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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一起哭喊道!"马顺是王振
党徒#怎么能派他去呢$ %

这时&大臣们情绪激动&班列混
乱' 朱祁钰感觉有失体统&让太监金
英下去传话!朝臣解散回家&等情绪
平复再来议事'

结果金英险些遭来一顿拳脚&多
亏身手敏捷&逃回奉天门龙椅一侧'

王振的党羽马顺余威尚存&大声
呵斥群臣'

平日里孱弱胆怯的大臣们忽然
出手了&先是拳打脚踢&继以手撕牙
咬&马顺暴死于朝堂' 大臣们杀机难
消& 咆哮着索要王振的另外两个死
党' 两人被揪出后&也被殴击而亡'

大明立国
!"

余年& 御门听政第
一次出现如此血腥场面'

#$

岁的朱祁钰此刻只是临时监
国&并没有转正' 见此情形&急急起
身& 只想尽快回到自己温暖的小王
府'这时&有一个人穿过朝班&冲到奉
天门下&伸出双臂拉住了欲开小差的
代理皇帝'

是兵部侍郎于
谦'

于谦说!"殿下
不要离开& 王振罪
恶深重& 不借此事
不能宣泄众人的愤
怒' 况且群臣为社
稷 着 想 & 并 无 恶
意' (朱祁钰这才安
定下来& 将于谦的
话向大臣们转述一
番&群情平复'

尽管第一次坐
上龙椅的经历险象
环生& 但朱祁钰很
快就适应了& 一旦
适应了&谁还愿意下来呢$ 及至于谦
指挥老弱残兵打退了蒙古铁骑&蒙古
首领也先将失去人质意义的朱祁镇
送归大明'

朱祁镇头上顶着太上皇的高帽&

带着一干后妃&黯淡无光地住进了南
宫'

朱祁镇事实上是被弟弟幽禁起
来了' 南宫的大门永远是紧闭的&日
常饮食衣物都是由一个小窗户递送
进去&为防止南宫与外界联络&纸笔
供应极少' 有个太监打小报告&说南
宫树木太多&恐怕有人会攀树过墙与
英宗联系&景泰皇帝于是命人将大树
砍伐干净'到后来竟然连饭食都不管
饱&害得英宗的钱皇后不得不做些女
红出售换点零用'

这个时候&朱祁镇甚至都有些怀
念做俘虏的日子&那时蒙古人对他依
然以君礼相待& 每两天进羊一只&七
天进牛一只&逢五)七)十日作筵席&

北方天气寒冷&也先甚至令妻子献出
"铁脚皮(&给英宗取暖'

朱祁镇虽然两次做了囚徒&但毕
竟幸运' 蒙古人没有杀他&弟弟也没
有杀他' 朱家先祖从不把杀人当回
事&但传了几代之后&书读得多了&就
变得有些手软'

朱祁镇在南宫幽居七年&复位无
望又无事可做&于是一口气生了十几
个孩子'

而弟弟朱祁钰&得了龙椅&却丢
了精血'惟一的儿子册封太子不久即
夭折&自己也不争气&一病不起'

于是&英宗在一班大臣宦官的蜂
拥下&夺门成功'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六

于谦在明英宗夺门的那个寒冷
的早晨& 第一个被从朝班中揪了出
来'

明英宗本不想杀害这个忠良能
臣& "土木堡之变(后&若不是于谦力
挽狂澜&天下姓不姓朱都成问题'

然而&于谦必须死' 参与夺门之
变的大臣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

为无名' (

于谦被斩于市&

抄没家产' 抄家时发
现其家徒四壁&只有
正门紧锁 & 打开一
看&是景泰皇帝赏赐
的蟒衣和宝剑&这是
于谦惟一像样的财
产'

今天很多人都
记得于谦写的一首
咏石灰的诗!

千锤万击出深

山 ! 烈火焚烧若等

闲"

粉身碎骨全不

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其实于谦还有另一首诗更能表
明他的真实感受!

逢人只说还家好!垂老方知济世

难"

恋恋西湖旧风月!六桥三塔梦中

看"

怀乡归隐之情&溢于言表' 以于
谦的智慧&身处朱家兄弟皇位争夺的
凶险情势&想全身而退&竟不可能'为
人臣子&步入紫禁城&即是一条不归
路'

一个月后&被废为 戾王的景泰
皇帝死了' 明代野史 *病逸漫记+说
,景泰帝之崩 & 为宦者蒋安以帛勒
死' (

经历了一系列巨变的朱祁镇&做
了几件有人性的事情'

其中一件&是废除了自朱元璋以
来的嫔妃宫人殉葬制度'在南宫七年
清风苦雨的日子&是那些不离不弃的
女人们给了他最需要的温
暖'

,那么&卫宁氏只是替子顶罪&卫
成英才是真凶$ (

,但这血衣与血剑又如何解释$

如果是卫成英杀的人&刀柄之上应当
是卫成英的手印才是' 但是很显然&

刀柄之上的血手印却是其母卫宁氏
的&血衣也是卫宁氏的' (

钱博堂将手中的大扇狠狠地摇
着&口里道!,果然有意思&果然有意
思- (

陈文伟摇摇头道!,有意思是有
意思&可惜却要让咱们为难了- (

,两位遇了难案么$ (说话间一个
人走了进来&两个人回头看&正是张
问陶'

陈文伟和钱博堂急忙过去施礼&

钱博堂笑道!,老师来了&这个案子可
是容易解了- (

张问陶道!,我听说这是一件人
命案子&所以也来看看' 本以为二位
已经将案子破了&但一进来却听到陈
老兄说出.为难/二字' 既是难案&我
可是当仁不让&要抢两位的功劳了' (

陈文伟道 ! "张
大人&我看此案没有
您还真是难解- (然
后便把这天破案的
情形讲了' 张问陶听
了&接过血衣和血剑
看了一会儿& 说道!

"我也看看现场' 你
们在此等着' 一刻钟
后&我出来给你们一
个交代' (

张问陶说罢&走
进了正房之内&但约
摸一刻多钟了&张问
陶却还没有出来' 钱
博堂疑道!"方才看我老师胸有成竹
的样子& 似乎马上便可解开疑团&怎
么却没有按约出来' (

陈文伟道!"不忙&再等等看' (

两个人直等了小半个时辰&才见
张问陶从屋中走出来& 见了两个人
道!"惭愧&惭愧' 这个案子也将我难
住了' (

钱博堂问道!"老师& 此话怎讲$

您不是说一刻钟便可见分晓么$ (

张问陶道!"方才我见了这血衣'

见其上的大多血点呈墨滴形&这是人
死去一段时间后& 从伤口拔出刀来&

喷血溅出的形状' 如果是刺入之后&

立即拔刀&其血为喷射状&射在衣服
上&状如焰火&虬枝结干&绝不是这个
样子' 所以我判断&必是其子卫成英
杀宁宫卫在先&卫宁氏拔刀在后& 才
有替子顶罪一说' 但我进房中看过
之后& 发现短剑所挂之处距床甚远&

绝不可能给卫成英临事拔刀自卫的
机会 ' 宁宫卫又是倒在卧房之外 &

倒地之处留有激烈打斗的痕迹' 只
有在宁宫卫被人追杀的情况下& 才
能造成这种状况' 方才是我大意了&

现在看来 & 是有人谋杀了宁宫卫 &

后又想办法让卫家母子心甘情愿地
为他顶罪'(

钱博堂问! "此人是谁$(

"我实在是难以猜出 & 不过 &

一定是宁家人或卫家人才可能会让
这对母子做出如此大的牺牲-(

"卫宁氏和卫成英一定知道-(

陈文伟道'

"但他们一定不肯说-他们连顶
罪都愿意&怎么会轻易说出凶手$ (

张问陶说罢&三人皆不再言语'

这个近在眼前却又无法触及的
凶手到底是谁$怎样才能够揭开他的
面目$

三人各自不语地想了半天&钱博
堂突然道!"我这里倒有一个办法' (

陈文伟也笑道!"我也想到一个&

可不知和你的办法一样不一样' (

张问陶笑道!"不妨说来听听&钱
博堂先说' (

"既然张大人已经断定是宁家或
卫家人所为'我去查一查在三更到四

更之间&也就是宁宫
卫大致的死亡时间
内&除了卫宁氏和卫
成英&还有谁单独离
开过$只有单独离开
的那个人&才有作案
的机会' (

"陈 老 兄 &你
呢$ (

"既然凶手必
欲致宁宫卫于死地'

此人与宁宫卫一定
有深仇 ' 我去问一
问 & 在宁府中谁与
宁宫卫能有如此大

的仇恨- 只有这种人& 才会有作案
动机-(

张问陶笑道! "两位说的都不
错& 你们尽管去查- 我也是刚刚来
到这里& 尚未来得及去殓尸之处验
尸& 恐怕验尸之后& 也可能找到新
的线索- 咱们不妨比一比& 看最后
谁能够找出真凶来-(

三十一

将近午时的时候& 张问陶等人
在宁府中吃了午饭' 张问陶) 陈文
伟 ) 钱博堂在偏院正屋坐了一席 '

三个人带来的捕快) 皂吏和轿夫等
十二人在偏院东厢房坐了两席' 宁
宫安本要作陪& 却被张问陶婉拒了'

宁府中的饭菜倒是丰盛的很 &

一个冬菇鸭) 一个腌鳜鱼) 一个铁
板鸡) 一个苏造肉& 鸡鸭鱼肉都有
了 ' 又配了四个素菜 & 炒麻豆腐 )

三丝燕菜) 八宝桔盅和爆乌花& 又
上了三个海鲜& 一个是清炖蟹粉狮
子头& 一个是八宝海参& 一个是红
烧鱼翅' 张问陶见上了恁多菜& 急
忙道! "够了够了& 哪里
能吃得了这些个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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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华栋

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王
永年先生的*在路上+新译本&已经是
*在路上+ 的第三个中文简体字译本
了' 我们真的需要一本新翻译的 *在
路上+吗$ 这本书是不是已经具有一
个经典的地位和经典的含义呢$ 答案
是&的确如此' 明年是这本书问世

%&

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重新翻
译这个版本 &说明我们的确需要 *在
路上+'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为
什么需要*在路上+$ 因为一本书在社
会上的走红& 总是有着某种特殊的原
因和社会基础& 这本书的社会基础在
哪里$ 我想&答案也很简单&当我们在
日益追求物质和被物质社会所挤压的
时候&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心灵和行动
的自由&我们都有一个潜在的欲望&就
是逃出城市而"在路上(&向那些蛮荒
之地而去' 而*在路上+&恰好就写了这
么一个故事! 上个世纪

'&

)

%&

年代的
某一天& 几个美国人突然决定从东部
的繁华城市出发& 驱车前往西部' 于
是&广袤的美国大陆上的风景)人物)

奇遇就在他们狂放不羁的旅程中次第

出现&带给了漫游者以惊喜&使他们自
由地)欣喜若狂地重新领悟了生命' 而
作者正是在这样的旅途之后&一口气&

在
(&

天的时间里写完了这本书&使书
本身获得了自由联想) 奔腾万里和一
气呵成的风格' 作者由于此书&也成为
所谓的"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 我
倒觉得"垮掉的一代(其实特别要求进
步& 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美国战后一片
追求物质和金钱的社会气氛里& 企图
找到精神自由的天地和空气& 并且通
过漫游和皈依佛教等来寻求升华 &这
是多么积极的人生寻求啊-

我看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需要这
本书& 因为他们在城市大楼的间隙里
讨生活& 很多人成为房奴和工作的奴
隶&所以&这本解放之书)自由之书&就
会成为大家的梦想' 我记得&今年年初
的时候&几个诗人)出版商朋友和我 &

曾经谋划开车一路向南& 一直到达海
南岛&路上祭拜一些无主墓等等&但是
最终因为工作和生活的繁忙而无法成
行' 而跟随任何一个旅行团&进行那种
"傻瓜式(旅游&实在没有意思&但是我
们很多人都经历过' 可是&像凯鲁亚克

这样的漫游&我们的中产阶层的人们&

有多少人有那样的胆量) 心志和时间
来进行呢$ 看来&"在路上(已经成为很
多人的一种令人向往和无法实现的梦
想& 已经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渴
望和情结了'

我就多次计划过& 和朋友一起开
车 &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 &一直到伊
犁河谷或者干脆就到新疆南疆的帕
米尔高原 &还有一条线路 &就是一路
向西南方向进发&一直到达西藏的西
南地区'但是&一直没有实现'我知道
有些人是实现了 &就是被称为是 "驴
行者(的人&现在正在路上&他们中间
的一些人肯定已经如此走完了我说
的几条在中国大陆上可以走得十分
豪迈与狂放的路线&但是&可惜的是&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有凯鲁亚克的才
气和斗志&写出来像*在路上+这样一
本实际上深藏了很多时代的象征和
病症)痛苦与解放的书'为什么呢$我
也感到很困惑&我们的中产阶级文人
不是很有文化吗$ 我们每天不是都要
诞生

)

本长篇小说的吗 $ 可是 &其实
他们大多数都是孱弱的&身体首先就

是孱弱的0其次&精神也是孱弱的 0最
终 &即使是在路上了 &在别人是一次
精神升华的旅行 &而在他 &则是一次
旅行者惯常的旅游罢了'

浮现在我的脑子里的中文作家的
著作&从来都没有像*在路上+这样的
一本书' 似乎有一本名字大概叫,北纬
多少度(那样一本书&是地产商兼文化
人潘石屹写的& 他写的是他从北京出
发& 一路沿着某个纬度向西部到达了
甘肃111他的老家的故事&不过&似乎
他的故事只是一个衣锦还乡者对故乡
的重新打量& 和一点看到那里依然很
贫瘠的有点悲悯的散文随笔式的感
想&缺乏一种文学性的体察和喷涌' 所
以&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从来就没有
一本真正的*在路上+&于是&我们就只
好不停地出版*在路上+的新译本了 '

按说我们的作者很会模仿& 但是我奇
怪的是& 怎么我们的作家就没有模仿
*在路上+的呢$再按说&我们的"

!&

后(

们的生活条件更好& 似乎对前辈和当
代生活也更加反叛&可是&我看到的更
多的是他们沉溺于网络或者赛车 )更
加适应都市生活的迷乱& 而不是反抗
或者叛逆现代生活& 到蛮荒的地方走
一遭& 大部分的他们连这个勇气都没
有& 一些书写者都在写青春期的分泌
物那样的无病呻吟的东西'

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写出这样一本
书呢$ 我并不乐观' 所以&我只好再一
次地阅读新译本了' 我劝你也买一本
比较好'

-./01234

邬凤英

年轻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个
梦想& 就是到北大上学' 那个时
候&非常喜欢看关于北大的文章&

有一本书*在北大等你+&上面的
很多诗句我都会背& 印象最深的
是那句!未名湖畔的青草呀&哪一
棵&将挂着我的泪滴'是一个北大
的师姐写的'这本书&时时撞击着
年轻的心'

人生无常&梦越来越远&越来越虚
幻& 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曾经有过这样
一个梦了' 及至而立&现实的状况已经
让我不敢轻言北大&我知道&它已经不
属于我' 我的轨迹&在这个社会中&与
北大越来越远了'

没想到&居然终于有机会在
(&

世
纪末&怀揣一张录取通知书&走进了北
大111我考取了北大

*+,

2工商管理
硕士3在职班'

背着新书包& 我选择从西门进入
北大&仿佛这才是正式步入北大&心肃
穆之至'

一只脚踏进门里&蓦然回首&朱红

色的大门&竟然已在身后了' 原来&思
想上的那种仰慕&心灵上的那些憧憬&

很简单的一步&就可以轻松跨越'

穿行在湖光潋滟的未名湖& 没有
激动&没有喜悦&心境空旷而又宁静 &

宁静得近乎苍凉' 差不多
("

年的光阴
呀&沉甸甸地划过我的心&留下刀刻般
的印痕& 掠过无垠的苍茫& 却悄无声
息&宛如瞬间' 仿佛经过太长的思念&

久别重逢&只剩下莞尔一笑'

最怕上公共课' 坐在一群朝气蓬
勃的男生女生身边& 我这个老学生就
底气不足&甚至有些羞愧'

真的感觉有些老' 上课的时候&总
是犯困&集中不了精力&不停地喝浓咖

啡也无济于事& 常常是迷迷糊糊中猛
地惊醒&又到了下课的时候&满脸惭愧
地合上书&匆匆离开教室&赶紧回家躺
在沙发上舒展筋骨' 好在北大的学习
方式与别的学校没什么区别& 老师满
堂灌&学生认真记' 考试前借一个详细
一点的笔记本&突击消化&便也,六十
分万岁(了' 只是我常常迷惑&这就是
我要的北大生活吗$

在开学典礼上& 张维迎老师曾讲
过这么几句话! 把你们的脚步放慢一
点&不要来去匆匆&只有徜徉于北大校
园&才能感受到北大的人文气息&才能
领略到北大的历史底蕴' 如此浪漫的
校训&不由得让人激情满怀&那个放在

校园里显得很奢侈的未名湖着实
让人留恋& 还有那些真正能体现
北大精神的各种各样的讲座' 可
是&要上班&要做家务&要赶公共
汽车44两年半的时光& 我就像
走穴赶场的明星& 公共汽车载着
我这个睡眠不足的人在这个城市
里咣咣当当&从家到单位&从单位

到北大&从北大到家' 我的肩上背着书
包&书包里放着我仅存的一点梦'

错过的不只是季节& 而是风花雪
月的故事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一个梦
想&在岁月里穿行得太久&难免被风霜
剥蚀了五彩缤纷的衣裳& 那个站在岁
月的河里看落英缤纷的小女孩早已过
了不惑之年' 太多现实的计划&太多眼
前的利益&那个略带神话色彩)被理想
化了的北大情结&已是雨打风吹去&只
留在少女时代的日记里& 留在不再翻
动的诗集中'

一个永久的诱惑& 一个美丽的期
待& 北大她容颜未改& 变的是做梦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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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连根

(""-

年
$(

月
.

全国检察业务专

家# 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

志被评选为 $

(""-

年度中国十大法

治人物%" 姜德志从事反贪侦查工作

("

年
.

直接查办和指挥查办大案要

案
(""

余件" 日前
.

他披露了一些落

马高官的情形
.

谈论到贪官的一些共

性!其中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 成克

杰#慕绥新#刘金宝等贪官都曾向姜

德志提出过
/

$能不能向中央反映一

下
.

我一分钱也不要了
.

什么官也不

要了
.

到偏远地区盖个小房
.

做个老

百姓行不行
0

%贪官们的这一请求无

疑是荒唐的" 在法治社会
.

对犯下了

死罪的贪官岂能仅仅$贬为庶人%了

事
0

虽然如此
.

我觉得贪官们的这一

请求还是有值得分析之处" 西方的

一位哲人说过
.

对快乐的无限追求和

对非正常死亡的无限恐惧是永恒的

人性" 记得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曾

怦然心动&&&分析得太深刻了
1

其

实
2

在贪官们的人生中
3

他们先是把

$快乐%置换成了$享乐%

.

贪污受贿的

人生动机其实是 $对享乐的无限追

求%

.

然后
.

这种不健康的追求致使他

们直接面对非正常死亡"

贪官们的荒唐请求还让我想起

了两位古人"第一位是李斯"李斯曾

贵为秦相
.

后被赵高陷害
.

$腰斩咸阳

市%"临死之前
.

他没有像今天的贪官

一样
.

要求$到偏远地区盖个小房
.

做

个老百姓%

.

而是对他的儿子说了一

段让后人感慨不已的话
4

$吾欲与若

复牵黄犬
.

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
.

岂

可得乎
0

%我不知道贪官们读没读过

司马迁的'李斯列传(

.

如果读过
.

他

们难道不记得这段话吗
0

你们飞扬

跋扈了那么久
.

贪了那么多钱
.

给国

家和人民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
.

如今

犯事了
.

身陷囹圄了
.

甚至就要拥抱

死神了
.

再提出 $做个老百姓 %的要

求
.

$岂可得乎%

0

另外
.

明朝的张居正还在权力巅

峰之时就已经预料到日后的悲剧了
.

他多次想$激流勇退%

.

以交出权力来

换取自己和家人

的平安
.

可是
.

太

后根本就不同意

他 $提前内退 %

.

他想 $做个老百

姓 %的愿望 $岂

可得乎 %

0

这说

明
.

要想平平安

安地 $做个老百姓% 也是要有条件

的
.

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起码
.

处于

骑虎难下之势的张居正就做不到
.

被判了 $腰斩% 之刑的李斯也做不

到" 这两位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都

做不到
.

成克杰之流何德何能
.

竟然

也想 $做个老百姓 %

0

他们掌权之时

已经把老百姓害得够苦的了
.

如果

犯事之后还能轻松地把自己 $混同

于普通的老百姓%

.

那简直就是没有

天理了
1

或许
.

贪官们压根就不明白
.

$做

个老百姓%也是要有条件的
.

这条件

就是你不能背叛老百姓的利益
.

不能

与老百姓为敌"

当官员们贪污受贿
.

无限追求

享乐之时
.

他们已然站到了老百姓

的对立面 " 他们踏上的是一条不

归路
.

他们已经失去了 $做个老百

姓 %的资格 "在身陷囹圄之时
.

在等

待死刑之际
.

贪官们可怜兮兮地提

出 $做个老百姓 %的要求
.

晚矣
.

晚

矣 "

成阝

?@

熊元善

一

蛰居故乡的人

为远方的游子守望故乡

离开故乡的人

在亲人的守望中得到故乡

二

生你养你的地方

叫故乡

父母

是故乡

游子移动的双脚

是故乡

谁能让时光倒转
0

谁又能长命永在
0

父母走时

就带走故乡

四海飘流的浪子

无所谓故乡

真的吗真的吗
0

离开故乡的人

哪一个不心藏内伤

哪一个不充满对故乡

涌动的热望))

三

故乡的屋檐

小

外面的世界

大

外面的大世界

装不下故乡的小屋檐

故乡的小屋檐

要比外面的世界

大

故乡的屋檐覆盖天涯

每一颗游子的心

把它装下))

春戏
5

国画
6

王 健

()

&(

秋叶
5

油画
6

博 雅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