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已经几个通宵无法成眠，声
音有些沙哑，流露着几分激愤，几
分焦灼，几分无奈。

第二天一早我给老猿发短信：
彩虹总在风雨后，吹尽黄沙始到
金。没什么大不了的，试着笑一
笑。一切都要继续，精彩在后面。
班敦在，希望在。南极、难极、难
及嘛。

他很快有电话打来，告诉我，
班敦已经召开股东紧急会议，作出
应急反应，从香港、巴黎、阿根廷
起飞的所有机票和挪威的所有船票
都已经改签；今天下午将召开广州
南极四团队友延期发团说明会议。

我告诉他，我们吉林的三名队
员铁杆南极，你放心好了。

老猿告诉我，他马上赶赴北
京，预计 28 号拿到签证，他会第一
时间告诉我。

波折面前，老猿表现出非凡的
镇定和有条不紊。班敦俱乐部有这
样的领军人物，当然要在国内高端
旅 游 领 域 做 领 衔 主 演
了。

率千只企鹅出发
2008 年 12 月 10

日 ， 北 京 时 间 9 点 20
分，飞机从长春龙嘉机
场傲然直冲云天，我长
长 地 出 了 一 口 气 ： 南
极，我终于奔向你！

与我同行的是国商
老板徐深秋和他的夫人
葛兰，他们是老旅游，
只要工作闲暇，到哪里
都是双飞双落。这次旅行两人有分
工有合作，丈夫负责看书上网查资
料写旅行日记，妻子负责准备行装
和影相器材，两人一专精神一专物
质，真真羡煞人也。

这两口子把这次旅行看得很
重，想得周到，准备到位。葛兰特
意买了许多明信片和有南极企鹅的
邮 票 ， 还 刻 了 南 极 标 志 的 印 章 。
啊，太好啦，我也要抽空去买。徐
总爽快地说，别着急，要多少，给
你代一份。哈，我就这样坐享其成
了。

这过程中，拿出徐总的企鹅印
章向朋友炫耀，鱼儿竟然不声不响
地又用橡皮雕刻了一只卡通企鹅，
头上还带了一朵小花，是个女企鹅
呢！我感到鱼儿的心意，特批这只
小企鹅加盟，也一并印到我准备的
信封上，这样，我的每个信封上就
是6只小企鹅，此行我是率领1000多
只企鹅一同上路，让这些信封上的
小生命与南极冰原上的金图企鹅、
瑁戴企鹅、阿德利企鹅对接，再印
上所经之地的一个个印章，回来送
给热爱南极的朋友们，那是多么珍
贵的礼物啊。

百年修得同船渡
飞机抵达深圳。打开手机，一

条短信随着滴滴的叫声蹦出来，袁
健雄已在机场门口迎候，黄衣黑
帽。我走下飞机，没顾得取行李，
先跑到门口，早一分钟见到班敦俱
乐部的领军人物。

终于看到他了！没有客气，没
有寒暄，像上辈子就熟悉的老朋
友，很久未见有点激动。他与我想
象的没有太大的差别，高高的个
子，结实的身体，有力的大手，简
直就是北方的男子汉，浑身洋溢着
沉稳果敢活力激情。

老猿驾车技术娴熟，在车海中
如鱼一样穿梭自如，由此可知他带
着团队驾车的风采了！

我们入住明华国际会议中心，
老猿在一家客家风味饭店宴请班敦
四团的队友。

老猿考虑到明天起早乘船到香
港乘飞机，没备酒。人群中的老Z大声
反对：“第一次聚餐，怎么可以没酒？”

于是，上来瓷瓶的二锅
头，每人倒满，连女同胞
也不例外。

老 Z 祖籍河南，长
于四川，所以名为河川，
属猴，摄影发烧友。他虽
然身居南方，却多次将
触角伸到北部的长白
山，西坡、北坡、南坡他
都多次光顾。11月初，长
白山天池冰封雪飞，他
不知道是怎样登上去，
并拍下雄奇美妙的天

池。
我的镜头对准突然摘掉帽子、

露出光头的吴国良，他一拍脑瓜：
“就拍这个！”他说他的名字代表自
己是国之良民。别人插嘴介绍说，
他是单车王子！我以为是单独驾
车，说着说着，才弄明白，他竟然
是骑着自行车两次进藏，环游中
国，什么路都走了，什么苦都吃
了，有时一天光补车胎就补三四
次。他对大兴安岭小咬、牛虻的记
忆苦不堪言，被叮咬挠伤的疙瘩现
在还有斑痕呢。他是从 2004 年开始
上路的，至今累计行程3.5万公里。

长得十分娇小的袁茹，这是第
三次去南极了，她参加过班敦南极
一团和南极二团的旅行。袁茹三次
去南极身份不同，第一次她是以旅
行者，第二次是翻译，这一次是四
团的领队兼翻译。袁茹是从 2005 年
开始远足，她相信“读万卷书不如
行万里路”,她喜欢南极，认为那是
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

看上去朴实内敛的骆浩良，已
经随班敦二团去过一次南
极，这一次是专程陪同妻
子曹懿欧来的。

“狡辩！你是当局者迷呀。你说咱
俩都认识多少年了，我还不知道你，瞧
你刚才说起跟人家秉烛夜话的表情，
啧啧，多小女儿态啊，连人家说过的话
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抓起枕头作势打她：“秉你的
头啊，那是我天生记忆力好。”

维维不再听我的争辩，“哼哼，走
着瞧吧，我的预感超灵的。哎呀我的型
秀决赛开始了，不跟你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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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我考虑了一天，终于还是鼓

起勇气拨通了萧东楼的手机。
我跟他说我手头有一个职位想

跟他谈谈，怕他下周又出差去了。
他哈哈大笑，说我周一就去香港

了，明天中午我还有点时间，不如一起
吃午饭吧，看看沈大小姐有什么好工
作介绍给我。

我们约定周日 12点在东风广场
的向日葵西餐厅见面。

席间，萧东楼听我介绍了职位和
东家的信息后，沉思了一会儿，问：“你
说的这个东家是不是江
川？”

我笑着点头，虽然
一般我们不会轻易把客
户的实际名称告诉初步
接触的人选，但对于萧
东楼，我觉得还是直接
点好。

他 点 点 头 ，沉 吟
着：“能开出这样条件的
公司不多，看来江川这
次是决心要大动作了。”

“ 那 你 要 不 要 试
试？”我试探着问，虽然
对他的履历还不是很了解，从天下（中
国）的业务形态和发展势头看来，他应
该会是很符合江川集团要求的人选。

萧东楼对我微微一笑说：“我其
实进入投行的时间不长，不一定胜任
他们的要求。最重要的是，目前我还不
想动。”

我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可能
是我说得不到位，或者你尝试跟他们
的高层接触接触，了解更多一点再做
决定会不会更客观？”

他笑了笑，少有的认真：“不不，
不是你的问题。你很专业，分析的情况
也很到位。是我个人的原因。”

我深吸了一口气后，决定把我的目
标转移到眼前的芝士焗纽西兰蚝上。

“嗯，好吧，看来我要重新努力
了。不过还是谢谢你能抽空出来。”

“放心，我知道规矩，刚才的谈话
一定会保密的。不过，”萧东楼看着
我，“其实我倒是很有兴趣想知道你
是怎么能拿下这个单子的。不知道这
涉不涉及MMI的商业机密。”

“谈不上什么秘密，只不过说起
来我也觉得奇怪，你知道的，我会日语
嘛，所以跟他们的前期接触还算顺利，

但我并没有太大把握，毕竟有好几家
对手在竞争。”顿了顿，我又说：“后来，
我针对他们的需求做了个比较天马行
空、剑走偏锋的方案，然后那边就说江
川良要见我，跟他谈完后没多久，他们
就把合同送来了。听起来是不是有点
不可思议？”

萧东楼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有
所了悟地自顾自笑了起来，笑容里仿
佛带着些许凄恻。

我抿抿嘴：“怎么，我拿下这个
Case就这么好笑吗？”

他赶紧摆摆手道：“不是不是。江
川良是个很有魄力、喜欢不按牌理出
牌的人。他会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事实上，你也是个很称职的顾问，你做
得很好啊。”

我喝了口红酒，摇摇头自嘲道：
“好什么呀，项目进展了快两个月了，
没有太大起色。”我盯了他一眼，“好
不容易发现条大鱼，还不愿意上钩。”

“呵呵，虽然这条大鱼不上钩，但
也许他可以帮你钓鱼嘛。”萧东楼注视

着我，嘴角含着一丝笑：
“我可以帮你找到更合适
的人选。”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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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东楼的话，我以
为是客套话，没有放在心
上。没想到一个礼拜后，
我接到他在香港打来的
电话。

他让我找一个叫大
卫赵的人，此人目前是上
海一家瑞士投行的副总
裁，之前担任过雄特尔投

资部亚太区投资副总监，更先后在花
旗银行、Lazard Frères，及纽约的金融
软件供应商 Infinity Financial Tech-
nology 工作。这样的背景情况听起来
十分符合江川方面的要求。

萧东楼说大卫目前有变动的意
向，但他为人低调谨慎，若非萧东楼跟
他私人关系不错，他是不会愿意随便
接触第三方的信息。

我拨通了赵大卫的电话，他正在
开会。两小时后他回复过来，我们谈了
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同意把履历发给
我，让我跟江川那边进行沟通。

我整理了大卫的推荐书给岩井
森发过去后，第二天下午便接到回复。

岩井称他们对大卫的情况非常
感兴趣，希望十一长假过后能尽快安
排时间面谈，而且最好是直接安排在
江川集团的上海公司，那边会有同事
跟进，当然也希望我能在场。

我征询了大卫的时间表，确认他
10月 8日到 20日都会在上海。于是我
征求丽莎的意见，希望她批准我到时
先飞到上海跟大卫进行一次
当面沟通，然后安排他跟江
川方面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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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街紧邻湘江，曾是老长沙的市
井繁华之地。现存老街不足一里，而旧
时却是街巷交错，市声鼎沸。麻石路一
直铺到码头，河里樯桅如林。河里上来
的人，一路湿湿的脚印。穿草鞋的，穿布
鞋的，穿皮鞋的，直奔巷子里去。麻石街
道两边，尽是青砖青瓦，厚重板门的商
铺，梳齿一样的挤密。雨淋日晒，那青瓦
木门颜色旧了，显出浓淡深浅的黑来，仿
佛墨生五彩。虽家家做生意，也有的日
进斗金，却因了几分古旧墨意，这青瓦木
门的商铺就显得朴厚雅致起来。

一个人在太平街慢悠悠地晃，免不
了想象它的旧时光景。湘地多雨，这里
的麻石路面，大多时候湿而滑溜，映出幽
青的光。商铺屋檐角上，淅沥着成珠成
串的雨水。商铺里的东西，油盐茶米，雨
伞棉纱，皆润润的，带些潮气。街上的
人，商铺的人，熙熙攘攘，你拥我挤，多是
粗布衣，布口袋，讲外地人难懂的湘地方
言。从北面街口进去，到杨隆泰钉子铺
去买钉子。打船的买船舶钉，做雨屐的
买雨鞋钉，造屋做家具的买长长短短的
木匠钉。往前再走走，去得生盐号买盐，
去杨福和买豆豉、买鞭炮。女人们打手
镯，必定到杨福祥珠宝店。缠枝莲花银
手镯要嵌四个寿字，手镯背面必镌上杨
福祥的字号。穿长袍的体面人到乾益升
粮栈谈生意，去票号兑银子。事情办妥
了，便去西牌楼的洞庭春茶馆。点一碟
包子，来壶上好的雨前茶，舒舒服服消磨

半日光阴。
读书人到了太平街，必要去贾谊太

傅府凭吊一番。太傅府虽屡建屡毁，那
口深不见底的古井总在。井是烧不掉拆
不走的，井里的水也一直活着，安安静静
望着时或俯在它上面照一照的那些脸。
那些脸也有木然的，也有伤感的，也有忧
愤的。有的或许滴下些眼泪，漂在水面
上。但那些眼泪太没有分量，连涟漪都
不会泛起一点的。

两千多年前的贾谊贬到长沙，来做
长沙王的太傅。他受不了长沙地卑湿
热，凿了这口上敛下大，形状如壶的井。
据说井边以前还有贾谊坐睡过的石床，
如今无处寻觅了。他来这里有一肚子的
积郁，想起沉在汨罗江里的屈原，写了

《吊屈原赋》。有天夜长枯坐，一灯如萤，
却听得扑喇喇一声，窗外飞进一只猫头
鹰。猫头鹰是恶鸟，他便作了《鵩鸟赋》，
皆是凄苦不寿之辞。贾谊33岁故去，此
赋竟成谶语。

贾谊之后近九百年，57岁的杜甫颠
沛长沙，寄居太平街外码头边的江阁。

又是一年清明，湘江春水如天，岸柳如
烟。本是阳春好景致，自己却飘无定所，
鹑衣鹄面，臂枯耳聋，一只老病沙鸥。又
见到这口太傅井，想起贾谊“鸾凤伏窜
兮，鸱枭翱翔”的句子，不禁叹息肠热，愁
煞白头翁。

因了贾谊和杜甫，太平街的长度，不
再是三百多米，而是两千年。一线文脉
过来，沉且厚，就像雨洗过的街石一般鲜
明。不管太平街怎样市井林立，茶米油

盐，骨子里都隐了一股郁郁文气。太平
街的文气，既有文人的感时忧国，怀才不
遇；又有文人的清高雅逸，孤标独步。太
平街喧闹其表，沉静其里；市井其表，贵
气其里；张扬其表，隐逸其里。

如今，太平街旧时的流风余韵仍
在。任何一个铺面，看上去都是平实含
蓄的。可你入得堂奥，说不定就别有天
地。贾太傅祠正对面的三缘堂，门楹上
写着：贾谊邻居，羲之走狗。主人必是书
家无疑。门楹写得牛气霸道，厅堂却布
置得古雅疏朗，像写意画中的留白，别有
一番妙境。上到二楼，旧方木桌，青瓷茶

壶，几盆春兰正开着花。旧雕花木窗外
面，一线灰蓝灰蓝的天，看得见别人家瓦
缝里几绺青草，颇有姿态立在风中。

太平街上另一个好去处叫无上清
凉，是个茶馆。门面不大，像个布衣老
僧，低眉垂目，一副清寂模样。门口可瞥
见里头佛香袅袅，佛珠宝玉琳琅满目。
主人却在堂中的方几旁，悠闲地看报喝
茶。再往里走，却是高墙深宅，极尽曲
幽。方寸之地，竟有流水修竹，天井回
廊，颇得几分藏的意趣。天井处也有一
井，据说与太傅井一般久远。井水清且
软，煮茶或是养鱼，都最好不过的。

街上那间卖手制布偶的小铺子，藏
在两间大商铺的夹缝里，像一个小孩子
挤在两个壮汉中间。然而也不可小觑。
三扇尺来宽的木板卸下，屋子小小的，里
面那些布娃娃，红红绿绿，极怪异，极酷，
却是极美。你只在梦里或科幻片中见过
这些娃娃，但或许未来某一天它们真的
会来造访地球。主人小小的，也像一个
布偶。她说自己的布偶是活的，不可买，
只能领养。

太平街上有很多这样的商铺，生意
似乎做得火旺，外面却不动声色。半掩半
敞的铺门像商户，又像是安静住着的人
家。你在那里买东西谈生意，就像坐在人
家的客厅。也不知得了哪路真传，太平街
上的生意人，仿佛皆懂得藏即显，隐即召
的道理。他们当中也许真有高人，却并
不逃逸山林，而是结庐人境，隐于市井。

太太平平街寻隐街寻隐
王跃文

《高迪密码》被誉为西班
牙国宝级悬疑解码小说。

高迪一生建了许多知名
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散布在
西班牙巴塞罗纳的大街小巷
中。《高迪密码》一书即以巴
塞罗纳为故事背景，以高迪
建筑为骨架，将巴塞罗纳的
艺术、历史、宗教等诸多方面
的知识展露得淋漓尽致，并
将大量的时下人们关注的建
筑信息有机地融入作品中，
再加以解谜的神秘、剧情的
惊悚，构筑出一部知性与娱
乐兼具的悬疑小说。据悉，
紧张、悬疑、谋杀、疯狂的故
事情节引起各大高校建筑
系、文学系及艺术系学生的
争相阅读和热议。

故事起
因 于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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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奉献给
巴塞罗纳圣

家堂的工匠，一出场就遭到
身披羊毛僧服者的谋害，除
了盖教堂，难道还惹上什么
黑暗势力？他在这座盖了近
两百年都没有完工的教堂
中，隐藏了什么密语暗号？
高迪死后八十年，这个历史
悬案由一名饿肚子的穷作家
和濒临破产的出版人联袂揭
开，这就是《高迪秘密》——
西班牙蓝灯书屋集团 2008
年万众瞩目的历史悬疑大
作。随着小说故事的演进，
读者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悬疑
惊悚的故事和一部惊人的文
学作品，还有关于高迪建筑
物的深奥奇妙之处以及这位

“建筑诗人”融合在建筑物中
令人惊叹的想象力。

《高迪密码》
邓 楠

继《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
之后，严歌苓将目光对准了 1942年
的大上海，推出了她的又一新作
——《寄居者》。

《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期
间的上海，女主人公“我”1939年在
上海爱上一名从集中营逃离的犹太
男子，为让爱人去美国，“我”临时嫁
给了另一位美国青年做丈夫。乱世
中，小人物们开始一串连环套式的命运
救助，最后，“我”用“爱人”的钱赎救了

“丈夫”，用“丈夫”的护照让“爱人”脱险，
同时，以毁掉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
的方式，去实现了爱情。

这部长篇小说以爱情为故事核心，
以人性为贯穿主题，书写了抗战年代宏
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以及老上海的浓
郁味道。书中的各色人物，有亚洲人欧
洲人美洲人，上海人苏北人客家人，在血
淋淋的战争年代里，没有人能逃脱“寄
居”的命运。大上海，小世界；爱情与信
仰；忠义与背叛；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
都在其中。

《寄居者》塑造了一个新鲜的中国女
子形象，“玫”个性叛逆，小布尔乔亚情调
严重，摇摆于两个男人中间，爱情的热忱

与背叛在她身上存在的那么自然而然。
严歌苓给“玫”解掉了形而上的枷锁，因
而“玫”对那个时代的视角，因为个人化
而显得十分独特，这是《寄居者》的最大
特色之一。

《寄居者》还原了血淋淋的战争年代
里醉生梦死、灯红酒绿的上海。作为上
流阶层的“玫”，当钢琴女郎和家庭教师，
只是她对抗家庭约束的一个工具，而身
着能“勾起男人欲望”的旗袍，参加鸡尾
酒会，和男朋友在酒吧喝到大醉，抓住每
一个机会享受浪漫，才是她存在价值的
最好证明……《寄居者》用一句话为“玫”
进行了全面的开脱，“上海在二三十年代
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
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因而，

“玫”的形象不但没和那个时代脱节，她
处处所体现出来的末世情结，恰恰是那

个时代焦躁、紧张、恐惧的最好映衬。
除了“玫”，《寄居者》对两位主角彼

得和艾德勒的描写也栩栩如生。尤其是
彼得，通过《寄居者》，我们会对具有隐
忍、认真、执着等典型性格的犹太人，有
更为深入的认识。而在艾德勒身上，也
可以明显感受到美国人的乐观、热情和
宽容。《寄居者》主要说得是犹太人。其
中又穿插着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在
二战期间的上海，包括中国人自己，都有
种内心苍茫无依，没有根没有归属没有
尊严的感觉。这种寄居者的身份，是战
争造成的，然而不同国家的人对待流离
他乡，却有着不同的态度。

《寄居者》无疑是一部既具备反思历
史、探讨人性价值，又拥有现代人容易接
受和理解的表现手法的作品。60 多年
前，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大陆疯狂迫害和

屠杀犹太人，当时的上海作为世界
上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的城市，先
后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3 万名
犹太难民。这是一段很珍贵的历
史记忆，它表明当时深受战火侵害
的中国人民，对其他国家的受难者
仍有着包容和接纳的宽广胸怀。

旅美女作家严歌苓生于上海,
居于美国多年，对于寄居者的生活

有着深刻的体会。她以敏感的心灵，细
腻的情感，情理交融的思维关注着寄居
他国的人们的命运。

从乱世情爱入手，讲述时局变迁对
个体命运的影响，《寄居者》在这一点上
做得炉火纯青。正如陈凯歌评价说：“她
的小说是含情脉脉的，又是笔墨张扬
的。”严歌苓的写作风格很洋气，但并非
完全西式的，她的文字严谨中有着拿捏
自如的灵活，具有奇妙的阅读吸引力。
在严歌苓的笔下，我们看见了另外一种
老上海，阴暗，种族壁垒森严，敌占区的
冷寂，各色人等，这个由各种身份的人群
组成的背景当中，其戏剧性是显然的。
仅仅从他们的身份上看，我们就可以做
出焦虑、紧张、禁锢等解读。这个独特的
关注点，让整个小说焕然一新。

乱世大上海 异国爱恋情
——读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寄居者》

杨兰琴

电视剧《贞观长歌》中
多次出使突厥的官员人物
原型叫郑元寿，字德芳（公
元？—646年），荥泽县（今
郑州市区西北古荥）人。隋
末任右卫将军，封莘国公，
文成太守。唐初任太常卿、
左武侯大将军，著名外交
家。

据《郑州市志人物卷》
记载，唐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突厥向唐求婚，唐高祖
李渊派李琛和郑元寿送女
妓到突厥结为姻亲，突厥也
派使来贺。不久，突厥处罗
可汗与刘武周联合寇掠并
州（今太原），郑元寿受命赴
并州劝说处罗可汗罢兵修
好，处罗可汗不从，郑元寿
被扣留，至武德四年才被释
回国。武德五年八月，颉利
可汗出兵犯唐，李渊一方面
派兵抵御，另派郑元寿前往

劝颉利罢兵。此时，突厥精
骑十万，自介休至晋州，满
山遍野，来势十分凶猛。郑
元寿冒生命危险，穿越突厥
兵阵营，到驻地见颉利可
汗，谴责颉利背负合约，并
晓以利害说：“唐和突厥风
俗不同，即使占领唐地，亦
不能久居；况且战争中所得
财利皆归国人所有，与可汗
何益？不如撤军和亲，可汗
既无跋涉之苦，又可坐收金
帛子女之利，比冒生死之
危，失积年之欢，结怨后世
子孙好得太多了。”颉利听
后与唐结盟，撤兵回国。

唐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冬，突厥国势衰败，又遭
大雪，牛羊多被冻死，人民
饥饿，内乱纷争四起，颉利
怕唐派兵乘虚而入，以会猎
为名突然出兵占领朔州。
贞观三年郑元寿又受唐太

宗李世民派遣，出使
突厥，和颉利结盟，
以稳其心。回朝后
对太宗李世民说：

“戎狄盛衰，以牛羊
为准，这次突厥牛羊

多冻死，不过三年，突厥必
败。”后果如其言。唐贞观
盛世，击败颉利可汗，突厥
领土多归属大唐。郑元寿
后升任左侯大将军、宜州刺
史。贞观二十年（公元 646
年）卒，朝廷赠幽州刺史，谥
曰简。郑元寿一生五次出
使突厥，为双方避免战争，
对安定边陲发展生产、贞观
盛世，作出了巨大贡献。

隋隋唐大将军郑元寿唐大将军郑元寿
朱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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