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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地老鼠》

内容概要

《我是北京地老鼠》主要内容简介：在北京挨“地老鼠”痛苦日子的那一切，作者想来，已经恍如隔
世了。昨夜的星辰，昨夜的眼泪，都是小人物的悲欢，进入不了历史，最终只能默默飘散。在地下室
邂逅的那些伙伴，大多无影无踪。2003年小宋还跟我保持着若断若续的联系，他已经升到了“地面”
，离开了那个悲剧的地方，但是“牛扒城”还是遥遥无期。在黄沙漫天的北京，仍有一个穿夹克衫的
青年，在人潮中东奔西走，寻求那微茫的希望。也许是永无出路，也许是一举解脱，“命运”二字，
将缠绕他的一生。清秋子编著的《我是北京地老鼠》描写了一群外地人在北京的一段充满了酸甜苦辣
的生活经历。他们属于社会的底层人群，居住在地下室里，被戏称为“地老鼠”。他们是为生存而艰
难的跋涉者，但心中始终充满了对理想生活的期盼。《我是北京地老鼠》与《第一次亲密接触》并列
为“十大阅读试验样本的网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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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地老鼠》

作者简介

清秋子，网络写手。生于重庆，长于长春，早年曾下乡插队八年，期间开始诗歌创作。写诗十年，成
绩乏善可陈，仅有一首收入《朦胧诗选》。1988年后，在南方及北京打工多年，曾做过公司白领和编
辑，间或失业。现居海南，供职于某媒体。1994年起开始小说创作，曾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自2003
年起，在网上连续发表长篇小说《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地老鼠”》、《六莲》及《深圳，你让我泪
流满面》，一时名声大振，实乃大器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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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地老鼠》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没钱也得在北京待着
第二章 地下室里的哥们姐们
第三章 一个被抓了，另一个也失踪了
第四章 住在别墅里还思考什么“正义”
第五章 求职：英雄白跑路
第六童 潘家的后花园有点像梦幻
第七章 拿什么来挺住，我们的日子
第八章 离开地下室能到哪里去
第九章 明天，像狗一样爬着出去
第十章 谁能无休止地忍受寒冷
余音 逃离京城的日子
后记
附录一
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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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地老鼠》

章节摘录

　　说起来这还是很近的事了。2001年初，我在北京有过一段“走麦城”。2月的情人节一过，一个严
峻的事实摆在我面前。前提是：我的腰包里只剩下1000多元钱，却要在北京城这“居大不易”的繁华
之地待上两个月，其间，没有任何人能够支援我。我在北京倒是有些哥们儿，平日里都是胸脯拍得山
响的：“有什么难处找咱哪，你的事哥们儿全包了！”但我知道，此时此刻若真去找他们，他小子躲
都躲不及。这些鸟人！在北京，要好的姐们儿我也有那么一个，搞的是中国的麦肯锡，对高级管理层
进行咨询培训，个人年收入70万，外加一个私人公司年收入200万。我张嘴乞借，她不会犹豫。但我丢
不起这个脸。好家伙，人模人样的，怎么混到了乞讨的份上了？姐们儿只要这么损我一句，我就得臊
得去跳地铁沟。　　怎么办？得想法儿活呀。我在京城东南角的松榆里找到了一家地下室旅馆，一间
房月租220元。这要搁在平常，就等于白住。看房子那天，对我是个巨大的考验。这地下旅馆也算是一
绝了。北京的高层住宅小区，都有地下人防工程。有不少居委会为了创收，就把地下工程改成了一个
个小房间，租给外地人开旅馆。从地面上看，不过就是小区院子里一座小平房，走入地下，则别有洞
天。通过长长的走道，然后才是住宿区，每个屋子约有6平方米，完全在地下，没有窗户，也没通风
设备，白天也要开灯。屋内仅一床一凳一灯而已。有公厕、公共厨房，还有公共淋浴间（另外收费。
但天冷，基本没人用）。设施都很简陋，对付着用罢了。房间里看着倒还干净，要命的是没有暖气，
一股子寒气逼人。　　站在这监狱似的小屋子里，我脑子里翻江倒海。想老子也是曾经阔过的——住
别墅，坐皇冠，潮州菜吃到不想吃，一进歌舞厅，三陪小姐都齐声欢呼。想不到老了老了栽到了这北
京城。但又一想，老子年轻时也是吃过苦的，掏过大粪，起过猪圈，卖过西瓜，扛过麻袋，露天野地
里也睡过。眼下这算什么？民工盲流能住，我怎么就不能住？我一咬牙，把200多元租金交给了旅馆老
板。　　住下来后，我开始留意这里的住客。大致是两类：郊区进城做小买卖的农民和外地来京混饭
吃的年轻人。居然还有拖家带口在这儿住的，每天在公共厨房用燃气炉子做饭，中午晚上两次油烟弥
漫。三教九流中，就我这么个戴眼镜的体面人混迹其问。不过这些人，都在京城见过世面，对我这个
另类盲流并不特别注意。　　我有个脾气，就是倒驴不倒架子，到哪儿都得像模像样活着。到了地下
室，也得正经过日子。这个小区处在城市边缘，附近就有个市场，除了卖菜之外，还卖假冒伪劣日用
品。我上那儿去买了被褥、暖瓶、电褥子、台灯。基本都是伪劣品，总共也没花多少钱。安顿好了住
处，还得来点情调。把随身带的迷你音响打开，床头柜上摆上心爱女友（过去的）的玉照，墙上有个
水泥搁架，正好放书。于是乎，这黑牢里居然也有了点小资气息。　　房门不大隔音。一日，我听到
隔壁有两个小伙子在说话。慢慢地，听出了点儿名堂来。这是两个唐山郊区来的后生，在北京做保险
推销员。没有底薪，初入道，业绩也没有，生活遇到了困难。一个大的就在教训小的：“你愁什么愁
？能愁来钱吗？适者生存，得跑啊，拉下脸去，哪儿有门就往哪里钻。困难怕什么？没吃的，去买3
斤土豆，煮了，能不能吃？还当你是老太爷啊？你明儿要是再这么愁眉苦脸的，看我掮你嘴巴子！”
我听着，为之动容，这真是平生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场市场经济教育课。　　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
了。我拿了一张CD放起来，是科岗演奏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白天里走廊空空，有回声，因此
非常好听，回肠荡气。听了大约40分种，我关了音响，开门出去，却见那年龄大些的唐山小伙正立在
门外，表情不是一般的庄重。我俩同时一愣。小伙忙说：“你是新来的？你这音乐真好听，好听！我
都听了半小时了，嘿嘿，没打扰你吧？”我竟一时语塞，好一会儿才说：“你要不要再听？”他忽然
有些腼腆，连忙摆手说：“不啦！”说完，回身进他的屋了。　　2　　住处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吃
的问题了。我不能想象自己买个劣质煤气罐，跟那些农村妇女挤在狭小的厨房里一块儿抡马勺。于是
出去转了转，发现附近的这个大市场真是太方便了，聚集了差不多有10家小饭馆。我按照口味，挑了
一家内蒙人开的北方餐馆，作为我的伙食点。估计了一下荷包里的存量，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每
餐6元，一点不能多。5元一份炒菜，带一点肉；1元一份饭；够了。菜不算实惠，但用的油多，强于盒
饭，再说附近也没有卖盒饭的。亏得这边缘地带有这么便宜的炒菜，不然这个标准连个囫囵的汉堡包
都吃不上。当然，要是想再便宜一点儿的也行，素炒土豆丝，3元一份，还可以省点儿。但看着老板
一家的热情笑脸，我还真是拉不下脸来这么扣门儿。老板好像把全家人都从内蒙动员来了：老伴儿、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个个都那么热情爽直。我用餐的规格明显与我的装束气质不符，但老板一家从
没慢待过我。一见我进门，就连忙招呼倒茶。“来的都是客”——这样的平等精神真的很让我感动
。5元一份的炒菜就只有几种，后来熟了，老板就主动替我点，一顿一样，换着来。无非是白菜、土
豆、胡萝卜。我甚至觉得老吃这样便宜的菜，简直有点对不住这一家子的服务了。某个礼拜天（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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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地老鼠》

对我来说这日子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被窗外的悠闲气氛所感染，决定为这家人增加一点生产总
值，便要过菜谱，狠狠心，花8块钱，点了一个内蒙面食——“面鱼鱼儿”。虽然我问过了，但还是
不能具体想象它是个什么东西。老板娘只爽快地说：“你放心，保准好吃！”少倾，上来了热腾腾的
一个笼屉，里面是满满一笼⋯⋯怎么形容呢？好比是用极薄的面皮捏的一个个空心小笼包。黄黄的，
精巧极了。蘸着酱油吃，果然是美味。　　午晚两餐就是这样了，早餐就更好办了。每天早8点，我
走出地下，来到市场。这里光是卖烧饼的摊子就有七八家，其中一家，牌子上居然写的是“上海烧饼
”，好家伙，与时俱进呀！我每次购芝麻烧饼一个，耗资5毛。刚出炉的，又香又热乎，隔着一层纸
还烫手，拿回屋里吃正好。一口烧饼一口热水，爽啊！可惜我不会唱《秦琼卖马》，否则定要喊他一
嗓子！每天如此，卖烧饼的老头都认识我了，一见我，就豁亮地吆喝一声：“烧饼一个，芝麻的！”
他的儿媳妇（想必是吧）就掀开苫被，从笸箩里飞快地夹出一个来递给我。这5毛钱的交易，让人心
里很舒服。　　不知诸位住过地下没有？这地下室，室温要比室外低5度，阴森森的，不好受。其实
寒冷还在其次，最令人恐惧的是没有昼夜之分，仿佛太阳永远不会再升起来了。人们像在暗中蹑足行
走的动物，不可能有健康心态。我当时最渴望的，是恨不能马上住到地面上去。某个白天，我到小区
一栋塔楼第四层的一个家庭理发店去剪头。老剃头匠原先是国营理发店的职工，理发店在发廊的冲击
下倒闭了，他也就退了休，利用余热，在家里开了个店，为本小区的人服务。他的房子蛮大的，家中
朴朴素素，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吧。理完发，我走到窗前，忽然看见了院子里一派鲜活的景
象，人来人往，颜色分明。白天的阳光是多么好啊！我活了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感觉白天有这么好。
那一瞬间，我想：人生在世，更有何求？哪怕就是这么一套未经装修的房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只
要能看见白天，能看见阳光，就行了啊！　　那位退休的理发店老职工，在那两个月的地下岁月里，
是最令我羡慕的一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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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地老鼠》

精彩短评

1、社会底层是被遗忘的角落， 社会的高度成熟和发达，底层的机会不如以前多了。
2、早在2003年已经看过原作的网络版，时至今天仍难忘怀。它描述了社会城市中的底层人群的真实生
活，是我们这个世界里大多数人的际遇，却往往可能是本书的读者所陌生的！生于底层并不可怕，终
有一天可以出人头地；活在黑暗并不可怕，总有一天会重沐光明，只要自信、乐观！
3、最终他还有海南可回，那些真正的地老鼠没有未来
4、阅读此书，如自己深入底层，感触颇多。。。
5、底层社会揭示的很清楚，可是总是会有这些人，他们也在默默奋斗，他们也没有屈服。就如同电
影《北漂鱼》一样，为了理想奋斗，坚持
6、性价比不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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