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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潮中的命案
01、校园命案

当飞机降落在南宛机场时已是星期天下午四
点——夏威夷和北京有14小时时差。刘骥让司机顺道
送王一茹回家，刘骥一路陪着不是，但一茹还是显得
十分沮丧。新婚蜜月，就这样心不甘情不愿地戛然而
止了，她多少预见到了未来的生活之路，心中一股难
言的郁闷。

送走了一茹，刘骥就直奔国安部去了。
国安部的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出席会议的有金部

长、部长助理马一鸣、刘骥、特侦处两位探员吕伟和
徐志刚，还有一位刘骥不认识，马一鸣介绍说，这是
中央办公厅联络员赵处长。先由马一鸣简单介绍一下
案情：“今晨六点，物理系毕业班博士生李琳被发现
陈尸研究生宿舍楼下，她位于八楼的宿舍窗口大开，
显然是从那儿堕楼的。她是最近学潮的核心人物之
一，因此，她的死在校园引起骚动。现在网上广泛流
传一篇所谓她的绝笔文章，叫《最后的抗争》。这件
事目前已成为国际媒体的一个焦点，ABC和CNN都中
断了正常节目播放这个新闻……”

接着赵处长讲话，他说：“中央对此事极为重
视，主要是因为目前的形势和死者的特殊身份。受香
港万人空巷、首次全民投票直选特首的热烈气氛和朝
鲜金正云政权垮台两件事情的冲击，北京和全国大
学生中现在有一种燥动不安的情绪，少数人在海外
敌对势力的挑动下，提出废除党禁和全民选举等要
求……”

最后是金部长讲话，他首先强调了当前的形势，
指出目前的“动乱”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阶
级斗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企图在中国发动
一场颜色革命，让我们国家改变颜色。目前的斗争形
势很困难，第一，境外势力利用了青年学生的无知和
盲目，让我们面对一群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特别是他
们的口号很有蛊惑和煽动性，容易得到普通市民的同
情。第二，他们似乎吸取了八九年六四动乱的教训，
这次没有什么明显的学生或其他什么组织，大的行动
都是通过网络联系的。这增加了止暴制乱的难度。第
三，目前的一些刑事案件，似乎都有海外势力的插
手。一些案件影响很大，例如，李琳案，一定要尽快
查清，以免成为动乱煽动者的口实。最后，他宣布，
由刘骥、吕伟、徐志刚三人组成专案组，由刘骥负
责。另外，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他、赵处长以及马
一呜组成，他本人亲自负责。专案组只向领导小组汇
报，领导小组为专案组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持。包括专
案组办公室、部长和中央办公厅的直通电话，二十四
小时后勤保障等。金部长最后说：“中央要求我们尽
快破案，我们立了军令奖，十天内破案。你们最多有
十天时间，必须破案。你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
来。但破案时间是死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刘骥的回答只有三个字：“明白了。” 他性格中
那种执着、不安份和痴迷挑战的基因被激活了。

会后，刘骥和专案组的另二人立即驱车到了北
大。接待他们一行的是北大安保部部长孙楷。徐志刚
看似跟孙楷熟悉，他对孙楷说：“孙部长先介绍一下
情况吧。”孙楷也没推让，开门见山地说：“昨晚正
好是我值班。早晨6点来钟接到一个手机电话，说女研
究生楼有人跳楼自杀了。我赶紧打电话给110，同时，
叫部里住在校内的安保干事小陆跟我一起到现场。尸
体的周围站着几个同学和早起晨炼的老太太，尸体鼻
子和嘴角都出过血，已经干涸变色，显然，死者不是
刚堕的楼。我找了块床单，就先将尸体盖上了。”

“然后，我和小陆就到了八楼。宿舍门锁着，锁
头完好，没有撬动过的痕迹。我们就叫来看楼的老太
太，让她开门。房间住两个人，另一个人昨晚显然没
在这儿住。房间里还算整齐，只是死者李琳一侧略显
凌乱，李琳的床头柜上放着一瓶安眠药，我把它收了
起来。接着就涌进来一堆学生，小陆想阻止他们进入
现场，但他们不干，说要参与案件侦破，以免受骗。
直到公安干警来，才把他们请走了。”

徐志刚补充说：“周六晚我来勘查过现场，虽然
现场有许多脚印，但是窗台下有几个清晰的球鞋印，
是男性42码的，似乎此人在窗下做了较长的停留。提
取了一个杯子上的指纹，比对的结果是李琳男朋友王
峥的。于是，我找王峥聊了聊，他承认周五晚上在李
琳宿舍，两人发生了争吵，他直到十二点才离开。他
很肯定地说，他不相信李琳会自杀。”徐志刚接着
说:“我向王峥提到窗前的鞋印，王峥断然否定是他
的，因为当天他穿的是皮鞋。那这些脚印会是谁的
呢？”

刘骥来到现场。这是一个典型的研究生宿舍，
两张单身床，两套书桌、椅子和书框。可两边大不相
同：一边的书桌上散乱着书藉、笔记本、纸、笔和其
他文具，书框里的书七歪八斜地堆着。床上的被子叠
得马虎，床头是一张中国花样游泳队的造型照。孙部
长说，这是李琳的床。另一边桌面有一个台灯、一个
笔筒、还有一盆小文竹，干净利索。床上褥叠得整
齐，枕头边上还有一只绒毛大熊猫，床头是当红黑人
蓝球明星戈尔。

刘骥对这两边的鲜明对比感到一种本能的诧异。
他接着仔细地到处看了看，因为现场已被许多人进来
过，似乎看不到多少有意义的东西。他仔细观察铝制
的窗框，缝隙里有一点像是干涸的血迹，就小心翼翼
地将其提取了出来。

现场似乎没找到其他有用的线索。刘骥就问起
谁是李琳同屋的室友。孙楷查了一下，说是张小莉，
她家在农村，因家中有事，周五回家，至今未归。刘
骥想找王峥聊一聊，孙楷打了一通电话，回头对刘骥
说：“王峥在外地开会，明天才能回来。他说好后天

2021年3月12日
March 12，2021

——待续——
（版权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一桩离奇的谋杀案 
作者：程代展

该小说节选自程代展所著《我在故我思》的第五章。

一早来见你。” 刘骥多少有点失落地离开了现场。
刘骥从校安保部借调了李琳的档案。临走，他还

拿走了李琳的笔记本电脑，以及李琳宿舍所在八楼的监
控录像。他问孙部长李琳的尸体现在何处，然后，让吕
伟立即到医学院停尸房提尸并护送到市公安局尸检处，
要他们立即将尸检报告做出来。他把监控录像交给徐志
刚，让他认真看看十二点后还有没有人进入李琳宿舍。

02、北大三角地
刘骥刚从安保部出来，就被附近的嘈杂声吸引住

了。沿着声音传来处走去，他来到北大三角地。这里是
中国政治神经的敏感穴位，当年在这里对聂元梓的被毛
泽东捧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辩论，开
启了全国的大字报、大辩论和大、中、小学的停课闹革
命。以后对四人帮、对文革的批判；呼吁邓小平复出；
八九学运……几乎无不从这里开始，人们把这里当成了
中国政治气候的晴雨表。而当局则把它视同一个活跃的
火山口，最近的国际形势似乎又把它激活了，而李琳的
堕楼则似乎是火上加油。

这里聚着许多人，大多是学生，人声鼎沸，一个临
时搭起的简单讲台，用竹竿拉着一盏灯，发言人在讲台
边排队，由主持人分号排序。一个女学生手持移动麦克
风正在发言：“……应当相信司法机关有能力把案件弄
清楚。大家一定要冷静，不要上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的
当。大家想想，近四十年中国的经济有了多大发展？今
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
这一切都是托了安定团结之福……”

她的讲话引起一片掌声。
接下来的一个男生显然是针锋相对，他说：“中

国的司法真的那么可信吗？从广东孙志刚被殴打致死到
云南看守所的‘躲猫猫’事件，从上海的‘钓鱼执法’
到杭州的‘飙车撞人’，哪一件不是在网友和公众的干
预下才揭开了司法黑幕？像重庆司法局长文强这样官匪
一家的情况比比皆是，揭发出来的只是官场争斗中的输
家。孙部长下午表态，说有证据表明这是一起谋杀案，
那就把证据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还有人说，《最后
的抗争》是伪造的。那就指出伪造者是谁。……”

有人鼓掌，也有人大声反对。
接着上去的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高个男学生，他

说：“我是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我有充分证据证明
《最后的抗争》是伪造的。首先，是它的内容，我将它
与李琳最近的几次讲话作了比较。李琳只是呼吁政改，
提出反腐建议，而《最后的抗争》则是对我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全面否定。它与李琳的立场根本不同。其次
是它的文风，大家如果仔细读一下李琳的几篇讲话稿就
会发现，她其实很不专业，写的东西有点像科学论文，
翻来覆去，似乎力图证明点什么。而《最后的抗争》像
是一篇政治宣言，而且旁征博引，带有很强的煽动性。
最后是它的用词，一些非常专业的社会或经济学名词，
国内根本不流行，例如‘基尼指数’、‘简约解构’，
这些都不是一个物理系研究生所能接触到的……”最后
他说：“同学们，中国的崛起让国际上许多敌对势力恨
得咬牙切齿，他们千方百计要搞垮我们，让我们走苏
联的老路：国家分裂，经济倒退，我们千万不能上当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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