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忘黑夜里的那张脸
   

1995 的一个秋夜，张丽玲在结束了繁忙的一天后，已经睡下了。电话响
了，张丽玲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 w的声音，沙哑、疲惫，吱吱唔唔说了半
天，才说明白：“张丽玲，我想问你借钱⋯⋯”

在留学生中借钱一事是最难说出口的，谁都不易呀。如果谁向别人借钱
了，这个人肯定是出问题了。

W来日本数年了，由于日语学校没念下来，失去了签证，“黑”了下来，
没法在东京找到适当的工作，就到名古屋的乡下去找活干。W 是与妻子一同
来日本的，夫妻俩都三十多岁，中国同乡都说不管 W打工多苦，只要一想到
他有一个那么好的妻子，一切都可以释然。的确，W 的妻子漂亮、贤惠、勤
快，具备天下所有好妻子的一切美德，与 W相亲相爱，是一对非常和睦的夫
妻，在留学生中十分受人称道。夫妻俩虽然不富裕，但是并不缺钱，日子总
是能过得下去。而且 W并不直接认识张丽玲，是张丽玲日本语学校的同学介
绍来的。

敏感的张丽玲从 W 的声音中听出了问题，就在电话里对 W 说：“你现在
在哪儿？⋯⋯就在我家附近？好吧，我马上出来，你等着我，我想知道你为
什么要借钱。”

张丽玲在地铁站旁边找到了 W，W站在路灯下的阴影里，脸上的表情让张
丽玲感到恐惧和不安，沮丧、无奈、悔恨、绝望交织在一起，目光无神，头
发蓬乱，昏黄的路灯光让他的脸显出死人一样的光。

“对不起，张丽玲，这么晚了把你叫起来，而且又是这种让人难以启齿
的事情，可我实在是别无他法⋯⋯我妻子跳楼了⋯⋯”

夜深了，行人已经很少，只有偶尔经过的夜车还让人觉得喧闹，秋夜的
凉意阵阵袭来，W 的话更让她全身一颤，一股毛骨悚然的恐惧感觉像电流一
样传遍全身，头发和汗毛都要倒立起来。

W的妻子可是到处受人称道的好妻子呀，怎么就会跳楼了呢？
“⋯⋯不过我妻子没有死，只是断了脊椎骨，现在正躺在医院，我没存

下多少钱，像我们这些黑人在东京没有钱是治不了病的，我周围中国同乡的
钱我已经借了不少，可是还不够，我的朋友让我来找你⋯⋯我妻子是一个好
妻子。她住在东京，我去名古屋打工，隔一段时间回来一趟，可是前几天我
妻子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让我一定要保重，我感觉不对，就跑回来，
回家一看，妻子不在，家是空的。我四处寻找她，可是哪里都找不到。问熟
悉的同乡，都说不知道，好几天没看见她了，到她打过工的地方去找，也没
有。我急了，在东京的马路上跑来跑去，只要有一线希望的地方，我都去找
了，可是没有⋯⋯一连找了三天，我连眼睛都没合一下，后来终于在一个公
共场所找到了她，她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对劲，只是人比原来瘦了，气色
也不好。我找到她时就放心了许多，拉着她回家。我本想问她给我打那个电
话是什么意思，也想问她家里怎么会那么乱，还想问她那几天她都在哪里，
可是我实在是太困了，把她拉上地铁就睁不开眼了，我想睡一会儿，等睡醒
了在再问她。我的手紧紧地拉着她，可是她几次挣脱开我的手，凑到地铁门
边，似乎想逃走，我迷迷糊糊地又把她拉回来。我在半睡半醒中意识到我不
能带她回家，一回家我就会马上睡个不醒，她就会有机会再跑掉，我就把她
带到一个朋友家里，让她在里屋休息，我为了防止她逃跑，就靠在门上睡，



可是一靠就睡着了⋯⋯我真后悔，如果能再挺一挺，少睡一会儿，也许她就
不会做那种傻事了，可我实在困得要死，靠在门上就睡得昏天黑地⋯⋯突然
听到‘扑’的一声，我的朋友大叫：你妻子跑了！我还以为我妻子是经过门
口跑掉的，我本能的反应就是出门去追，连鞋子都没顾得穿，光着脚跑到路
上，可是没有我妻子的影子，我纳闷她怎么会跑得这么快，我只好回到朋友
家里，想穿上鞋子再去追她，可是等我回到朋友楼前的时候，一辆救护车已
经停在楼下，我妻子躺在地上，正在痛苦地挣扎⋯⋯原来我妻子是跳楼跑的，
我挡着门，她出不去，就从楼上跳了下去，她也真命大，竟然没有摔死。朋
友替我叫了救护车，把我妻子送到医院，她的脊椎断了，需要动手术⋯⋯我
想不明白她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原来计划好的，等我再挣一点钱就回国了，
可是她却不愿意走，她说当初从国内出来就没想到再回去。其实我们在国内
什么都不缺，钱有，房子也有，开着两个铺子，她什么都可以不干，过老板
娘的日子，可是我们还是出来了，没想到出来后变成“黑人”了，我是想回
去，可是她反对，不回去就不回去嘛，我也没有逼她，她怎么能这样？生活
又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张丽玲不忍心再让 W 讲下去，回家把她身上所有的钱和妹妹张丽烨的钱
全都拿给 W，让他快去医院。W手中拿着钱，脸上依然没有一丝笑容，行色匆
匆地走了。看着 W的背景消失在东京的黑夜里，张丽玲也转身回家，可是她
的脚步非常沉重。她替 W担心，也替 W的妻子感到悲哀，她觉得心里像堵着
一块石头，难受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把钱财输光的时候，就输人，过了一段这样的日子之后，与一个日本人
“假结婚”，通过这种办法加入了日本国籍⋯⋯

张丽玲当时听着 W 的讲述，心里翻江倒海。其实类似的事情她从前也不
是没听说过，可是真要活生生地发生在她身边，她觉得可怕，受不了。中国
人为什么要出来？出来了生活不下去为什么不想回去？中国人，尤其是中国
女人，生活能力并不比男人差，可是为什么一些中国女人在国外变得沦落，
丧失人格，以致于迷失方向，找不回自我呢？

这件事让张丽玲感到震惊。她越发想做一部反映中国留学生的纪录片，
让国内的同胞们知道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和苦乐悲欢。这件事让她下定了决
心，不再犹豫，不管困难多大，一定要把纪录片做成。

突袭横山
   

心灵的磨难是无尽的，一天不把片子做起来，张丽玲的灵魂就一天不得
安宁。张丽玲想到电视台借一台摄像机自己拍，可是由于她在日本远离了电
视界，她只知道日本有一家叫 NHK 的电视台，她以为日本所有的电视台播放
的都是 NHK 的节目，真要拍电视片了，她还不知道电视台在哪里，更不知道
日本的电视台是不做节目的，日本的电视台只管企划、播放，节目的制作是
由公司来完成的，许多电视台除了新闻部以外，其他部门甚至没有摄像机。

为了纪录片之梦，张丽玲决定自己去找日本的电视台和摄像机。通过一
个日本朋友的介绍，张丽玲与一家电视制作公司取得了联系，该家公司听了
张丽玲的想法，觉得有点意思，可以一做，但是人家说必须电视台给公司这
样的任务他们才去制作，可是像这样 20 集的纪录片，日本的任何一家电视台
都不可能立项，在 NHK，做 13 集这样的节目就要 6亿日元的经费预算，而且
民营电视台谁都不会把一个纪录片拍到十几集、二十几集。但是这个公司还



是觉得张丽玲这个人挺有意思，一个弱女子竟然有这样的鸿鹄之志，他们可
以帮助她联系电视台。后来张丽玲才明白，这家公司是想让电视台做一个拍
她的节目，这样电视台可以出经费，他们的公司就可以接过来，有活干了，
可以拿到钱了。

经过一番联系之后，有一个制作公司的人对张丽玲说：“我们给你引荐
了富士电视台，我们已经把这件事向富士电视台制作部的部长进行了汇报，
部长把这件事交给副部长与你接洽。这个副部长是日本纪录片方面的大腕，
每天都很忙，选一个合适的时间，我带你去见他。”

这位副部长就是后来对张丽玲和她的《我们的留学生活》起到了决定性
作用的横山隆晴。横山隆晴出生于 1953 年，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
治经济学系，进过著名的日立公司，做过银行职员，进入富士电视台后先在
报道部做新闻记者，后来成了日本纪录片界最有影响的几个导演和制片人之
一，把日本纪录片的所有最高奖项都得遍了，其中 GALGXY 奖得了 12 次。带
张丽玲去的人告诉张丽玲，横山个性突出，不太好接近，只认片子不认人，
可是如果片子能够打动他，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做。

张丽玲在国内接触过许多电视界的大腕，一个比一个牛，叫人不敢接近，
想必横山隆晴也可能是这种人，鼻子一哼就能把人吹走。可是那也得见，见，
可能会多一次机会，不见，却只能空等。

为了能打动横山隆晴，张丽玲做了充分的准备，把写好的企划书译成日
文，把二十集的纪录片方案浓缩到一页，免得人家看不了两眼就烦了；而且
选了一个星期五来见他，怕他在别的时间来不及听完就被别的事情拖走，周
末的时间可以从容一点，谈到多晚都没关系。

1995 年 12 月 8 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五，这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当时的
张丽玲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有多么伟大，可是这一天对《我们的留学生活》
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一天，张丽玲见到了横山隆晴，而且让
这位个性鲜明的日本纪录片大腕的眼睛对中国人亮了起来，对张丽玲亮了起
来，对《我们的留学生活》亮了起来。

张丽玲来到富士电视台，走进制作部办公室。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正
在打电话，皮肤黑黑的，长长的头发，很瘦，正在对着电话发号施令，周围
像垃圾堆一样堆着许多磁带、书、各种夹子等等，乱得不可开交。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横山隆晴，从表面看来没有任何超乎常人的地
方。

电话打完了，横山隆晴抬起头看了张丽玲他们一眼，并没主动打招呼，
介绍的人对他说了几句，他就对张丽玲招着手说：“来，坐下坐下。”

可是电话铃又响了，他接着打，打完一个，回过头来对张丽玲说道：“我
是很忙的，有什么事快说，尽量简炼，最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张丽玲看着横山隆晴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心想，这人可真是个大
忙人呀。

好不容易等到横山隆晴电话打完了，张丽玲把纪录片的企划书递过去。
横山隆晴看了几眼企划书，抬头问：“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绝对不可能。”
这样的回答张丽玲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可是她不能就这么被打发了，她

要用她的智慧和诚恳打动他。人非草木。张丽玲不相信横山会无动于衷。



张丽玲说：“我觉得也是不可能，不可能我才来找你，可能我就不来找
你了。”

横山隆晴对这种心理小技巧却不屑一顾，他坦率地对张丽玲表达他的想
法：“我不是吓唬你。为什么不可能呢？第一你不是专业人员，第二你没有
钱，第三你没有设备，没有制作人员，第四，即使以上三点都具备，还有一
条就会把你限制住，你现在是大仓商事的职员，大仓商事是一个非常传统、
保守的公司，不会允许你来做这样的事情。”

张丽玲马上说：“我现在至少可以告诉你，这四点可以变成三点，最后
一条不成问题，如果大仓反对我做这件事，把我开了，我绝对有这个思想准
备，而且我绝对能够不要这份工作。想做一件事情，如果连这样的思想准备
和觉悟都没有，我是不会来跟你谈的。”

横山隆晴惊讶地停顿了一会儿，下意识地看了张丽玲一眼，颇感惊讶地
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横山隆晴接着又看张丽玲的拍摄方案。
敏感的张丽玲马上发现了横山隆暗心有所动，准备采取新的攻势，可是

没想到横山隆晴从拍摄方案上抬起头来，提出了更为强硬的拒绝理由：“我
坦率地告诉你，我对你要拍的中国留学生不感兴趣，你是我见到的第二个中
国人。第一个中国人是我在早稻田大学时见到的，他经常出现在我身边，自
我感觉良好，好像比谁都优越，我烦他，没跟他说过多少话。”

面对这样的问题，张丽玲似乎一时找不到用什么话来应说横山隆晴，只
好沉默着听他讲。可是横山隆晴并没有接着说下去，而是让旁边的一个摄像
师架起一台摄像机对着张丽玲，然后对张丽玲说：“我对你这样一个在公司
就职还想要做这么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的人有些兴趣，要是你不在意的话，
我先让摄影师把我们现在的场面拍下来，可以吗？”张丽玲对横山隆晴的行
为感到不理解，可是不知道该不该提出反对意见。其实这对横山隆晴来说很
正常，凭他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纪录片导演，也许他觉得这样场面会有一些
特殊的意义，如果不拍下来，会损失什么，所以他凭着本能这么干了。他又
对张丽玲说：“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超出我经验
范围。我现在还不能说我会不会支持你。”

横山隆晴接着对张丽玲说：“我想听听你对你的纪录片的设想，尽可能
说得简单一点。”

张丽玲没有委屈求全，更没有可怜巴巴地求人，而是“欲擒故纵”地说：
“有一点我要事先说明，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听完，等你听完我的话，如果你
还不打算做，我一点遗憾都没有，而且还依然会为见到你感到荣幸，前题是
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听完，如果你不打算听完我的话，我宁可不说。”

“不就是要拍这么一个纪录片吗？”
“不这么简单。这不单是一个纪录片的事，而是一段历史，是中国人近

二十年走出国门的历史，也是中国人近百年来向日本学习的历史。中国人最
早来日本留学是在清末，中国人是抱着向你们学习的目标来的，到现在已经
将近一个世纪了，等我们的片子做完播出时正好是一百年，这一百年有许多
事情值得总结，这是我们做这个片子的初衷之一。我们这一批留学生是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出来的，为了自我人生价值的改变，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
一个梦，也许我们的志向比不上先贤们那么远大，但是我们在中国与世界的
沟通以及中国向世界渗透方面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一个世纪前的先人



们⋯⋯对中国而言，我们是冲在时代前面的，我们充当了这个时代的先驱者。
在任何一个时代，先驱总会头破血流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们所经历
的一切将会伴随我们一生。我们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尴尬的，既不是中国人，
又不是日本人，这中间有断层呀。我们这些留学生知道日本哪些地方不了解
中国，也知道中国人哪些地方不了解日本，至少比在中国的中国人和在日本
的日本人了解得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段历史，而且是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
历史。而你们日本人到我们中国留学时在唐朝，一千三百多年以前⋯⋯当一
个人走过去再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只能是回忆，如果有一批人意识到这个
问题或者有能力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几十年之后就不至于只剩下回顾。
虽然它只是一段短暂的历史，但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将来与世界接
轨，都有不可磨灭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你能协助我来做，你就成
了跟我一同进入这段历史的人，虽然你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至少我们这一
批留学生会感谢你。但你说我是你见过的第二个中国人，那么你肯定不知道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不知道中国有改革开放这回事⋯⋯”

电话仍然一个一个地打来，横山隆晴只好不断地接电话，可是慢慢地他
对张丽玲所讲述的内容产生了兴趣，对电话开始不耐烦了，不断地推掉一些
事情。张丽玲在旁边可以清楚地听见他拿起电话后听不上半分钟就说：“不
行，我现在正有事，明天再说吧。”挂上电话马上就转过头来问张丽玲“文
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改革开放了你们为什么就要出来？”、“你们
留学生在日本又怎么生活？”之类的问题。

就像横山隆晴对中国不了解一样，原来张丽玲对富士电视台也一无所
知，直到她见到横山隆晴的时候她还以为富士电视台肯定是富士胶卷公司下
面的一个很小的电视台，否则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发展到了如此之高的水平，
横山隆晴怎么还会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不知道？但事实上富士电视台是日
本最大的一家民营电视台。

直觉和经验告诉张丽玲，从横山隆晴的眼睛里透露的信息说明，他开始
想知道中国的事情，他的好奇心促使让他急于想从张丽玲这里了解中国。聪
明的张丽玲抓住了这一机会，不仅告诉他中国现在的变化，而且还对中日关
系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和日本虽然是邻国，表面看起来它们
的文化和现实生活都是很接近的，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其实思维方式的差别
是非常大的，这种差异，甚至比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但问题
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谈话出人意外地一直进行了四个小时，远远超出了横山隆晴自己设定的
半个小时的界限，可是他似乎还有许多问题要问，直到很晚了，富士电视台
的人早都下班回家了，他们也感到肚子饿了，横山隆晴才恍然大悟似地想起
来：“哎呀，光顾谈话了，饿了吧，咱们吃饭去。”

横山隆晴带张丽玲来吃一种日式自助饼，这是一种类似中国大排档的小
吃，需要自己动手做，把准备好的青菜和鸡蛋放在一个摊开的面饼上，放在
平底锅上去煎，吃得人满身都是烟。第一次见面请一个女孩子来吃这种低档
的东西，这在日本不能算是太有礼貌的事情，而张丽玲还穿着上班时穿的衣
服，这多少有一点让张丽玲感到不太合适，可是当时张丽玲是来求人的，人
家请她吃饭已经不错了。

后来，这顿饭成了张丽玲“攻击”横山隆晴的话柄：“第一次你请我吃
饭就让我吃那个！”



饭间，横山隆晴不断问张丽玲有关中国的事情，对电视片的事情反而不
提了，张丽玲只能跟着他的思路走，尽可能回答他的问题。吃过饭，横山隆
晴对张丽玲说：“也许我会帮助你，你不要着急，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要
回摄影棚工作了。”

这就是张丽玲与横山隆晴的第一次会面，一次在无意之间创造了历史的
会面，一次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架起一道新的桥梁的会面，一次让中国人和日
本人都会感动的会面，而且也是对张丽玲和横山隆晴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
会面。

《我们的留学生活》播出后，横山隆晴在日本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的采
访，又谈起张丽玲第一次去见他的情景，感慨不已，而且与张丽玲对记者的
说法颇有一点不同：“1995 年 12 月，张丽玲第一次来到富士电视台找我。
那时富士电视台还在新宿区河田町老地址（两年前迁移到东京湾，现在坐落
于台场海滨——笔者注）。这是一次不速之访，来得非常突然。她问我你就
是富士电视台的横山隆晴吗？她说她想拍一部纪录片，她从朋友的朋友口中
知道我在制作纪录片，我在日本电视纪录片界还有点名气，她请我借给她摄
像机，说是想为在中国的电视台播出而拍一部纪录片，朋友说向横山开口可
以借到。我问她拍过纪录片没有，她说连一部片子都没有拍过。这就是我和
张丽玲的初次见面，我想这个人是不是发疯了，那一口半生不熟的日语，还
带着地地道道的留学生的稚气，对纪录片一无所知。当时，张丽玲才二十八
岁。我仔细问了她的计划之后，告诉她，我对拍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的留学
生的事，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她想表现的东西，
很有价值，所以，我向她许诺在可以做到的范围以内帮助她。”

铤而走险老虎机房主
   

冯明的长相比较福态，五官端正，脸颊丰满，双眼皮，留传统分头，头
发微有卷曲，个子比较高，穿一件黑夹克。他爱说，喜欢思考问题，也愿意
有人听他诉说。

冯明说：“我现在真的是对自己有一种自卑感，好像每天就是为了一点
钱在这里呆下去。有时候翻开电话薄，通讯录，想给朋友打个电话，可连打
个电话的勇气都没有。我把自己比喻成角落里的人，我想我代表的也是一大
批人。这也是我们这个角落里的人的一点酸甜苦辣。你们能把我们的心情表
现出来，太感谢了⋯⋯”

从此，摄制组开始了对他长达两年多的跟踪拍摄。
冯明当时正在做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情，在老虎机房打假卡。
老虎机是一种赌博机器，中国人也把它叫角子机，一般是投掷硬币启动

机器。日本式老虎机的玩法，是客人先用现金购置游戏卡，再把卡插到机器
中，进行游戏。每当机器转出同样一组图案时，老虎机便一次释放出相当于
6000 日元左右的弹子。这种老虎机房，在东京街头随处可见。

1996 年初，日本兴起了一股使用伪造游戏卡在老虎机房牟取暴利的风
潮。假卡制造者将使用过的废卡进行技术处理，然后以正常价格的 10％秘密
出售。购入假卡的人，凭借便宜的假卡，到老虎机房来赌博获利。

这种制造和使用假卡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引起日本警视厅密切注意。
那一段的新闻媒体上，关于假卡的报道非常多。造假者的照片常常登上大报
的头条新闻，“破获伪造团伙”一类大标题非常醒目。



但在这种风声鹤唳的紧张气氛中，仍有人知险而行。冯明就是其中的一
个。

1996 年 2 月的一天，摄制组来到和冯明事先约好的地点。
到了预定的时间，冯明摇晃着身体从一家小店走出来，他仍穿那件黑皮

夹克，走几步，看一眼手表。街头上，两个日本青年各自举着一块牌子，上
面写着“日本最大美容院，大优惠，只需 l400 元”的字样。他们站在人行道
上，不停地拦住过往行人，往行人手里塞小传单。

这是一个不景气的年代，每个人挣钱都非常不容易。
摄像机紧跟着冯明来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旁，冯明拿起电话，用中文说道：

“我昨天晚上定的卡拿好了没有？拿好了是吧。今天的卡质量怎么样？昨天
我打了很多卡，都吃卡，今天没问题的话，我还是再加十万吧，一共要六十
万，你给我都拿五千的吧，再过 15 分钟，还在老地方见。”

所谓老地方一般设定在交叉路口、车站等人多的地方，好掩人耳目。冯
明解释说，他从前一直是埋头打工的，打假卡还不足两个月。

冯明带着摄制组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附近，冯明站在等车的行人之间，
很悠闲，偶尔看一眼来人将会出现的方向。

15 分钟后，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出现了，头戴白头盔，身穿黑夹克，夹克
背上画着白色佛祖图案，摄像只能拍他的背影。

冯明朝来人摆摆手，动作不大，没有紧张，也没有兴奋，冯明是一个老
练的人，行事稳重，做什么事都有条不紊。

摩托车手骑在车上，将卡递给冯明。冯明接过假卡，先把夹克上衣拉锁
拉开，把卡装入上衣内袋，再从裤兜掏出钱，对方接过钱，两人摆摆手，摩
托车手就走了。

冯明说，干这一行，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纯现金交易，全部是单线
联系。

冯明手里拿着一个易拉罐，道：“我今天拿了六十万日元，卡的实际数
额是六十万。”

张丽玲问：“那你实际是花了多少钱？”
“买的当然很便宜啦。不到三万块日元吧⋯⋯”他说话的声音模糊不清，

视线也躲躲闪闪的，有些不好意思。
冯明从夹克内兜里拿出那个摩托车手给他的纸包，对张丽玲说：“这次

拿的卡的质量还不错，这是三千的面额。”
说着他从纸包里取出一张卡，递给张丽玲。张丽玲还是第一次接触这种

造假品，感到好奇。
卡是一张身份证大小的磁卡，一面是灰色，另一面一半蓝色，一半白色，

交界处打了一个小黑洞，证明这是废卡。
冯明又递给张丽玲一张五千元卡，卡的背面也是灰色的，正面也是双色，

一半绿，一半白，中间也有小洞。
冯明重复着同一句话：“这次质量还不错的，卡不好的话，勒手，勒手

的话就容易卡在机器里⋯⋯”
冯明用手反复挫着卡的下半部，以证明那张卡面是光滑的。
张丽玲指着中间那个大一点的小洞，问：“这个洞没有补起来怎么办？”
“这个洞没补，只好从洞的这面打起了。”
冯明把卡重新包好，放进皮夹克内袋里。



张丽玲趁势问他具体造假卡的事。
冯明说起这些倒不那么吞吞吐吐了，那种高层次犯罪的事，与他是无关

的。“这个说起来就很复杂了，有专门冲卡的人，也有专门的二道贩子，也
许三道贩子都有，反正最初拿卡的人，没这么贵的，估计钱的一大半儿都被
冲卡的大老板给拿了，轮到我们这儿，冒着危险，赚钱又很少，跟他们比起
来⋯⋯”

“冲卡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张丽玲问。
冯明脸色一变，道：“冲卡这个人那厉害了，跟日本黑社会都有关系的。”
冯明又去给史国强打电话，仍是说中国话：“这几天还是老样子，你怎

么样，你这两天没地方打卡是吧，这样吧，我刚拿了卡，你还是赶快过来
吧⋯⋯”

30 分钟后史国强赶了过来。他戴着眼镜，头发留得较长，到脖子处，长
得有点儿像日本人。

两人一起进入了一家老虎机房。
现在进入老虎机房是担大风险的。假卡风潮起来后，各老虎机房纷纷加

强了警备力量，配备了最新的防盗设备。
这家老虎机房，一个穿白衬衣，年轻高大的保安虎视眈眈地看着游戏的

人们。他头上扣着耳机，胸插微型麦克风，一根线联接到裤子后腰，上面挂
着对讲机以及其它先进通讯设备。

为了便于随时逃跑，冯明在最靠近门口的位置上坐了下来，放入第一张
假卡，那个保安就在他身边走来走去。

小史也选择了最靠近门口的位置。
很快，冯明的老虎机就被打开了。显示屏上，3个 7并列在一起。开一次，

相当于 6000 日元的弹子滚滚而出，银色的金属弹子发出密集清脆的声响。金
钱的声响引起人的贪欲。

隔着几排老虎机的小史回头看着冯明，他好像没有打开，有点着急。
没有多久，冯明的座位下就堆满了弹子。
冯明玩了一会儿，虽然手气非常好，但也不玩了。为了安全起见，冯明

从不在一个店长留。
冯明拿着店里出示的筹码，去换钱。换钱的地方在老虎机房外面，收款

台管换钱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满脸堆笑，殷切地数着钱，递出窗口。
史国强也出来了，也在高兴地数钱。
张丽玲问冯明赢了多少钱。
他指着刚出来的那个店：“刚才那个店，一个店。今天顺利，怎么也得

上十几万以上，如果 5点还大开的话，二十万突破了。”
不太走运的史国强把外衣脱了，搭在手上，甩着另一只手，似乎在甩掉

坏运气，他不好意思地笑：“今天不怎么好，只是打个本钱回来。”
他把装进去的钱又掏出来，数了一下：“三万多⋯⋯挣个交通费吧。”
史国强说：“去别的店再看看，时间还早嘛，再约别的朋友。这家店太

严。”
摄像机跟在两人背后，拉开一定距离。
天渐渐暗下来，路上行人纷纷赶回家中。这两个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却

逆人流而动，从一家老虎机店走向另一家老虎机店。但他们对老虎机房并不
是很熟悉，只是碰运气。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家老虎机店，为了不引起警备的注意，两个人分别从
两个门进去。

成为黑户以后，升学就职的可能没有了，挣钱就成了惟一的奋斗目标。
夜渐深了，东京城开始了灯火辉煌的夜生活。冯明和史国强从这家老虎

机店出来后，也分手了。
冯明在街头孤零零地走着。35 岁的冯明，至今单身一人，自从开始打假

卡以后，他辞去了工作，从早到晚，一家店接着一家店走。
他走近一家店，左右看看，然后走了进去。
摄像只能隔着店外面的防护网拍摄。
街头墙上，某某大会倒计时牌上大电子表指针已指向 11 时 10 分。
每天的深夜 11 点，老虎机房关门后，冯明就在附近的旅馆投宿。这种漂

泊流浪的日子他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
冯明走进一家外表看上去挺上档次的旅馆。
张丽玲他们跟了进去。
冯明今天谈兴很浓。他坐在旅馆房间的地板上，抬着头看着镜头，脸上

带着无奈的苦笑。
“今年是第八个年头了。以前说抗战八年，我现在在日本，也扛了八

年⋯⋯一天多少也能为家里赚回几千外汇吧。”他低下头。
他拿出几张纸币，分成两份，一手拿一份。
“我每天出去，就带五千日元，买张三千或五千的卡，每天赚来的钱都

存起来，我留下来的目的没别的，一个是赚钱，一个就是看看今后能干点什
么事。回去以后，我肯定要发展，具体能干到哪一步，是另外一回事⋯⋯也
许今后还⋯⋯有了钱以后还想往政治方面发展呢，要说我家里，父母都是国
家干部呢⋯⋯”

寂寞的夜晚，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陈麒：脚踏衬的上海人

   
陈麒，上海人，24 岁，18 岁就到日本，来日已经 6年。他是城西大学的

四年级学生，这是一所私立大学，每年学费约 90 万日元，合人民币约 6万元，
这笔钱全靠他打工挣。

1996 年夏天，张丽玲到城西大学采访陈麒。
陈麒就读的是工学部，自动控制专业。课堂上，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教师

正在讲课，陈麒用心地记着笔记。下课后，别人都在玩，他却勤快地擦黑板。
一位老师说：“留学生和日本学生的考试内容都一样，我觉得留学生很

不简单，既要懂日语，又要懂英语，做笔记，做作业也必须用日文写，很不
容易。中国留学生都非常努力，上课他们总坐在前面，成绩也都很优秀。”

中午休息期间，张丽玲问陈麒在日本最艰苦的事情是什么，他说：“就
是睡不好觉吧，迷迷糊糊的。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吧，星
期六可以好好地睡一天，但是四年级就得准备就职，得跑就职说明会，或参
加公司面接考试，这样一来，睡觉又少了一点，还要打工，一天8到 10 小时，
挺累的。”

张丽玲同情地说：“很想好好地睡一觉吧？”
陈麒面带苦笑：“现在也睡不着了，几年下来人就变得有些神经质，生

物钟给搞乱了，到四五个小时以后，就睡不着了。再睡的话就会很难过，就



这么回事。”
陈麒打工的地点在东京市中心的新宿区的高田马场，一家叫“Z”的夜总

会，他是跑堂的服务生，他在这里打工已经四年了，除了店长，只有他一个
服务生，每天晚上忙个不停，但他还满意，每小时一千日元的薪金，除去学
费和房租，还能稍有节余。

工作时间是每天晚上 7 点到凌晨 3 点，陈麒四年居然没有请过一天假，
就连每年的圣诞夜他也在店里打工度过。

每天在早晨 3 点半以后，陈麒才能回到在丰岛区椎名町租来的房子里，
还要再看上一会儿书，8点半就得坐电车去学校了。

陈麒一进大学四年级，就开始为毕业后的就职做准备，但至今还未找到
合适的公司，他拿出一张履历表让张丽玲看，说找工作从物色公司到准备资
料全得靠自己。明天一大早，他将接受一家贸易公司的第二轮面试。他不想
回国发展，觉得好不容易读了四年大学，总得在这里就职，学到实际的本事
后，才考虑回国发展。

地板上摆放着一张长长的公司名单，竟然全是日本的一流公司。
三天后，陈麒去参加另一个旅游公司的考试，考场内只有一条长桌，一

边坐着主考官，另一边并排坐着陈麒和另外三个年轻人。
主考官问陈麒：“请问工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人生有许多内容，工作是不可缺少的⋯⋯”陈麒的双手并放在膝上，

很紧张。
走出考场，他告诉摄制组，进这家公司的希望非常小。
最后一次见陈麒，他已经大学毕业，到福特汽车日本分公司工作，这是

一家跨国大公司，他说：“虽然是很苦，但也挺有趣的，别人不能这么过，
我却能这样，觉得有挑战性。”

李芳：江西母女和解在东京
  

李芳，27 岁，来日 4年，东京外国语大学三年级学生。她家里很困难，
兄弟姐妹七人，她排行老五，高中毕业后到离家万里的吉林读大学，毕业后
回江西工作，然后又到日本，什么事都是一个人扛过来的。

她对摄制组讲述了她的历史：“小时候我曾被我妈抛弃过，那是文革时
期，我刚出生，父亲又是右派，我妈担心养不活我，就把我抛到外面去了。
尽管我知道不是我妈的原因，是历史的原因，但这还是在我心里留下了伤疤，
对她我挺冷漠的，尽管我也知道我妈把我们养活不容易，应该好好孝顺她的，
但我做不到。”

去年冬天，李芳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至今尚未痊愈，但她还是坚持打工。
她同时打几份工，最主要的那份是在东京最大的交通枢纽新宿站的一家快餐
店里跑堂。

这家小店只有 20 平米，生意却出奇得好，每早能卖出上千份快餐，吃饭
的人要排队，店主为了节约空间，只用了李芳一个跑堂。

从早上 6 点到 9 点，李芳穿着鲜艳的工作服，把快餐高高地举过头顶，
在拥挤的顾客中穿梭往来。下工后，她每每都要累得直不起腰。

报酬是一小时 900 日元，外加一顿早饭，并不足以支付学费与生活费，
所以，李芳还做着中文教师等工作。

日本的生活使李芳认识到，一个女人要自己支撑一份艰辛的生活，是多



么不容易，她终于体会到当年母亲的心情，最终与母亲和解了。
她说：“在这边的生活让我学到了很多，能够让我完全接受我妈，这次

回国，我妈也挺高兴的。”
1996 年的圣诞夜，李芳在教堂度过。她这天穿一件白衬衣，及膝的黑裙，

手里抱着一份黑色乐谱，举着一根点燃的蜡烛，与一队教友走到教堂的前面，
开始齐声歌唱。人们脸上表情肃穆，李芳虔诚地唱着，歌声甜美动人，充满
了幸福宁静的慰籍。

柳林：憨厚的山东小伙
  

东京老街江户川区新小岩，有一所“学旺”日本语学校，80％的学生来
自中国。

1996 年冬天张丽玲来这里拍摄，她对中国留学生们讲明拍摄意图，希望
他们推举一位合适的人选。正是下课时间，人们忙着赶去打工，但还是很配
合，哄笑着一致推出一位身材高大的小伙子。这就是山东小伙柳林，22 岁，
来日 8个月，他相貌端正，性格和善，在班里人缘很好。

柳林下课后，先到附近的超市里买了最便宜的猪肉做晚餐原料，然后急
急地赶往“天元整体院”，这里是他堂哥开的按摩院，柳林在这里做按摩师。

一间大屋子里，柳林穿上白大褂为病人按摩，按摩得用力，看上去像揉
面，他的堂哥在旁边指点他。

柳林说：“一开始来日本不会按摩，就在我哥身上一遍遍做，他教我，
我还看我哥怎么做，经过五个月的学习，通过了他这里的考试，他就接收我
来这里打工了。”

堂哥叫柳河，38 岁，来日10 年，说话也很爽气：“其实我完全有能力供
柳林上学，不用让他工作，他要工作，也可以直接到我这儿来。但我没这么
做，他来后我首先让他去饭店刷碗，我是想让他知道，每个留学生都是这么
起步的。不知道这种艰难，他将来的奋斗就不会有动力。就这样，我宁愿他
恨我，也让他每天去刷 12 小时的碗。”

柳林手上有一道疤痕，是刷碗留下的。
柳林自豪地说：“四月份回国的时候，我还给我爸我妈每天晚上做按摩，

这每小时 6000 日元的服务，让我爸我妈也享受一下，每天都做。”
下班后，别人回家了，柳林就住在治疗室里，他说自己也想租个房子，

吃得好一点，但是因为学费太贵了，他还是宁可吃点苦，存点钱。
1996 年圣诞，柳林给摄制组看他女朋友的照片，还说：“我天天带着呢，

今天我们要通长途。”柳林大大方方地说着，旁边的同学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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