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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子　　很多学生都会遇到校园暴力　　那段时间里，我焦急而无奈地等待着应聘的消息。
我成了无业游民。
　　看着银行卡上的存款像严冬腊月的温度计一样呈直线坠落，我的心中充满了惶恐。
　　我整日无所事事地在大街上游荡，像一只丧家之犬。
没有工作的日子里，我郁闷而忧伤，对前途充满了悲观和绝望。
我十分怀念当初有工作的那些忙忙碌碌的日子，那时候尽管总是在抱怨工资低，工作繁忙，然而，现
在想来，就连当初的抱怨也是一种幸福了。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工作对一个在外打工的人来说，会有多么重要。
　　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遇到了七子，七子现在在一家信贷公司上班。
说是信贷公司，其实就是既放高利贷又替人要债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没有社会背景是开不下去的。
　　七子是我的初中同学，那时候我家距离乡镇初中十几公里，每星期背着一布口袋的红薯和馒头来
到学校，那一布口袋的红薯和馒头就是我这一周的干粮。
七子家在镇上，他吃饭就在家中，晚上也睡在家中。
七子那时候是一个非常老实本分的学生，见到每个人都是腼腆地笑着，寡言少语，学习成绩中游，家
境一般。
这样的学生在学校非常普通，丢在操场上，半天都找不着。
　　然而，极为普通的七子，做出了一连串极不普通的事情。
　　有一天下午，我在七子的书包里找圆规，突然找到了一个铁球，铁球上还连着长长的尼龙绳。
七子看着我，又向窗外看看，悄声对我说：&ldquo;别告诉老师啊，这是我自制的流星锤。
&rdquo;上学带着&ldquo;凶器&rdquo;，老师知道了是要没收的。
那时候的学生都热衷于看《说岳全传》，这本评书是20世纪80年代的学生中最普及的读物，里面的金
国大太子粘罕好像就是使用这样的兵器。
　　后来，我们一起初中毕业，我考上了中专，七子没有考上高中，回家务农。
那几年我每次放假回家，都能听到七子的事情。
人们说七子专门去少林寺学了一身好本事，抡开拳脚几个小伙也不能近身。
那时候我也在学校的武术队，在沙袋上锤炼出了一身的腱子肉，看人的目光也狠狠的，动不动就会
说&ldquo;不服气走几招？
&rdquo;那时候的我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龄，自以为自己这辈子无所不能。
曾经有一个夜晚我专门去了七子所在的镇上，想在打麦场的月光下和七子&ldquo;走几招&rdquo;，没
想到七子没有在，倒把七子的两个小徒弟打趴在了月光里。
那两个小徒弟说：&ldquo;你等着，我师父会去找你的。
&rdquo;可是，七子一直没有找我。
　　那时候我学的是八步连环拳、太祖长拳、大小洪拳，这些拳术套路都属于少林一脉。
七子在少林寺进修，那他一定学的是正宗的少林拳，天下功夫出少林，能够和少林弟子过招，是我那
时候的最大心愿。
可惜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从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乡镇附近的一家水泥厂工作。
有一天，突然听人说，七子进了监狱。
　　七子进了监狱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此后再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那天，在大街上，我正百无聊赖地走着，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看到身后的行人中并没有人看着我。
我又向前走了两步，背后突然传来了开心的笑声。
我再回过头去，就看到了七子。
七子说：&ldquo;我还担心不是你，但是觉得又是你，就试探地叫你一声，果然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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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七子很瘦削，身体像根竹竿一样裹在藏青色的西装里，显得晃晃悠悠吊儿郎当。
七子很开心，他拉着我的手臂说：&ldquo;喝酒喝酒，我们去喝酒。
&rdquo;　　七子毫不隐瞒自己坐监狱的经历。
他说，当初他犯下事后，逃到了外地，有一天走在大街上，身后传来喊他名字的声音。
他无意中回过头去，就被身后的两名便衣扑倒，铐了回来。
七子平静地说着自己的故事，就像说着别人的故事一样，看起来他丝毫也不在乎自己曾经有过那样一
段牢狱之灾。
　　我说起了他上学时代书包里装着的流星锤，七子笑着说：&ldquo;我是从《说岳全传》里学会的制
作流星锤，你还记得《说岳全传》吗？
&rdquo;　　我说：&ldquo;怎么能忘记？
一辈子都记得。
&rdquo;　　七子说，他上学的时候，一直不喜欢学习，只喜欢阅读课外书籍，而老师是严禁阅读这类
书籍的，把这类书籍叫做&ldquo;闲书&rdquo;。
他上课的时候，想尽各种办法来阅读这类&ldquo;闲书&rdquo;，把闲书放在桌面上，闲书上再盖着课
本，偷偷阅读；把闲书放在抽斗里，一只手捧着一行一行地阅读；把闲书打开，靠在前面同学的后背
上，装着认真听讲，偷偷阅读。
阅读闲书是我们学生时代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老师像日本鬼子一样在进攻，我们像八路军战士一样
在防守。
老师诡计多端，我们足智多谋。
而一旦阅读闲书被老师发现没收，我们就诚惶诚恐地站在老师面前哭哭啼啼，博取老师的同情，而老
师一交还书籍，我们马上破涕为笑扬长而去。
　　七子说：&ldquo;不是我那时候不爱学习，是我觉得学习书本上的东西没有一点用处。
&rdquo;　　我那时候是班级学习成绩最好的，初中毕业后我以全乡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专。
老师总是将我作为学习的榜样，而现在当初学习很差的七子居然说学习那些东西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我的脸上有些挂不住，就反驳说：&ldquo;怎么能没有用处？
用处大着呢。
&rdquo;　　七子嘲弄地笑着说：&ldquo;过去政治课上老师让我们背诵什么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
值，语文课上老师讲什么主谓宾定状补联合词组偏正词组，数学课上老师讲因式分解，物理课上老师
讲什么光的反射原理，化学课上老师讲什么化合反应，地理课上老师讲什么暖流寒流&hellip;&hellip;现
在我们到了社会上，有用的多吗？
&rdquo;　　我无言以对。
　　七子说：&ldquo;所以嘛，我说现在的教育总是教给娃娃一些死记硬背的东西。
&rdquo;　　七子初中时代是一名腼腆害羞的男孩子，性格内向，即使受到别人的欺负，也只会哭哭啼
啼。
没想到，经过了几年监狱生涯的七子居然这样口若悬河、舌灿莲花。
监狱真的是再造的大熔炉。
　　我问：&ldquo;你当初去了少林寺学武术，咋个就有了这种想法？
&rdquo;　　七子说：&ldquo;我那是被逼的，因为我得罪了镇子上的小流氓。
&rdquo;　　在我们的少年时代，几乎每个男同学都遭受过地痞流氓的骚扰滋事，学校里的坏学生与社
会上的流氓沆瀣一气，以打人骂人为乐事，以敲诈勒索为目的。
胆怯老实又没有家庭背景的七子这类人就成了地痞流氓最喜欢光顾的对象。
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是不是还会受到这类流氓的纠缠？
　　有一天七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经过水渠边时，被两个小混混拦住了。
那时候下了晚自习后，就已经很晚了。
乡下的老师没有更好的教学方法，就只知道让学生死读书，无限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
而且我们那里几十年的教育都是只讲书本知识，从来不注重素质教育，也不会教给学生社会经验：比
如遇到地痞流氓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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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色狼纠缠该怎么办？
那时候的学生走出校门口，遇到地痞流氓就像小羊羔遇到嘴角流着涎水的饿狼一样无能为力，不敢反
抗。
　　七子家在乡镇最北边的一个小村子里，那里只有几户人家，都是从河南逃荒过来，以后定居在这
里的，大家都叫他们&ldquo;河南蛋&rdquo;。
而全村的初中学生中只有七子一个人。
像七子这样的家庭，父母要受到土著居民的排挤，孩子也会受到地痞流氓的欺负。
而且，七子的父亲常年不在家，他是一名铁匠，经常扛着一把铁锤走村串巷，雄赳赳地走在连接村庄
与村庄的土路上。
在那个户籍制度高度集中的年代，能够流浪到外地定居的，都是一些手艺人，也只有手艺人才能不依
靠土地养家糊口。
　　那天晚上，两个小混混搜遍了七子的全身，也没有找到一分钱，他们恼羞成怒，对着七子拳打脚
踢。
七子像个沙袋一样摇摇晃晃，没有反抗的能力和想法。
他们打累了，就对七子说：&ldquo;明天晚上还在这儿等你，给我们拿五毛钱过来。
&rdquo;　　七子回到家后，脱了衣服就睡了。
为了省电，家里从来不开灯，只有来了客人后，电灯才会拉亮。
七子在黑暗中思索着：到哪里去搞这五毛钱？
那时候，五毛钱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是一笔巨款。
五毛钱可以买到两根圆珠笔，或者买到二十根铅笔。
　　七子没有办法搞到五毛钱。
第二天晚上，那两个小混混果然又拦住了七子，索要五毛钱。
七子说&ldquo;没有&rdquo;，他们又将七子打了一顿，约定第三天晚上还在老地方等七子的五毛钱。
　　第三天，七子还是对两个小混混说&ldquo;没有&rdquo;，小混混又将他打了一顿。
无所事事的小混混锲而不舍，每天夜晚准时出现在水渠边，出现在七子回家的必经之路；性格内向的
七子执拗地回答说&ldquo;没有&rdquo;，他心里说有钱也不给这两个坏人。
　　性格内向的人一般都执拗，执拗的人一般做事都不计代价。
　　两个小流氓纠缠了七次，七子被打了七次。
他回到家，母亲看着他脸上的伤疤，问道：&ldquo;怎么回事？
&rdquo;七子说：&ldquo;碰破的。
&rdquo;母亲没有再问。
母亲有七个孩子，七子只是第七个，她才不会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七子的身上。
　　第八天的夜晚，两个小混混妥协了，他们准备再向七子要最后一次，要不到就算了。
在七子身上费时费力，却没有任何收获，他们觉得得不偿失。
那个时候的小混混们已经有了经济意识。
没想到，就是这最后一次，小混混们吃了大亏。
　　那时候，我们初中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叫做《大铁锤传》，说的是清代一个不知其名的武林高手，
绰号&ldquo;大铁锤&rdquo;。
他的兵器是一颗重四五十斤的大铁锤，柄上连着长长的铁链，由于击杀响马贼而避祸宋将军家中。
因为他举止怪异，宋将军疑之，此人向宋将军叙说自己的经历，并说响马贼当天晚上就要来寻仇。
一向自视甚高的宋将军要骑马挟弓相助，此人说：&ldquo;你去了反而给我添加累赘，我还要分散精力
保护你。
&rdquo;宋将军坚决要去，此人拗不过，只好带上宋将军，将宋将军藏在一座废弃的堡垒上，叮咛他只
能观战，不可出声&hellip;&hellip;　　接着，这篇文章就有一段非常精湛的环境描写：&ldquo;时鸡鸣
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
客驰下，吹觱篥数声。
&rdquo;客者，&ldquo;大铁锤&rdquo;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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觱篥者，胡地乐器也。
短短数语，肃杀之气跃然纸上，让人惊悚凛然。
觱篥声过后，仇家出现了，骑马的有四五十人，步行的有上百人，将&ldquo;大铁锤&rdquo;团团围住
。
而&ldquo;大铁锤&rdquo;奋起神威，一锤一个，将仇家尽数击毙。
最后对着堡垒上的宋将军长啸一声，绝尘而去。
　　不知道现在的初中课本上是否还有这篇精彩异常的文言文。
　　七子的父亲是铁匠，他打铁的工具就是一把大铁锤。
我们曾经看到过七子父亲打铁的场面，打铁是需要两个人的互相配合，七子父亲的搭档是一个年老的
师傅。
七子父亲膀大腰圆形同金刚，老年师傅形容枯槁如同饿鬼。
他们两个是打铁的绝配。
每次打铁的时候，老年师傅用铁钳夹出烧红的镔铁，镔铁的红光映红了老年师傅和七子父亲两张汗涔
涔的神色凝重的脸。
老年师傅左手持钳，右手握小叫锤。
他的小叫锤像鸡啄米一样急促绵稠，七子父亲的大铁锤像鹰捕兔一样步步紧逼。
小叫锤落在镔铁的什么地方，七子父亲的大铁锤也就落在什么地方，烧红的镔铁渐渐冷却，而铁钳夹
着的铁板也变成了锄头、镰刀或铁锨。
那时候我们都叫七子的父亲&ldquo;大铁锤&rdquo;，因为他手握大铁锤的时间远远超过他手端饭碗的
时间。
　　那时候我们对这篇文言文似懂非懂，老师填鸭式地强行让我们背诵，让我们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
理。
直到多年后，重新翻开当初的语文课本，才发觉这篇《大铁锤传》如此精妙。
　　两个小混混在第八天晚上拦路抢劫七子的时候，遇到了夜归的&ldquo;大铁锤&rdquo;。
时月朗星稀，万籁俱寂，旷野如同白昼，&ldquo;大铁锤&rdquo;看到月光下，水渠边，两个小混混围
着七子像练习拳击一样，将七子打成了沉默的沙袋。
&ldquo;大铁锤&rdquo;一声雷吼，手持大铁锤闪身而出。
两名小混混看到月色中蓦然出现的天神一样威风凛凛的&ldquo;大铁锤&rdquo;，发声大喊，狂奔数十
米。
手持大铁锤的&ldquo;大铁锤&rdquo;追不上小混混，转身将七子拎起来，在月光下逶迤而行，然后一
把把他掼进了房间里。
　　&ldquo;大铁锤&rdquo;拉亮电灯后，将他布满老茧的手掌抬起来，雷鸣电闪般地落在了七子粉嫩
的脸蛋上。
土炕上的大子、二子、三子&hellip;&hellip;一直到六子都被惊醒了，睁开懵懵懂懂的眼睛。
&ldquo;大铁锤&rdquo;将他们一个个拎着耳朵拉起来，在地上站立了一排，呈降幂排列。
&ldquo;大铁锤&rdquo;向儿子们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他说：&ldquo;谁再敢打你们，你们就打他，
谁也不准当孬种。
&rdquo;　　于是，从《说岳全传》中得到灵感的七子，就自己制作了一把流星锤。
每天夜晚放学回家，七子都会在路过的打麦场里呼呼喝喝一番，将流星锤抡成了风车。
　　不久，七子的流星锤果然派上了用场。
　　小混混们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屈不挠，他们的性格都有&ldquo;热粘皮&rdquo;的特点。
如果惹上他们，他们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纠缠不休，像秋菊打官司一样非要讨一个说法。
为了这个说法，他们可以头破血流，也可以屁滚尿流。
　　两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有些漫长，漫长得让七子几乎忘记了还曾经遭受过小混混们的拦路抢劫，忘记了父亲的大铁锤
吓得小混混们落荒而逃。
两个月过后的一个晚上，七子放学回家，又是在水渠边，六个小混混拦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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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混混都是过早辍学的少年，他们荷尔蒙过剩而精神空虚，就将打架斗殴当成了最恰当的宣泄和
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七子一看到六个小混混，就下意识地拔脚开溜，六个小混混紧跟在他后面追赶。
七子像受惊了的耕牛，小混混们像追赶的农夫。
七子边跑边将手臂伸进书包里，抓住了流星锤，突然一转身，追在最前面的小混混闷叫一声，就干净
利索地倒下去了。
第二个小混混惊讶地张开嘴巴，发出了一声简短有力的感叹词，前半截刚刚吐出嘴巴，后半截还犹豫
着要不要发出，也歪斜着倒下去了。
剩下的四个小混混吓坏了，他们用一种奇怪的姿势转身，扭头就跑，边跑边发出惊恐的叫声，&ldquo;
忙忙如惊弓之鸟，急急如漏网之鱼，惶惶如丧家之犬&rdquo;。
那时候，七子喜欢阅读《水浒》、《杨家将》和《岳飞传》，里面写到敌人逃跑时，总是喜欢使用这
三个比喻组成的排比句。
　　六个小混混落荒而逃的那个夜晚过后，七子的生活又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平静。
然而，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知道小混混们绝对还会找他的麻烦，每天夜晚，他经过水渠边时，总是
奔跑着穿过。
这一路上，只有水渠边才是埋伏的最好地方。
　　穿过了水渠，再走几百米平地，就到了村口的打麦场。
七子没有看到危险后，就在打麦场里练习流星锤。
为了防备流星锤会打在头上，七子戴着一顶棉帽子。
流星锤像陀螺一样在七子的身边旋转，一刻不停地旋转，一会儿像蛇一样摇头摆尾，一会儿又像箭一
样激射而出。
七子操纵着流星锤，沉迷在自己的&ldquo;艺术创造&rdquo;中，如痴如醉。
有时候，流星锤像被惹恼了的狗一样不听使唤，狠狠地在七子身上咬一口，疼痛难忍的七子就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眼泪掉了下来。
　　眼泪擦干了，七子又开始练习。
七子依靠自己揣摩和挨打，练出了好些流星锤的花样儿。
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七子最讲认真。
认真的七子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流星锤技艺中，他的技艺突飞猛进，指哪儿打哪儿，锤无虚发
。
　　上初三的那年冬天，一个狂风呼啸的夜晚，七子经过了水渠边，照常奔跑通过，突然，水渠后闪
出了七八个黑影，他们的手中拿着木棍和刀。
月光下，明晃晃的刀片像湖水一样，照得七子一阵心悸。
　　七子没有停留，发足狂奔，每天的流星锤练习让七子身手矫健。
他奔跑出了一百多米，和小混混们的距离渐渐拉远了。
突然，前面的树后闪出了两个人影，他们拉直一条绳子，来不及刹闸的七子被绊倒在地。
这条绳子叫做绊马索，绊马索在古典评书中经常出现。
我们家乡的少年喜好打架，而打架中运用的计谋也都是从《说岳全传》这样的评书中学到的。
　　混混们一拥而上，将七子摁倒在地，拳脚棍棒一齐上。
七子来不及拿出流星锤，只能用双手抱着脑袋，膝盖顶着胸部，蜷缩成一个虾米。
少年时代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喜欢交流打人经验和挨打经验，打人的时候拳头旋转着伸出，力量更
大；而挨打的时候蜷成一团，保护住头部和裆部，就不会有危险。
那时候的每个少年都喜欢吹嘘自己如何骁勇善战，也好为人师地推销自己的打人经验。
那天晚上，躺在地上呈虾米状的七子后悔没有拿出流星锤，否则不会这么惨。
其实，就算七子拿出了流星锤，也无法抵挡这些混混少年如狼似虎的攻击。
自学尚未成才的七子用流星锤对付赤手空拳的混混时，游刃有余，而对付略长的兵器时，则捉襟见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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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不是粘罕。
粘罕以流星锤作为兵器，而七子是万不得已才用流星锤防身。
在学校里，只有流星锤、九节鞭之类的软兵器才可以藏在书包里不被老师发现。
粘罕并不是七子的心中偶像。
那时候的少年都有极强的爱国心，他们心中的偶像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比如岳飞、杨七郎、罗成
、秦琼这样的人。
　　一名小混混手持大刀，用刀背一刀又一刀准确地砍在七子的肋骨上。
那种剧烈撞击的钝痛像电流一样扩散到七子全身。
七子发出杀猪一样的叫声，叫声像烟雾一样沿着树干盘旋上升，飘散在渺茫的夜空中。
在叫声的间歇中，七子偷眼看着那个手持大刀的人。
他的脸模糊在墨水一样的夜色中，只看到他长至肩膀的头发，像女人一样披散在脑后。
　　远处的灯光亮了，接着房门咯吱吱打开了，从大子到六子都穿着大裆裤头，光着上身和大腿，光
着双脚。
他们来不及穿鞋，手中拿着锄头铁锨等各种各样的劳动工具，奔跑在呼啸的寒风中，大声吼叫着扑了
过来。
小混混们放开了七子，摆成一字长蛇阵迎向七子的六个哥哥。
那时候的小流氓打架都讲究阵法，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人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
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字连环阵、十面埋伏阵。
那时候的评书中都有关于阵法的描写，敌我双方打仗前先摆阵。
小流氓们打群架的时候也喜欢装模作样地摆出想当然的莫名其妙的阵法，自以为这样就威力无穷。
据说，一字长蛇阵的精妙之处在于：首尾一体，击头则尾应，击尾则头应。
七子的六个哥哥没有讲究任何阵法，他们像老虎闯入羊群中一样，见到小混混就抡圆铁锨砸过去，管
他是头还是尾，小混混们的阵法彻底乱了，他们像被洪水冲垮的堤坝一样，稀里哗啦地败退了。
他们争先恐后地跑向黑暗的远方，以跑得快为荣，以跑得慢为耻，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据说，小混混们第二天在总结此次失败的教训时一致认为：七子的六个哥哥都没有按照阵法来打
架，不符合江湖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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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黑社会是怎样炼成的，黑社会是如何发财的，黑社会发财有哪些途径
　　暗访十年第五季，李幺傻在黑社会打工，揭秘黑社会的发家史和成长史。

　　和中国很多城市一样，李幺傻生活的城市里也有黑社会，他们从最初的打打杀杀，演绎成了现在
的垄断经营，赚取了巨额财富。
在财富面前，曾有的江湖义气演变成了勾心斗角，曾经的爱恨情仇演变成了钱财交易。
金钱，成为了当代黑社会的主宰。

　　在没有工作的半年时间里，李幺傻回到了家乡，进入了家乡的黑社会组织，了解到了黑社会从诞
生到壮大和覆灭的详细经过，时间贯穿30年。
恩怨、情仇、血泪、案件、战争、屈辱、官场、阴谋、交易、大喜大悲、大爱大恨、大奸大雄、困惑
迷茫、枕戈待旦、绝地反击⋯⋯贯穿在了这本书籍的始终，让人一打开书页，就无法掩卷；从阅读第
一行文字开始，就欲罢不能。

　　黑道是如何发财的？
黑道有哪些发财的途径？
黑道为什么能够发财？
李幺傻与黑道朝夕相处，了解到了黑道的诸多秘密。
通过他的讲述，我们能够透过黑社会，看到中国这30年来的履历。

　　这本书写的不是黑社会，这本书写的是社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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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幺傻，曾从事过公务员、记者等职业，在全国多家知名报社工作过，曾任首席记者、首席编辑
、采访部主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等职务，发表文学和新闻作品数百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两部
，散文集一部，为著名暗访记者，著名调查记者，现供职于南方某著名报业集团，被业界誉为“最神
秘的记者”、“业界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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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平山帮　　在家乡等待工作的那一年，我百无聊赖，七子就介绍我去了一家货运公司。
　　货运公司的老板叫升子，一个戴着金丝眼镜，面目白净的中年男子。
后来我才知道升子和德子是当初跟着洪哥打江山的元老，他们两个被人们称为洪哥的左膀右臂。
　　升子待人热情而低调，思维缜密而清晰，完全不像港台片里咋咋呼呼的土匪一样的黑社会。
升子谈锋很健，他是洪哥集团里少有的知识全面的人，天文地理、文艺科技、战争计谋等他都知道一
些。
工作不忙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端着茶杯，坐在办公室外聊天。
我想，在这家货运公司里，也许只有我们两个人才有共同话题。
　　后来熟悉了，升子就向我谈起了洪哥的成长史。
他说，在这个与官方和民间都不相同的独立王国里，他们有自己完整的组织架构，居于最高位的是洪
哥，洪哥手下有左右天王，天王下面是四大金刚，四大金刚当初跟着洪哥打打杀杀，后来生死相隔，
天各一方。
　　升子没有说自己是仅次于洪哥的天王，但他说七子是四大金刚中的一员，七子为洪哥打江山立下
了汗马功劳。
　　升子和洪哥的一次偶遇，改变了洪哥的生命轨迹。
他们的相识，也与平山帮有关。
　　升子说，泰山不辞抔土，故能成其大；河水不择细流，故能成其远。
在洪哥刚刚涉足江湖的时候，县城的江湖上有三大势力，分别盘踞于东关、南关和西郊，还有一名武
林异人，就是那位在《少林寺》上演后，要与李连杰比武的祖传武林高手。
洪哥带着两大天王和四大金刚，先后战败了三大势力，将一些忠勇之士收于麾下，后又结识了与李连
杰叫板的武林高手，才成就了自己目前贯穿秦岭山区与山下平原的事业。
洪哥虽然立足于县城，然而他的生意已经远涉省内外，而兄弟们积攒的财富也富甲一方。
　　升子还说，这些年来，弟兄们都生活很好，但是一直牵挂着一个人，这个人是周公子。
　　我问，周公子是谁？
　　升子不愿再说，我看到他的眼中饱含着泪水和怆然。
　　现在，洪哥的生意做得很大，每天公司的进账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只要他看上的生意，就没有人
敢竞争，你想竞争也是白竞争。
　　而洪哥当初的起步却历尽艰辛，举步维艰。
　　升子说，回想起洪哥当初创业的经历，最难纠缠的，就是平山帮。
　　平山帮是秦岭山下一个人数众多的帮派。
山下民风剽悍，习武成风。
据说，早在李自成时代，李自成被洪承畴打败后，带着十八骑残兵逃进秦岭山中，将两骑留在山下做
哨探。
这两骑结婚生子，他们就是山下人的远祖。
后来，李自成趁中原大旱，再次兴兵，两骑跟着李自成北上进京，而后代留在了山下，他们的血管里
都流着桀骜不驯的血液。
再以后，两骑的后代开枝散叶，繁衍壮大，衍生出了一个多达千人的村庄，名叫平山村。
村庄寨墙高筑，街巷星罗棋布，宛若一座军事要塞，不熟悉的人走进村寨也会迷路。
清末，太平天国事败，捻军继续兴兵，曾有数千捻军攻打这座村庄，围攻三天三夜无法攻克，只好遗
尸数百具离去。
后来，西北战乱，一支土匪队伍攻城拔寨，而唯独对平山村无可奈何。
民国时期，徐海东北上陕北时，平山村设卡拦截，一支红军队伍攻打平山村，仍然没有攻克，只好重
回山中，绕道而行。
平山村的地方武装声势浩大，最旺盛时多达&lsquo;&lsquo;被洪哥一拳一个打败了，他们蓄意报复。
　　洪哥和德子也早就听说了平山帮的恶名，他们知道接下来和平山帮还有恶仗，所以处处谨慎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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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山帮恶名远扬，在我小时候就无数次听说过平山帮打架斗殴伤人致残的血腥故事。
那些故事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每每回忆起来就心有余悸。
　　洪哥背上的刀伤养好后，又与德子一起拉炭换粮。
他们不换粮就无法生活，而拉炭换粮就必须与平山帮打照面。
每次他们经过平山村的时候，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准备操起放在车厢里的铮亮的铁锨。
然而，两个月过去了，季节从秋天转入了冬天，平山帮都没有出现。
　　这是大战来临前的寂静。
　　那年冬天，秦岭山区迎来了第一场雪，雪花纷纷扬扬，如天女散花，放眼望去，玉树琼枝，宛若
童话世界。
洪哥和德子拉着装满煤炭的架子车，走在山区通往平原的道路上。
　　他们经过平山村，看到村口的老槐树下蹲着一个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穿着那时候平原的男人冬天常穿的黑色土布棉衣棉裤，袖着双手，一滴清亮的鼻涕摇摇欲坠
。
中年男子狠狠地皱着鼻子，鼻涕就被响亮地吸了进去。
中年男子看到他们走近了，就站起来，招招手，对他们说：&ldquo;这两车炭，我全要了。
&rdquo;　　洪哥看看面前这个表情木讷的男子，又看看他身后深不可测的平山村，犹豫着，没有答应
。
　　德子问：&ldquo;这两车炭，少说也有两千斤，你要得完？
&rdquo;　　中年男子说：&ldquo;我儿子快要结婚了，要待客三天。
&rdquo;平原地区的人，比我们山区富裕，而有钱的人家在遇到婚丧大事时，一般都会在村道摆上几十
米长的几十张桌子，凡是来的人都可以坐席，大宴宾客三天。
这是平原地区几百年的习俗。
　　洪哥还在犹豫着，德子说：&ldquo;一下子就把两车炭卖完了，没想到一下山就能遇到这样的好事
。
&rdquo;　　洪哥悄声对德子说：&ldquo;你看，这里面会不会有诈？
&rdquo;　　德子想了想，说：&ldquo;我觉得不像，你说这大冬天的，能在雪地等着买炭的人，都是
有急事的人，要不谁会出门啊。
&rdquo;　　中年男子听到德子的话，就说：&ldquo;是啊是啊，我都等了半天了，后天儿子就结婚，
现在还没买到炭，你说着急不着急？
&rdquo;　　洪哥站在村口向里面看看，看到村道上空无一人，雪花像蚊蚋一样飘飘荡荡，飞撞在一户
户紧闭的门扉上。
德子说：&ldquo;咱们把炭卸下来，就赶紧走，不会有事的。
&rdquo;　　洪哥答应了。
　　中年男子在前面走，洪哥和德子拉着满满的两车煤炭跟在后面。
窄窄的巷道里果然一个人也没有，村庄很寂静，寂静得像是一座鬼城，只有他们的布鞋踩在积雪上的
咯吱咯吱声在空荡荡的巷道里回荡。
转过几道弯后，突然不见了中年男子。
　　洪哥喊了两声，没有回应，他小声对后面的德子说：&ldquo;不好，有诈。
&rdquo;　　德子拉转车子，洪哥也拉转车子。
他们想返回去，可是，漫天大雪落在地上，掩盖了车辙印。
村庄的每个路口都四通八达，他们走不出去了，他们迷路了。
　　站在巷道的十字路口，举目四望，风雪弥漫，危险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步步逼近，似乎每一扇窗
户的后面都有一双窥视的眼睛。
突然，前面的一排房屋后面，闪出了一群人，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白蜡杆。
雪光映照着白蜡杆，白蜡杆反射着雪光，炫人眼目。
　　德子立即脱掉了棉衣，露出浑身石块一样坚硬的黑色肌肉。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暗访十年.第5季>>

他抄锨在手，圆睁双眼，用锨刃指着平山帮喊道：&ldquo;有种的就上来，老子一锨铲翻你的脑袋。
&rdquo;　　洪哥向后面望望，看到后面没有人影，他悄声对德子说：&ldquo;赶快撤，在人家村子里
打架，哪里能占到便宜？
&rdquo;　　洪哥和德子向后退了几步，身后的房屋边也闪出了一群身影。
他们手中持着的，也是白蜡杆。
韧性十足的白蜡杆打在人的身上，力道会增加一倍。
　　洪哥向两边望望，看到一丈多高的土墙，他沉声对德子说：&ldquo;上墙。
&rdquo;　　德子看看被大雪覆盖了的两车煤炭，脸上是不忍的神情，他嘴唇嗫嚅着，想说什么，又说
不出来。
　　洪哥又沉着声音说：&ldquo;上墙。
&rdquo;　　两边的&ldquo;白蜡杆&rdquo;涌了过来。
洪哥蹲在墙角，两个手掌叠摞在一起，他对德子说：&ldquo;快点。
&rdquo;　　德子跑后两步，踩在了洪哥相叠的手掌上，洪哥一起身，德子的身体就飞上了墙头。
德子骑在墙头上，伸出一只手掌喊：&ldquo;哥，我拉你上来。
&rdquo;　　洪哥看着步步逼近的&ldquo;白蜡杆&rdquo;，头也不回地喊：&ldquo;快走，别管我。
&rdquo;　　两边的&ldquo;白蜡杆&rdquo;将洪哥围在了中间。
洪哥的眼睛凶光毕露，像一头嗜血的野兽。
一个不知道深浅的青年跑在最前面，他刚刚举起白蜡杆，还没有落下来，洪哥雷鸣电闪般地跨前一步
，从他的手中夺过了白蜡杆，顺势一脚就将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饭香屁臭的狂妄之徒踢飞了。
狂妄之徒的身体在空中呈现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在即将落地的时候，碰在了墙壁上，碰出了一连串
的呻吟声。
　　两边的&ldquo;白蜡杆&rdquo;一愣，都停下了脚步。
他们望向洪哥的眼睛充满了胆怯和犹豫，像猎户们望着景阳冈上的吊睛白额大虫。
洪哥确实是一只大虫，从特战队走出的每个人都是大虫，他们无不以一敌百，所向无敌。
　　趁着&ldquo;白蜡杆&rdquo;们停下了脚步，洪哥将手中的白蜡杆掷向人群，白蜡杆像一柄投枪，
一连捅翻了三四个人，才余势渐消地落在了地上。
　　人群的上方有土块落下来，砸得跑在最前面的几个人灰头土脸，纷纷用手臂遮挡着头颅。
洪哥抬头一看，看到德子骑在墙头上，他将墙顶上的一块块老土抠下来，向下猛砸。
　　洪哥退后几步，突然发足奔跑，一脚踩在了土墙的中间，一探手，就扒住了墙头，然后翻身而上
，也骑在了墙头上。
土墙下的人群突然反应过来，他们依仗着人多力量大，鼓噪向前。
他们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他们闹嚷嚷地涌到了墙根，端着白蜡杆，向着土墙上的人捅去。
可是，他们的白蜡杆还没有挨着土墙，洪哥和德子已经翻墙走了。
　　翻过土墙，洪哥看到远处的墙角还有&ldquo;白蜡杆&rdquo;在闪动，这个土匪村到底会有多
少&ldquo;白蜡杆&rdquo;，谁也不知道。
洪哥真想脱掉棉衣，和这些狗皮膏药一样揭不掉甩不开的平山帮大干一场，可是想到身边的德子，他
又犹豫了。
他可以赤手空拳从&ldquo;白蜡杆&rdquo;中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德子呢？
　　几十米远处，有一间旧瓦房，那时候的瓦房都是蓝灰色的，蓝灰色的瓦，蓝灰色的砖，看起来古
朴沧桑。
旧瓦房的旁边靠着一根木椽，洪哥紧奔几步，踩着木椽跑到了房檐上。
德子也想如法炮制，刚刚上到木椽上，就一骨碌滚了下去。
洪哥趴在房檐上，伸出一只手，将德子拉了上来，将木椽也抽上了屋顶。
　　远处的&ldquo;白蜡杆&rdquo;都追到了旧瓦房下，他们面对房顶上的洪哥和德子，束手无策。
　　雪花像起舞的精灵一样，飘飘散散地落下来，落在房顶上，落在土墙上，落在迷宫一样的平山村
，落在视线所及的道路上，而视线之外的秦岭山中，雪花也在飘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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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银装素裹，近处玉树琼枝，天地之间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这是一个诗意的中午，远古的李清照每逢这样的天气，常常会走到济南城外寻觅诗句；而那个更远古
的书呆子贾岛，一到雪天就骑着毛驴在长安郊区推敲不止。
然而，这样一个诗意盎然的雪天，洪哥和德子却被困在了屋顶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念天地之悠
悠，独怆然而头低下。
　　两个&ldquo;白蜡杆&rdquo;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抬来了一架梯子，众多的&ldquo;白蜡杆&rdquo;簇拥
着这架梯子，像一群蚂蚁抬着豆芽菜一样浩浩荡荡地奔赴旧瓦房。
德子从瓦房上揭起一片瓦片，掷出去，瓦片带着凌厉的啸声，从&ldquo;白蜡杆&rdquo;们的头顶上呼
啸而过。
&ldquo;白蜡杆&rdquo;们全都低下头来，惊魂未定。
他们刚刚庆幸躲过了德子的瓦片，洪哥的瓦片又接踵而至，一个抬着梯子的&ldquo;白蜡杆&rdquo;额
头上鲜血四溅。
鲜血落在雪地，像一朵朵玫瑰花悄然绽放，雪白血红，鲜艳夺目，煞是好看。
　　洪哥和德子的瓦片像冰雹一样落了下来，落在梯子的周围。
&ldquo;白蜡杆&rdquo;们只得放下梯子，对着旧瓦房叫骂，敢怒不敢爬。
他们面对居高临下雷霆万钧的瓦片，不知道该怎么办。
　　&ldquo;白蜡杆&rdquo;们纷纷攘攘地后退了，躲得远远的，躲到瓦片掷不到的地方。
洪哥和德子也停止了投掷，旧瓦房的四周一片宁静。
雪停了，太阳从云层里露出来。
红彤彤的阳光照着白雪皑皑的原野，让一望无际的原野闪烁着红白相间的光芒，光芒万丈，像那个年
代墙头上的宣传画一样。
洪哥站在瓦房上极目远眺，看到天地相接处，在无限的银白世界里，有几个蚂蚁一样的黑影在蠕动。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ldquo;白蜡杆&rdquo;们拿来了弹弓。
弹弓在北方农村很普遍，孩子们几乎人手一个，用铁丝弯成Y字形；也有用小树杈做的，在上面的两
个顶端绑上皮筋，一副弹弓就做成了。
孩子们手持弹弓走在上学路上，一路上鸟飞狗跳公鸡叫。
弹弓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还有没有？
　　&ldquo;白蜡杆&rdquo;们躲在窗户后，躲在大树后，躲在瓦片投掷不到的地方，他们向着旧瓦房
拉紧弹弓，德子大叫一声，额头上也绽放了一朵艳丽之花。
洪哥一扭头，一颗石子就像子弹一样擦着耳根飞过。
　　&ldquo;快爬到后面。
&rdquo;洪哥说。
北方的瓦房房顶都是人字形结构，人字形的两边都比较平缓，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暖。
洪哥和德子爬在了人字形房顶的另一边，躲避弹弓。
可是，他们刚刚在屋脊上露出头来，石子就呼啸而至。
趁着他们躲避石子的机会，蚂蚁们又抬起梯子，靠近瓦房。
　　形势万分危急。
　　身后突然传来了压抑的喊声，洪哥回头望去，看到瓦房下的院子里站着一个人，向他们招手。
他喊：&ldquo;快下来，我带你们出去。
&rdquo;　　洪哥和德子对望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然而，现在四面都是&ldquo;白蜡杆&rdquo;，想要出去，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而且，&ldquo;白蜡
杆&rdquo;们马上就要攻上旧瓦房了。
　　洪哥从房顶上跳下去，德子也攀着屋檐溜了下来。
那个向他们招手的人身体消瘦，两颊塌陷，他说：&ldquo;我认识你，你是洪哥。
&rdquo;　　&ldquo;你是谁？
&rdquo;洪哥问。
　　&ldquo;我是升子，入赘在平山村。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暗访十年.第5季>>

&rdquo;那个人说。
　　升子带着他们来到后院，后院有一口红薯窖。
那时候红薯是北方农民的主食，小麦产量低，一亩地最多四五百斤，而红薯的产量可以高达四五千斤
，所以，吃不饱肚子的农民就广种红薯，用红薯粉制作各种各样的吃食，红薯馍，红薯饸饹，红薯粉
条。
漫长的冬季里，红薯是农民们唯一的食粮。
然而，红薯又不耐寒冷，寒冷会让红薯生疮长疤，无法食用，所以家家都挖有几十米深的地窖，用来
储藏红薯，这就是红薯窖。
温暖的红薯窖也是各种昆虫动物的避难所。
小时候，我每天早晨坐在粪笼里，被母亲放进红薯窖里，捡拾红薯作为当天的食粮，擦亮火柴，就能
看到老鼠惊慌逃窜，蟋蟀蹦蹦跳跳，有时候还能见到蜿蜒爬过的蛇&hellip;&hellip;　　升子揭开蒙在红
薯窖口的稻草，率先进去了，踩着两边的脚窝，一步步走下去；洪哥第二，德子第三。
德子刚刚钻进红薯窖，就听到了&ldquo;白蜡杆&rdquo;们爬上瓦房顶大呼小叫踩碎瓦片的声音。
升子下了十几米后，突然在洪哥的脚下消失了，他摁亮手电筒，洪哥才看到红薯窖的旁边还有一条横
向的地道。
　　洪哥和德子也钻进了地道。
升子说：&ldquo;这个红薯窖用了几百年了，就是用来防土匪的。
听老人说，那时节闹土匪的时候，全家人就从这里跑到了村外。
&rdquo;　　三人在地道里走了几十米，地道渐渐变宽，架子车都可以通行，洞顶上还被水泥涂抹，洞
壁上画着宣传画和标语，什么打倒美帝国主义，什么备战备荒为人民，什么我们一定要解放台
湾&hellip;&hellip;三人并排走在一起，升子说，这个地道原来很狭窄，后来被不断加宽。
&ldquo;文革&rdquo;的时候，深挖洞，广积粮，地道得到加固，随时准备和苏联打仗，也防备美国的
原子弹。
苏联没有打进来，美国也没有撂原子弹，地道就一直闲置了这么些年。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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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幺傻通过暗访经历写出的这本书，目的是让人们了解真相。
对于他书中写到的真相，颠覆了人们对这些灰色群体的一般了解，也超过了一般小说中的描写。
对此，李幺傻说：&ldquo;现在的作家如果要写出好作品，一定要扎根生活。
&rdquo;　　&mdash;&mdash;《生活新报》　　有媒体同行评价说，读《暗访十年，无数次死里逃生
》，就像看一部真实版的记者遇险记。
猎奇者看故事，文学者看语言，社会学者看问题和矛盾，可谓各取所需。
　　&mdash;&mdash;《新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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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mdash;南方报业集团资深记者，十年历险，卧底各种黑暗利益集团，
为底层民生利益呐喊的同时，也谱写了从蹬三轮到总编助理的励志传奇。
　　★本书为《暗访十年》系列图书的最后一本大结局。
延续前四部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故事特点，讲述了主人公李幺傻在黑社会打工，揭秘黑社会的发家
史和成长史，最后协助警方捣毁黑社会团伙的传奇经历，　　★本书部分内容在天涯社区发表，点击
量目前已达12000多万，近来获天涯超人气牛帖颁奖台的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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