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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想，汪铭还是放弃了换套衣服的想
法，他知道自己有多懒惰，与其整天看着换下
来的衣服无精打采地躺在那个印着牡丹花的
脸盆中，不如将它套在身上，至少这还证明着
他的坚持，至少这还证明着汪铭从来的模样，
老爸，你说是也不是呢？

现在，汪铭想到了立刻要做的一
件事情。他走近亭子间的五斗橱边，
拉开橱门，又抽出最上面的一个抽
屉，随后将抽屉中的一叠人民币取了
出来。汪铭将这叠人民币放在那张方
桌上，又将两个裤袋掏了个干干净
净，裤袋中所有的票子、角子现在都
摊放在这叠崭新的人民币边上。

五月的上海那格外晴朗的天色，
让亭子间显得相当敞亮。桌上所有的
票子、角子也因此显得格外的清爽，
即使那些皱皱巴巴的纸币也是如此。

汪铭耐心地整理着桌上的钱币，
他将揉皱成一团的纸币一一抚平，又
很用心地将其一张张地叠了起来，一
些纸币似乎还散发着昨日傣妹火锅
中的酸菜鱼气息。做完这些后，汪铭
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经过这番整理和清点，他
知道自己现在究竟还有多少钱：!"#块 $角。
每月 %&日，老爸照例会将 %'##块人民

币交到汪铭手中，让年过 "#的汪铭啃老不
止。通常，是汪铭回到天河里老家拿取，也会
两人说好一个地方，老爸开着他的普桑进行
途中交接。对这 %'##块，老爸有他严格的安
排：&##块让汪铭付每月房租；"#元是每月的
水电费；以每天 "#块计算，!##块是汪铭的
每月伙食费；剩下最后的 %$#块，便是汪铭交
友、购物乃至喝上一杯闷酒的一揽子费用。
%$#块啊，就只有 %$#块，再多一块也没有
了，什么叫作大上海的穷二代？什么叫作没有
腔调的上海小囡，我便是了。汪铭常常不怀愠
怒之意地想。
现在还剩下 !"#块，这个月就明显有问

题了，而且是山穷水尽般的大问题了。那是因
为立刻便要将手中的 &##块交给陈家阿婆，
再由苏州老太转交房子主人温格里，这 &##

块已经很不好意思地拖欠了三天，是再也不
能拖了。
去掉这 &##块，剩下的便只有 %"#块。

今天还只是 &月 &日，距离老爸将又一
个 %'##块交到他手中至少还要等待整十天，
那么，这就意味着，他每天只能用 %"块，一分
一厘也不能多，这便跟一个度日如年的叫花
子基本没什么区别。
叫花子也就叫花子，有过不少日子，汪铭

要来得更为窘迫，甚至更为绝望，这些都难不
倒他，更吓不倒他，问题在于今天头
个约会还非用钱不可，这是他对老爸
"#多年养育之恩的一次回报。
汪铭想到抽屉中还有一笔钱，那

是靠人生的屈辱换来的 %!##块人民
币，但这笔钱说什么也是不能动的，
是预备着为黄因因所用的。向老爸提
前开口也是万万不可能的，已经背负
啃老族这个恶名，已经享受着老爸的
恩重如山，再向老爸开口索取，那便
真的成了黄因因口中的“猪”了。

这样，汪铭便想到了老猿，他打
定主意向老猿开口借钱，%## 块，至
多 %&#块吧，要控制，也必须控制，否
则前债不清、后债又来，他将始终陷
于苦苦挣扎的境地呢。
明亮的天光中，汪铭打开了自己

的山寨手机，随着一阵悦耳的音乐声，他看见
有条短信跳出，时间是昨天凌晨 %点 '"分，
只见上面这么写着：那就改到 !日下午两点

吧!你等在南京西路的恒隆广场门口"我来接

你! 小阿姐

汪铭草草一扫，嘴角泛起一丝微笑，其实是
嘲笑，与小阿姐相约的前因后果一言难尽，随即
便将短信删掉了。接着，汪铭给老猿发了这么条
短信：兄弟"我有急事"要用钱"先借我 "!#块!

今天中午 "$点" 无论如何要将钱送到南京西

路#茂名路口的$一茶一坐%门口"我在楼上谈事

情"需要这笔钱! "!日一定还你! 汪铭

汪铭还刚刚将亭子间门关上，双脚跨下
那吱吱嘎嘎胡乱作响的木楼梯时，便听到山
寨手机的一阵音乐，有短信过来。黑黢黢的楼
梯间，手机屏幕便显得格外明亮，上面有老猿
的回复：头人!我明白了"杀头我也会赶到"不

要说还不还的!这样说!我们就不是兄弟了"

老猿

看到“兄弟”两个字，有一股很温柔的感
情包裹住了汪铭的心，一步步走下木楼梯时，
他感觉到了骄傲，为兄弟们，也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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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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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省委常委会取得了认识上的统一

高大而生性倔强的范明当场感动得热泪
盈眶，嘶哑着嗓音说：“马书记，我代表赵寿山
老将军和三十八军全体官兵，向你和省委致
敬。”说着，满头白发的范明，立正敬礼，感动
了在场所有的人们。

这更使马文瑞心情难以平静。为了
此案，许多人含冤而死，范明将军被无辜
关押了十多年，在牛棚里愁白了头。对于像
“三条黑线”这样的大冤案，光发一纸平反的
文件怎么能行？他觉得应当让全社会都知道
才对。

当晚，马文瑞撰文写道：“‘文化大革命’
中，康生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
理人，沆瀣一气，诬蔑陕西地下党是‘叛徒
党’、‘第二国民党’，把不少在地下斗争中作
过重要贡献的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土
匪头子’，以致关进监牢，横加凌辱，整病、整
死。这个大冤案，现在已经翻了过来……”他
高兴的心情，充溢在字里行间。
陕西地下党，由于杜衡等领导人指导工

作的失误，以致被捕后叛变的情况，就被污蔑
为“假党”，株连了许多同志。马文瑞对此案很
重视，经过深入调查，对陕西地下党，省委作
了这样的评价：“陕西地下党在中国革命的不
同历史时期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陕西地下
党组织是革命的、富有战斗力的，广大党员是
好的和比较好的。”
在马文瑞的过问下，彻底平反了这一冤

案。一次他在省委拨乱反正会议上讲：“一个
党的组织，决不能因为个别领导人犯错误甚
至叛变，就否定这个组织，否定全省的成员。
如果这样，那我们党的历史将如何评价？就拿
陕西地下党组织来讲，毫无疑问是好的。李先
念同志 %()!年率中原解放军突围到商洛、去
延安，都是陕西地下党的同志由商洛一站站
护送到延安的。李先念同志一次见到我说：
‘在陕西地下党的掩护下，我有一种身在解放
区的安全感。’这怎么能说它是个坏组织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点宣传到全省
人民中间。”

%(*(年 %月 '%日，根据马文瑞
的意见，《陕西日报》以《陕西地下党
是好的》为题，用大量的陕西地下党
组织的历史功绩有力地批驳了“文
革”中对它的诬陷。

推倒了“三条黑线”，省内普遍关注的
“七十三号问题”也得到了彻底公正的解
决。七十三号即西安市建国路原省作家协
会大院，从 %(!*年 '月到 %(*&年 )月，省
革委会在这里办了一个“监护管理所”，实
际上是个监狱，凡关进去的，都当敌我矛盾
处理。这里先后关进去 && 人，其中西北局
部长以上，省委书记、省人委副省长以上干
部 "$人，省级副厅长以上、西安市委书记、
市人委副市长以上干部 ") 人，他们分别被
关押了六七年以上。在马文瑞的亲自过问
下，%(*(年 &月 %'日，陕西省委印发了《关
于“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称“这是
一起重大冤案，省委决定，为这一冤案彻底
平反”。

在平反“三案”的过程中，马文瑞发现
农村基层干部中有很多“四清”中造成的冤
假错案。如洛川县在 %(!&年下半年到 %(!!

年上半年的“四清”运动中，处理了生产大队
和生产队干部 %$##多人，占大队、队干部总
数的 &#!以上；%$个公社书记撤换了 %!个；
补划了 '##多户地主、富农成份。从 %(&*年
以来 "#年中搞了 %%次大的政治运动，从县
到生产队四级干部，一共整了一万多人。全省
此类情况不少。对于这样量大面宽的问题要
不要涉及，中央没有明确精神，省委当时的意
见也不够一致。马文瑞就此有自己的认识。他
在一次常委会上讲：“我们共产党人永远都要
本着‘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原则。有错必
纠，这是我们的本分，而明知有错却视而不
见，这就是错上加错了。”
他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省委常委会取得

了认识上的统一。%(*(年 %月 %!日，陕西省
委发出通知，指出这些案件是在运动中大面
积产生的，明显地违背了党的政策，群众和干
部早就不满意，意见很大。通知要求各地应按
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把“社教”以来
错划的地主、富农成份纠正过来，把对干部的
错误处分，一律改正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