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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为无为，则无
不治”，“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
故 无 失 ”，圣人“无为而无不
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把“无
为”看作圣人“取天下”和“治
天下”的法宝。他说：“我无为而
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
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有管理而
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让人
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人民就
能够平安富足，社会自然能够和
谐安定。他甚至想回到结绳记事
的远古社会，小国寡民，武器装
备派不上用场，老百姓不会背井
离乡，“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
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其 次 主 张 “ 无 私 而 私 ”。
《老子》 七章 《韬光》：“天地
所 以 能 长 且 久 者 ， 以 其 不 自
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
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
以 其 无 私 邪 ？ 故 能 成 其 私 。”
翻译一下，天地所以能长久存
在，是因为它们不为了自己的
生存而自然地运行着，所以能
够长久生存。因此，有道的圣

人遇事谦退无争，反而能在众
人 之 中 领 先 ； 将 自 己 置 之 度
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生存。这
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
成就他的自身。老子论及“天
长地久”之道，最终会成就大

“私”，即赢得天下人的关爱，也
就是说你如果“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反而能得
到人们的景仰与拥护，成为领导
者，甚至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收
获。天地由于“无私”而长存永
在，人间“圣人”由于退身忘私
而成就其理想。如大禹为人民
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人民拥
戴他为天子。老子用朴素辩证
法的观点，说明利他（“退其身”

“外其身”）和利己（“身先”“身
存”）是统一的，利他往往能转
化为利己，老子想以此说服人
们都来利他，这种谦退无私精
神，有它积极的意义。

第三主张“无争而争”。“圣
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
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
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
子提倡“圣人”不要多积蓄，
创造的财富要用来济众，完全

为人民；给予别人越多，自己
就越富足充裕。老子的一生都
崇尚水，在 《老子·第八章》
讲 “ 上 善 若 水 ， 利 万 物 而 不
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
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
动善时”。老子主张做人也好，
执政也罢，要做到像水一样永远
处于低位，做百姓的公仆，要谦
下而深远，安居于自己的地位，
以仁信为德，默默发挥着自己的
才能。所以，圣人的道理，是只
创造，不去争夺。这样天下就没
人能争过你，“不争之争，故天
下莫能与之争。”

第四主张“无欲而欲”。
“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贪欲而
提 出的。《老子》 十二章 《俭
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
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
人行妨。”老子认为，缤纷的物欲
世界使人目盲，靡靡的音乐使人
思想麻木，鲜美的滋味使人每天
想念，纵马打猎行乐使人心性浮
躁发狂，稀有难得的货物使人行
为不轨。老子以五色、五音、五
味、田猎等为例，指出在物质享

受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不能为物
所役，产生异化，出现一些不端
行为，过度放纵自己，沉迷于声
色之中，淡化了精神追求，失去
了自我。当然，无欲不是禁欲，

而是限制过分的欲望。按照老子
的哲学逻辑，这里的“无”，不是
什么也没有，而是为了大有，即
大欲。人最大最根本的欲望是什
么？是好好地活着！“无欲而欲”
反而能“成其大欲”。那么反过
来，盲目追逐非分之欲的结果恰
恰是连性命和自由这些基本的欲
望都不保。“大无即有”“大有即
无”，这是老子廉政思想的精髓所
在。所以老子主张“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素：无色彩的布；
朴：未经雕琢的木。这两句话的
意思就是外表单纯，内心朴素，
减少私心，降低欲望。这既是对
一个人道德素质的基本要求，也
是对执政者理想人格的最高期
望。接着他还要求“去甚，去
奢，去泰”，这里的“甚”是“极
端”的意思；“奢”，是指“奢
侈”；“泰”则是“安逸，过分的
舒适”。老子还主张“知止不殆，
知足不辱”，就是说知道满足的就
不受辱,知道适可而止的就不危
险。老子在 《道德经》 第六十一
章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
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
先。”老子将慈爱、节俭、处下居

后当作人生三宝，这是老子为人
处世、无为而治思想的最高智慧。

刚才我们讲到，春秋同时
也是一个欲望沸腾的时期，从
国君到平民无不在心中激荡着
对欲望的渴求。“可欲”引发人
的“不知足”，“不知足”又引
发“贪得无厌”。“贪得无厌”
对统治者来说，会把国家引向
无穷的灾难，对官吏来说，会
使自己陷入身败名裂的境地。
老子目睹这些，一方面觉得无
可奈何，另一方面又发出了严
厉的警告。或许受老子廉政思
想影响，在山东曲阜孔府的照
壁上，画着一个叫“贪”的东
西 ， 长 着 龙 的 头 ， 麒 麟 的 身
子，狮子的尾巴，牛的脚，被
称为“四不像”。传说它原是天
上的一只神兽，非常贪心，不
吃五谷杂粮，专吃金银财宝，
连 八 仙 的 宝 贝 都 被 它 给 霸 占
了，它却还不满足，还妄想吞
吃天上的太阳，结果还没靠近
就被太阳给烤死了，最后掉进
了大海。孔子的后人大概是在
用 这 幅 图 警 醒 自 己 不 要 像

“贪”那样欲壑难填，最终连基

本的生活条件也保不住。还有
一个民间故事：胡九韶，明朝
金溪人。他的家境很贫困，一
边教书，一边努力耕作，仅仅
可以衣食温饱。每天黄昏时，
胡九韶都要到门口焚香，向天
拜九拜，感谢上天赐给他一天
的清福。妻子笑他说：“我们一
天三餐都是菜粥，怎么谈得上
是清福？”胡九韶说：“我首先
很庆幸生在太平盛世，没有战
乱兵祸；其次庆幸我们全家人
都能有饭吃，有衣穿，不至于
挨饿受冻；第三庆幸的是家里
床上没有病人，监狱中没有囚
犯，这不是清福是什么？”可
见，胡九韶真是深谙老子“知
足”理念，并身体力行，所以
一生无欲当然也就成就了好好活
着的大欲。

今天，面对市场经济的滚
滚洪流，重温老子的教诲，我们
的干部应该有所震撼和醒悟。现
在，一些大大小小的贪官翻身落
马，究其根源，不正是因为对权
力、金钱、美色的“可
欲”“不知足”“欲得”而
导致的吗！ 12

连连 载载

一句话，一个人，一段历
史，一束思想，一种文化，一个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

——《廉语金典》

♣ 张富国

熬 菜

1940年冬，我出生在原密县超化
乡黄固寺村的一处寒窑里。窑洞里家
徒四壁，破败不堪，但就是这两座寒窑
养育了我家四代人。虽然第四代人仅
仅在这里度过了短暂的童年时光。

这座寒窑，至今已历时一百多个
春秋。他的百年沧桑，记录了我家四
代人的酸甜苦辣，孕育了朴素的良好
家风，铭刻了我家的百年历史记忆，
培育了我家四代人永远忘不了、抹不
掉的寒窑情结。尽管我和老伴已年近
80岁，迁出这座窑洞已30余年，但昔日
的寒窑生活在脑海中已打上了深深的烙
印。对这座寒窑的感情胜过后来曾经
居住过的任何地方。百余年来，这座
寒窑不仅孕育了厚重的父子情，深深
的夫妻情，而且孕育了浓浓的祖孙情。

厚重的父子情。父亲从小家里
贫穷，没有念过书，他一生务农，是位
地道的农民。但除了具备勤俭节约
为人本分的农民本色外，父亲性格活
泼、豁达乐观，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
艰苦奋斗，成功地培育了我们姊妹 6
人；他高瞻远瞩、尊师重教，尽管家里
特别穷，还千方百计地供我们兄弟上
学读书，我中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
教师，后来又录用为国家公务员；弟
弟大学毕业后从事科研工作，成为国
家兵器工业部拔尖人才。父亲从小
非常疼爱我们，经常带我们去周边的
庙会上观看马戏团表演、玩魔术、曲

艺表演等，让我们增长知识。他经常
在雨雪天给我们讲《三国》说《水
浒》。我从小就非常崇拜父亲，是他
最忠实的听众。他爱我们，但从来不
娇惯我们，从小就要求我们“规规矩
矩干事”“本本分分做人”。“人过留
名，雁过留声”是他的口头禅，也是我
一生的座右铭。父亲在寒窑中养育
了我整整 18年。18年中，我一路都
是沿着父亲的脚印成长起来的。父
亲像一座能挡风避雨的大山，尽管经
历了战乱、灾荒、饥饿等艰难岁月，他
带领全家平安度过；父亲又像一位见
多识广的严师，教我们勤劳节俭，孝
道善良，乐观向上；父亲又是一位和
蔼可亲的长者，他只要一回到家里，
兄妹们就争先恐后依偎在他的身
旁。父亲离开我们整整60年了，但他
的音容笑貌经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深深的夫妻情。老伴和我同岁，
我们的结合，虽然是父母之命，但是
近 60年来，在寒窑中同甘共苦、相濡
以沫地度过了从风华正茂到步履蹒
跚的漫长岁月。近六十年里，我们共
同经历了灾荒年的缺吃少穿、慢性病
的痛苦折磨、前进道路上的风风雨
雨，但俩人的感情始终如一。

结婚时，老伴患有结核病。在那
个年代结核病是很可怕的，乡亲们议
论纷纷，但我毅然如期同她结了婚。
结婚时没有彩礼没有嫁妆没有酒宴，

更没有豪华的仪式，用了一匹瘦马把
她娶到了寒窑里。对此，她没有抱怨
没有计较，心甘情愿地在家徒四壁的
窑洞里跟着我过清贫的日子。当时，
她面对的是年老多病的婆婆和四个
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再后来，我们
的四个孩子相继出生，老伴独自忙里
忙外，既要去集体田里干活，又要照
料孩子和料理家务。成年累月地超
负荷运转，老伴的身体每况愈下，体
重由结婚时的110斤，来我家三年后
下降到 80斤，看到她皮包骨头的模
样，我十分心疼。为减轻她的负担，
我主动从外地调回密县县委机关工
作。这样既可以抽空照料母亲身体，
又可以帮她料理家务。

我在大隗工作时由于工作任务繁
重而积劳成疾，患了肝炎并发展为“早
期肝硬化”。老伴在照料母亲和孩子
们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照料我的生
活，使我在历经两年的治疗后基本痊
愈。我们的深厚感情，在寒窑中孕育，
又在苦难的日子里不断增长和升华。

寒窑里浓浓的祖孙情。我的四
个孩子的幼年和童年是我母亲看着
他们长大的。那时是集体生活的年
代，老伴一天三晌下地干活，四个孩
子在家里全由我母亲照料。对于他
们的成长，母亲付出了所有的心血，
也付出了极大的汗水和辛劳。母亲
对于她的孙辈们万分关爱。在他们

刚刚懂事时，母亲就对他们言传身
教，用自身的勤劳、善良、节俭、孝道
等高尚品行去教育和影响她的孙辈
们。后来，他们兄妹四人走入社会
后，各个举止得当、彬彬有礼，这实在
得益于他奶奶从小的精心调教。

孩子们上中学离开家后，每到周
末，母亲都会坐在大门外的石头上静
静地等候着孙辈们的归来。一旦发
现他们，便快步迎上去拉着他们的手
问长问短，两个女儿更是倍感亲切，
抱着奶奶长时间不放……那些年代，
周末是我母亲最开心的时刻，因为只
有在此时她才能尽情地享受天伦之
乐。当四个孩子先后到外地上大学
后，母亲长时间见不到他们，心里更
加难受和牵挂，反复交代我要经常给
他们写信，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每逢
寒暑假他们回来，母亲都会高兴得热
泪盈眶。孩子们对他们的祖母感情
很深，每次回家都要设法给奶奶带点
她爱吃的水果点心。母亲晚年时，他
们争先恐后比着孝顺。

母亲的病故，使孩子失去了慈祥
的奶奶，他们无法抚平心灵上的创
伤，长时间处于巨大的悲痛之中。母
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她去世
后，每逢清明，他们都会回老家坟上
为他们的爷爷奶奶烧纸祭奠。同时，
还不时地写一些诗歌或纪念文章，以
寄托他们对奶奶的念想和哀思。

情满寒窑
♣ 王全忠

独钓寒江雪独钓寒江雪（（国画国画）） 吴吴 刚刚

儿时的乡下，吃的东西少，总和
饥饿相连。谁家结婚，常常倾尽几
年的收成，置办彩礼和酒席，摆阔一
下。婚期大多选在腊月，趁农闲，吃
食也好保存。当然，这喜宴，一大锅
油汪汪、热腾腾的熬菜不能少！

冬季，有的是时间，适合熬大锅
菜，男女老少齐动手，炒煮烧炖，粗
犷豪放，不拘一格。这菜，咸香鲜
美，温和烂糯，自然老少皆宜。穷困
的熬煎，教人懂得珍惜:仅有的食
材，无非五花肉、红白萝卜、豆腐、大
白菜、粉条、海带之类，全倒进大铁
锅中，翻滚冒泡，热气腾腾，内心顿
生暖意！

熬菜，求的是人气。大场院里，
主家邀请的总管、账房、大厨、帮灶，
任务一分，红纸一贴，一目了然。和
乡邻一起，搬桌子，借凳子，齐聚院
子，忙碌开来。择葱、剥蒜、择菜，切
猪肉、泡粉条、炸豆腐，端盘子递烟，
配席面把盏，各忙各的活，各做各的
事。嘴上东一句西一句地拉着，手上
一刻不歇。冬储的大白菜，好似随叫
随到的贴身仆人，成了冬季农家最
应景的美物了。主家提溜起一颗白
菜，小心地剥去干叶。随后，猛搂最
外的白菜叶，喊着“不可惜这一点
儿，只要芯儿”，待邻家大嫂“啧啧
啧，浪费”的闲批一通，才面有愧色
地捡起刚剥掉的白叶，抖掉尘土，喝
一声，“洗干净，切细了，再下锅”。

大铁锅，扎在泥抹的大灶台上，
旁边是风箱。软草引火，干柴加
劲。最有威望的老汉，拉起风箱，偶
尔拿火钳夹起炭灰，点上烟卷；“扑
打扑打”的风扇又极速响起，火焰舔
着锅沿，“呼呼”上窜。穷困中的进
取，引爆了浓浓的乡情。十几米长
的联案，帮厨一长溜坐齐，气势！手
起刀落，案板上蒜片薄厚均匀，葱段
白绿分明，姜末粒粒匀称，芫荽青青
洒香，铺陈得齐齐整整。红白相间
的肉片、肉末，拌成软和的几盆，或
团成圆，或扯成条，在油锅里翻滚。
冬瓜、土豆切块，粉条、海带泡软，炸
好的豆腐块、丸子码齐，大酱、辣椒、
粒盐备好。上天能赏赐的，全摆出
来，所有的潦倒，一散而去！

“大戏”可以上场了：打勺油试
锅，烟气飘，火候到。再打几勺油，
配好的花椒、辣子、葱段、姜末入锅，
倒入肉片，一句“旺火”，老风箱叫得
更欢。主厨抄起大掀狂搅，“加酱
油”，油气腾腾的铁锅里，肉色黄
亮。加开水，捂上锅盖，炖上十分
钟，招呼帮厨“倒菜”，一盆一盆的油
炸豆腐、白豆腐、海带、粉条、白菜，
纷纷跌入滚烫的肉锅。主厨小心地
翻，不时用勺抄点儿汤水，“加盐，上
胡椒，点酱”。粉条、海带放到菜中
间，炖到软烂。这熬，靠的是时间，
各种食材，相互沾光借味，杂而不
乱，多却不碎。“嘟嘟”的汤水，推着
油亮的肉片，凝练了喷香，撒进村
子，赶着乡亲集结。

按捺不住嘴馋，一声“盛菜”，大
家“呼啦”聚集在锅边。主厨吆喝一
声，“慌啥？舀热油，倒辣子！”一旁的
大婶，把辣椒面倒进热油，瞬间，呛人
的油泼辣子香气，飘满院子，人群越
发不稳。倒是主厨的一句“别忘了礼
数”，才提醒攒忙的：盛饭的盛饭，下
馍的下馍，端盘的上菜，招呼好主家
的亲朋好友，落座、开吃。筷子搅捞，
咬着白馍，嘴角的油渍泛着光。外
面寒风瑟瑟，里面吃得汗流浃背！

如今，一盆满满的熬菜，是家里
聚餐的大菜：摆放席面中间，其他炒
菜，如众星捧月。没有它，似乎有种
遗憾。细细品来，穷困时，温饱赐予
的丝丝慰藉，总会漾起暖暖的回
忆！这熬菜，怕是最好的祭奠吧！

霜雪天，寒气砭人肌骨，天地
简静，寒雀啁啾，乡愁空旷无边。
柴门闻犬吠、踏雪寻寒梅、霜夜听
更声，是大地上最温暖的事情。更
声，清凉而贞静，诗性而古典，青霜
一样敷在我柔软的心灵上。

冬天的乡村，没有太阳的日子，
奇冷。一俟天黑，村人撂下晚饭碗，
就听到村头更夫“哐——哐——”的
打更声。他每走几步便用力敲一下
手中的大锣，边敲边喊：“各家各户，
门窗关好，火烛当心哟——”尾音拖
得长长的，在暗夜凝滞的空气里震
颤，凄厉地擦过人的心头。那激越
的更声飘过岑寂空旷的田野、飘过
高高矮矮的屋脊，回荡在小村夜
空，缓慢、缥缈、苍凉。

一年四季，唯冬夜打更。更夫
一般宿在大队部里的穰草铺上。到
更点时，他便一手提着黑黝黝的马
灯，一手拧着锃亮的铜锣，步履蹒跚
地穿行于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上。

倘若雨天，那路上粘稠稠的，
像糯米粥，打更的长套鞋上满是乌

黑的泥，像爬了好多泥鳅。在梦呓
中，依稀听到一两声悠远的更声，
有时也被一阵阵犬吠声淹没。下
雪天，更夫顶着簌簌雪花，提着迷
离的马灯，出没在深巷小弄里。雪
花给他披了一层银白。他的周身
沾满粉面似的雪，在严冬的雪夜
里，如一个深山里的怪兽。

雪霁，乡村的夜空清晰、高远
而辽阔。小院里月光清如溪水，静
似画布，瓦屋和枯树闲适安逸地镶
嵌在画布上。青霜平添一分柔和，
显得寂寥而悱恻。冬夜里的一帧
帧黑白照片，染着岁月的底色，透
着乡村的恬淡和平和，渗着乡村的
温馨和质朴。

更夫戴着发黄的雷锋帽，套着
露絮的大棉袄，黑暗中，像一只体
形臃肿的猩猩。我们一齐吆喝着

“ 关 好 门 窗 哟 —— 火 烛 当 心 噢
——”惹得狗们狂叫，惊得屋檐下
夜宿的麻雀扑拉拉乱飞。

那个冬夜，我看完电影《人生》
后，独自爬上草屋西边的穰草堆
上，任眼泪肆意横流。月光下的草
堆如海上的岛屿，村里诗性的更声
若隐若现。乡野间的如诗月色、电
影里的悲欢离合，让一颗少年的心
变得敏感多情，变得内向谦卑，变
得富饶丰盈。

那清贫而寂寥的冬夜，是咣咣
的更声抚慰了我们的心灵，慰藉了

我们的乡愁。当静谧的夜晚取代
了白昼的喧嚣，当现实中的功名利
禄退位给了精神上的修复整饬，那
激越深沉的更声又分明给人一种
谦逊勤勉、淡泊名利、自省自尊的
清醒与思辨。

而今，村里的泥泞土路都浇成
光洁的水泥路，村口楝树上甚至装
上摄像头。家家都装上牢固的铁
门。高门深院，挡着如水的月色，
挡着稀疏的鸡鸣犬吠，挡着不设防
的淳朴岁月。那古老的更声给我
们带来久违的温暖和感动。那遥
远的更声凝聚着恒远的乡村情感，
渗透着农耕时代的精神气质，镌刻
着饥馑年代祖辈们灵魂深处的呐
喊和渴望。

我在清凉的屋檐下四处眺望，
四下谛听，我依稀听到河坎上裸露
的树桩发出的呢喃，恍惚间，那远
去的更声，那淳朴的更夫，裹挟着
岁月的风尘，月光一样，洒在心灵
的湖面上。此时，一股柔软的乡愁
倏忽传遍全身。

♣ 宫凤华

人与自然

霜夜更声远

史海钩沉

♣ 郑学福

药饵不可作伪

中华书局 1987年出版的《名公书判清明集》
收录了一篇判词，是由南宋司法官员胡石壁写
的。判词说，太守在市场上买了一两很便宜的草
药，名字叫荜澄茄，药品不但陈腐，而且细碎，更令
人气愤的是其他杂草梗占了三分之一。药是由市
场上的药铺李百五卖的。判词感叹道：便宜的药
尚且如此，价格昂贵的药造假岂不更加严重；太守
买到的都是假药，老百姓岂不更遭殃？李百五这
种不法行为不知害了多少人。所以判决如下：大
刑伺候，勘杖六十，并带上枷锁在药铺前示众三
天，让卖药人前来接受警示教育。判词对制售假
药者深恶痛绝，义正词严地痛斥道：“大凡市井罔
利之人，其他犹可以作伪，惟药饵不可以作伪。”

在宋朝，对药品经营管理有一套完善的体
系。王安石变法，颁布了《市易法》，其中规定药品
由政府专卖，不允许任何人私自制作和经营任何
药品。为防止制售假药，1076年，朝廷下令将合
药所与原有的熟药库、市易务卖药所合并，在东京
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药店——熟药所，
又称“卖药所”。后来将熟药所负责制药的业务剥
离出来，实行生产和经营分开，设立修合药所，专
门炮制药物。1114 年，熟药所改名为医药惠民
局，修合药所改为医药和剂局。《宋史·职官五》载：

“和剂局、惠民局，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疾。”惠
民药局还编撰成药规范标准，名为《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共分十卷、14门，收录民间常用的有效中
药方剂 788 方。有许多方剂至今仍广泛用于临
床。惠民药局不仅卖药，而且每遇疫病流行时要
施散药物，并且要 24小时坐诊售药，如果患者在
夜间买不到药，要对相关人员杖一百。

由于药局的药品质量好，市场效益高，社会上
出现了假冒药品。特别是随着南宋朝廷的日益腐
败，惠民局的药品质量也大不如前。和剂局的官
吏偷盗药材，偷食“肉药”。一些特权阶层凭借权
势，将一些贵细良药占为己有，平民百姓只能购买
到普通的粗劣药品。民间有人讥讽惠民局为“惠
官局”，和剂局为“和吏局”。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
溪笔谈·药议》中披露在用太阴玄精石配药时以次
充好：“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绛州（今山西新绛）山中
所出绛石耳，非玄精也。”记载南宋宫廷、官场及民
间之遗闻轶事的《吹剑录》曾对官方制药造假和药
品特供现象进行了揭露，说老百姓在惠民局买到
的“药材既苦恶，药料又减亏”，而对权贵们却和颜
悦色，不敢有半点虚假。南宋诗人刘克庄在《后村
集》中记载了惠民五局卖假药的事件被民众举报
查出后，朝廷下旨，给予该局三名主要官员降职处
分，给予涉事人员“磨勘（留职察看）两年”的处分。

知味

该书主人公科里尼是在德
国工作多年的意大利退休工
人，他在柏林一家酒店枪杀了
85 岁的德国企业家汉斯·迈耶
后自首，但对作案动机始终保
持缄默。年轻律师卡斯帕·莱
能被委派为科里尼的辩护律
师。面对这个不需要辩护的沉
默的当事人，莱能一筹莫展。
但通过努力调查，他终于发现
了案件背后的端倪。原来，科
里尼小时候生活在意大利的
一个小村庄，他舅舅是抵抗纳
粹 德 国 占 领 军 的 游 击 队 员 。
1944 年 5 月，两个德国兵在街
头被游击队炸死。作为报复，

德军枪杀了 20 名有游击队嫌
疑的村民。科里尼的父亲也在
被害者之列。下令枪杀村民的
军官，就是汉斯·迈耶。

科里尼为何用个人复仇的
手段，而不诉诸法律？莱能的
调查揭开了联邦德国司法史
上黑暗的一章。《科里尼案件》
虽然披着侦探小说的外衣，其
本质却可以说是一部历史小
说，让读者再次面对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的罪责
以及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的
清算。正因如此，该书不仅在
德国，在英美等国也引起了广
泛反响。

《科里尼案件》：揭开德国司法史上黑暗一幕
♣ 易明强

新书架

百姓记事

春华秋实盈庭灿
桂馥兰馨易地荣（书法） 张自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