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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父母都是曾供职于前线野战部队的军人，我从呱呱坠地就随他们四处奔波，在居无定所飘浮游荡
中长大，可以说走遍了祖国的五湖四海大江南北。
对于我，家的概念几乎就是从战士们大通铺里挤出的一条狭缝，只有在紧急集合人去屋空后我才尽享
舒展与放松。
军号声中醒来军号声中睡去又在军号声中进食，只差没有在军号声中拉屎撒尿。
映入眼帘都是喷着白色部队番号与编号的草绿色物件，透着整齐威武与神圣。
从头到脚被摘掉领章帽徽的衣裤鞋帽包裹着，口音南腔北调，行为一惊一乍。
从母亲与保姆的怀抱中恋恋不舍挣扎着走出，换过无数所幼儿园，记不清念过多少所小学，三年级大
概重复了两次停滞不前，四年级又坐火箭般直接升了初中，直到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时父母离休还乡我
们家才终于获得了相对的稳定。
这一路走来，曾经历了许多稀奇古陉妙趣横生的事情，这些往事在我脑海里萦绕已久，只是怕没能力
写出来，或是写出来就失去那种感觉没有了味道，一直就无从下手。
长久以来，想写一部书的愿望却从未减退过，书的内容结构与形式一直在我脑子里酝酿着，构思中苦
于不知如何将漫长岁月里的零散片段连贯起来，将现实中众多人物身上的冲突集中于小说中谁人身上
最为合适，谁最有资格充当贯穿始终的主角，哪些角色又是过场人物。
其实，记得不止一个作家说过：“每个人脑子里都曾经精彩。
”那么，情节与结构的编排，该依据什么原则呢？
透过精彩的故事，我们将关怀什么呢？
小说背后想揭示的是人性的哪个方面呢？
    从儿时起，我就酷爱画画，从临摹小人书到自由自在地涂鸦，画画不但让我打发了许多无聊的时光
，更让我在想象的世界中四处翱翔，自打萌发了写这部书的念头，我的大脑就开始了无穷无尽的回忆
，渐渐地，记忆越来越清晰，我觉得只有小说才能展现丰富的内容，才能呈现人物的特有状态以及相
对准确地营造时代的氛围，虽然还是惧怕自己没有能力，但俨然在忐忑中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我试图
将个人记忆投射于自己成长的那段时期，试图重新检视回顾那个时代的氛围，随着写作的进行，记忆
失缺的部分也被唤醒，记忆越来越清晰，此时可以说是写作唤醒了我的记忆。
记忆在大脑里呈现的速度不断地加快，它迫使我不能停下来，仿佛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正娓娓道来，
我犹如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因此，我不能停，更不敢停，生I怕再次失意。
当然，这种记忆在小说里面被为所欲为偷梁换柱，虽根据结构号隋节有所杜撰，但却是客观的。
其实，小说开头时我也并不知道结尾，我沉浸在自我营造的氛围中，我被人物的命运所吸引，我牵挂
着他们，关注着他们，那个阶段，我似乎又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
当这部长篇到了结尾的时候，我突然又萌发了要记录当下的念头，强烈的愿望使我难以自拔。
于是，就产生了另一篇，这就是这两部长篇的由来。
    两部长篇，一部回忆过去，一部记录当代，走过了一个从相对有序到混乱无序的过程，话可能说得
大了些，但是，小说至少表达了我个人身处这个时代历史建构的一些感悟，儿时，中国处在一个特定
的时期，那种独特的社会背景给所有人提供了特有的状态，那个状态不是好，也不是不好，就是那个
样子，就像现在也有一个社会背景，同样给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生存状态，所以，作为人的精神性，才
应该是一个真正永恒的主题。
    无论何时，人们都生活在日常里，虽然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谈到人与人的关系
，无论成人与成人，成人与孩子，孩子与孩子之间，按哲学家的总结，一般都会是孤独和社会交往两
种状态，它包括婚姻、家庭、友谊、邻里及更广泛的社会人际关系，在这些关系中都存在着爱与恨，
悲与喜，生与死，迷茫和孤独等。
我们不禁要问，人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是否存在那种理想主义的爱？
悲与喜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人的生死是宿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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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和孤独是否与智慧有关？
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只是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事件来供我们选择性地书写，换句话说，就是它提供了
具体的故事，任何时代都会有精彩的故事，现实所产生的形形色色内容丰富之故事在千千万万人的脑
海里都会留下烙印。
所以，故事本身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透过故事，你关怀的是什么，你想揭示的是人性的哪个方面。
我的写作试图关注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散失，这种散失到今天其实是愈演愈烈。
因此，我想用事件本身来展现这个现象。
    有哲学家说，在空间上有人把场景划分为自然和人工两类，自然是灵魂的来源和归宿，人造的屋宇
是灵魂在尘世间的家园。
在一个关注灵魂的人眼里，人和场景应该有一种亲密的关系。
比如公园，它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自然和人造的结合，又比如城市，天空中的风景和下面的房子，总
之，有无数的自然与人工结合的场景，有些甚至在地底下。
我很认同这种说法，这些场景的存在其实很荒诞，荒诞的同时，它又在对所发生的一切做出见证，因
此小说中的场景在我叙述的结构中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透过场景去观看去思考。
今天，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挺进之时，随着老街老巷的消失，我们真的该忘掉过去
的一切吗？
我们是否有能力将一切都统统抛到脑后，轻装上阵？
对大部分人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随着曾唤醒我们记忆的参照系不断消失模糊，我们还是否有能力分辨哪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城市的旧貌可以被摧毁得面目全非，但脑海里的记忆却必须回复记录。
当然，这些记忆的回复的确没有什么实用性，更不可能帮助我们去清算历史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但对
于个人的精神体验无疑是重要的。
面对今天，我们偶尔也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诸如“大城昆明，谁的城市？
”、“面对日益扩展的城市，下岗工人一脸茫然。
”等，可惜，这些声音犹如一两个孤独可怜，即将死亡的蚊子在蚊帐外面轻声低吟，没有人会去关注
它。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小说的形态也会不一样，故事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但不变的是人们依然要
面临诸多关系到灵魂深处的精神问题。
两部长篇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死亡，当你亲眼看到有人在你面前死去，特别是自己的亲人，你会感到
巨大的悲伤和无奈。
毫无疑问，面对病魔，你无法选择战胜还是妥协，只能听天由命，即使战胜了，对于漫长岁月来说，
还是短暂的，死亡最终还要降临，死亡是令人恐惧的，但是死亡其实就在前面等着我们，谁也逃脱不
掉。
从这个意义上讲，死亡也是生活的一个组成。
同时，死亡对人类又充满神秘，人们会感到好奇，没有活着的人会知道死亡到底是什么滋味。
还有，死亡的过程也是形形色色的，有时是出人意料的，有时又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刺激性。
但我在小说里，并没有对死亡本身做过多的描写，死亡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
我通过故事的展开，用事件本身来述说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讲述人在一种无奈状态下与死神相遇的事
实。
    第二个长篇的写作与第一部如出一辙，同样是冥冥之中仿佛有人在给我款款道来，就像电影一样呈
现在我面前，无论是杜撰的还是记忆的，都十分清晰，有关于政治的、文化的，也有两性的、同侪间
的，人物在各种压抑、痛苦、欲望间挣扎，有试图突破出来的，也有平静忍受的，更有无奈宿命的，
但这些情节我并不十分刻意地去描写，有的还掺进了些近乎抽象的意味，随着情节的展开，模棱两可
顺水推舟地用一下，试图让其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也可以认为没有。
其实最重要的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他们的命运，这个里面表达了人，在不自觉与无可奈何中让事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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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特有的荒诞形式呈现出来。
    有作家曾说：“回忆过去，用现在的知识体系来讲述过去的故事，按小说的理论来讲，就是虚构，
我们如果能感到虚构的真实，实际就是生活的真实。
”毕加索说：“艺术是虚构的，但是凭这一虚构得以认识真实，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我们已体会的真
实。
”因此，小说的背后，就是试图表达一种观念，从人与人之关系引向有关对生命的思考，现实中，每
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分一秒亲身经历着，之所以选择小说这种形式，其优势就在于我可以像绘
画一样很主观地去反映客观，比如，压缩时段，有意将众多冲突集中于某人身上，让矛盾达到意想不
到的巅峰。
还可以制造事端来扼杀人的生命，生病、罪恶、车祸、地震、非典、霍乱、吸毒、强奸、器官移植等
等，可以让其死，也可以让其继续活下去，人的生命面临死神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抹掉一两个人，
也可以一下抹掉千千万万的人，甚至更多，就像抹掉嘴上的油，更像抹掉画布上的一块图案。
当然，受字数的限制，令我们不能无限地描写下去，因此，就死人这个事而言，仅仅只是小说的一个
结果而已。
就像一幅画，你看到的只是最终完成的效果。
而绘画的过程你不一定能看到，但是，过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作家自己来说，创作过程中
的精神体验尤为重要，试图将强烈的情感灌注到广泛的事件中去。
前面说过，我在写作中尽情地体验人物的命运，我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氛围里不能自拔，有时甚至是寝
食难安。
小说可以根据需要对人物作不同的处理，小说可以结束，也可以再开始。
谁是主角，谁是配角都无所谓；谁成功，谁失败，都不必太在意。
为配合情节而安插的山水风景也似乎并不美丽，那些或平静或悠长或猛烈的江河湖水、溪流潭水，那
些高人云端连绵不断悠远深长的山峦，那些狂风怒号寸草不生的沙漠，那些同样高耸的冷酷的钢筋水
泥，不时会带来郁郁相伴的寒冷，甚至是绝望与恐惧，同时又充满刺激。
城中的高楼大厦，上下滚动的电梯，拥挤的人群，堵塞的车流，日益形成的城市峡谷，真是令人无处
藏身。
那些靠现代科技手段站在雪山之巅抖草旗帜接受曝光的成功者们，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征服自然或是战
胜自我了吗？
新世纪各类人才充斥在人们周围，经济背景下，专家学者比比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与媒体无时无
刻不在指导着我们的生活，大学里各类高级职称者多如牛毛。
生活中人们高谈阔论，无所不能。
失意时悲观，得意时忘形，当夜晚来临时，内心在虚幻的各种场景中会产生强烈的谦卑，真不知何为
现实何为梦，只感觉在那五彩斑斓中渐渐失去自信。
网络游戏高手酣睡于白日，夜间生活在虚拟的斗智斗勇中，职业高手真刀真枪搏杀于青天白日，夜间
却试图在他们的梦中寻找安慰。
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义的光芒何时普照大地？
    谁有资格来界定你的社会角色，你是成功者笑迎鲜花与掌声，还是失败者遭人唾弃，是金钱，还是
权力，还是所谓的成就和影响力。
殊不知，成功也是一笔糊涂账，无论你被光环萦绕，还是碌碌无为，现实中，我们的生活将永不停息
地继续着，生活的难题不会因为你是什么人就对你网开一面，该来照样会来，谁也跑不掉，死亡更是
如此。
大千世界变化莫测，不变的是我们仍然对未来充满了未知，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这也许就是我迷恋
沉浸在创作之中或更眷恋平凡的日常生活之原因所在吧。
    当我听到人们谈论有假鸡蛋惊现的时候，不觉开动我那不甚聪明的、具有理科素质的大脑，穷尽我
的想象，脑袋想疼了也想不出制造假蛋的工艺流程，只觉得其一定非常复杂，也许还有造假鸡者，假
鸡自然就可以下假蛋，也许他们的成本比真鸡下真蛋还要高许多，但在着迷于造假的人们眼里，这又
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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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未来还会有什么离谱稀奇的事情层出不穷，面对这个濒临崩溃的现状，想象不了未来，只好又回
忆过去，我翻开了发黄的影集，同样发黄的老照片映入我的眼帘，父亲梳着精致的分头，穿着整洁合
身的中山装，或庄重威武挂着军衔的军装，他的双眼、鼻子、嘴唇，充满了自信与兴奋，这应该是摄
于上世纪50年代初，刚刚从战火中走来的他，流露出了真心的安逸与满足。
    我合上影集，挂着两行淡淡的泪水来到阳台上，有序无序的高楼铺天盖地拥过来，挤到眼前似乎瞬
间就轰然倒塌了，灰飞烟灭，随即，楼群又潮水般再度涌来，纵横捭阖，阳光穿过错落的缝隙无情地
刺痛着我带泪的眼皮，扩张的城市正挤压着我的眼球，蔓延的人群或惊弓之鸟或漏网之鱼般龟缩在花
红柳绿的伪装后面，要么哭泣要么狂笑，高楼的碎片在团团氤氲中正裹着人群由真实演变成虚幻，又
从虚幻蜕变为渺小，犹如乱草丛一般正在远去，从湿润的眼眶中渐渐模糊，渐渐消失，连地平线也跳
动含混起来。
我又独自走在黑夜崎岖的山路上，电光下呈现出流动的蚂蚁，不知它们从何而来，向何处而去。
电光也仿佛随之流动。
充满牛马粪便的空间飘荡干草清香的山间土坡瞬间就被无情的混凝土浇灌成盘山而上的有序阶梯。
穿梭在城市马路间，嘈杂喧嚣一路伴随，是谁制造了无序的嘈杂声和杂乱的街道？
深夜关闭电视爬上床，在虚无中睡去，睡梦中醒来，窗外传来一片片机器的轰鸣，是谁把我抛回人间
？
我的家在哪里？
是在那云层深处？
大山脚下？
还是在城市的某个角落？
当我近距离触摸真实，感觉不到流动的光影和空气。
但我远离城市，远离人群，登高远望，看到了一片神秘而深邃的安静，看到了一片零乱而无序的安静
，有时甚至如躯壳般死寂。
尽管我知道里面活跃着无数的生命，我却似乎更需要这种安静，我飞不起来。
    当今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异常挑拨的时代，好莱坞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百花奖、金鸡奖得主们
在众目睽睽下踩上红地毯，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也轰轰烈烈兴高采烈地踩上去了，天空中礼花四射，
仿佛盛开的鲜花瞬间就凋零了，像是要强迫我们的印象，盛开与凋谢快速交替着，五颜六色令人眼花
缭乱，应接不暇。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更没有开不败的花朵。
四周不断充斥诱惑、刺激、疯狂的同时，更多的是无聊、空虚与无奈，越来越多的事情令人们不知所
措，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也许是年龄一天天增大，或是什么原因，躁动不安的心情渐渐平息下来，多
少事，再也不能刺激我，再也难令我兴奋，只有那么一点点，就像被蚊子咬了一样，有那么一点痒痒
，感觉到了就挠两下，再痒，就再挠，如果有幸连续不断地多挠几下，那就算是很激动了。
那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有时甚至是见不得人的一点点，还保留着我的温度悄悄地存活在体内，还能不
时提醒我感觉到痒痒，挠痒痒挠出了这两部长篇，这应该是令我欣慰的。
    马德理2011年8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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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德理小说集(共2册)》由马德理所著，《马德理小说集(共2册)》书共分为两册，包括《人质》、
《杀父》。

《人质》的内容：陈沉手里摸到两颗炸弹，肖建文更狠，居然攥着三颗，后者是尾家，嘴巴鼻子同时
往外喷着烟雾，腔调怪异地哼哼：“不客气啊，闷抓啦。
”一把抓了三张底牌。
钱末无奈地瞟瞟自己的一把牌，又烂又臭，真是惨不忍睹，最大就一对姑娘，不要说炸弹了，就是有
，他也不敢投，投了，无疑是把自己这穷鬼贱卖了还帮着地主数钱。
这盘是肖建文得着地主做，他也不正眼瞧钱末更不问其要不要，知道他就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破长工命
，与陈沉噼噼啪啪瞬间打完了手中的牌⋯⋯
《杀父》的内容：昏暗的硬座车厢里坐满了妇女和孩子。
过道上不时有人在穿行，有背枪的，有扛东西的，他们的身躯随自己的重心在摇摆不定的车厢中曲里
拐弯地晃动。
车厢两头的喇叭轮轴转似的播放八个样板戏，《沙家浜》里的郭剑光高亢的唱腔回荡：“夜照征途风
送爽，穿过了，山和水，沉睡的村庄⋯⋯啊。
”哗的一声，我和几个孩子兴奋地拉开了车窗，无比响亮的金属撞击声似有节奏的摇滚打击乐器掩埋
了车内的嘈杂，刺骨的寒风夹杂着煤灰顿时扑面而来，伴随着一股强烈的潮湿和刺激的呛鼻气息。
车头和车尾的两个蒸汽机头扯开嗓子交替吼叫，尖亮的声音愤怒地划破夜空，列车爬出山洞，向坡下
冲去，留下悠悠白雾在灰蓝色静谧深邃的群山间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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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德理
山西省沁源县人，1963年4月生于云南大理；1986年大学本科毕业；1990-1992年生活学习于北京；1992
年至今生活工作于昆明。

长期进行绘画创作，多件作品被画廊及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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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陈沉手里摸到两颗炸弹，肖建文更狠，居然攥着三颗，后者是尾家，嘴巴鼻子同时往外喷着烟雾，腔
调怪异地哼哼：“不客气啊，闷抓啦。
”一把抓了三张底牌。
钱末无奈地瞟瞟自己的一把牌，又烂又臭，真是惨不忍睹，最大就一对姑娘，不要说炸弹了，就是有
，他也不敢投，投了，无疑是把自己这穷鬼贱卖了还帮着地主数钱。
这盘是肖建文得着地主做，他也不正眼瞧钱末更不问其要不要，知道他就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破长工命
，与陈沉噼噼啪啪瞬间打完了手中的牌。
钱末只勉强献出了那对孤独可怜的姑娘，动作慢点险些就没插进去，本来指望陈沉这个真地主能压住
肖建文这个冒牌货，可惜，陈沉不仅一路溃不成军垮下来，两颗炸弹也成了肖建文的盘中美味。
钱末急啦，把手边的最后几百元往茶几中间一滑，喃喃地说：
“真他妈的欺人太甚，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大石头你妈的，老子竭尽全力帮你，你倒炸个痛快，你不
会是成心害我吧？
” 陈沉冷笑一声：
“上把你和大扫把联手，老子连屁都没放一个，你手臭抓不着东西，你瞎怪谁？
别倒打一耙，想‘大洞洞’了就好好努力，别逼歪怪马桶。
”
肖建文揉揉肿胀的眼泡，将一把皱巴巴的百元钞票理理顺说： “大艺术家，五炸带闷抓要付多少钱算
不清吗？
” 钱末没好气地嘟囔。

“就这么多，八百封顶，没有啦，一分都没有啦。
” 陈沉打着哈欠骂： “你狗日，不是才赚着美金嘛，都花哪里去了？
” 肖建文露出满脸的蔑视：
“□毛的美金，他是想来苦点路费去缅甸打‘大洞洞’的。
” 陈沉一脸淫笑道：
“大姑娘，你的画到底卖没卖，到底有没有美金，不就是钱嘛，你又不在乎，何必搞得神秘兮兮的。
只要你承认赚到美金，大扫把马上派云池水管局的兰德酷路泽陆地巡洋舰送你去缅甸与大洞洞欢颜。
”
钱末懒得搭理他俩，愤愤地紧闭双眼，假装睡着了。

夜风把窗帘撩起了缝隙，天边已露出了浅浅的灰紫色，紫色中夹杂着少许的黄绿，四周的楼群却依然
漆黑一片，灰黑的轮廓鬼影般地隐约可见。

陈沉踢了踢肖建文的屁股说： “天快亮啦，一会儿还要上班吧，你睡里面的大床，我睡沙发。
”
钱末眯眼站起来要走，陈沉身子顺势滑到沙发里，晃着脑袋朝茶几上的一堆钱努努嘴，喃喃地说： “
自己拿一张打车回去吧。
”
钱末斜眼瞅瞅沙发里已睡得死猪般的肖建文，很不情愿地用手指捻起一张百元钞票，顺手按下台灯的
开关，无奈地自叹：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该给大局长叫两个小姐伺候着才是啊。
” 两个同伴交替的鼾声回荡在一片漆黑中。

南云市坐落在祖国的西南高原，依山傍水，绿树成荫。
以四季如春，气候宜人著称。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德理小说集-共2册>>

斗地主的三个人都是上世纪60年代初诞生在这座城市，他们在此生，在此长，可谓是一起玩儿大的发
小，到了十七八岁，上学、当兵、工作，各奔东西，风风雨雨多少日子过去了，山是山，水是水，随
着城市的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如今，三个人又陆陆续续集聚到了这个地域扩展了十倍高楼林立人声鼎
沸早失去昔日自然静谧空气清新的地方。
光阴似箭，眼看着马上都是五十的人了。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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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世纪70年代初，我的童年时代。
一天，父亲吊着满脸的庄严肃穆与母亲交头接耳，母亲脸上乌云密布，父亲无可奈何异常沉重的样子
，隐约中我听到了“换防”两个字。
几天后，母亲在无限惆怅中带着我及简单的行李随父亲爬上了一列军用专列，黄昏中我们上路了。
几天后，挂着几十节车厢的火车鸣着汽笛钻进了秦岭山脉。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头顶上闪闪的红星和领上的两面红旗时常给我带来莫名的优越感，我随时
怀揣领章帽徽并在光线充足的地方拿出来晃悠，想象自己就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的化身，
心中冲动着无比的光荣与自豪。
他们此时正随服役的部队全体转移到新的战线上去。
绿色帆布包裹的军用物资像一座座小山排列在前面的平板货车上，后面一长串黑乎乎的闷罐车厢里挤
满了干部战士，绿色的餐车和两节硬座车厢被挤压在中部，显得极不协调。
随着汽笛的“呜呜”呜叫，列车在前后两个机头“哧哧哧”吐出的烟雾中，速度渐渐慢了下来，恍若
一条孤独的长蛇，缓缓地爬进阴森森的洞中，寂静的夜空中回荡着车轮与铁轨间的摩擦撞击声，进洞
和出洞声单调地交替着，仿佛在低沉地吟唱。
    列车在层峦叠嶂的群山间穿梭，鸟瞰渐渐远去的铁轨和隧道，犹如一个虚假的沙盘，时隐时现的铁
轨在深灰色的天空下显得异常冰冷，流动的车厢随着起伏的山峦投下跳动的鬼影。
那转瞬即逝的云彩和月光投下令人难以琢磨的苍白。
    昏暗的硬座车厢里坐满了妇女和孩子。
过道上不时有人在穿行，有背枪的，有扛东西的，他们的身躯随自己的重心在摇摆不定的车厢中曲里
拐弯地晃动。
车厢两头的喇叭轮轴转似的播放八个样板戏，《沙家浜》里的郭剑光高亢的唱腔回荡：“夜照征途风
送爽，穿过了，山和水，沉睡的村庄⋯⋯啊。
”哗的一声，我和几个孩子兴奋地拉开了车窗，无比响亮的金属撞击声似有节奏的摇滚打击乐器掩埋
了车内的嘈杂，刺骨的寒风夹杂着煤灰顿时扑面而来，伴随着一股强烈的潮湿和刺激的呛鼻气息。
车头和车尾的两个蒸汽机头扯开嗓子交替吼叫，尖亮的声音愤怒地划破夜空，列车爬出山洞，向坡下
冲去，留下悠悠白雾在灰蓝色静谧深邃的群山间飘荡。
    我们一帮顽皮的小伙伴们对着窗外的盘山路指指点点，一惊一乍地乱叫。
    妇女们不耐烦了，她们躁动起来，几天来，她们在车上睡、车上吃、车上拉。
头发散乱，衣裳邋遢，污垢满盈，油腻的脸上沾满了煤灰。
经过几天的车厢生活，一个个都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有人喊：“关窗子，关窗子。
我的鼻子里堵满黑灰了。
”    有人骂：“这鬼火车，水也没有，停车也不开车门，老娘他妈的几天都没洗脸啦！
”    有人焦急：“太烦啦，真是太遥远了，要坐到猴年马月才能到啊！
”    有人安慰：“不要烦躁嘛，马上就到了，注意休息，下车还要搬行李呐。
”    有人更焦急：“烦死我啦，忍无可忍了，你们天天都在骗人，昨天不是也说马上到吗？
谁相信你们的鬼话。
”    有人又安慰：“你真的不用烦啦，这次是真的，确实要到了。
”    蓬头垢面的家属们东倒西歪布满了车厢，空气里弥漫着南腔北调的抱怨，窗子一关，四周立即充
斥着一股股难闻的酸腐味。
车窗像黑沉沉的大窟窿一个个排列着，深不可测。
夜空中不时回荡着车厢间相互撞击的“咣当”声，人们拖着疲倦不堪的身体随着响声阵阵耸动。
    这辆满载着军人和家属的军用专列，正在奔向祖国的大西北，这支部队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
某部，刚刚参加完成修建成昆铁路的艰苦战斗，并以牺牲了许多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打破了成昆铁路
不可建的谬论，创造了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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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举国上下还沉浸在铁路通车的巨大喜悦中时，部队又将创造更新更大更惊人的奇迹，立即奔扑到青
藏铁路建设的艰巨任务中去。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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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杀父/马德理小说集》由马德理所著，作者试图将个人记忆投射于自己成长的那段时期，试圈重新检
视回顾那个时代的氛翻，随着写作的进行，记忆失缺的部分也被唤醒，记忆越来越清晰，此时可以说
是写作唤醒了我的记忆，记忆在大脑里呈现的速度不断地加快，它迫使我不能停下来，仿佛冥冥之中
有一个声音正娓娓道来，我犹如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因此，作者不能停，更不敢停，生怕再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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