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罗纬芝艰难地向以前的红酒酒

窖现在的尸体窖更深处走去，哆哆
嗦嗦下了楼梯。寂静无比的尸袋夹
道里，荡漾着罗纬芝空洞的脚步声。
慢慢走到了酒窖深处，灯光一如既
往地昏黄，只是罗纬芝的眼睛已经
慢慢地适应了这种黯淡，看到了更
多的东西。

这时，林淦刚好推门进来，
见到冯雄俊激动的样子，不解地
问道：“冯总，你怎么了？”冯雄俊
拿起那张报纸，指着那则公告，
说：“老林，你看看！”林淦看报纸
的时候，冯雄俊点了根烟，吸了
几口。

“冯总，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这个方案啊？要不，你怎么会贸
然买下糖厂那块地？”林淦不解
地问道。

“老林，这个你就别问了。总

之，咱们的机会来了！”
“是，是，是！”林淦连连点头，

说：“冯总，你打算把那块地转手卖
掉，还是盖楼卖？”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盖楼卖
了！卖土地能赚几个钱？”

“也是。可是盖楼得需要好
多资金，咱们公司账上没钱，是
不是又得跟银行贷款？”

“这个你就不要担心了！”冯雄
俊叼着烟，瞥了林淦一眼说，“自然
会有人送钱上门的。”

“送钱上门？”林淦皱着眉头，
一副一知半解的样子。冯雄俊摁灭
了烟头，拍了拍林淦的肩膀，走出
了办公室。他原本打算去找几个要
好的朋友喝几杯，可刚上车，他的
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是李露。李
露焦急地说：“小妮发高烧，我现在
送她去市医院，你能不能过来一
下？”

冯雄俊安慰她说：“你不要慌
张，我现在马上过来！”说完，冯雄
俊掉转车头，赶往市医院。冯雄俊
刚到达市医院，在家里做家务活的
黄虹丽就收到了一条短信：“想捉
奸就快点儿到市医院三楼儿科吧，
慢了就没戏看了。”

约二十分钟后，当黄虹丽出
现在儿科门诊走廊时，冯雄俊和
李露正好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准
备带小妮去注射室打吊针。见到
黄虹丽，冯雄俊脸色惨白，僵在
那里，嘴巴张得大大的，像个傻
子。

冯雄俊终于和黄虹丽离了
婚，儿子判给了黄虹丽。冯雄俊
把房子和300多万元家庭存款全
给了她，此外，还要另外给黄虹

丽2000万元，使黄虹丽把雄良公
司的股份转让给他。冯雄俊当然
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只好给
黄虹丽打欠条，保证一年内还完
钱。

然而更令他心痛的是，在他和
黄虹丽离婚的第二天，他也得到了
李露要和别人再婚的消息。只是在
这些痛苦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又出
现了令他烦恼的事情。

经过一周的谈判，冯雄俊基本
敲定建筑材料供应商和建筑商。家
具厂厂长孙名亮就打来电话，说：

“冯总，不好了，厂里的工人又闹事
了！”

赶到家具厂时，冯雄俊一言
不发，径直走进厂房，只见里面
凌乱不堪，机器毁损严重，地上
还留有不少石头和棍棒。冯雄俊
点了根烟，猛吸了几口，思虑再
三，决定关闭雄俊公司，卖掉厂
房和门市部的设备、存货，并将
土地和门面转租出去。

朝霞透过玻璃窗，洒在唐
雨晨的办公桌上。唐雨晨哗啦
哗啦地翻看当天的报纸，突然，
她的目光落到了一则拍卖公告

上，她先是一惊，随后嘴角露出
了微笑。这则拍卖公告的拍卖
标的，正是雄俊公司的固定资
产。

两周后，周进代表鑫生公司
以700万元的价格拍下了雄俊公
司的厂房、设备、土地承租权，以
及门市部的固定资产和承租权
等。

这天早上，周进接到了雄
良公司的电话，对方说：“款已
经到账，请你们老总过来办理
产权变更手续吧。”周进挂了电
话，把此事告知唐雨晨。唐雨晨
叫上周进和会计，一起来到冯
雄俊公司。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雄良公
司门口。她站住，仔细端详着挂
在门口上方的“雄良房地产有限
公司”的牌匾。唐雨晨走进冯雄
俊办公室时，看到他正拿着笔在
写着什么。听到脚步声，他抬起
头，目光和唐雨晨碰到了一起。
刹那间，他一阵愕然，手中的笔
掉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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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1653年，大清顺治十年，刚刚

坐稳紫禁城不久的清朝廷接到了
一份来自广州的奏折，内称，有一
个叫荷兰的国家近日派船停泊在
虎门港，并向市舶司提出要与我
国进行通商贸易。

提要：
这天早上八点多，冯雄

俊到了办公室，像往常一样
翻看报纸，突然，一则规划
方案公告跃入眼帘。仔细看
了之后，冯雄俊啪地一拍桌
子，然后猛地站起来，在办
公室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
道：“太好了，太好了！”那则
公告正是关于糖厂周围土
地的规划方案公告。

从顺治年间的那次荷兰通商事
件可以读出，帝国对国际通商一直
持非常保守而高高在上的姿态，视
天下各国为自己的藩属，不仅不承
认平等的“贸易”，而且连“朝贡”也
只能八年一次。对于这样的态度，西
方各国在很长时间里委曲求全，无
可奈何，而到了200年后，随着局势
陡转，西方国家终而枪炮相向，凌厉
报复。

清廷之所以对国际贸易如此
苛刻谨慎，除了“大国情结”之外，
还与开国初期的海禁政策有关。
为了防御郑成功集团对大陆的攻
击，清廷在1661年、1662年和1664

年先后三次颁布“迁界禁海令”，
强迫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居民皆内
迁数十里，凡界外的村庄、田宅、
船只，一律烧毁，规定“片板不许
下水，粒米不许越疆”，使界外变
成无人区。三次内迁造成东南沿
海的工商经济遭到重大破坏，数
百万难民流离失所。

与“朝贡贸易”的市舶制度不
同，海关制度建立之后，政府将对外
贸易的管理与经营活动完全分离开
来，从而催生出一种迥异以往的外
贸模式和一个全新的商人阶层。根
据历代的市舶制度，各国以朝贡的
方式与中国展开贸易，贡使将贡物
献给中国皇帝，同行的商人则将更
多的货物交与市舶司，在特定的馆
地临时招商叫卖，并无专设的买卖
机构。海关设立之后，外商被允许在
中国境内的四大海关自建商馆，自
主买卖。

一位叫斯当东的英国人曾描述
了夷馆区的景象：作为一个海港和

边境重镇的广州，显然有很多华洋
杂处的特色。欧洲各国在城外江边
建立了一排他们的洋行。华丽的西
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国旗，同对
面中国建筑相映，增添了许多特殊
风趣。货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
人熙熙攘攘，各穿着不同服装，操着
不同语言，表面上使人看不出这块
地方究竟是属于哪个国家的。

清政府对夷馆商人进行了严格
的行动管制，他们未经批准不能进
入广州城，也不得擅自离开夷馆四
处活动。当外商被严格管制并“圈
养”起来之后，政府便以发放牌照的
方式，允许获得资质的中国商人与
之展开交易。就在粤海关开设的第
二年，1685年4月，广东发布《分别住
行货税》文告，规定国内贸易作为

“住”税，赴税课司纳税；对外贸易作
为“行”税，赴海关纳税。同时设立

“金丝行”和“洋货行”，分别办理国
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业务。这便是行
商的起源。那些被特许从事洋货贸
易的商人史称“十三行商人”。

“十三行”这个称谓的由来，
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第一批获
得特许资质的商人共有十三家，
因此得名。也有人认为是广东经
营商业的三十六行中有十三个与
外贸有关。还有人则认为，这是明
代沿用下来的俗称，据《粤海关
志》载，开设海关的时候，每年远
航而来的外国船只仅仅二十来
艘，到了之后，中方以肉酒款待，
然后派牙人居中交易，沿用明代
的习俗，称之为“十三行”。

无论如何，十三行商人的出
现是外贸制度变革的产物。十三
行商人似乎在对抗中渐渐占到了
上风。在公行成立的8年之后，1728

年(雍正六年)，政府依照扬州盐商
的“首总”模式，制订了商总制度。
所谓“商总”者，由十三行商人共
同举荐，经粤海关监督批准，负责
统领各行商对外贸易，评定货价，
解决纠纷。

公行、商总制度的形成，让十
三行商人日渐成为一个组织严
密、行为划一的垄断型商帮。

罗纬芝想起了于增风，强烈纠正
道：“怎么能说不是人！他们是人。”又
问：“你没有进去过？”韩工程师说：“我
是这里都装满了以后才来的。刚开始
住……住人……的时候，工作人员是
要进去的。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
监测仪表。只要温度正常，我们用不着
进去。”

罗纬芝不放心地说：“里面发生过
别的什么事情没有？”韩工程师不甚明
白，问：“您指的是什么？”罗纬芝说：

“比如各种灵异事件？还魂显灵什么
的？僵尸？吸血鬼？”韩工程师释然道：

“那倒从来没有过。不过，我还是劝您
不要进去。”他态度万分恳切。罗纬芝
摇摇头说：“我不进去，如何能查看到
第一手资料？这是我的任务啊，我必须
进去。”

韩工程师看拦不住，只得作罢。叮
嘱说：“你最多只能呆15分钟，然后必
须出来。防化服虽然阻抗病毒有效，但
是防寒功能很有限。还有，你可千万不
能在里面迷路。”说罢，他拿出一个小
仪器，略作调整，郑重地交到罗纬芝手

里，说：“这是报警器。一旦出现了异常
情况，你就立刻报警。我们会在第一时
间进去帮助你。”罗纬芝说：“我会活着
出来的。你们安心等着吧。”

酒窖尸库的大门打开了，罗纬芝
一个人走进。随着最后一道密闭门的
开启，罗纬芝终于站到了尸体窖的核
心处。一眼看去，悠长隧道，无边无际。
罗纬芝刚开始一直不敢把目光投向林
立的尸体架。随着时间的推移，寒意越
来越浓。她站定，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
己的胸前，那里挂着李元所赠的水晶
吊坠。两把交叉的海盗剑，上缀有黑色
水晶。

罗纬芝深深呼吸了两下，调匀气
息，然后第一次把目光投射向尸体袋。
她看到眼前出现的最显著景象，是一
团团白色的东西。在目镜后拼命把眼
神聚焦，她才发现那一团团白色的东
西里面还有一颗颗浑浊的褐色荔枝
核！罗纬芝惊诧莫名，只有仓促合上眼
睛。当重新睁开眼睛，窥视这些爆凸而
起的褐白相间的物体时，她才发现这
是一双双死于花冠病毒感染的尸体的
眼珠。没有任何人告诉过她——— 花冠
病毒感染者，是死不瞑目的！

她查看一具又一具尸体的名签，
耐心地寻找着。一具最靠里面的尸体
袋。罗纬芝木僵状停下了脚步，找到了
想要的东西。袋口的标签上，清楚地登
记着姓名：于增风。于增凤死亡的时
候，尸体库还没有建立。他的尸体在医
院的太平间里保存了很久，按说他是
有机会被火化掉的。也许是他的殉职
震撼了同道们，人们能做的最后眷顾，
就是让他有形的躯体在人间多停留片
刻。

罗纬芝打开于增风的尸体袋。于
增风就整个俯卧在地面上，她顾不上
哀伤，先把于增风尸体袋子里的分泌
物冰块，收入到自己所携带的器皿中，
又取下了多块身体组织。李元告诉过
她，这些部位的病毒的数量密集。她轻
声对于增风说：“于老师，对不起。这些
就是帮助您的理想早日实现的。”

把这一切都做完了，罗纬芝才有
胆量打量于增风。这个在心目中已经
十分熟悉的人，其实面目完全陌生。于
增风比在罗纬芝梦中出现的那个人，
更为高大。他坚信死亡虽将他收入麾
下，百转千回的一生就此告结，但他未
曾屈服。

罗纬芝把于增风蓝白条纹相间的
病号服理顺，预备把他重新装入塑料
尸体袋。就在这个过程中，她触到于增
风的病号服衣袋里好像有东西。她伸
手去摸，居然是一叠卷起来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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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
17 斡脱商人的“黄金时代”

下期预告32 背后的脚步声

3300 发发财财的的美美梦梦

发音：lián

谐音：掩
释意：1 .覆盖，遮蔽：“～日为蔽云”。2 .承袭：“法舜禹
而能～迹者邪？”3 .深：“其器宏以～”。4 .狭：～中(狭
道)。
用法：1 .是犹弇其目而祝于丛社也。———《墨子·耕
法》2 .处必弇。———《吕氏春秋·仲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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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31 果然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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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酒酒窖窖尸尸库库里里的的秘秘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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