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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其实书的封面上该是“那多灵异手记”，但我还是习惯把这个系列称为“那多手记”。
“灵异”二字是从接力出版社出版《幽灵旗》开始，和我商量着加上去的。
这一次万卷出版公司重出，编辑也觉得要加，否则新的读者也许会搞不清楚这是些什么小说，没准是
纪实文学呢，哈哈哈。
好吧，为了再多卖出几本，就加上这两个字，有什么办法，哈哈。
但我总觉得不如“那多手记”来得干净利索，同时我也喜欢它的平淡无奇。
就如这个系列小说的格局一样，由一个平淡的新闻引出，往往开篇不紧不慢地叙述，在某个地方忽然
一转，就此被水底急流卷去了。
我一直想着，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仿佛平凡得很，你可以数十年就在某个小圈子里打转，直到死去。
但它又经不起琢磨，经不起观察，经不起追问。
否则，就要闹出大动静来，很可怖的。
这次重新出版是一次梳理，手记系列最早在南海出版公司出过三本，分别是《坏种子》《凶心人》和
《铁牛重现》，现在几乎见不到了。
后一本本该叫《铁牛重临》的，无端端被他们改了，如今改回。
而后，自《幽灵旗》始，就在接力出版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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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段六十多年前的秘史悬念迭起；一番一千多年前的史实玄机暗藏；一个“三眼人”的传说扑朔迷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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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那多，曾经是一名国家公务员，后来因为对睡懒觉的迫切生理需要，跳槽到了媒体，成为一名记者，
终于等到懒觉睡厌的时候，开始对记者这项最自由的工作感到不自由，而后辞职在家一心写作。
由于向来想象力丰富，夜晚穿梭在梦境与梦境之间，一切真实在那多脑中都会形成奇幻的映射，而新
闻记者写文章却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一丝不苟，剧烈的反差终于在某一天找到突破口，火山般喷发出
来，结成一个个的故事。

　  新奇的幻境在那多脑中不断形成，有的荒诞而搞笑，于是有了《三国事件簿》；有的神秘而诡异
，于是有了《那多手记》；有的在宿命中有着令人回肠的爱情，于是有了《星座爱情小说》，那多变
幻着角色，在各个幻境间跳跃，不亦乐乎。
对许多辈子只有一两次风格突变甚至一个风格到老的作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对那多，却是天赋
本能，信手拈来。

    那多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要求——好看，无心追求在文学史上有何建树，对他来说，只要读者觉得
好看，就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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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Chapter 01　六十七前的照片Chapter 02　扛旗子的四兄弟Chapter 03　深藏在地下的秘密Chapter 04　盗
墓之王Chapter 05　孙辉祖的白骨Chapter 06　噩梦开始Chapter 07　死亡诅咒、Chapter 08　暗世界的聚
会Chapter 09  “第三只眼”的秘密Chapter 10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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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Chapter01六十七年前的照片当年日寇滥炸后仅存的完整建筑物如今却要枯船在闸北区恒丰路附近的裕
通路85弄弄口，有一排不起眼的中式三层楼房子。
据《闸北区志》记载，这个“三层楼”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遗迹。
1937年，日寇对苏州河北狂轰滥炸后，闸北成了一片废墟，仅剩下的一处完整建筑物，便是这个“三
层楼”。
如今，因为旧区改造，作为重要历史见证的“三层楼”，就要被拆除了。
有识之士提出，“三层楼”不该拆，应当从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遗迹的角度加以保护。
记者昨天来到“三层楼”采访，巧的是，天目西路街道“三层楼居委会”的办公室，就在“三层楼”
里。
居委会主任周玉兰介绍说，“三层搂”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由四个有钱人合伙建造的，当时共有四幢。
之所以在日本人轰炸下“幸免于难”，据说是因为当时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外国旗子。
以后，幸存的房子成了这里最显眼的建筑，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闸北境内最高的建筑。
人们习惯于把这里称为“三层楼”，连“三层楼居委会”也因此而得名。
由于恒丰路拓宽和旧区改造，此前已经有两幢“三层楼”被拆除，剩下的两幢现在也“岌岌可危”，
被列入了拆除的范围。
眼看这一历史遗迹就要“销声匿迹”，闸北区政协委员吴大齐等心急如焚，提交提案反对拆除“三层
楼”，他认为，尽管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三层楼”没有保护建筑的名分，但这些建筑是不可多得的
历史见证，这样的遗址在上海也并不多见，应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保护下来，将其改建成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教育后人勿忘国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
周玉兰也觉得拆除“三层楼”实在可惜，居住在这里的几十户人家虽然盼望改善住房，但他们也认为
“三层楼”应该得到保护。
《新民晚报》2004年6月9日由于要参加今天的评报，所以我把同城几家主要竞争媒体的当日报纸都找
来看了一遍。
每家报社每天都会有类似的会议，大家各有眼珠盯牢的几家媒体，如果别家有的新闻自家没有，叫漏
稿，责任可大可小，严重的能让相关记者立马下岗；如果自家有别家没有，当然沾沾自喜一番，奖励
嘛，一些铜钱而已，多数时候只有口头表扬。
重罚轻奖，皆是如此。
所以开会前一小时，我把《新闻晨报》、《青年报》、《东方早报》、《解放日报》、《文汇报》、
《新民晚报》等扫了一遍，于是就看到了以上这则新闻。
这则新闻我们漏了。
不过在我看来，这算不上是重大新闻，也不是条线上必发的稿子，属于别家的独家新闻，是他们记者
自己发现的稿，总不能不让别人有独家新闻吧，虽然领导们总是这样想，但小兵如我们，还是觉得，
该给别人一条生路走⋯⋯如果真有份什么好新闻都不漏的报纸，那别的报社岂非都不用活了。
而且《新民晚报势是每日上午截稿，相比我们这些前一天晚上截稿的早报而言，本来就有先天优势，
报道比他们晚一天是常有的事。
再说，评评报而已，有必要得罪平日在报社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吗？
所以，评报时轮到我说话，我只以一句“今天《新民晚报》有篇关于历史遗迹的独家稿，我们要是以
后能多些这样的发现性稿子，报纸会更好看”轻轻掠过，丝毫没有加罪于谁的意思。
可是头头自有头头的想法。
如果又是新来的头头，想法就特别多。
评报会开完，蓝头让我留一下。
蓝头姓蓝，是新来的头，所以叫蓝头，职务是副总编。
这是个分管业务的副总编，于是我们分管业务变成了两个副总，职务重叠，谁都知道这其中涉及报社
高层的权力纠纷。
蓝头新来很卖力，磨刀霍霍，已经有许多不走运的记者编辑挨刀子了，被他叫住，让俺满心不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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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我在报社也算是老记者，功名赫赫，听的见的多了，心一横，谁怕谁。
话是这样说，好像心还是有点慌，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而已。
“想和你说晚报那篇独家稿的事。
”蓝头满脸笑容。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一副成竹在胸的老记派头，好像我是领导似的。
“别人有独家稿不怕，但我们得跟上，有时候，先把新闻做出来的，不见得是笑到最后的。
”蓝头开始娓娓道出他的计划。
原来他想让我去作一个深入调查，把这两幢大楼的底细翻出来，扩大影响，力图通过媒体的影响力，
最终把这两幢大楼保下来。
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同时也能展现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也能展现
我们《晨星报》的力量”。
有句话我知道他没说出来：“这也能展现我蓝头的英明领导。
”“我虽然刚来不久，可你的报道我看了很多，你是《晨星报》的骨干，这个专题报道就交给你了。
”他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
“没问题。
”我拍胸脯保证，心里暗笑，看看，这蓝头还知道哪些人能动，哪些人不能动，哪些人要捧在手心里
不是？
深入报道是件细活，我打了个电话，和居委会说好明天下午去采访，而明天上午，我打算去一趟上海
图书馆。
如果那大楼真如《新民晚报》报道里说的那么有名，上海图书馆一定有它的资料。
要想把大楼保下来，这类能证明其珍贵母的资料是不能缺少的。
再说，引用一下资料，我的稿子也好写。
第二天一早九点，我就到了上海图书馆。
我是那里的熟客，早就办了张特许阅览证，可以查阅那些不对外的文献资料，他们管宣传的几个人我
都认识，最关键的是，他们几个古旧文献书籍的分理员我都熟。
虽然他们的内部网络可以查书目，但许多时候没人指点还是有无从着手之感。
也巧，刚走进上图的底楼大堂，就看见分理员赵维穿堂而过。
我把他叫住，然后递了根“中华”过去。
我不怎么抽，但身上好烟是一直带着的。
“算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不准抽烟。
说吧，这次又要查什么？
”赵维推开烟，很上路地说。
“呵呵，还是你了解我。
”我笑着把烟收回去。
“没事你还会上这儿来？
”我把事情一说，赵维指了指VIP休息室，扔下一句“在那儿等着”就走了。
坐在沙发上等了大约十分钟光景，赵维拿着一本厚厚的硬面精装本过来。
《上海老建筑图册》。
“1987年出的书，里面老建筑用的基本都是从前的老照片，对建筑的介绍也相当详细。
”赵维说着翻到其中的一页。
“看，这就是那四幢楼，日军轰炸后不久拍的，珍贵的照片，文字资料也挺多的，你慢慢看，要扫照
片的话去办公室，反正那里你也熟，我还有事，不陪你了。
”“你忙你忙。
”我嘴里说着，眼睛却紧紧盯在这贾纸上的照片上，一瞬间的惊诧，让我甚至忘记了对正快步走出休
息室的赵维应该有的礼貌。
我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张令人惊叹的照片。
那简直是二个奇迹，这张照片所呈现的，是近七十年前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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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测着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那场轰炸过后的一小时，还是一天、两天？
不可能是更长的时间了，因为照片中的画面上，四处是废墟和浓烟，见不到一个人。
当年日军轰炸过后，上海像这样一片废墟的地方很多，但在这张照片里，残屋碎瓦间，却突兀地耸立
着四幢毫发未损的建筑。
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在高处，取的是远景。
遥遥望去，四幢明显高出周围破烂平房的大楼，分外显眼。
在刹那间我甚至以为，当年曰军轰炸机投下一颗颗重磅炸弹时，这片街区张开了只在科幻小说中才听
说过的能量防护罩，所以毫发无伤，否则，以周围建筑被炸损的严重程度，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
卵”？
这当然是个可笑的念头，真有保护罩的话，怎么四幢楼四周和之间的平房都塌了，就只留了这四幢楼
在？
可是，照片上所显示的状态，显然比保留下一片街区更为荒谬和不可思议。
我随手翻了翻前面几页，发现其他建筑取的都是近景，而且照片只占整页的一半左右，只有这张照片
取的是远景，而且占了一整页。
我翻到后一页，果然，后页上是四幅比较小的大楼近照，以及文字资料。
想必当时的编者也觉得这张取远景的照片极为神奇，所以才给予特殊待遇。
我翻回前页，凝神仔细看这张照片。
四幢大楼的排列很奇怪，每幢大楼间都相隔了一段距离，最前面两幢，后面一幢，再后面一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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