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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王小波时代　　童天一　　去世之前，王小波一直是个业余作者，偶尔在大陆和港台地区发表
文学作品。
他出过小说集，但相当艰难，常被出版发行的事弄得焦头烂额。
好不容易出了一本，还要配合编辑跑二渠道，所以他感叹：“出版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要难得多。
”他说，他若写墓志铭，会在“活过，爱过，写过”后面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
1992年9月，王小波辞去大学教职，成为自由撰稿人，以写专栏文章为生，挤时间创作小说，他对朋友
说：“作家就意味着随时有饿死的可能。
”他在台湾有些名声，先后两次获得台湾联合时报的文学大奖，但在大陆主流文学圈，王小波的名字
鲜为人知。
他生前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他是一个局外人，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非主流作家。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在北京郊区埋头创作《黑铁时代》——“时代三部曲”之后的新长篇，心
脏病突发，猝然辞世。
被人发现的时候，王小波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
再孤独地离去。
当时，他长达九十多万字的“时代三部曲”正在花城出版社发排，这三部作品曾在二十多家出版社流
浪，最后在花城出版社找到归宿，但他等不到了！
在王小波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责任编辑钟洁玲只能用三部书的封面彩样为他送行。
　　据说王小波临终前曾大声呼救，邻里陌生，没有出手相援。
一个非主流作家就这样孤独地意外死去。
他在发给好友的最后一封邮件中说：“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
既然精神原子弹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
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所说的一切和我们无关——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王小波早有自由主义倾向，只是，如此豪言壮语，如此高大的主体形象，与他过去的低调风格迥异
，真是意味深长。
　　王小波死后成了非主流文学的英雄，无数“粉丝”拜倒在他的脚下，成为他的“门下走狗”。
但一些主流作家对王小波始终怀着拒绝和排斥的态度。
不同的人对王小波有不同的理解。
在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之际，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四处调查，十年之间，究竟是谁把王小波塑造成神而
广州美院雕塑系学生郑敏创作的1.5米高的小波裸像，因有“不雅”之嫌，被亲属禁止公开展出，在网
络和传统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酿成“王小波裸像风波”。
　　假如“时代三部曲”顺利出版，王小波会死吗假如王小波没有死，他的作品会热起来吗那些在困
境中始终坚持写作的非主流作家里面，有没有埋藏着像王小波那样的“文坛外高手”　　在互联网时
代，作者、读者与编辑的距离大大缩短，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文学作品。
为了发掘王小波式的人物，给非主流作家提供出版机会，花城出版社与天涯社区、波比文化创意网以
及王小波网站一起，联合发起了“后王小波时代——中国非主流文学精选”征文活动，这是纪念王小
波的最好方式。
本书就是这次征文的结集，由作家杜鸿、评论家朴素、网站版主啸傲子联手编选，在王小波逝世十一
周年之际正式出版。
　　在我看来，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是动态的、互动的，是不断演变和替换的；主流与非主流之间
，既有竞争、对抗和博弈，也有交往、对话和协商。
主流与否，还有“区域”之分：中国的主流，不一定是世界的主流；学院的主流，不一定是市场的主
流；纸质媒体的主流，不一定是互联网上的主流。
主流与否，还与权力有关，与意识形态有关，与写作体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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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专业作家（体制内）是主流的，业余作家是非主流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后现代的语境之下，线性的历史观早被抛弃，“后”可以给“前”命名。
因此，我想给大陆的非主流文学分为三个时代：前王小波时代、王小波时代和后王小波时代。
这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　　前王小波时代——王小波生前的时代。
此时互联网只是少数技术精英在使用，普罗大众无法上网。
发表文学作品的唯一阵地是纸质出版物，且被主流文学长期占领。
非主流的王小波们偶尔可以发表作品，但数量有限，很难得到主流文学的认同。
学院文学研究者不关注王小波。
大众消费市场也没有王小波作品的立足之地——王小波为推销自己作品跑烂了几双鞋。
　　王小波时代——王小波死后成为偶像的时代。
王小波作为非主流文学的英雄，深受普罗大众的热爱，许多非主流作家甘当“王小波门下走狗”。
互联网普及了，非主流作家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表文学作品。
王小波的“粉丝”人数众多，态度狂热，甚至成了互联网上的“主流”。
学院文学研究者开始研究王小波。
在大众消费市场，王小波的作品成了主流产品。
纸质文学期刊开始逐渐萎缩，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码文学刚刚兴起。
部分开明的主流作家、理论家已经接纳了王小波，但大多数并不认同。
　　后王小波时代——从王小波死后十年开始，以“王小波裸像风波”为标志。
一些文化人——包括一些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认为王小波被过度“神化”，希望大家理性看待王
小波，理解王小波，尊重王小波，但不要迷信王小波，要将被神化的王小波还原为人。
一些“王小波门下走狗”开始清醒，独立。
更多的学院文学研究者认真研究王小波。
在大众消费市场，王小波的作品由火热的旺销转为平淡的长销，有关王小波的作品也一样。
纸质文学期刊进一步萎缩，数码文学开始流行。
文学的主流阵地开始转换到互联网上。
谁是主流作家是网络明星作家还是传统纸质明星作家这个问题让人困惑。
但可以肯定，在网络和纸质媒体上都是明星的作家，绝对是主流作家——韩寒、郭敬明等等。
在后王小波时代，更多的传统主流作家、理论家接纳了王小波。
王小波将逐渐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
　　本书分小说卷和散文卷，其中小说卷分为三辑：后现代、超真实和新实验；散文卷分五辑：思想
的牧神、世相的隐语、故事的背影、性情的风标、顿悟的石头。
不少作者有类似王小波一样的非主流身份，或作品具有某种非主流的精神。
有些人生活在社会底层，日子艰辛，却始终坚持业余写作，如《我们是傻瓜》的作者宋离人，《来访
的马》的作者鬼金，《斗争会》的作者龙章辉，《根秘密》的作者青年河等等，都是工人作家。
其中最为感人的是宋离人，从1986年高中毕业开始写，写了二十多年，有的作品写在机床边上，一纸
油污的印象至今在目。
他一度因生活困难，出版不易，失去健康和信心，焚烧了四十余万字手稿，发誓只做读者不做作者。
如今宋离人通过互联网投稿，不仅中篇小说《我们是傻瓜》人选本书，他的长篇小说《我们到红旗看
王二盛》，也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文学作品的水平高低，没有统一的标准，很难说人选的作品超过王小波，或不如王小波。
非主流作家是一群文学荒原上的孤魂野鬼，他们散兵游勇，独自奋斗。
　　如果文学是一支走向未知世界的队伍，他们便是走向迷茫、混沌或光明的先锋。
他们是冒险的、实验的、自由的、独立的、孤单的、无援的，因为主流文学队伍远远落在身后。
　　如果文学是一个平面的同心圆，中心是权贵的、稳定的、规范的、保守的和不思进取的主流文学
，他们便是边缘的、开放的、创新的、躁动的、无序的和最具活力的非主流文学。
　　如果文学是一个不断竞争和博弈的话语空间，强者借助权力、资本和知识的力量垄断着话语权，
他们便是弱小的、无力的、人微言轻的、少有话语权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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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文学是一条奔腾的江河，他们便是细小的、间或断水的支流。
　　如果文学是一座沐浴阳光的金字塔；他们不是那让人瞻仰的雄伟塔尖，而是底层无人关注的承重
基石。
　　2008年3月12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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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后王小波时代（上）：中国非主流小说精选》是中国非主流小说精萃。
十一年来，王小波已经从一名落拓的自南撰稿人，成为中国文坛的神话。
作为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他的形象已在青年学子心中植根。
为了寻找活着的王小波，我们联合多个网站发起征文，费时一年，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精选一批具有
王小波幽默风格和精神风骨的小说，分成“后现代”“超真实”“新实验”三辑，藉此集结文学荒原
上的散兵游勇，发掘真正的“文坛外高手”。
此外，还请了漫画家配了一批戏谑而传神的插图，诠释王小波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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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 后王小波时代第一辑 后现代妈妈，我爱你审讯足球流氓彭小莲黑白一枪二弹来访的马松香经典
疑案手淫犯你什么时候走长干行第二辑 超真实飞入天中的梯田我们是傻瓜调解执行死刑洪大的摩托车
绿草地福旺相亲记第九十九根毛正午的阳光第三辑 新实验穷人郭发财之死财同居在路上绝尘狂奔沼泽
地里那些永生不灭或者虚无的鸟一支烟的功夫马口铁把爱情念歪一点跋 为中国文学作一点儿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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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妈妈，我爱你　　陈家麦　　1　　小汽船到城里快晌午了。
　　从黄包车下来，我身后是水库一样大的广场。
风不时吹拂着裙子，好像要把我吹走。
可妈妈却拉着我往窄窄的弄堂走，那地方房子跟房子挤在一起，像火柴棍似的。
一踏进弄堂口，从里面传来一股股热气，像刚揭开的蒸笼盖子。
一个个大姐姐站在门口，花枝招展，挤头探脑的。
该不是迎接我吧？
　　小姨也站在门口张望，腰杆像在岸边摆动的柳枝。
她的眼神跟这儿的大姐姐　　差不多，发出幽幽的光，像春天外婆家的母猫在叫春。
该不是母猫准备生一窝小猫咪吧？
　　我甩不开步子了，像被老牛拖了一只大石磨。
　　从里弄闪出一位胖伯伯，戴了大墨镜，他倒像个贵宾，她们忙跟他打招呼，连小姨也装作没看见
我。
难道进了城的她就不理我了？
　　这位腆着小肚子里面似乎全是油水的胖伯伯，腋下夹了一只黑包，头像拨郎鼓一样转。
他头发油亮亮的，苍蝇立了都怕给折了腰，每过一家店门口，有位大姐姐无比热情地朝他招呼：“进
来呀，进来呀⋯⋯”　　他是她们的亲伯伯哪？
为啥她们都不招呼我呢？
小姨也真是的！
　　胖伯伯到了小姨那儿才停了，像蜜蜂拍着翅儿落在花蕊上。
他嗅着小姨身上的味儿，小姨咯咯地笑，难道笑里有花粉？
胖伯伯嗅了还不够，把一只手伸到小姨粽子一样鼓起的胸头上，给她一只手拍开了，跟挠痒痒似的。
小姨还在笑，等到我快近了她身，才把笑霍地收了，朝我嗨地一声：“佳媚！
”　　小姨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我还以为她变成了电影里的外国人。
她只跟我做了个摘桃子够不到桃子的手势，马上把胖伯伯拉进屋里了，像把养大的一头肥猪从栏里攥
到板车上。
　　“到了。
”妈妈说。
　　我看了看门头上挂的招牌，写着“姐妹发廊”大红字，底下是一行“温馨的感受”小黄字。
　　才眨眼工夫，胖伯伯和小姨就不见了。
妈妈说：“别找了，在楼上呢！
”我才喊了声小姨，就让妈妈的手给堵了。
　　我有个令人骄傲的妈妈，同学们都挺羡慕我的，说我在城里有个会挣钱会让女儿花的妈妈。
　　妈妈和小姨都很忙，一年难得一次回家，自从进城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要不，也是两人轮着回。
　　今年清明节，小姨回来了。
是外婆早早托船老大捎的信，要给外公上坟哩。
小姨一回来，就朝我手里塞了两包酸话梅，又把另一袋东西扔给我，说这是你妈妈给你的。
她边说话边打呵欠，说累坏了，小汽船里吵死人。
她进了里屋倒头便睡，直到外婆喊她吃午饭。
喊了半天，她才起来，叽叽咕咕的，说外婆没让她睡个安稳觉。
　　小姨给外公烧纸钱。
要不是我大喊一声，她的露背裙准给烧出几个洞眼来。
小姨又打起了瞌睡，她身上咋会有那么多的瞌睡虫呢？
　　她说，都是让赶早船害的，本来这种时候，我睡得比猪还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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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老说死的死的！
外婆说，你穿得那么花哨那么薄透，像不是来给你爹上坟，倒像去乡里赶集似的。
　　外婆奠了第三遍酒，小姨才接了她递来的三炷香，给外公拜了拜，像匆匆做了一道填空题。
接着，她就闲不住了，一会儿掏出小圆镜照，一会儿拿出小粉饼往脸上扑粉，一会儿弄弄胸前银色小
手机。
她老说这个穷山沟，还没通公路，还收不到手机信号，还收不到短信，手机都成了聋子的耳朵了，她
是一刻也呆不下去了。
看来她在城里呆久了，忘本了。
　　小姨在岭头上转来转去，风不时吹得她裙子波涛滚滚的。
小姨跳起了舞。
山岗下，层层梯田，弯弯曲曲。
冬生阿叔的双脚陷在泥田里，他没心思耙了，把眼珠子往上翘，朝上喊话：这不是张家的小丫头爱玉
吗，咋变得认不出来了？
啥时招上门女婿，别忘了招呼我⋯⋯　　小姨朝他吐了吐舌头：招你个鬼头！
　　丫头，当心坟堆里的男鬼都钻出⋯⋯外婆像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喉咙管，啪地，她给自己掌嘴：罪
过罪过！
　　第二天，日头爬上了对面的牛背岭。
小姨开门出来，眼皮肿肿的，说昨晚的她身子跟烙烧饼似的，到了天亮才迷糊了一会儿。
这话倒挺新鲜，难道城里人都天亮后才睡觉？
　　吃过饭，小姨慌慌张张背上皮兜兜，朝岭脚一路小跑。
外婆追了出来，让小姨多呆一会儿。
小姨跑着跑着，花裙子被风掀了起来，露出短六寸布的花裤头，中间系了一根小带子，像一根鞋带，
真是羞死人了！
　　山谷里响起了外婆的回音：死丫头，跟大丫头一样，家里的板凳屁股还没坐热，也没跟娘说句体
己话就疯回了⋯⋯　　2　　在发廊里，我调着电视机频道，妈妈给了我一堆雪饼、“乡巴佬”卤蛋
之类的，让我先填填肚子，她就到在小灶问洗菜。
　　我突然觉得无聊，想上楼去，刚爬上楼梯，妈妈就捏了颗芹菜追出来，边摘叶子边喊住了我，说
楼上的客人会不高兴的。
我是想见见爱玉小姨，看她在楼上咋给客人做头发。
我就小姨小姨地喊开了，可她答应着却老不下楼来。
小姨在楼卜喊，再过一会儿，乖。
楼上的小姨跟那胖伯伯不时地笑，还催着他什么，似乎胖伯伯是磨磨蹭蹭的老牛。
乡里剃头从不催客人，小姨为啥要催客人呢？
　　大约过了一节课的工夫，胖伯伯从楼梯下来了。
他下楼时，步子有点飘飘的，像农忙刚从地里干完了粗重活。
他抽着烟，一口一口地吐着烟圈，烟回到了他的蒜鼻头上。
胖伯伯的脸是笑着的，却把嘴角抿着。
　　这回妈妈不拦我了，我扑上正在下楼梯的小姨，本以为她会一下子抱了我，可小姨说她手脏，匆
匆下了楼，双手在水龙头下涂满了香皂沫，接着是胖伯伯凑来洗手。
两人洗着洗着，手摩到了一起，小姨又啪地把他拍开了。
这回，胖伯伯嘴角上的笑全打开了。
　　妈妈从灶问出来，跟胖伯伯打招呼。
他走过来，用湿乎乎的手拧了一下我，我顿时感到脸被掐出水来了。
胖伯伯说：“躲什么？
小嫩瓜，又快熟了。
”　　这下，妈妈像老母鸡护小鸡似地挡在我前面，朝他噼里啪啦骂了一通：“老光棍，老油条，老
流氓，休想动我女儿一根汗毛⋯⋯”胖伯伯仍然笑嘻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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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跟我妈妈一样漂亮，也是个美人胚。
　　“这么说倒还差不多！
”我乐了。
　　胖伯伯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伍拾圆钞票。
妈妈推了一下，收了，说，一起吃午饭吧？
胖队。
胖伯伯说“不”了，临出门时，不让妈妈来送，说让人见了不好。
妈妈站在门里向他招手。
　　小姨在灶间帮忙弄菜。
我边看电视边吃卤蛋，还支起了两只耳朵。
　　可妈妈和阿姨总是低着了声说话，我一句也没听见。
　　3　　第二天，好不容易熬到快吃午饭时，妈妈和小姨才起床。
她俩是天麻麻亮时才进来躺下睡的，看起来又忙了一宿。
　　吃了饭，来了第一位客人。
小姨让我小唐叔叔，他打扮得像电视里跳扭筋舞的歌星。
我叫了叫，他像没听见，一只耳孔里塞了个小东西。
他一蹦一跳的，摇头晃脑的，唱着“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他拧了下我的脸，我气打不过。
为啥来的客人都这样？
不过，他的一身打扮，看上去倒像是有钱人，皮鞋亮亮的，都照得出人影来了。
　　小姨见了就拍他肩，摸他的脸，两人像老朋友一样。
那位叔叔做了个想抱小姨的动作，却被她推开了，她瞟了我一眼，就带他上了楼。
　　来了几天了，可我就是闹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不让我上楼瞧一瞧。
不一会儿，就听到小姨的哼哼声，像上乡卫生院打针一样。
小姨突然叫了一声，难道是针扎痛了她的屁股？
　　楼下，妈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她从门口跑到楼梯脚下，来回倒腾，后来又登上几级
楼梯停住步，与小姨一来一去递话，像哄小孩不要怕打针一样。
　　小姨的说话声，听起来瓮声瓮气的，她跟妈妈说，那位小唐叔叔硬要“做”。
　　“做”是咋一回事？
客人来了，说不上几句话，就直往楼梯上冲，猴急猴急的，他要“做”什么呢？
　　妈妈在楼下喊：“小唐老弟，我家小妹还是个闺女，你多多关照，小唐老弟！
”　　楼上霎时安静多了。
一会儿，我又听到小姨在喊叫，我飞跑着抬脚上楼梯想看个究竟。
妈妈边追边叫：“爱玉，佳媚要上来了；佳媚，听妈妈的，快下来！
”　　我才上了一半楼梯，被妈妈像老鹰捉小鸡似地揪了下来，揪得我好疼哟。
我的屁股上像落了一阵冰雹，我哭了：“妈妈，我恨你，连按摩也不让我看，我的暑假作文写什么嘛
？
”　　妈妈说：“这样的作文，妈妈不准你写一个字，乖，佳媚乖，改天妈妈带你上公园，这里没啥
好写的，写写公园、大街、广场⋯⋯城里头好写的东西可多着呢⋯⋯”　　小唐叔叔临走时，递来了
一张崭新的壹佰圆钞票，妈妈找了一张伍拾圆的票子给他。
小唐叔叔手梳着长发，叼着烟。
他的皮肤很白，可以看到里面蚯蚓似的青筋。
　　小姨在洗手，发出哗哗的水声。
　　小唐叔叔跟妈妈说：“阿姐，什么时候你家阿妹让兄弟爽个够？
别总弄得半生不熟的！
”　　妈妈的笑跟昨天刚下楼的胖伯伯差不多，嘴边的肉是不动的。
妈妈说：“下回吧，这种事急不得，心急吃不成热豆腐嘛。
”　　小唐叔叔出门时，拧了一下妈妈的胳膊，妈妈叫疼了，可脸上还在笑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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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唐叔叔说：“你说话跟放屁没啥两样，这种屁不知放过多少回了，你当我还是一朵‘小红花’
啊！
”　　妈妈回到坐椅里，嘴里嘶嘶地抽着气。
她撩起短袖子，手臂上有道红杠杠。
她招呼我上楼，去拿红花油。
小唐叔叔的手劲可真大。
　　我拿了一瓶红花油，却趴在楼梯口，听到妈妈跟小姨在说话。
　　妈妈说：“爱玉啊，小唐拧得我好痛哟！
”　　小姨咧了咧嘴：“喔哟哟，你痛还是我痛，你痛在上头，我痛在下头，喔哟哟，嘶——”　　
妈妈说：“忍着吧，咱们还靠他罩着呢！
”　　“罩”又是啥意思呢？
我脑子里结了一块面疙瘩，就是拿沸水也煮不熟⋯⋯　　4　　妈妈合了一会儿眼，就起床叫来三位
木匠，一阵乒乒乓乓地敲，在靠窗的一角搭起了一间小木房。
小房子里有很多玩具和零食，还给我备了只可以撒尿尿的痰盂。
本来，妈妈和小姨是睡在按摩室里的，我来后，她给我搭了一张折叠钢丝床。
也许是为了不让我上楼看按摩吧，现在我们三人住到一起了。
　　妈妈把楼下的那台电视机搬到小房子里，让我开大了声看电视。
临走时，还把小房子的门关了，外边挂了一只大铁锁。
　　我在门里喊：“妈妈，我怕，我再也不看按摩了，放我出来⋯⋯”　　妈妈在门外，像哭着说：
“好佳媚，乖，妈妈要吃饭，你也要吃饭，咱们不能饿肚皮⋯⋯”　　我狠摇动着门板：“妈妈，我
宁可三天不吃一口饭！
”　　“张佳媚，你再不听话，我让你坐船回家！
”妈妈大声地说。
　　我再也不敢做声了，只得让眼泪呀像断线的珠子，一颗砸着一颗，啪嗒啪嗒地响。
　　我被妈妈关在小房子里，看电视写作业，到了吃饭时，我就出来遛一下，还跳一会儿橡皮筋。
吃了饭，妈妈又把我硬塞进小房子里。
　　板壁上挂了一卷歌星任贤齐的挂历，看上去挺酷的，可看久了也就那个样了。
他是小姨的偶像，爱玉阿姨嘴里老挂着“小齐小齐的”。
有回，我说，小唐叔叔比小齐还要帅气。
可把她乐坏了，把嘴烙到我的脸蛋，弄得我揩脸的手全是红印印。
　　我没事找事地翻看任贤齐，反正有的是时问。
把最后一页掀起时，我发现板壁上有一条小缝，上面涂着白色的胶。
我用铅笔刀把缝头的白胶刮开，进来了一点点光线，光线随着缝的变长而变亮了。
这下，可以看见外边的按摩室了：撩开的大帘子，壁上挂了台空调，两张红色按摩床被中间一道长帘
子隔开。
然后，我把“嘹望孔”用挂历遮上。
来了差不多半个月了，妈妈总不让我看按摩，看她和小姨鬼鬼祟祟的，里面肯定有鬼！
　　我按妈妈说的，把电视机开大了声，等待着木楼梯的颤动，心里扑通扑通直跳。
　　按摩室里光线半明半暗，小姨终于带了一个小伙子上来，先是红灯亮了，两人给灯照得红彤彤的
，我看清了，那人是小唐叔叔，脸上像有汗珠子，亮闪闪的。
　　小姨接着拿了遥控器，“嗒”的一声，壁挂空调的页子摆动起来，嘶嘶地吹出风儿。
　　小姨把中问的帘子拉了又拉，好像嫌它不够大。
两张按摩床被中间的那道大帘子隔开了，像变成了两间小房子。
　　小唐叔叔一把抱了小姨，朝她的脸像猪咬瓦片似地啃。
小姨嘘了一声，示意他小点声，小唐叔叔指指电视机的声音。
小姨摇了摇手说不碍事的，他点点头。
　　小唐叔叔抱住小姨时，她也把他抱住了，我只看到小姨的裙子被小唐叔叔的手撩了起来，露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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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白屁股。
小唐叔叔的手一会儿在小姨的身前，一会儿在小姨的身后，绕来绕去的；小姨的手老是在唐叔叔的身
底下，一动一动的，像在掏鸟窝。
是不是小唐叔叔身下有一个鸟窝？
老师说过，鸟窝是不许掏的，怪不得妈妈和她都避着我哩！
　　“啪”的一声，我回过神来，只见小唐叔叔点了根烟，把烟狠狠地吐在小姨的脸上：“总有一天
，我要把你彻底放平⋯⋯”　　小姨说：“下次吧。
”　　小唐叔叔站在楼梯下，凶巴巴地说：“别他妈的像你姐，满嘴是屁！
”　　妈妈迎了上来：“小唐弟，她还小，你有气冲我发。
”　　小唐叔叔掏出一张票子狠狠地甩了过来，笑中带来一股冷风：“你这个深水港，哪比得浅水湾
。
”　　我呆呆的，不知道发了生什么，像被雷打焦了的小树，身上发抖，牙齿跟牙齿咯咯地打架。
我把毯子抱在胸前，可身体还在筛糠似地抖。
　　晚饭前，胖伯伯来了。
他戴了一副大墨镜，进来后才摘下。
他的头发显得很干，发际有一撮白，像上了盐花，妈妈问他的头发上哪染的，他只是笑嘻嘻的。
一摘下墨镜，他一把将妈妈拉上楼去。
这回该妈妈给胖伯伯按摩了，我再次扑到小缝跟前。
　　妈妈拿出了一只怪怪的瓶子，倒出了不知是啥样的水，往胖伯伯身底下抹，之后把她嘴嘬到胖伯
伯肚皮上，接着传来了嘶啦啦的声音，像吃绿豆棒冰。
后来，胖伯伯接过了妈妈递给他的一个白乎乎的东西，妈妈伸手关掉了空调和灯，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　　5　　后来，从妈妈的小姨的谈话中，我渐渐知道了，胖伯伯是妈妈的相好，唐叔叔是小姨
的相好。
而且胖伯伯是带长的警察，妈妈说他是没了老伴的王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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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寻找“活着”的王小玻。
《中国非主流小说精选：后王小波时代（上）》收入的作家全是非主流作家。
非主流作家是一群文学荒原上的孤魂野鬼，他们散兵游勇，像王小波生前一样独自奋斗。
如果文学是一条奔腾的江河，他们就是间或断水的涓涓支流；如果文学是一支行进中的队伍，他们就
是走向未知世界的先锋；他们是冒险的、实验的、自由的、独立的、无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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