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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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个平淡的新闻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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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要被带去哪里？
另一个世界？
还是，归于永恒的寂静。
这一次，怕是逃不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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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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许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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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那多Chapter 02 线索中断Chapter 03 第二篇手记Chapter 04 早就公开的秘密Chapter 05 第
三篇手记Chapter 06 夜半深渊Chapter 07 过年Chapter 08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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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Chapter01谁是那多没有新闻。
以往我写手记，有一个惯例，就是放一则新闻在最前面，因为接下来要叙述的故事，和这则新闻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是这则新闻背后的秘辛，有的是这则新闻所引出的事件。
总之，让大家一开始就看到这个新闻，对于了解后面的故事，很有好处。
此外，也好让大家知道，我所讲述的东西，尽管看起来匪夷所思，却并非胡编乱造。
可是这一次，是个例外。
这次我要说的，是《那多手记》的源起，如果没有这件事，或许大家就不会看到这一篇篇的《那多手
记》。
这件事，并不是由什么新闻引起的，尽管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在某些必要的时候，我不得不举出一些
真实的新闻，但不是现在。
这件事情，发端于2001年的7月初，之所以拖到现在才写出这篇手记，原因很简单：我才搞清楚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人表达能力再好，总也要等到他自己搞清楚想表达的东西以后，才能告诉别人吧。
2001年上海的夏天很炎热，对常常在外面跑的记者来说，炎热比寒冷更难熬，常常一个夏天跑下来，
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得脱层皮。
当然，老兵油子不在此列。
那时我自然还不是老兵油子，非但不是，在新闻岗位上，是个新到不能再新的新兵。
因为，我才刚和《晨星报》签下“卖身契”，成为一名正式的记者，连记者证都没办出来，只好拿着
工作证和名片出去采访，好在大多数时候有名片足够了。
不过，那个时候，我的身份虽然只是个刚刚签约的新人，可是我自认为已经有些资历了，毕竟从大三
开始，我就到《晨星报》实习，在《晨星报》跑新闻的时间要比在学校多得多，更别说大四了。
报社里的记者编辑都混了个脸熟，写起新闻来也早已不是当初什么都不懂的菜鸟。
其实，抛开身份不谈，在《晨星报》当一个好的实习记者，和一个正式记者的收入不会相差太多，因
为收入里的最大一块就是稿费，《晨星报》这类新兴都市报，在多劳多得这一点上做得还是不错。
对我而言，转正的最大好处在于，我有了自己的地盘。
从前采访回来写新闻稿，得候记者们的空当，看哪台电脑空下来了，赶紧和人家赔上笑脸打招呼，借
用一下，写完稿子还要托人家传进报社内部的采编网络。
为了不让别人等得不耐烦，更多时候我先写在纸上，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录入进电脑。
有时候写到一半就得“挪窝”，怎一个“烦”字了得。
转正以后，就可以拥有正式的办公桌，一块用隔板围起来的方寸之地，一张转椅，一个活动柜子，最
重要的是，写字台上的那台属于我专用的电脑。
我运气好，正碰上报社购入一批新的办公设备，所以从电脑到活动柜都是全新的，惹得同事们一阵羡
慕。
不过，分配大橱时就没这么好运气，我找到那个属于我的橱，打开一看，挂衣服的地方还好，旁边几
个格子里乱七八糟，堆着不知道哪位的东西。
分派给我这个橱的总务部门的小吴说，这个橱有段时间没人用了，前主人早就跳槽，所以这里面的东
西随我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当然是好东西自己留下，其他的统统扔掉了。
不过闻着里面散出的微微霉味，我怀疑是否还能从里面找出什么自己想要的东西来。
是的，各位现在能在这里看到我写的《那多手记》，就源于这次整理。
在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些和常人不同的经历，在之前断断续续一年多的实习记者生涯中，尽管没碰上
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可是足以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让普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经历，还是有那么
一两次的。
也不知为什么，我一当上记者，自然而然地，就会注意到许多别人不会关注的细节，又或者说，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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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会往我身上撞，偏生我又不习惯躲。
几次下来，让我和一些老记者一样，对表面的东西，越来越不信任，天知道眼前这有条有理运转着的
社会机器，骨子里都是些什么？
然而有奇怪的经历，不代表我就一定得写下来告诉别人，虽然我有写的冲动，但是整天写新闻已经很
累了，干吗还要给自己增加新的压力？
最重要的是，我写出来了，会有多少人相信？
在写与不写的犹豫之间，或许只要稍稍加一个砝码，就立刻会有改变，而接下来我的遭遇，可不止一
个砝码那么简单。
因为，我居然看见了一个范本。
那个橱里从上到下一共有三个格子，每个格子都乱七八糟的，一些看起来很不错的盒子，打开来，全
是某某企业开业时赠送的人造水晶摆设，属于所有礼物中最没用的那种，造型不是一幢大楼就是上海
的标志东方明珠电视塔及几座大桥，往往很沉重地背回报社，就此扔在一边，如果隆重地摆在桌上，
定会遭人暗暗耻笑。
无用的礼品之外，是一些比较专业的书籍，比如海关的税表、外贸法规类书，可以想见当年这位前辈
一定跑过这些条线，但对于我，这些书却一点用也没有，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些书扫入垃圾筒。
倒是一些空白信纸、信封被我留了下来。
整理到最后一个格子的时候，我看见一本硬面记事簿。
这是一本黑色的硬面本，我信手翻开。
我正好缺这样一本采访本，如果这本子没有用过的话，我就不客气地留下自用了。
是用过的。
几乎写了满满一本，我从后往前翻，直翻到第一页，惯性地让这本本子合上，但我却猛地再次翻开。
因为刚才一闪眼间，我看见了自己的名字。
如果在网上用GOOGLE搜“那多”，会搜到一大堆类似“那多好啊”之类的词，因为这两个字在人名
之外，还有太多的搭配方式，所以我这时虽然有些意外，但也没有太惊讶，不过翻开来再看一眼这一
点点的好奇心，还是有的。
重新翻开第一页，看到第一行的几个字，我的眉头就不由皱了起来。
“那多手记之失落的一夜”。
相信看到这里，许多人会非常惊讶。
老实说我当时反倒没有太惊讶的感觉，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写《那多手记》，所以看到这个标
题，除了对“那多”这两个字感到意外，并没有其他的感觉。
不过这样一个标题，足够让我看下去了。
流畅的文字，玄奇的故事，以及心中越来越大的疑惑，就让我站在衣橱边，一口气把这篇不到一万字
的手记看完。
等到我终于抬起头的时候，脖子已经酸得不行了。
以下是这篇手记的全文，现在我确信全文登出不会有什么版权上的问题，而这篇手记，也绝对有让人
一口气读下去的吸引力。
那多手记之失落的一夜揭开千年地宫之谜5月11日凌晨，杭州的夕照山格外地不平静。
千年雷峰塔的地宫内珍藏了些什么？
一个尘封了千年的悬念正待揭开。
上午9时整，发掘工作开始。
本省及来自北京、上海、济南、郑州等全国各地的近百家新闻媒体都将镜头对准了这一著名佛塔的地
宫口。
吴越地宫经历了1000多年的岁月风霜。
据测地宫距塔首层地面2.6米，地宫口用一块方形石板密封，石板上则压着一块750公斤的巨石。
今天吊启巨石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铁链加绳索。
在链条相击的金鸣声中，沉睡千年的巨石慢慢醒转，随着巨石缓缓上升，夕照山红土紧紧夯卫着的地
宫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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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地宫终于触手可及了，但覆盖在地宫口的石板却有着千年高龄，从任何一边开启都有令石块碎裂
的危险，于是专家决定先将石板原先裂开的小块撬走，然后再整块扳起。
11时18分，石板被成功开启。
千年的面纱终于被撩起，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函和一尊佛像出现在众人面前，使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兴
奋。
但是，由于地宫已被水浸泡过，埋在地下的文物位置混乱，陷于淤泥中无法搬动。
人们遗憾地无法当场知晓，这深藏了千年的铁函里究竟装了些什么。
2001／03／12《浙江日报》游手好闲地渡过了四年大学生涯、又不是新闻系毕业的我，竟然被这家沪
上知名的报社录取了，实在令我有些意外。
应聘前我并未存多少希望，毕竟这里相传是复旦帮的天下，不是复旦新闻系毕业想在这里的新闻部留
下，除非才华出众不然就要有关系。
也许算是际遇吧，无论如何，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记者了。
由于部里所有的条线都已经满员（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没条线可分还要招人），我是没有固定的新
闻线索来源的，我成了个游荡者。
只要有突发事件，或是重大事件，都归我报道，千斤重担压在身，绝对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
不过，我那多姿多彩的记者生涯，也由此而始。
建党80周年就将临近，作为沪上的主流媒体，根据惯例和上面的要求，我们很早就开始着手准备相关
的人物报道。
我这次被派到的任务，是去做一篇冯立德的专访。
冯立德，今年48岁，壮年。
国内考古界后起之秀，主持过多项重大考古，比如今年三月杭州的雷峰塔地宫考古，在国内外享有盛
誉。
我做人物专访的习惯，是事先多搜集一些此人的信息，然后选择一个切入点。
而采访冯立德，切入点无疑是几个月前他刚主持过的雷峰塔地宫考古。
然而，当我上到冯立德的个人网页，去搜寻更多我想要的信息时，却发现了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
冯立德的个人网页有个很配他行当的名字：千古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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