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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872 年斐利亚·福克先生在伦敦改良俱乐部和会友们打赌，要在
八十天内环游地球一周。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件很难办到的
事，因为旅客一定要把时间掌握得非常准确，也就是说一下火车就要
上轮船，一下轮船就要上火车，如果有半点延误，就会使整个旅行计
划脱节而全功尽弃。但是福克先生从伦敦出发，经过欧、非、亚、美
四个洲，以坚定的意志克服了无数自然和人为的障碍，终于在八十天
内环游地球一周回到伦敦，甚至还提前一天完成任务。在这本书里，
作者通过动人的故事情节介绍了各地的奇风异俗和丰富的地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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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斐利亚·福克和路路通 
建立主仆关系 

1872 年，白林敦花园坊赛微乐街七号（西锐登①在 1816
年就死在这所住宅里），住着一位斐利亚·福克先生，这位
福克先生似乎从来不做什么足以引人注目的事，可是他仍
然是伦敦改良俱乐部②里最特别、最引人注意的一个会员。 

西锐登是一位为英国增光的伟大的演说家；继承他这
所房子的福克先生却是一位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物。关于福
克先生的底细，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豪爽君子，一位英国上
流社会里的绅士，其他就一点也不清楚了。 

有人说他象拜伦③——就是头象，至于脚可不象，他的
脚并没有毛病，不过他的两颊和嘴上比拜伦多一点胡子，性
情也比拜伦温和，就是活一千岁他大概也不会变样。 

福克确实是个道地的英国人，但也许不是伦敦人。你
在交易所里从来看不到他，银行里也见不着他，找遍伦敦商
                                                                               

① 瑞恰·西锐登（1751－1816），英国演说家和剧作家，其名剧为《造
谣学校》。 

② 英国 19 世纪辉格党办的俱乐部，成立于 1830 年。 
③ 拜伦（1788－1824），英国大诗人，重要著作有《唐璜》、《哀希腊》等

诗。他是个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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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区的任何一家商行也碰不上他。不论在伦敦的哪个港
口，或是在伦敦的什么码头，从未停泊过船主名叫福克的船
只。这位绅士也没有出席过任何一个行政管理委员会。不
论在律师公会中，不论在伦敦四法学会①的中院、内院、林
肯院、或是格雷院里，都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此外，他从
来也没有在大法官法庭、女皇御前审判厅、财政审计法院、
教会法院这些地方打过官司。他既不开办工厂，也不经营
农业；他既不是当说合的掮客，又不是做买卖的商人。他既
未加入英国皇家学会，也未参加伦敦学会；既不是手工业者
协会的成员，也不是罗素氏学会②的会员；西方文学会里没
有他的位置，法律学会里也没有他的名字；至于那仁慈的女
皇陛下直接垂顾的科学艺术联合会跟他也毫无瓜葛。在英
国的首都，自亚摩尼卡学会一直到以消灭害虫为宗旨的昆
虫学会，有着许许多多这样大大小小的社会团体，而福克先
生却不是其中任何一个团体的成员。 

福克先生就只是改良俱乐部的会员，瞧，和盘托出，仅
此而已。如果有人以为象福克这样古怪的人，居然也能参
加象改良俱乐部这样光荣的团体，因而感到惊讶的话，人们
就会告诉他：福克是经巴林③氏兄弟的介绍才被接纳入会
的。他在巴林兄弟银行存了一笔款子，因而获得了信誉，因
                                                                               

① 又称四法学院，在伦敦中区，包括内院、中院、林肯院、格雷院，是英
国检定律师的机构，也是出庭律师设立事务所的地方。 

② 罗素（1792－1878），英国十九世纪辉格党的领袖。 
③ 巴林，英国十九世纪著名金融资本家的家族名。此处系指法兰西斯· 

巴林的后代而言。法兰西斯·巴林于 1770 年与其弟约翰·巴林合开
银行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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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的账面上永远有存款，他开的支票照例总是“凭票即
付”。 

这位福克先生是个财主吗？毫无疑问，当然是的。可
是他的财产是怎样来的呢？这件事就连消息最灵通的人也
说不出个究竟，只有福克先生自己最清楚，要打听这件事，最
好是问他本人。福克先生从来不挥霍浪费，但也不小气吝
啬。无论什么地方，有什么公益或慈善事业缺少经费，他总
是不声不响地拿出钱来，甚至捐了钱，还不让人知道自己的
姓名。 

总而言之，再也没有比这位绅士更不爱与人交往的了。
他尽可能少说话，似乎由于沉默寡言的缘故，他的性格越显
得稀奇古怪，然而他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一举一动总是
那样准确而有规律，老是一个样子。这就更加引起人们对
他产生了奇怪的猜测和想象。 

他曾出门旅行过吗？这也很可能。因为在世界地理方
面，谁也没有他的知识渊博，不管什么偏僻地方，他似乎都
非常熟悉，有时他用简单明了的几句话，就澄清了俱乐部
中流传的有关某某旅行家失踪或迷路的众说纷纭的流言。
他指出这些事件的真正可能性，他好象具有一种千里透视
的天资，事情的最后结果，一般总是证实了他的见解都是正
确的。这个人理应是个到处都去过的人——至少在精神上
他是到处都去过的。 

不管怎样，有一件事却是十分肯定的：多年以来，福克
先生就没有离开过伦敦。那些比别人对他了解得稍微多一
些的人也可以证明：除了看见他每天经过那条笔直的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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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里到俱乐部去以外，没有人能说在任何其他地方曾经
看见过他。 

他唯一的消遣就是看报和玩“惠司脱”①，这种安静的
娱乐最合于他的天性。他常常赢钱，但赢来的钱决不塞入
自己的腰包。这笔钱在他做慈善事业的支出预算中，占一
个重要部分，此外还必须特别提出，这位绅士显然是为娱
乐而打牌，并不是为了赢钱。对他来说，打牌可以说是一场
比武，是一场对困难的角力；但这种角力用不着大活动，也
用不着移动脚步，又不会引起疲劳。这完全适合于他的性
格。 

人们都知道福克先生没有妻子儿女（这种情况，对过分
老实的人说来是可能的）；也没有亲戚朋友（这种情况，事实
上是极其少见的）。福克先生就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在赛微
乐街的寓所里，从来也没有看到有人来拜访他。关于他在
家里的私生活，从来也没有人谈起过。他家里只用一个仆
人。他午餐晚餐都在俱乐部里吃，他按时吃饭，就象钟表一
般精确。他用餐的地方，老是在一个固定的餐厅里，甚至老
是坐在一个固定的桌位上。他从没请过会友，也没招待过
一个外客。晚上十二点正，他就回家睡觉，从没住过改良俱
乐部为会员准备的舒适的卧室。一天二十四小时，他待在家
里有十小时，要么就是睡觉，要么就是梳洗。他在俱乐部即
便活动活动，也准是在那铺着镶花地板的过厅里，或是回廊
上踱踱方步。这走廊上部装着蓝花玻璃的拱顶，下面撑着
                                                                               

① “惠司脱”，扑克牌的一种玩法，类似桥牌。玩“惠司脱”时必须保持安
静，这是打牌者应该遵守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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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根红云斑石的希腊爱奥尼式的圆柱子①。不论是晚餐
午餐，俱乐部的厨房、菜肴贮藏柜、食品供应处、鲜鱼供应处
和牛奶房总要给他送来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食品；那些身
穿黑礼服、脚蹬厚绒软底鞋、态度庄重的侍者，总要给他端
上一套别致的器皿，放在萨克斯出产的花纹漂亮的桌布上；
俱乐部保存的那些式样失传的水晶杯，也总要为他装满
西班牙白葡萄酒，葡萄牙红葡萄酒或是掺着香桂皮、香
蕨②和肉桂的粉红葡萄酒；为了保持饮料清凉可口，最后
还给他送来俱乐部花了很大费用从美洲的湖泊里运来的冰
块。 

如果过这样生活的人就算是古怪，那也应该承认：这种
古怪却也自有它的乐趣。 

赛微乐街的住宅并不富丽堂皇，但却十分舒适。因为
主人的生活习惯永远没有变化，所以需要佣人做的事也就
不多。但是福克先生要求他仅有的一个仆人在日常工作中
一定要按部就班，准确而又有规律。就在 10 月 2 日那一
天，福克先生辞退了他的仆人詹姆斯·伏斯特，他被辞退的
原因仅仅是：他本来应该替主人送来华氏八十六度剃胡子
用的热水，但他送来的却是华氏八十四度的热水。现在伏
斯特正在等候来接替他的新仆人。这人应该十一点到十一
点半之间来。 

福克先生四平八稳地坐在安乐椅上，双脚并拢得象受
                                                                               

① 这是一种美丽的柱子。古希腊时期，由小亚希亚爱奥尼人所创建。
后来发展成为更完美的典型，用于希腊雅典的神庙里。 

② 香蕨，植物，叶嫩可供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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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阅的士兵一样，两手按在膝盖上，挺着身子，昂着脑袋，全
神贯注地看着挂钟指针在移动——这只挂钟是一种计时，
计分，计秒，计日，计星期，计月，又计年的复杂机器。按照
他每天的习惯，钟一敲十一点半，他就离家到改良俱乐部
去。 

就在这时候，福克先生在小客厅里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被辞退的那个詹姆斯·伏斯特走了进来。 
“新佣人来了。”他说。 
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走了进来，向福克先生行了个

礼。 
“你是法国人吗？你叫约翰吗？”福克先生问。 
“我叫若望①，假使老爷不反对的话，”新来的仆人回答

说，“路路通是我的外号。凭这个名字，可以说明我天生就
有精于办事的能耐。先生，我自信还是个诚实人，但是说实
在话我干过很多种行业了。我作过闯江湖的歌手，当过马
戏班的演员，我能象雷奥达②一样在悬空的秋千架上飞腾，
我能象布龙丹③一样在绳索上跳舞；后来，为了使我的才能
更发挥作用，我又当过体育教练。最后，我在巴黎作消防队
班长，在这一段经历中，我还救过几场惊险的火灾呢。可
是，到现在我离开法国已经五年了。因为我想尝尝当管家
的生活滋味，所以才在英国当亲随佣人。如今我没有工作，
                                                                               

① 法国话把约翰读成若望。 
②、③ 雷奥达、布龙丹，都是著名杂技艺人。布龙丹曾在美国东北部尼

加拉大瀑布上空，横悬一条坚固绳索，表演走钢丝的惊险绝技。在
表演时，他还能若无其事地吃下在钢丝上做的炒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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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您福克先生是联合王国里最讲究准确、最爱安静的人，
所以就上您这儿来了，希望能在您府上安安静静地吃碗安
稳饭，希望能忘记以往的一切，连我这个名字路路通也
忘……” 

“路路通这个名字倒满合我的口味，”主人回答说，“别
人已经向我介绍过你的情况。我知道你有很多优点。你
可知道在我这里工作的条件吗？” 

“知道，先生。” 
“那就好，现在你的表几点？” 
路路通伸手从裤腰上的表口袋里掏出一只大银表，回

答说： 
“十一点二十二分。” 
“你的表慢了，”福克先生说。 
“请您别见怪，先生，我的表是不会慢的。” 
“你的表慢了四分钟。不过不要紧，你只要记住所差的

时间就行了。好吧，从现在算起，1872 年 10 月 2 号星期三
上午十一时二十九分开始，你就是我的佣人了。” 

说罢，福克先生站起身来，左手拿起帽子，用一种机械
的动作把帽子往头上一戴，一声不响地就走了。 

路路通听到大门头一回关起来的声音：这是他的新主
人出去了。不一会儿，又听见大门第二回关起来的声音：这
是原先的仆人詹姆斯·伏斯特出去了。 

现在赛微乐街的寓所里只剩下路路通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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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路路通认为他总算找到了 
理想的工作 

路路通开始觉得有点儿奇怪，自言自语地说：“说真的，
我在杜叟太太家里看见的那些‘好好先生’跟我现在的这位
主人简直没有一点差别！” 

这儿应该交代一下：杜叟太太家里的那些“好好先生”
是用蜡做的，在伦敦经常有很多人去欣赏。这种蜡人做得
活象真的，就只差会说话罢了。 

路路通在刚才和福克先生见面的短短几分钟里，就已
经把他这位未来的主人又快又仔细地观察了一番。看来这
人该有四十上下，面容清秀而端庄，高高的个儿，虽然略微
有点胖，但是并不因此损及他翩翩的风采。金褐色的头发
和胡须，光溜平滑的前额，连太阳穴上也看不到一条皱纹。
面色净白，并不红润，一口牙齿，整齐美观。他的个人修养
显然很高，已经达到了如相士们所说的“虽动犹静”的地步。
凡是“多做事，少扯淡”的人所具有的特点他都有。安详，冷
静，眼皮一眨不眨，眼珠明亮有神，简直是那种冷静的英国
人最标准的典型。这种人在联合王国里是司空见惯的。
昂·高夫曼①的妙笔，常把他们画成多少带点学究气的人
物。从福克先生日常生活看来，人们有一种印象，觉得这位
                                                                               

① 昂·高夫曼（1720－1807），瑞士著名女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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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的一举一动都是不轻不重，不偏不倚，恰如其分，简直
象李罗阿或是伊恩萧的精密测时计一样准确。事实上，福
克本人就是个准确性的化身，这一点从他两只手和两只脚
的动作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因为人类的四肢，和其
他动物的四肢一样，本身就是表达感情的器官。 

福克先生是这样的一种人，生活按部就班，行动精密准
确，从来不慌不忙，凡事总有准备，甚至连迈几步，动几动，
都有一定的节制。福克先生从不多走一步路，走道总是抄
最近的走。他决不无故地朝天花板看一眼，也不无故地做
一个手势，他从来没有激动过，也从来没有苦恼过。他是世
界上最不性急的人，但也从来没有因迟到而误过事。至于
他生活孤独，甚至可以说与世隔绝，这一点，人们是会理解
的。他觉得在生活中总要和别人交往，总会发生争执，这就
会耽误事，因此，他从不与人交往，从不与人争执。 

提起若望，他又叫路路通，是个土生土长的道地的巴黎
人。他在英国待了五年，一直在伦敦给人当亲随佣人。但
他始终没有找到过一个合适的主人。 

路路通丝毫不是福龙丹①、马斯加里勒②那一流的人。
他们只不过是些耸肩昂首、目空一切、装腔作势、瞪眼无情
的下流痞子罢了；而路路通却不是那种人，他是个很正派的
大小伙子，他的相貌很讨人喜欢。他的嘴唇稍微翘起，看来
象是准备要尝尝什么东西，亲亲什么人似的。长在他双肩
                                                                               

①、② 福龙丹是法国十八世纪喜剧中的丑角。马斯加里勒是莫利哀剧
本中的丑角。这两个人都是演贴身佣人小丑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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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这个圆圆的脑袋使人们有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真
是个殷勤而又温和的人。在他那红光满面的脸膛上有一双
碧蓝色的眼睛。他的脸相当胖，胖得自己都能看到自己的
颧骨。他身躯魁梧，肩宽腰圆，肌肉结实，而且力大非凡。
他所以有这样健壮的体格，都是他青年时代锻炼的结果，他
那棕色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如果说古代雕塑家懂得密涅
瓦①十八种处理头发的技艺，那么路路通却只懂得一种：拿
起粗齿梳子，刷，刷，刷！三下，就完事大吉。 

不管是谁只要稍微考虑一下，都不会说这小伙子嘻嘻
哈哈大大咧咧的性格会跟福克的脾气合得来。他是否有象
主人所要求的那样百分之百的准确性呢？这只有到使唤他
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人们知道，路路通青年时代曾经历
过一段东奔西走的流浪生活，现在他很希望稳定下来，好休
息休息。他听到人家夸奖英国人有条有理一丝不苟的作风
和典型的冷静的绅士气派，于是就跑到英国来碰运气了。
可是直到目前为止，命运就是不帮他的忙，他在任何地方都
扎不住根。他先后换了十家人家，这十家的人都是些性情希
奇，脾气古怪，到处冒险，四海为家的人。这对路路通说来，
是不合他的口味的。他最后的一位东家是年轻的国会议员
浪斯费瑞爵士。这位爵士老爷晚上经常光顾海依市场的牡
蛎酒吧，往往叫警察把他给背回来。路路通为了不失对主
人的尊敬，曾经冒险向爵士老爷恭恭敬敬地提了些很有分
寸的意见。可是结果爵士老爷大发雷霆，路路通就不干了。
                                                                               

① 密涅瓦，罗马智慧女神，此神专管艺术科学、手工工艺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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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巧这时候，他听说福克先生要找一个佣人，他打听了一
下关于这位绅士的情况，知道他的生活是十分规律化的，既
不在外面住宿，又不出门旅行，连一天也没有远离过住宅。
跟这个人当差，对路路通是太合适了。所以他就登门谒见
了福克先生，把这件差事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谈妥了。 

十一点半敲过，赛微乐街的住宅里，只剩下路路通一个
人。他马上开始把整个住宅巡视一番，从地窖到阁楼处处
都跑遍了。看来这幢房子整齐、清洁、庄严、朴素，而且非常
舒适方便。这一下子路路通可开心啦。这所房子对他来说
就是个贴体舒适的蜗牛壳。但是这个蜗牛壳是用瓦斯照亮
的，因为只用瓦斯就能满足这里一切照明和取暖的需要了。
路路通在三楼上一点没有费事就找到了指定给他住的房
子。这间房子挺合他的心意。里头还装着电铃和传话筒，
可以跟地下室和二层楼的各个屋子联系。壁炉上面有个电
挂钟，它跟福克先生卧室里的挂钟对好了钟点。两个钟准
确地同时敲响，一秒钟也不差。 

“这太好了，我这一回可称心如意了！”路路通自言自语
地说。 

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看见一张注意事项表，贴在挂钟顶
上。这是他每天工作的项目——从早上八点钟福克先生起
床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十一点半福克先生去俱乐部吃午饭为
止——所有的工作细节：八点二十三分送茶和烤面包，九点
三十六分送刮胡子的热水，九点四十分理发……然后从上
午十一点半一直到夜间十二点——这位有条不紊的绅士睡
觉的时候，所有该做的事，统统都写在上面，交代得清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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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路路通高高兴兴地把这张工作表细细地琢磨了一番。
并把各种该做的事都牢牢地记在心上。 

福克先生的衣柜里面装得满满的，各种服装都有，简直
是应有尽有。每一条裤子，每一件上衣，甚至每一件背心，
都标上一个按次排列的号码。这些号码同样又写在取用和
收藏衣物的登记簿上。随着季节的更替，登记簿上还注明：
哪天该轮到穿哪一套衣服，就连穿什么鞋子，也同样有一套
严格的规定。 

总之，赛微乐街的这所房子，在那位大名鼎鼎、放荡不
羁的西锐登住在这里的时代，是个乌七八糟的地方，如今陈
设得非常幽美，叫人一看就有轻松愉快的感觉。这儿没有
藏书室，甚至连书也没有一本。这一点对福克先生说来没
有必要，因为俱乐部里有两个图书馆，一个是文艺书籍图书
馆，另一个是法律和政治书籍图书馆，都可供他随意阅览。
在他卧室里面，有个不大不小的保险柜，制造得非常坚固，
既能防火，又可防贼。在他住宅里面，绝无武器，无论是打
猎用的，或者是打仗用的，统统没有。这里的一切都标志着
主人的好静的性格。 

路路通把这所住宅仔仔细细地察看一番之后，他情不
自禁地搓着双手，宽宽的脸膛上露出洋洋得意的笑容，于是
左一遍右一遍兴高采烈地说： 

“这太好了，这正是我的差事，福克先生跟我，我们俩准
会合得来。他是一个不爱出去走动的人，他作事一板一眼
活象一架机器！妙呀！伺候一架机器，我是没有什么抱怨
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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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一场可能使福克先生破财的争论 

早上十一点半，福克先生照例走出赛微乐街住宅。他
右脚在左脚前移动了五百七十五次，左脚在右脚前面移动
了五百七十六次之后，就到了改良俱乐部。这是一座高大
的建筑物，矗立在宝马尔大街上，盖这样一个俱乐部，至少
也要花三百万英镑。 

福克先生直接走进餐厅，里面朝着花园的九个窗子都
打开了。花园里的树木已被秋天抹上了一层金黄的色彩。
在餐厅里，他坐在一向坐惯的老地方，桌上刀叉食具，都已
摆好。这顿午餐包括有：一盘小吃，一盘加上等辣酱油的烹
鱼块，一盘深红色的烤牛肉配着香大黄①和青醋栗果，另外
还有一块干酪。吃完之后，再喝上几杯俱乐部特备的好茶，
把这些美食，一冲了事。 

十二点四十七分，这位绅士从餐室起身走向大厅。那
是一间富丽堂皇的屋子，装饰着许多绘画，每张画上都镶有
装潢讲究的画框。在大客厅里，侍者递给福克一份还没有
裁开的《泰晤士报》。于是他就用熟练的双手，按版裁开，这
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但从他的动作可以说明他已经是驾
轻就熟习以为常了。他看这份报纸，一直要看到三点四十
五分，接着再看刚到的《标准报》，一直看到吃晚饭。用晚餐
                                                                               

① 大黄种类颇多，此处之香大黄用作佐食的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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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和午餐一样，只是多加了一道上等英国蜜饯果品而
已。 

五点四十分，他又回到大厅，专心精读《每日晨报》。 
半小时后，有些改良俱乐部的会员也都进到大客厅里，

挨近生着炭火的壁炉。这几位是和福克一起玩纸牌的老伙
伴，跟福克一样，全是“惠司脱”迷。其中安得露·斯图阿特
是工程师，约翰·苏里万和撒木耳·法郎丹是银行家，多玛
斯·弗拉纳刚是啤酒商，高杰·弱夫是英国国家银行董事
会董事。这些人既有金钱，又有声望，在俱乐部的会员中，
也都称得起是金融工商界拔尖儿的人物。 

“喂，弱夫先生，”多玛斯·弗拉纳刚问道，“这件盗窃案
到底怎么样了？” 

“得啦，”安得露·斯图阿特插嘴说，“还不是归银行赔
几个钱算了！” 

“我的看法跟您相反，”高杰·弱夫说，“我想我们会逮
住这个贼的。警察厅已经在美洲欧洲所有重要的进出港口
布置了许多十分机警能干的侦探。依我看，这位梁上君子
要想逃脱侦探的手掌，那是很困难的。” 

“那末，是不是已经有了线索？”安得露·斯图阿特接着
问。 

“我首先要说明，那人并不是个贼，”高杰·弱夫郑重其
事地说。 

“怎么！？偷了五万五千镑钞票还不是个贼？” 
“不是贼，”高杰·弱夫说。 
“难道还是个企业家？”约翰·苏里万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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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报》肯定地说他是一位绅士。” 
说这句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福克。他从报纸里探出

头来，向大家致意，大伙也都还礼。 
他们谈到的事情正是联合王国各种报纸争辩得热火朝

天的问题。这事发生在三天以前，那天是 9 月 29 日，一大
叠钞票价值五万五千镑的巨款，竟从英国国家银行总出纳
员的小柜台上被人偷走了。 

银行副总裁高杰·弱夫先生向那些认为这件盗窃案发
生得太容易因而感到惊奇的人们作了一番解释，他说：“那
时，出纳员正在忙着记一笔三先令六便士的收款账，他的眼
睛当然不可能处处都看到。” 

现在，最好先在这儿把这银行的情况介绍一下，那就更
容易把事情搞清楚了。这座呱呱叫的英国国家银行似乎非
常信任顾客公众的人格。银行里既没有警卫员，又没有守
门人，甚至连出纳柜上也没装铁丝网。金钱钞票随意放着，
那就是说，任凭哪位顾客爱怎么动，就怎么动。谁也不会怀
疑哪一位顾客是否诚实可靠。有位对英国习惯十分熟悉的
观察家，甚至这样说：有一天，在英国国家银行的一个大厅
里，他好奇地挨近前去，想把一块七八斤重的金块看个究
竟。当时，这块金子就放在出纳员的小柜台上，他拿起这块
金子，看了以后就传给了别人。这样一个传一个，一直传到
走廊黑暗的尽头。过了半小时，这块金子才回到原来的地
方。在这半个钟头里，出纳员连头也没抬一抬。 

但是，9 月 29 号这一天，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一捆钞
票竟然一去不返。当挂在汇兑处上面的挂钟敲响五点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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