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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见瑞典人说起马悦然先

生 ， 是多年前在隆德 。 侦探小说家维

里·约瑟夫松知道我来自中国， 立刻兴

奋地打开了话匣子 ： “我们的瑞典学

院里坐着一位了不起的汉学家 。 记得

他在电台节目提起过 ， 到中国的商店

买烟 ， 中文发音若是不准 ， 店员递来

的也可能是盐呢 。” 我大笑 ， 这个我

懂 ！ 后来 ， 我越来越多地发现 ， 约瑟

夫松的这份骄傲 ， 很多瑞典文化人都

有 ： 我们的瑞典学院里坐着一位了不

起的汉学家。

在瑞典南方过着缓慢日子的我 ，

从未想过 ， 有一天会去麻烦中部斯德

哥尔摩的马悦然先生。

出于喜爱 ， 我将瑞典小说 《格拉

斯医生 》 译成中文 ， 也没觉得一定要

成书 ， 能分享给国内读者就很满足 。

于是 ， 李玉瑶执行主编将译文登载于

《外国文艺》 杂志。 限于杂志容量， 刊

出的自然是节译 。 不久 ， 玉瑶突然来

信 ， 说可以出书 ， 还发下军令状 ： 争

取获得马悦然先生的推荐 。 我只好硬

着头皮把那一期 《外国文艺 》 邮寄到

斯德哥尔摩去。

马悦然先生的回复很快就到了 ：

“我非常高兴给你特别精彩的译文写

序 。” 中间是提出了几个问题的 ： 表

达被动时 ， 不建议用 “被 ” 字 ， 最好

用 “给 ” ； 一种烈酒并非白兰地 ， 等

等 。 信末 ， 马悦然先生再次表扬 ， 强

调自己虽然指出了瑕疵 ， 但都是些小

问题 ， 完全不影响阅读 。 不过译文的

某行某段因节译而有漏 ， 必须把全本

给他 。 我原以为 ， 年事已高的他在决

定是否给我写序时 ， 感受一下质量就

足够了 ， 哪里料到老先生会一字 、 一

标点 、 一行 、 一段落地和瑞典文原文

一一对照着看过去。

虽然 ， 马悦然先生的回信在一开

头已定下基调 ， 给了我一颗大大的定

心丸 ， 但我读着邮件还是十分紧张 ，

更准确地说， 后怕———简直有点后悔。

我真是无知无畏 ： 学了些瑞典语便翻

译一本瑞典经典名著 ； 不谙翻译界规

则 ， 单凭一个圈外人对文本的理解 ；

然后 ， 将处女译作摆在一位前辈名家

如炬的双眼下。

和马悦然先生的邮件联系就这样

短短长长地开始了 。 他提过好几次 ：

“如果下一封邮件不再称我为马教授 ，

我会很开心 。” “假如你再写马教授 ，

那我就只好叫你王女士了。” ———诸如

此类 。 当代瑞典确实是不论男女 、 长

幼 、 尊卑 ， 一律直呼大名 ， 以示平等

和亲切。 然而， 对于一位前辈大学者，

我还是采用了瑞典旧式习惯及中国习

惯 。 我们中国人 ， 哪里有对前辈和教

授直呼其名的呢， 那岂不是不懂礼数！

我变得无所适从 。 后来 ， 在斯德哥尔

摩见到马悦然先生和他的夫人陈文芬

女士时 ， 我竟脱口而出 ： “我其实不

知怎么称呼您才好。” 他俩都笑了， 说

是怎么称呼都行 ， 或者悦然 ， 或者老

马， 或者老爷爷。

马悦然先生时常自称 “我这个老

头儿”， 他胃口很香， 爱吃巧克力等零

食 ； 他 是 《唐 顿 庄 园 》 里 老 奶 奶

Maggie Smith 的粉丝； 他爱看英国足球

联赛 ； 他听得出夜莺的歌声里也是有

方言的 。 按说是一位老人 ， 他咧开嘴

一笑 ， 那笑容却和一个有着婴儿肥的

娃娃神似 。 从这个特别的 “老头儿 ”

的言谈和文字里 ， 我发觉 ， 人生百年

宛如一瞬 ， 从精神上说 ， 不存在青年

人和老年人的差别 ， 而只有这一类人

和那一类人的差别———有些人 ， 二十

岁就衰老了 ， 而有些人 ， 耄耋之年也

和青年时代一样。

我和马悦然先生的联系集中于文

学翻译 。 最让我不安的是 ， 他在九十

高龄还不顾眼疾审阅我的译稿 《海姆素

岛居民》。 再后来， 我便不敢再用长篇

译文惊扰他老人家了， 但那种翻译不放

过一个标点的谨慎 ， 那种仔细感受原

文 ， 再推敲中文的手法 ， 我也尽力模

仿。 点点滴滴地， 他给我寄来翻译理论

文字； 他直言不讳地点评过一些学界翻

译案例， 告诫我引为前车之鉴； 他在我

的译稿上加红色批注。 从文学研究及写

作与翻译的关系， 从辞典选择到译本选

择， 从地名的音译和意译， 到注释的写

法等等， 他给予我宏观和微观的谆谆教

导， 等于给我上了不可多得的翻译课。

我后来又翻译了更多作品， 本来无心于

文学翻译的人， 继续做了 “纺织女工”，

也是因为潜意识里多少觉得， 不可辜负

这样一位恩师的栽培。

然而， 我们的话题也不限于翻译。

马悦然先生曾学习日语， 后来缺少使用

环境， 口语是忘了， 但不妨碍他饶有兴

味地翻阅日文书籍和辞典。 所以， 他喜

欢和曾经留学日本的我谈日语语言和文

学话题， 比如生田春月或俳句。 他也会

在收到美国学者 Scott Minar 教授 “关

于马悦然教授的翻译艺术” 一文后， 兴

之所至， 在某一年的 12 月 23 日也转发

给我 ， 分享 “这一份收到的圣诞好礼

物”。 记忆尤其深刻的， 是有一年夜深

人静时， 叮咚一声， 电子邮箱里接到一

封来自马悦然先生的信件。 原来， 那一

天， 他的夫人陈文芬女士因脸颊上一粒

小囊肿刚刚动了手术。 手术因种种缘故

比预计的拖延了几小时。 术后， 夫人躺

在病房里还未苏醒 ， 他自己按医院规

则， 不得不在黑夜里独自回家———不能

寐， 内心被心疼和焦虑填满。 次日知道

手术结果， 明白了实为虚惊一场。 但等

候结果的过程漫长， 对于马悦然先生来

说， 实在是过于漫长了。

马悦然先生在语言学 、 文学和翻

译上的成就无需我来赘述 。 他谈起中

国和中国文学如数家珍， 谈起他的老友

新朋爱才惜才———这是我作为一个文学

翻译后学的个人印象。 对于一个人的看

法， 因为每一个人和他互动范围的不同，

观察角度便不同， 结论一定会有差异。

然而 ， 所有的人一定都看到了 ， 马悦

然先生对于中国及中国文化有无限的

热爱。

谈起马悦然先生和中国文学， 诺贝

尔文学奖总是为人瞩目的话题。 与 “马

悦然先生对于中文作家得奖所起的作

用 ” 这个或显狭窄和实用的关注点相

比， 我以为， 他对于中国古典和现代文

学的研究、 译介和推广的意义应该更重

大 。 由于瑞典学院保密原则等种种因

素 ， 获奖推动力之多少难以为外人所

知， 更难量化； 不过， 压力或可在一定

程度上成为另类参照指标。 中文作家获

奖后， 马悦然先生还来不及从欣喜中平

静， 便在瑞典和中国媒体及自媒体上遭

遇了 “秀才遇到兵” 式的口水浇灌。 有

道是人言可畏。 那时， 我也曾劝高龄的

马悦然先生 “不必回应”， “可不能动

真气”； 他却轻描淡写： 我不怕那些聒

噪 。 马悦然先生似乎从不知老之已

至———他不怕。 他在九十三岁还翻译出

《庄子》； 三年前骨折， 其后在医院屡进

屡出， 却还在去年的瑞典学院危机中主

持了学院轮值主席的工作。 我不了解他

在学院的主张和个中曲折， 不过， 面对

瑞典媒体， 他始终以我口说我心， 他的

无畏和真实令人感佩。

马悦然先生在九十五岁高龄， 坐在

自家熟悉的椅子上驾鹤而去。 也许这位

南坡居士知道， 不好让神交已久的辛弃

疾等待太久 ， 前去把酒欢谈的时辰已

到。 然而， 这对于学界自是重大损失。

马悦然先生在我们这个时空停留时， 我

们有时几乎习以为常； 他走了， 就是永

远———世上再无马悦然先生， 这一遗憾

的结局无以改写 。 我们哀悼也无济于

事， 只能在此后的日子里， 通过阅读马

悦然先生的文字， 想象他曾如何浓烈地

活过， 想象他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里有

惊有险也妙趣横生的丰富细节。

2019 年 10 月 21 日 马尔默

嵯峨野的旧时月色
杨月英

九月底 ， 京都古书会馆举办古书

市。 中午一下课， 老师就赶去购书， 我

平时喜欢逛旧书店， 所以也跟从老师去

了 。 日本的古书市 ， 常常分发购书目

录， 参展的各家书店将部分商品编了序

号列出， 末页附有一张订单， 收到购书

目录的读者， 如果在目录中有想要购买

的书， 可以将书名和编号填在订单里，

用传真、 电话或者邮件的形式回复给主

办者 。 假如同一本书有重复的订单购

买， 则在书展前一天通过抽签的形式决

定花落谁家。

我没有购书目录， 老师将自己的那

册给了我。 我问老师目录里有没有看中

的书。 老师说没有， “不过， 书市总是

要去的 ， 毕竟购书目录之外有那么多

书， 也许就能淘到自己想要买的。” 说

着 ， 微微一笑 ， 露出带有一点点期待

的、 那种爱书之人独有的表情。

到了京都古书会馆后， 老师和我各

自分头淘书 。 书市共有十六家书店参

展， 书架摆满了整个楼面。 在一堆特价

书里 ， 我看到一本名为 《嵯峨野明月

记》 的书。 现在的住处就在嵯峨野， 我

见到这个书名， 不由心里一动。 嵯峨野

在京都市的西面， 位置比较偏僻， 好处

是离岚山很近。 傍晚吃过饭之后， 我常

常沿着桂川散步到渡月桥边， 吹一会晚

风， 整理一下论文的思路， 再踏着月色

回到住处。

拿起书翻开一看， 才知道是辻邦生

的历史小说， 内容是通过本阿弥光悦、

俵屋宗达、 角仓素庵三人各自的独白，

道出嵯峨本的由来 。 十六世纪末至十

七世纪前期 ， 在日本是庆长 、 元和年

间 ， 京都富商角仓素庵出资刊行木活

字本 ， 为了制作出精美的书籍 ， 又请

书法家本阿弥光悦 ， 以及画家俵屋宗

达共襄此举 。 本阿弥光悦是宽永三笔

之一 ， 俵屋宗达是与尾形光琳并称的

著名画家 ， 《风神雷神图 》 即出自其

手 。 书籍是在云母纹的纸张上 ， 用木

活字的方式印刷而成 。 因为角仓素庵

居住在嵯峨的缘故 ， 这些木活字本被

称作嵯峨本。

半个月前， 整理了一份文献呈请老

师过目 。 其中的 “ 《史记 》 一百三十

卷 ” ， 民国时期的藏书家董康著录为

“日本五山本， 大字， 皮纸”。 老师看过

之后， 指出此处是董康写错了： “五山

版无 《史记》， 当为日本古活字版， 即

所谓的嵯峨本 《史记》。” 我虽然学习文

献学， 但对和刻本版本了解不多， 一直

也在购买相关的书籍， 打算补上这方面

的知识欠缺。 这次看到这本讲嵯峨本由

来的历史小说， 觉得很有趣。 又因为正

好住在嵯峨野， 在版本的兴趣之外， 别

有一种亲切感。

逛了一圈， 又挑中一本 《本草关系

图书目录》。 这本书是将日本国会图书

馆的白井文库和伊藤文库， 以及馆内其

他植物学相关的书籍编纂而成的书目。

我对植物感兴趣， 看到书名就觉得非常

惊喜。 虽然现在电子检索非常方便， 但

对于研究来说， 纸质书目仍是不可或缺

的。 电子检索需要自己输入关键词， 但

自身的学力所限， 能够想到的关键词只

是沧海一粟。 有了纸质书目， 就能按目

索书。 我本来以为这对于学术研究是常

识， 但有时和同辈的朋友聊天， 发现颇

有人没有翻阅纸质书目的习惯。 如今已

经是电子时代， 电子检索固然方便， 但

如果只用电子检索， 很容易遗漏重要文

献。 我有时觉得电子时代的便利之中，

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陷阱， 这就是一个

小小的例证。

白井文库为植物学者白井光太郎

的旧藏 ， 曾在旧书店购得白井光太

郎所著的 《日本博物学年表 》 ， 对于

了解日本的本草学者及相关著作 、 出

版物非常实用 。 伊藤文库是植物学者

伊藤圭介的旧藏 ， 我去年买到过一

本， 上面有伊藤圭介的藏书印 。 那是

一部很有趣的书 ， 值得再写一篇读书

记详述 。

随着买书日渐增多， 越发觉得书与

书之间， 原本都是相互关联的。 比如对

某个主题感兴趣， 于是搜集内容相关的

书籍； 或者对某位作者感兴趣， 在搜集

这位作者的其他著作之外， 又将其友朋

的作品也搜集起来； 又或者买到一本书

之后， 开始寻找不同的版本。 而就算同

一本书的同一个版本， 如果遇上品相更

好、 价格也合适的情况， 也会忍不住买

下来。 就这样， 想买的书像是草木的枝

蔓一样无限生长开来。

我回上海的时候 ， 和父母住在一

起。 父母每次看到我买了书带回家， 总

是叹气着说： 家里快要放不下了， 也该

收手了吧。 实际上， 买书这种事情一旦

开了头， 是不可能有收手的那一天的。

我每次到了书店， 只要看到感兴趣的书

籍， 心里就开始想着要努力写稿赚钱，

达到以文换书的境界。 如果有一天真的

不买书了， 那大概也就失去工作赚钱的

动力了吧。

付过书款以后， 向老师道别， 听老

师说起这次买到了两册长泽规矩也编纂

的书目 。 书目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购

得， 但是缺少随书附赠的小册子， 一直

想要配齐。 这次买到的书目不仅不缺少

附赠的册子， 而且上面还有长泽规矩也

的签名。 我听了也很为老师感到高兴。

又觉得古书市果然是神奇的所在， 像是

探幽寻宝一般， 购书者总能找到自己想

要的书籍， 没有买其他的东西能比买书

更有意思了。

回到住处以后， 翻阅起今天购得的

《嵯峨野明月记》。 本阿弥光悦三人反复

说到在当时的战乱年代， 盛衰无常数，

人命如朝露。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他们最终决定制作完美的书籍， 惟有美

能够永恒。 嵯峨本的制作， 正是在无常

的世事之中， 追寻永恒的那一个支点。

书里的故事情节， 描写房舍被破坏， 人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死去 。 死生亦大

矣， 而对于制作完美书籍的执著， 更在

生与死的宿命之上。

我不知道嵯峨本的制作 ， 历史上

是否确实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 或者这

只是小说家的推测 。 在这本书的独白

里 ， 有很打动我的情节 ， 那种对于永

恒之美的追求 ， 读到的时候觉得非常

惆怅。

过了十月份 ， 天气开始转凉 。 这

几天晚上散步的时候 ， 明显感受到秋

意越来越浓 。 晚风吹在身上的时候 ，

抬头望见天上的半轮秋月 ， 觉得天地

旷远 ， 而月亮好像是用泛黄的古纸剪

裁而成的一样。

自言自语的老罗
张 蛰

我第一次知道海德格尔是在高一

老罗的历史课上 ， 今天没什么希奇 ，

但那是在一九八二年秋天 。 那节历史

课有点尴尬， 之前我们投诉了他 ， 被

投诉的他在课堂上突然抬起头来讲起

了海德格尔。 老罗讲了海德格尔的什

么已经不记得了 ， 但我记住了这个哲

学家的名字。

我们称老罗为老罗 ， 他其实是个

小杆子， 刚从一所很有名的师范学院

毕业出来。 他这样的毕业生 ， 本不应

该到我们这样的乡村中学来的 ， 不知

道为何居然分了来 。 老罗的性格有点

内向， 给我们上课也不让班长喊起立，

只是向我们点点头就开讲 。 开讲后我

们就不存在了， 或者开不开讲我们都

不存在， 因为他只管对着备课本说话，

说的什么也只有第一排讲桌前的那几

个人能听清。 一节课他偶尔也会抬头

扫我们一眼， 但大多数时间里他的眼

睛只在课本和讲义上移来移去 ， 有时

候看着课本愁眉不展 ， 干脆不说话 。

下课铃一响， 不论他嘴里的那句话有

没有说完， 他都会说： “好了同学们，

就到这里。” 老罗宣布下课的声音比上

课的声音要高， 但大约也只有前几排

的人能听到。 宣布完下课 ， 他会仔细

地收拾课本、 讲义 ， 在反复检查没落

下什么东西后走掉 。 离开教室 ， 他还

是如前来上课的时候一样 ， 淡淡的 ，

是一种忧郁又轻松的孤独 。 如果接下

来没课， 他会低头走向我们教室后一

排房子的那间政史地办公室 ， 有课的

话， 他就径直走到下一个班级门口站

在走廊上等。 不和任何人说话 ， 有时

看看天 ， 有时就摆弄自己的手指头 ，

他的手和他的脸一样 ， 给人一种隐约

的伤感。

我们极度失望 ， 觉得历史课索然

寡味， 还不如初中时在社会发展简史

课堂上听老师给我们说人类与大猩猩

的区别。 老师说人类与大猩猩的根本

区别是人类可以制造并使用工具 ， 孟

祥敏立马说不对 ， 我们家狗能替我们

家人开门， 于是孟祥敏站在了教室的

后墙根听课， 我们觉得特有意思 。 现

在， 罗老师一堂课都在自顾自地说话，

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 他说话声

音那么小。 为这个事 ， 我们第一次找

班主任， 班主任说罗老师刚毕业 ， 紧

张， 他学问大着哩 ， 你们要耐心 ； 第

二次找班主任 ， 班主任说行我找罗老

师说说， 让他上课声音大点儿 。 隔了

几天， 罗老师在课堂上果然能让后面

的人听清他在说什么了 ， 但大约只十

分钟不到， 他又自言自语去了 。 要命

的是， 他始终不看人 ， 不理我们 ， 就

当我们全班人是空气 。 他说啊说啊 ，

眼睛在课本与备课讲义间扫来扫去 ，

撑住讲台的左臂在微微颤抖 ， 颤抖颤

抖， 我们都觉着他是在与讲台过不去，

只有王八一坚决认为老罗是在与自己

过不去。

我们不再安安静静地听课 ， 开始

睡觉， 窃窃私语 ， 看各种小说 。 我就

在老罗课堂上重读了赵本夫的 《卖驴》

还有 《“狐仙” 择偶记》， 从孟祥敏的

手里抢来了一本 《十月》， 那上面刚好

有李存葆 《高山下的花环》， 也是在老

罗的课上看完的 ， 梁三喜让我热血沸

腾。 对我们的这些操作 ， 老罗不管不

问， 任由我们 ， 他自己只在那儿窃窃

私语。 我上课看小说投入得很 ， 据王

八一说， 老罗其实也会偶尔抬起头来

看我们， 但只要有人这时候也抬起头

看他， 目光一接触 ， 他立马把头低下

又自言自语去念讲义了。 终于有一天，

学生的窃窃私语变成了嗡嗡说话 ， 把

我直接从小说里拽了出来 。 我抬起头

四看， 教室里奇形怪状 ， 但老罗旁若

无人地念自己的讲稿 ， 上下嘴唇不停

地翕动， 像极了和尚念经 。 这时下课

铃响， 他抬起头来， 似乎有些难为情，

但瞬间又平静成那种既忧郁又轻松的

孤独样子， 仔细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后，

又动了下嘴， 应该说的是 “好了同学

们， 就到这里”， 然后走掉。

有一批人主张向学校要求换老师，

有一批人表示无所谓 ， 还有少数几个

人反对换。 反对换的人中有我和王八

一， 我的理由是老罗课上有种东西其

他老师没有， 其实我还有个私心就是

在老罗课上可以看小说 ， 王八一的理

由是老罗极好的你们懂个屁 。 但换老

师的动议还是占了上风 ， 最后的决定

是投诉， 于是班长代表全班起草了一

封措辞慷慨激昂的信给校长 。 校长没

有回信， 但显然找了老罗 。 因为隔一

周再上课时， 老罗破天荒对我们笑了

笑， 很温和， 破天荒第一次抬起头来

面向我们讲话 ， 只是眼神不在我们脸

上， 直接到了教室的后墙上 。 他不知

望着后墙上的什么东西说道 ： “校长

说你们给他写了一封信 ， 把我表扬了

一番。” 他顿了顿， “很惭愧， 我知道

你们没表扬我……我想时间长了会好，

希望同学们给我时间。” 他这一番解释

让我们立马觉得对不住他 ， 有几个女

生还转过头来往班长那个方向看了看。

随后我们上课 ， 就在那节课上 ，

老罗给我们讲了海德格尔 、 萨特 ， 还

有几个名字。 我不懂他在说什么 ， 但

一定提到了时间、 历史、 存在之类的，

我看到了他的眼神里有闪耀的神采 。

他的语气坚定 ， 果断 ， 有力 。 他的脸

变得生动， 脸上写满向往 ， 他的忧郁

又伤感的气质更加迷人 ， 班上好几个

女生张大了嘴巴 ， 我觉得哲学有一股

神秘的力量。 那节课余下的时间 ， 老

罗没再低下头看讲义和课本 ， 可能讲

义上面也没写 ， 他滔滔不绝地讲 ， 根

本停不下来。 记得下课铃响时 ， 他正

在说 “哲学是人类的灵魂 ” 这句话 ，

没说完， 他还要说什么 ， 但下课铃响

了， 他照例说了句：“好了同学们 ， 就

到这里。” 之后收拾东西 ， 仔细查看 ，

走出教室。 他的声音依然不大 ， 人也

不慷慨， 但我们这次听得清清楚楚。

也就只有那一堂课 。 再上课 ， 老

罗又回去了， 他自顾自说话 ， 不管我

们内心的焦急 。 不过老罗还是多了一

个明显的变化 ， 他以前只是左手撑着

讲桌， 低头， 眼望讲义与课本 ， 现在

是左手照例撑讲桌右手拿着粉笔开始

不停地在讲桌上写东西 ， 很认真 ， 写

得很快， 不停地写 ， 边说边写 。 他写

的内容就是说的内容呢 ， 还是固定写

一个词语或一句话 ， 我们不得而知 ，

因为下课后老罗离开教室 ， 讲桌上就

剩厚厚的粉笔灰 ， 只在讲桌的边缘还

留着他划下的那些杂乱无章的线条。

奇怪的是 ， 我们再没人写信给校

长干扰罗老师自己的世界 ， 我们容忍

了他课堂上的自言自语 。 前几排的同

学曾零星地记下些他课堂上的话 ， 他

经常会说， 这几句划下来 ， 这是核心

概念。 但吸引我的是老罗对某些课本

内容表述的评价 ， 听到的人说 ， 他在

念了一段文字后总有评论 ， 比如他会

说， “这个表述应该认真讨论”， “这

种判断没有逻辑支撑”。 他在讲台上写

的是这些内容吗？ 不知道。

后来有其他老师来听课 ， 再后来

校长也来了一次 ， 老罗始终如一地说

与写， 偶尔抬头看看我们 ， 后面那些

听课的好像不存在 ， 他从始至终都没

看那些听课的一眼 。 我们很安静地听

讲， 勤奋努力地记下他强调的课本上

的句子， 但所有人都有一种不祥的预

感， 觉得会发生些事情。

期中考试结束 ， 我们的预感应验

了， 老罗不再来给我们上课 。 新的历

史老师是个女教师 ， 声音激昂尖脆 ，

喜欢板书， 字又大 ， 一堂课 ， 黑板都

不知道被她擦过多少回 ， 最后谁也不

知道她在上面都写过什么， 说过什么。

她还喜欢大段大段地朗读课本 ， 中间

会突然停下 ， 对着我们要求 ： “划下

来， 这个很重要！ 是重点！” 这些重要

或重点实在太多了 ， 每堂课我们都有

因为背不出她上堂课强调的重点内容

而站着听讲的人 。 有人开始后悔 ， 说

还不如看罗老师忧郁的脸。

但罗老师不太可能给我们上课了，

我们看到他独来独往地坐在学校图书

室里 。 说是图书室 ， 里面没几本书 ，

且都是让人提不起兴趣去看的书 。 图

书室自从有了老罗 ， 天天开门 ， 就是

没见有人进去过 。 我们班有人去看过

他， 去了倒也没话说 ， 学生打招呼他

就像平时走在路上一样礼貌地回应 ，

并无别样的表示 。 所以大家也就不去

了。 他一人在那儿 ， 开门关门 。 有一

次我经过那里 ， 顺便拐进去 ， 他正看

一本书。 我叫了他一声 ， 他合起书抬

起头， 用有些忧郁又礼貌又淡然的眼

神回应并点了一下头 ， 算是招呼 ， 然

后又打开书低下头去 。 他显然不记得

我， 只知道是个学生 ， 我看到他看的

书名是 《形式逻辑》。

放了寒假又开学 ， 校园里就没了

老罗的身影 ， 那个图书室又像以前一

样大门紧闭了 。 我们刻意去跟班主任

打听， 他也不清楚 。 后来听说他去了

很远的一所初中 ， 那儿与河南交界 。

转眼高三毕业 ， 高考结束后的一次班

级聚会上， 我们又听说他似乎回到了

自己家门口的一所乡村小学 。 又过了

一年， 有人确凿地说 ， 他辞职了 ， 他

的老父亲被他气坏了 ， 见谁都叹息说

不该让这个逆子读书 ， 放着好好的一

个月几十块的公家钱不拿 ， 不知上辈

子造了啥孽。

那个时候 ， 我的直觉 ， 老罗一定

遇到了什么 ， 他有了别人进不去的空

间。 这个空间他不是不想开放 ， 是他

不知道如何开放 ， 或者开放了别人也

进不去 。 没人能帮他 ， 他需要时间 。

可是， 生活似乎太急躁 ， 容不得任何

一个与众人不太相同的人 ， 老罗就只

能有些忧郁与孤独 。 当然 ， 也许我想

到的这些都不对。

1987 年 ， 老罗去了深圳的南山 ，

现在是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