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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星台 A37

人在旅途

公交车在夜色中穿行
完全不一样的官场

公交车缓缓地驶动了。车窗外，寒流将行
道树上的最后一枚叶子摘了下来，路上的行
人紧紧地裹住身体，以抵挡寒风的侵袭。不
过，公交车内却温暖如春，空调暖气在车窗上
留下了一层白雾。

乘客不是很多，大多有座位。驾驶员的身
后，是一个竖排的双连座，坐着一个30岁左右
的男子，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坐
在另一个位子上。男子一只手拎着一只破旧
的工具包，一只手环绕在女孩身后，女孩乖巧
地倚靠在男子的臂弯里。看得出，这是一对父
女。男子的身上，粘着斑斑点点的泥灰，一看
就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小女孩穿得倒是干干净
净，两根小辫子梳得整整齐齐。

公交车颠簸地前行。
摇摇晃晃中，男子的身子，慢慢地向右侧

倾斜，脑袋像个悬挂在空中的葫芦，摇来晃
去。男子打盹睡着了。环绕着小女孩的手臂，
也无力地、慢慢地松开，垂下。没有了父亲臂
弯的支撑，小女孩的身体，随着公交车的颠簸，
前后晃荡。小女孩惊恐地扭头看看爸爸，爸爸
却紧闭着眼，睡得正香。小女孩没有喊醒爸
爸，只是用一只手，死死地拽着爸爸满是油灰
的衣角。

如果急刹车，小女孩太危险了。车上的乘
客轻声议论。喊醒那个男人吧。有人建议。
有人说，他可能太累了。

忽然，坐在他们对面的一个中年妇女从座
位上站了起来，她径直走到小女孩身边，站住，
一只手拉住吊环，一只手轻轻地环搭在小女孩
的肩膀上。小女孩抬头看看她。她朝小女孩
笑了笑。小女孩也笑了笑。

公交车继续前行。有段路坑坑洼洼，颠得
人前后摇摆。男子的身体也左右晃动，但这并
没能惊醒他，他的脑袋在摇晃中，搭靠在了一
边的扶手上，这个支撑，使他睡得似乎更香。
而小女孩因为有了站在她身边的中年妇女的
搀扶，稳稳地坐着。倒是中年妇女，不时地随
着车子的颠簸而前后晃动，她的一只手，紧紧
地拉住头顶上的吊环。

车载电视里，在播放天气预报，又有一股
寒流南下了。

车子进站了，上来了一批乘客。已经没有
空座位了，有的乘客站着。

公交车在夜色中穿行。
中年妇女对站在身边的一个姑娘说，我下

站就要下车了，你能帮忙扶下这孩子吗？姑娘
看看中年妇女，又看看小女孩和她身边睡着的

男子。她郑重地点点头。
中年妇女下车了，站在她身边的姑娘，将

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了小女孩的身上，姑娘的
身高不高，所以，手臂正好环绕着小女孩。小
女孩似乎明白了站在她身边的大人们对她的
善意，她的头，有意无意地靠在姑娘的身上，一
只手拽着爸爸的衣角，另一只手，拽着姑娘的
衣角。

暖气在车厢内游动，让人几乎觉察不出，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的夜晚。

自动播报器播放下一站到站的站名，男
子闻声猛然惊醒，他揉揉眼睛，茫然地看看
身边，小女孩安然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
放心地笑笑。看到爸爸醒了，小女孩也咧开
嘴，笑了。姑娘看见男子醒了，将搭在小女
孩身后的手，悄悄抽了回来。男子弯腰拎起
工具包，对一路上发生的这一切，他浑然不
觉。他对小女孩说，我们要下车了，妈妈在家
等我们呢。

车到站了。男子站起来，抱着小女孩准备
下车。他对站在身边的姑娘说，我们下车了，
你坐吧。姑娘笑笑，道谢。

男子抱着小女孩下车了，公交车继续前
行。寒风中，车厢内温暖如春。

世说新语

实际上，从楚河踏上商路的那一刻起，他
的命运便已被决定了。

农民的儿子楚河，只身一人来到北方省
省会平河市，经过多年打拼，由一名普通商人
步步登高，拥有了平河最大的建筑工程公司
汉兴公司，并跻身财富榜50强。他凭借雄厚
实力，加入当时平河最大城建项目——环城
高速公路项目的竞标。他觉得这么多年，平
河待他一直不薄，但他却一直无以回报。他
梦想着，用他自己的话，“哪怕一分钱不挣”，
也要把这条路建成精品和经典，用以回报滋
养了他的这座城市。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从投标的那一刻起，就像一只飞蛾，投入了
一张无形的，由权力的经线和阴谋的纬线织
成的巨大蛛网。

痛定思痛的楚河，终于认识到这样一个
道理，经济是有经济规律的，但在我们现行的
社会体制下，这套规律是很难独立运行的，它
所有的运行轨迹，无不被权力限制着，左右
着，掌控着，操纵着。也就是说，经济规律的
运行，根本不能偏出权力的潜规则。这一顿
悟，令他深受震动的同时，也改变了他的立身
哲学和经营观念。这个成功的商人，也就是
从这一刻起，开始对权力刮目相看，顶礼膜
拜。为了使他的商业能够一帆风顺，日后更
加发展壮大，他甚至决然地放弃了商业，试图
跻身官场，追逐权力，加入平河市副市长的竞
选。然而，这位商场中的高手，在权力场中却
是个新手加生手，由于不谙其中窍要，很快落
入他人圈套。付出了沉重高昂的代价。

官场小说，是时下热门的小说题材，读
者的追捧，使得许多作家趋之若鹜，造成这
类作品颇有泛滥之势。这些作品，可以说搜
肠刮肚，钻墙打洞，几乎囊括了官场生活的
各个角落，什么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什么买
官卖官，贪污受贿；什么官商勾结，官黑勾
结；什么沉浮起落，成败荣辱……这就使得
一个作家，若想再度涉及这一题材，需要极
大的勇气和自信。

李良的这部新作《入局》，看上去貌似仍
在写官场，但是却悄然辟出了一个与以往任
何官场小说不同的全新视角，那就是从经济
活动这扇门，把人们带入官场。让人们通过
这扇迥异的门，看到一个与以往的小说描述
完全不一样的官场。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这些年一直在一心
一意搞经济，并且——特别是在一般百姓看
来——越来越搞得如火如荼，热火朝天。但
是作家李良，却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在我们
现行的社会体制中，经济这东西，有时候并不
能按照它的自身规律良性运行，它时不时地
总要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制约。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个
搞经济的，不懂这个政治经济学，结果只能是
四处碰壁，头破血流。而反过来，有许多搞经
济的，正因为懂了这个政治经济学，明白了经
济与权力的这种关系，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中，
总是想方设法地去勾结权力，收买权力，用金
钱去争取权力的支持，又造成了我们权力的
腐败。这种恶性循环，久而久之，不仅成了制
约我们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也成了我们官
场最大的弊病和痼疾。

这，不仅是我们独有的政治现象和经济
现象，更是新鲜的文学命题。而李良几乎是
在第一时间，发现并捕捉到了这一命题，并且
以他尖锐犀利的笔，通过楚河，江新浪等一系
列人物，以及他们的曲折命运，大胆大声地，
提出并诠释了这一命题。正因为这一命题的
新鲜性，它是那么的独有、独特和独到。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李良对这一命题的
提出，并非只是出于对题材的简单开拓，或者
是追求小说的标新立异。事实上，我们从整
部小说的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到和听到，李
良本人内心深处的声音。这声音，时而是尖
锐的剖析，时而是无情的批判，时而是厉声地
责问，时而是激愤的呐喊。正是从这个声音
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李良作为一个作
家，所肩负的职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
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不客气地说，已经被一些
当今作家所遗忘了，但是李良始终没有遗忘。

唐 懿 宗 崇
佛，喜欢微服私
行——为什么无
道的主子都喜欢
这两点呢？该问
题值得探讨——
他尤其愿意视察
寺庙。因此，在

没有电视报纸天天发头条的情况下，京城附近
的僧人见的次数多了，也都影影绰绰了解皇帝
的体貌。

一天上午，大安国寺来了位“有身份的
人”，峨冠博带，举止不凡，身后跟着两个“仆
人”，也都腆胸叠肚，器宇轩昂。住持一看，心
说，嘿嘿，穿上马甲我也认识你，皇上来了！

那位大爷刚刚站定，就有乞丐上前乞讨。
大爷冲“仆人”努努嘴，“仆人”立刻掏出大把的

金银散发出去。旁边的乞丐一看，也跑过来伸
手。“仆人”面有难色，大爷说，都给都给都给，
构建和谐社会。于是“仆人”掏尽了兜里所有
钱，一一打点。但乞讨者越来越多，像苍蝇一
样轰也轰不走。大爷转回头问住持，老和尚，
你这里有什么可以暂借施舍的？

住持赶紧说，昨日江淮进奏官存放在庙里
一千匹吴绫，请“大人”暂用。

大爷也不答话，三下五除二就把千匹绸缎
发完，拍拍手走了。“仆人”赶紧跟住持耳语：明
天一早到皇宫领赏，不见不散。

住持频频点头：明白明白。
第二天，住持打扮一新，喜气洋洋地来到

宫门外，问了一圈，没人知道皇帝昨天外出的
事。把大内总管叫出来，来龙去脉讲了一番。
总管说，菜鸟，你被人骗了。

原来，京城有一伙骗子得知千匹吴绫存放

在大安国寺，就找了一个极像唐懿宗的人扮作
皇帝，又分别找人扮演“仆人”和乞丐，一步一
步做戏，终于把吴绫要了出来。套路是一般，
但和尚没见过这个，自然掉进圈套。

住持感慨地说，骗子啊骗子！真是无孔不
入。

这事其实也有值得探讨之处。骗子派发
吴绫，实际上跟皇帝派发吴绫并无区别。要是
唐懿宗来了，没准儿真能这么干。既然皇帝早
晚要发，还不如让骗子帮他发下去。或曰，骗
子是发给了他的同伙儿！但皇帝能发给谁
呢？除了自己留用，不也是发给一伙儿当官的

“骗子”吗？反正当官的骗子不差这点东西。
发给底层的骗子，让他们暂时有了生活保障，
不去骚扰别人，那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呢！

所以，骗子们歪打正着，替皇帝办了件好
事。皇帝揭穿了，反而显得他还不如骗子。

□王国华布 施

立此存照 □张振宇

买房结婚
因我的那套小户型地段不好，一直想

转手卖掉却卖不掉！上周末，老婆高兴地
说：“在电梯里抄一个电话！”“什么电话？”
我问。“一个人在电梯里贴字条说因急着
结婚，准备在咱这个小区买一套小户型。”
老婆说。我看了看她抄的电话，问：“这电
话靠谱吗？”“有啥不靠谱，打过去问问不
就是了！”老婆边说边拨出 135****5459
这组号码，同时摁下免提。

电话接通了，是位男士。老婆问：“先
生你好，请问你想买房吗？”对方疑惑地
问：“请问你是？”“在我们小区电梯里看到
你要买房结婚的信息！”老婆解释说。“你
有房源？”对方问。“有套小户型！”老婆
说。“好的，我正在忙，回头抽空联系你看
房！”对方说着把电话挂了。

此后几天，确实不断接到这个电话，
但都是在深夜。电话一接通对方就阴腔
阳调地问：“小姐，现在我有空，可以去看
房吗？”什么人吧！深更半夜看个啥房？
前天夜里，电话又打来了，我拿起电话接
通就说：“现在……”还没等我把话说完，
对方就把电话挂了！

昨天中午，去市中心大哥家做客，无
意间在他家电梯里瞥见同样一个字条：因
急着结婚，诚购该小区住房一套，电话
135****5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