，下午五点下班。可有一次都晚上八点了儿子还没
回来，一会儿忽然打电话说：“爸妈！我在华人开的大统

华商场发现有咱郑州生产的思念饺
子啦！还有元宵、粽子……”“是郑
州邙山那个思念吗？”我高兴地问。

“对！中国郑州生产的，一点不错！
一点不错！”“好！多买几袋！多买
几袋！”“爸妈！我一下买了八袋！”

“好！好！”回来后，全家高兴得像找

到了文物宝贝似的，用手托着反复看，不忍放下。最有
意思的是在国外出生刚一岁多的小孙女佳俊，一边用
手指着饺子袋，一边用好奇的目光望着大人问：“爷爷这
是啥？这是啥？”老伴忙把孙女搂在怀里，指着饺子袋解
释说：“孩子，这是咱中国人包的过年饺子……”过了两
天媳妇抱着两箱方便面回来了，老远就乐呵呵说：“爸，
妈，我买回中国方便面了！你看中国河南漯河南街村
生产的，全家围着方便面又乐呵呵地谈论开了：“要不是
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咱河南的生意咋能做到国外啊！”又
过了两天，儿子又在百日鲜商店买到了咱河南驻马店
生产的调料十三香。天天找，天天逛，眼看快到腊月初
八啦！俗话说，吃了腊八饭就把年货办！按照老家习
惯馍蒸好了，丸子炸好了，该买的都买了，有些实在买不
到中国的、只好用外国的代替，总而言之年货办得差不
多了，但有一项，还没买到大门上贴的“福”字和大红春
联，是啊！大过年的、门上连个红春联都没有叫啥辞旧
迎新呢？想了半天我说：“这几天再找找，实在寻不到，
如能买到毛笔大红纸也中！咱自己写，我虽然书法写
得不好，但过去在老家也写过，每年从二十三祭灶忙到
三十给邻居写春联，后来工作进城了，才算不写了。”儿
子考虑一下说：“找找看，实在买不到，只好这样办！”可
是真的写春联、难题又来了，市场上红纸、毛笔基本上看
不到怎么写啊！就这样，我们全家都动员到唐人街、跑
华人商店、到中国驻外领事馆附近，终于花１０美元买

回了一副用金字印的“福”字和大红春联。年三十
贴在住宅大门上，红底金字、熠熠生辉，庄重大方，
非常醒目，许多老外路过门前都要停下来，高兴地
望一望，有的还跷起大拇指赞扬几句，有的甚至跑
回家拿来照相机照相留念。

就这样全家经过二十多天的忙乎，在外国
人是多数、我们中国人是极少数的情况下，按中
国人的过年习惯，年货总算办起了。年三十晚

上外面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室内全家老小其乐融
融，春意盎然，全家围在电视机前，看着笑声朗朗、欢
声此起彼伏的春节晚会，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思念
水饺，心里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一会爱看雪景的
小孙女源源从窗前跑过说：“爷爷，爸爸！门外雪地
里有叔叔！”我和儿子马上跑到窗前，拉开窗帘一看，
外面大雪还在下着，雪地里站着几个人，脸蛋红红
的，浑身上下像雪人一样，嘴里冒着热气，目不转睛
地望着我们的大门，小声议论着，我不由大喊了几
声：“儿子，快开门！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说着
我们赶快打开门，客气地大声说：“新年好！新年
好！快！外面冷，快到屋里坐！屋里坐！”其中一个
身材魁梧、红脸膛、头戴鸭舌帽的，六十来岁的老人
说：俺姓葛、上海人，俺几个都是路过这里，一看你们
门上贴的红对联，想着住户一定是咱中国人！在国
外多年没过中国年了，没看到红春联了，所以，我们
几个过路人都不走了，停下看春联，讨论开了，因为
在这没事先和主人预约，未经主人同意，敲门是犯法
的，所以，我们没敢惊动您，哎呀！啥子犯法呀，中国
人到哪都是一家人！我姓林，祖籍广东、香港来的，
随着大家的介绍，儿子端上了水果瓜子，我把从国内
带来的头等信阳毛尖茶泡上给每位客人敬上一杯，
大家嗑着瓜子，喝着家乡的茶水，看着电视上转播的
中国春晚，大家的心好像飞回了祖国。

可是王雪儿的短信却追了过来：
你干吗呢？这么晚了还不睡？

看到短信，张伟心中推测：难
道王雪儿和他一样，猜想自己晚上
和谁在应酬，所以才会这么问？这
么一想，张伟感到了某种快乐。好
像自己在王雪儿心中占着重要位
置一样。他不想撒谎，就把晚上的
应酬告诉了对方：晚上陪台里的哥
们儿玩呢，刚结束，现在在吃砂锅
豆腐。

等了很久都没见王雪儿反应，张
伟心里一发火就打了过去，结果对方
关机了。

张伟惆怅地回到家里，倒了一盆
热水，一边泡脚一边看剧本。心里却
在等着什么，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在
等什么。

工作到早上九点多，张伟头昏脑
涨地把剧本塞到夹子里。昏昏沉沉，
看来该上床睡觉了，张伟突然想起下
午一点还要陪人去医院，又把手机上
闹钟。拿起手机，上面有一条短信：
抱歉，刚到家，昨晚手机没电了。是
王雪儿发过来的。

看到短信张伟感觉
很是受用，这说明王雪
儿心里还是有自己的。
一高兴就忘了形，他回
了一条：没事，朕赦你无
罪。

这次王雪儿很快回
了信息：别闹了，工作了
一夜，赶紧睡。

张伟看王雪儿的短
信，一丝暖意在心窝子
里化开。就在沙发上睡
着了……

6．
让张伟郁闷的是，孙海那小子惹

事儿了，泡了一演员，整大了人家肚
子，又不敢出面陪着做手术，竟然求
到张伟这里来了，张伟向来仗义，不
料这一帮，却帮出问题来。原来，主
治医生是丁雷的母亲，丁雷看母亲
时，见张伟陪一女子进妇产科，便把
这信息添油加醋地告诉了王新。

那演员名叫肖亚红，前段时间肖
亚红在孙海剧组拍戏，孙海有意给她
增加了很多露脸的机会，还答应后期
剪辑时尽量保留她的镜头。两人各
取所需，在剧组就好上了，没想怀了
孕。事后孙海也还算男人，给了一笔
钱不说，而且剪辑时保留了肖亚红的
戏份。肖亚红也就没找孙海大吵大
闹，只是提出让孙海找个朋友陪她去
做流产术。

王新倒是不相信那个女的真
和张伟有什么，更不相信是张伟把
那女的肚子搞大的，道理很简单：
一 来 ，自 己 几 乎 天 天 和 张 伟 在 一
起，他身边真有其他女人，肯定瞒
不过去。二来，张伟如果真有什么
问题，不会自己陪着那女的上医院
的。这是他们这个圈子一个非常

犯忌的东西，那就是当事人绝对不
能露头，这一点以前张伟无意中告
诉过她。让王新生气的是张伟不
该瞒着她，这让她感到无法容忍：

“ 你 就 说 你 陪 朋 友 打 胎 又 能 怎 么
样？我会怀疑你吗？”

“老大，我不是被你的高压政策
搞怕了吗？如果你真误会我跟她有
一腿，那还不把我阉了。”张伟赔着
笑，心里不停骂孙海。

刚把孙海和肖亚红的一摊子烂
事儿处理的差不多了，这天李凯又打
来电话。李凯是孙海剧组的摄像助
理，中戏毕业的。张伟一边铺床一边
接电话：“老李，啥事，我正要睡觉
呢。”

“是这样的，有个姑娘想考中戏
的导演专业，晚上我请你吃饭，你给
她讲讲电影。”

“中戏，我想想，那就给她讲《阳
光灿烂的日子》。你让她白天先看一
遍电影，晚上我给她讲，奶奶的，我快
成壮丁了。”

张伟睡到下午，蔡总也打来了电
话。

“老大，好几天都没
临幸我了，我以为你把我
抛弃了呢。”张伟一边扒
拉眼屎一边套裤子。

蔡总的口气中没有
一点玩笑的意思：“哥们
儿，孙海是不是给了你一
个剧本让你给孙厉梅多
加点戏？”

“嗯，我正在改，快
修改出来了。”

蔡总压低了声音：
“剧本不用改了，孙厉梅已经和周导
翻脸了。网上已经炒上天了。你休
息，回头你把剧本扔在公司吧。”

张 伟 打 开 笔 记 本 上 网 搜 索
了 一 下 。 见 只 各 大 网 站 首 页 都
出 现 了 一 条 爆 炸 性 的 新 闻 ：演
员 孙 厉 梅 曝光性交易内幕，揭秘娱
乐圈潜规则。

孙厉梅在网络上公布了她和多
个导演上床的录像，而且还发表了一
个声明，说要揭秘娱乐圈潜规则。周
导的名字赫然列在第一位。张伟看
完后倒吸一口凉气，心里暗叹：这女
人手腕太狠了。

张伟气不打一处来，随手就把剧
本扔到了墙角里，他心里暗自骂着：
奶奶的，几天心血全白费了。

他看了看手机，时间还早，便和
李凯约了晚上的饭局。他翻出王涛
的电话来，在太平洋洲际酒店订了个
包房，然后又攒了几个出版社的，顺
便一起把明年小说的选题说了。

打完电话，张伟打了车向建材城
赶去接王新。

张伟在路上突然想起把蔡总
也约出来，拿出手机却不知道为何
给 王 雪 儿 拨 了 电 话 ，“ 忙
啥呢？”

宋梓南不做声了。
过了一会儿，宋梓南问：“你还听

说了些啥？”
顾亭云：“多了！几乎没有一个

朋友不说你傻的，没有一个朋友不说
你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的。都说你在
为下一次‘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自己
在准备黑材料哩！他们说，老宋现在
的发展势头非常好，已经是副省级干
部，省委常委班子的主要成员了，只要
一步步走稳了，再下一步，完全有可能
提起来到哪个省去当一把手……就算
是最差的估计，只要不出什么问题，在
退休时，中央也会按惯例再提你一级，
也会让你以正省部级圆满结束你这一
生。你没有必要去干这种不太有把握
的事情。深圳能有多大搞头？就是一
个小渔镇嘛，一共只有两三万人嘛！”

宋梓南：“深圳，这可是中央的一
个试验田啊！这一回真的不一样了。
中央的决心真的非常大……发了公报
……”

顾亭云：“发了公报，做了决议，
就一定会成功？你想过
没有，如果不成功呢？
如果出差错呢？你一生
的英名，大半世的奋斗
都会付之东流，毁于一
旦。所有这一切，你考
虑过吗？”

以后的两天，他俩
好像有过一个约定似
的，都在回避这个过于
沉重和尖锐的话题。那
天下班后，宋梓南见到
秘书小马驱车匆匆赶
来。

宋梓南：“怎么了，气喘吁吁的？”
小马：“刚才接到一个电话，说是

您的一个老战友张凡夫病危……”
张凡夫是宋梓南当年入党的介

绍人，资格很老。打倒“四人帮”以后，
本来也该得到别的老同志都得到的那
些待遇，但因为他离职早，当年级别定
得低，他的问题就一直没有能得到应
有的重视。

张凡夫住在一条早该拆迁的危
旧小巷子里。宋梓南骑着自行车飞快
地拐进这一条小巷子，在一幢旧式的
里弄房子前停下，急急地敲了一下
门。张凡夫的儿子开门，慌不迭地对
宋梓南说道：“宋叔叔，我爸……我爸
……”宋梓南顾不得听他多说，便冲进
门去。

张凡夫被送进急救室时，医院的
院长书记听说宋梓南来送一个病人，
立即都从楼上赶了下来。院长和书记
都劝宋梓南：“上楼去歇一会儿。急救
室这边有我们盯着。您放心吧……”

宋梓南把张凡夫交给他们二位
后，就径直到书记办公室给省委办公
厅拨了个电话。他问办公厅值班室的
同志：“大前天我让你们通知邮电局给

张凡夫同志家里安电话，都几天了，安
个电话就那么难？限定他明天上午以
前，必须给张凡夫同志家装上电话。
安装电话的申请，由我来签字。装上
装不上，让他们局领导在明天十一点
前亲自给我报告结果。”

回到家，宋梓南掏出钥匙轻轻地
打开家门，在门厅里换上拖鞋，然后蹑
手蹑脚地刚走到客厅里，客厅里的灯
突然一下亮了。

宋梓南既意外，似乎又不感到意
外地问老伴：“你还没睡？”

顾亭云说：“我们毕竟也是五十
多，小六十的人了……跟你一起生活
这么多年，担惊受怕这么些年，说心里
话，我确确实实希望能有个舒舒服服
安安稳稳的晚年生活。”说到这里，顾
亭云的眼眶有些湿润了。

宋梓南的眼眶也有点湿润了。
顾亭云说道：“你让我说完……

下午你走了后，我一个人闷坐在客厅
里想了很长时间。我想如果在这么一

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让你选择了只顾这个家
和你我个人的安逸，你一
定会痛苦余生，愧疚余
生；而看着你那么痛苦，
我想我也会非常痛苦的。

“现在，组织上这么
信任你，让你去办这个特
区，趟这条新路，既然我
也已经为你担惊受怕了
一辈子，那就再让我为你
担惊受怕一回，应该也无
所谓了。”

宋梓南站了起来，
无语地看着顾亭云，眼泪一下从眼眶
里涌了出来。

第二天，宋梓南去钟灵那儿谈
事，见面聊了几句，宋梓南说：“关于去
深圳……”

钟灵问：“哦，考虑好了？”
宋梓南说：“其实无所谓考虑不

考虑。但是，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如果
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地方办特
区，我希望组织上能派我去汕头。我
是潮汕人……毕竟熟悉那儿……”

钟灵斩钉截铁地说：“这个问题
不再讨论了。你去深圳。这件事就这
么定了。深圳离香港更近一些，那儿
需要一个有想法又有工作力度的同志
坐镇。”

宋梓南无奈地：“定了？”
钟灵说：“定了。国务院的一个

领导同志说过，办特区要有孙悟空大
闹天宫的精神。你宋梓南就去做这个
当代中国的孙悟空吧。”

两天后，宋梓南参加完一次常委
会，顺路又到张凡夫家看望。

张凡夫沉默了一会儿，
问：“决定去深圳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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