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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的雪好厚，踩上去嘎吱嘎吱，一条浅沟牵着
脚走。外面看起来西海饭店就像一大块雪做成的一
样，洁白厚实棱角分明。在一排玻璃前正琢磨着，门突
然开了，原来侍应生站里面，将你的意思看得明白。进
门的时候给一句温馨的短语。大堂里红灯笼悬着，大
的小的交错得好。禁不住细细地看，还有喜气洋洋的
年画、窗花、中国结等。很暖很闹的东西从那里升起，
也从雪地归来者的心里猛地升起来。

大厅里人气旺盛，沙发里坐着聊天的人，开心的笑
漾开着。有韩国人、日本人，也有广东上海人。小孩在
走廊里跑，是父母带来看黄山的，碰巧黄山留有那么多
的雪。看了黄山又看了黄山的雪，运气真不错。没看
过雪的孩子或没看过黄山雪的人是不少的。他们看到
了，孩子们蹦跳起来。西海饭店将许多好运和喜欢雪
的人团聚到一起。

在北海，我几乎没见到雪，可西海饭店出门就是
雪。顺着山势雪躺出美妙的弧线，就像巨大的石膏人
体，带着熟悉的意味，让人平生许多感慨。再猛的雪到
了黄山也是和柔的，不像雨那样虚张声势。眼前无数
的雪片都是悄无声息的，仿佛于无声里培植着春雷。
雪在松树上挂些儿，乳汁般醇厚丰实，它们会顺着枝干
点点滴滴地哺育着绿色的光芒。站在雪地里，寒冷舐
舔着，发烫似的让人不断地换着脚。此刻，雪也如火焰
一样，熔炼着松树的骨骼和性格么？多么好的雪啊！
山上有雾的天气比几十年前要少多了，据说一年只有
一百来天，黄山松等植物生长主要靠天然水汽补给。
黄山的美丽和精气需要雪。历经天空磨炼的雪，除去
了杂质，有自己的色彩。一片一片的，一缕一缕的，就
像一些晶莹细腻的情思，捧出洁白的石人峰、石柱峰，
塑出另一个黄山。雪是流动的，也是凝固的，在时光的
罅隙里，在热切的向往里，选择着自己的姿态。它们同
样爱美，它们在黄山放纵着脚步，从这座山到那座山，
久久地留下行踪，迟迟地忘了归程。

西海饭店像是从雪里升起的一个姿势一个瞭望，
面前的石柱峰、丹霞峰恰好豁开大缺口，使它收留了更
多的雪。好多年了没有这样规模的雪，下雪是冬天或
者说自然的能力，冬天不能没有这样的能力，自然不能
没有这样的能力。雪在平地四周融得没有一点影子
了，但仍在黄山的峰壑里积攥着，石阶上铺盖着，枝梢
上堆砌着，山沟里深藏着。它们和太阳一起发亮。叶
子被冰雪包着，一下子大了重了许多，又硬又亮的，稍
稍触动便叮叮当当地响，带着银子的质地，响得很远。
台湾来了一个写生团。他们为黄山的神奇所惊羡，也
为银子一样响亮的叶子，打开写生本或相机，忘情地邀
请每一朵雪花。料想不到的花絮飘来了。1 月 10 日，
陈小姐从排云亭写生回来，打开房间，偌大的蛋糕堆满
洁白的雪意，蜡烛正飘摇着温暖的祝福。她猛地想起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她十分感动西海人的细心和真
诚，热泪从脸上潸然流过。原来服务生从登记的证件
上获悉了消息。整个写生团都非常高兴，他们真切地
感受到西海饭店的温馨和家的味道。

装点黄山不仅有白雪、真情，还有音乐。早以表演
徽州风情而闻名遐迩的西海饭店艺术团，对雪和山有
切身的感受、独特的理解，他们是二胡、古筝、笛子的演
奏者，也是酒店的员工。他们的演奏流畅潇洒，有着雪
花一样好看的效果。多年前我就见过“西海人”，如今，
这本一年四期的杂志，变得精致又厚重。不少美文被
收集，就像饭店前面收集的闪亮的羽片。它们将员工
的精神引领到雪一样纯净美好的境界。太阳出来了，
门前的雪没有瘦下去的意思，甚至没有一滴水在浅唱
低吟。雪，依然顽强的闪发着洁白的光明，大声地呼唤
着脚步。有的脚上套起了防滑链，嘎叽嘎叽的步子更
响了。雪地里的浅沟引领着更多的人从西海饭店出出
进进。

八岁的她，目睹最好的朋友被绑架；九岁的他，窥
见母亲杀死父亲。

幼年的心理阴霾对人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是谁在
悬案追踪中得到了心理救赎？又是谁操纵他人生死，
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连环命案？

最严谨的司法精神病学分析，最精彩的谜案追踪，
最难预料的意外结局。

当心理精神病医生遭遇有心理顽疾的警探与疑犯，当
科学走向反人性的不归之路，杀戮开关就此开启……

这看似又是一本犯罪心理相关的小说，但读过后
才会明白，书中严肃地涉及了司法精神病学的讨论。

精神病患者在犯罪中的责任究竟如何鉴定？他们
的精神病史与犯罪之间究竟有无必然联系？

由于长期担任美剧编剧与制作人，尼尔·贝尔和乔
纳森·格雷已经对于如何制造悬念驾轻就熟，他们擅长
于运用曲折的情节和层出不穷的线索编织故事，而在

《杀戮开关》中，他们将这种技巧发挥到了最高。而作
者的医学工作经验也让这部小说严谨而缜密。

温饱问题解决以后，逐渐
富裕起来的民众，越来越注重
生活的质量和休闲的品位，对
精神生活的追求迅速提上生活
日程。在不断的探寻中，旅游
成为人们一种全新的生活方
式。当人们不满足自己有限的
生活时空、有限的生命经验的
狭隘和封闭时，以旅游为主要
内容的移动生活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人走出家门、走出城市、走
出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走进
更广阔的天地。十一黄金周里
男女老幼几亿人不约而同的出
行，高速路变身停车场的壮观
景象，充分显现了人们渴望在
闲暇的时光里出门旅行的急迫
心情。

出门旅行，或为人文，或为
山水，为获新知，为探未知，为
逃离烦闷，为亲朋重逢，为了身
的解放，为了心的飞翔，不同的
人选择不同的旅行方式，感受
不同的人生体验。无论以怎样
的形式、怎样的目的出行，最终
的愿望都是相通的。人们行走
在路上，不仅是看风景，更多的
是为了追寻和感受真善美。

伟大的艺术家罗丹说：“世
界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
美的眼睛。”要感知世界的真善
美，只有走出有限的时空，才有
可能感受到震撼人心的真善
美！而这种心灵的震撼，很多
时候是无法用文字表述的。

高原生态研究所“小木屋”
的主人徐凤翔教授，在 30 多年
的时间里，多次赴青藏高原进
行科学研究，“三十载春秋，频
往返，东西行程二十万。”芳龄
八十时，徐凤翔教授第三次来
到珠峰大本营乘飞机考察珠
峰。飞机在珠峰上环游时，她
觉得整个人都要羽化成仙了，
心里涌现的是，“长安故人若相
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心里所
有的东西还值得保留吗？大自
然把人教育净化到了忘我程
度！”她说80年的人生感受是：面
对“碧水青山，坎坷荣辱等闲”。

明代徐霞客用了34年的时
间，自费徒步旅行。他用双脚
丈量了大半个中国，呕心沥血
留下了 60 万字《徐霞客游记》，
游记中不仅详细地记录了作者
所游历过的地理环境，同时也
描绘了中华大地的奇异风景。
如今《徐霞客游记》成了各地最
好的旅游广告，他走过的地方
也都成了旅游景点！他的壮
举，影响了中国的旅游事业，也
影响着中国几代人的生活。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追寻真善
美，成为人们向往的理想境界。

每一个旅客每一次旅行的
每一段旅途，都是体验人生意
义和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可
能会感动你的心弦，也可能会
改变你或者你遇到的人的人生
道路。

北京小伙樊蒙，为了满足
妈妈“最想去西双版纳看看”的
愿望，历时 100 天，推着妈妈从
北京徒步走到西双版纳，行程
约 3500 公里。轮椅走到哪里，
孝心就延伸到哪里。在路上，
他们碰到过许多好心人。一瓶
水、一句问候、一个“加油”的手
势，志愿者的帮助，邀请他们上
车的司机，都让他感受到温暖
人间的真情。樊蒙说，这不单
是身体的旅行，也是一次心灵
的旅行，收获的不仅仅是风景。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欣赏
者本身的修养愈高，愈能感受
到世间万物的真善美。辛弃疾
有词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
青山见我应如是。”一朵花的静
美，一株草的清香，一棵树的孤
独，都会触动我们的心灵。我
们会为一朵花而沉思，会为一
棵树而感动，因为每朵花都有
它自己的智慧，每一种树都有
它自己的精神。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存有向
往“真善美”的倾向。随着出行
者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出行
频率的增加，很多人出门旅行，
已从过去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旅
游，提升到更愿意深入了解更
多的风土人情，在观察别人的
生活和生存状态中，无意间把
自己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拿来进
行比较，在审视别人的同时，审
视自己，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
经历和愉悦身心的体验。在用
脚丈量脚下的土地时，在用眼
观察眼前的景观时，更多的是
在用心感知这个世界，在行走
中感受和追寻真善美。

岁月印记（摄影） 常天义

西海的雪
阮文生

《杀戮开关》
华依云

1966 年 8 月 24 日，老舍先
生在太平湖含愤辞世。第二年
的这一天，在太平湖畔赫然出
现一块纪念老舍先生辞世 1 周
年的石碑，立碑人的名字刻在
石碑的左下角——许林邨敬
立。这块石碑，后来被史学界
称为纪念老舍先生的第一碑。
许林邨生于 1903 年，号泼墨老
人，祖籍河南灵宝沙坡村，是明
代吏部尚书许进的后裔。许先
生的祖父许叶芬，光绪十五年
会元，二甲十名进士，授翰林院
学士，从此定居北京，外官至江
苏省镇江知府；父亲许佑平，也
曾在清末的吏部做官。许家父
子都是当时北京城的书画名
家。受家学熏陶，许先生自幼
就对中国书画见多识广，奠定
了他爱好书画的基础，后来拜
衡为公、胡佩衡、徐纯银、汤定
之等名家为师学习山水，又师
从张伯英、陆和久等大家研习
书法。许先生擅长青绿山水和
魏碑书法，精于篆刻和制砚，由
他制作的“松竹梅岁寒三友”端
砚，曾作为国礼赠送朝鲜的金
日成主席。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京的
不少书画家因没有适当的工作
单位，生活和创作受到很大影
响。当时，担任北京市文联领
导的老舍先生，将此情况向周
恩来总理反映后，周总理决定
成立书画院等艺术机构，许先
生由此进入北京国画社工作。
此后他不仅有了良好的创作环
境，而且还收徒授艺，当代著名
书法家刘炳森、国画家王成喜
等书画大师，都是他的入室弟
子，后来，调入北京市文史馆任
馆员。许先生不仅传统书画功
底深厚，造诣非凡，成就卓著，
更可贵的是在他那清瘦的躯体
里，饱含着大义凛然、无所畏惧
的浩然正气，令人崇敬备至。
许先生住在北京新街口北大街
的板桥二条胡同里，地处积水
潭西岸。50 多年前，许先生在
他的小院门扇上，题刻了一副

对联：“卜居积水，世守研田。”
距许家不远处，有一片湖泊，称
为太平湖。这太平湖，因老舍
先生在“文革”中含愤殉难而闻
名。闻知老舍先生投湖辞世
后，许先生总想为纪念他所无
比敬仰的老舍先生做些事情，
最后决定用自己的书法和篆刻
特长，为老舍先生刻一块纪念
碑。他特选了一块长约3尺、宽
约 1 尺的山峰状的汉白玉，取

“重于泰山”之寓意。从1967年
开始，就着手刻制这块石碑，一
到半夜，趁家人在外间熟睡后，
他把书房的门帘一放，就着昏
黄的灯光开始忙活了。就这
样，许先生终于在老舍先生逝
世1周年之际，把这纪念碑刻成
了。碑身题镌“老舍先生辞世
处”，上款刻“人民艺术家”，下
款刻“六七年周年纪念许林邨
敬立”。谁都知道这样做的后
果，一经发现，不是抄家，就是
乱棍打死。而他以文弱书生之
躯竟有如此壮举，这就是一个
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风
骨！

1967 年 8 月 24 日凌晨，天
空一片漆黑，许先生与同样敬
重老舍先生的画友吴幻荪，用
一辆竹制童车载着石碑一口气
儿来到老舍先生投湖的岸边，
迅速拨开杂草，将碑立了起
来。两人站在碑前，不觉间，泪
水夺眶而出。早已将生死置之
度外的许先生，终于和这位文
坛巨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
刻“重逢”了。1971 年，太平湖
的东西湖相继被填平，立于西
湖边的这个纪念碑，也被深深
地埋入地下。

说起这块纪念碑后来被世
人所知，完全是事出意外。当
时，有一位金石爱好者叫白鹤
群，他居住在积水潭一带，立碑
不久，白鹤群在西湖湖坡的草
丛中发现了这块造型奇特的石
碑，出于喜爱更出于对老舍的
崇敬，他印制拓片留作纪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

老舍先生得以平反，白先生撰
文连同拓片在杂志上发表出
来，“老舍先生第一碑”的秘密，
才终于被揭开了。1986 年，恰
逢老舍先生诞辰 85 周年，北京
市政府在京举办老舍先生生平
展，根据白鹤群的拓片复制的
纪念碑和老舍先生的著作一同
展出。一时，观众莫不为许林
邨先生的大义之举，抚膺赞
许。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得
知此事后，即派长子舒乙先生
看望了许林邨，赠以“大智大
勇，无所畏惧；小巷小民，金石
为开”的题词。

许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居
家简朴，为学不倦，不以名傲，
不以艺骄，可称是“斯是陋室，
唯吾德馨”，终日潜心读书习字
作画。他精于山水，擅写魏碑，
刻印、琢砚、雕紫砂壶都是他的
绝活，著有《唐宋诗词书法赏
析》等著作，对鉴定古字画也有
很深的造诣。正如当年书法名
家张伯英先生为他书写的对联
所云：“识渊鱼之所乐，驾天马
以同游。”2005年 10月 31日，许
林邨先生不知不觉地走完了他
92 年的生命历程，告别仪式在
八宝山举行，当代众多书画大
家和文化名流，怀着敬仰的心
情为他送行。舒乙先生致祭，
并对在场的人们说：“我们全
家都很感激许老。”如今，积
水潭湖边的那座小院宁静如
昔，那株老枣树依然守候在院
角，北厢房的窗上依然斜映着
竹叶婆娑的剪影，而它的主人
却已悄然远行了。由他题刻在
门上的那八个奇绝的隶书大
字，随着岁月的磨砺更显出古
朴劲道的魅力，已成了板桥二
条胡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许
先生的魂灵，也许已归至他生
前魂牵梦萦的故土上。这里是
他的根，他无法忘记。是灵山
给他以超然的灵气、是宝地给
他以无畏的正气。浸润在这块
土地上的先祖们，定是在招他
归来、归来……

纪念老舍先生第一碑
张 驼

姬云浮也死了？
这怎么可能？
姬云芳告诉我，姬云浮有先天

性 心 脏 病 ，所 以 几 乎 没 离 开 过 岐
山。昨天有人来找他，发现姬云浮
伏在书桌上，身体已经变得冰凉。
法医已经做了检验，没有疑点，尸体
已送去殡仪馆。

我赶紧又联系老戚头，奔到他家
里，却发现他的整个屋子都被烧光
了，老戚头也被烧死，所有能够破解
笔记的资料全都灰飞烟灭。看来那
股阻挠的力量，仍然在发挥作用，一
直想要阻止我接近真相。

我又重回了姬云浮家，姬云芳替
我开了门。我扫视他的桌案，上头摆
着一盏荷叶笔洗、一方翕州砚、一尊
青铜镂花小香炉、一块银牌、一个鸟
纹祖母绿玉扳指、几本经味书院的线
装书，还有一个小犀角杯和一把金梳
背。这些东西有十几件之多，种类繁
杂，而且摆放次序很怪异，一字排开。

我似乎抓到了
什么，心中一跳。他
会不会利用这台装
置留下什么信息呢？

桌上的东西里
有真品，也有赝品。
我本以为只是个巧
合，现在却想通了，
这是刻意为之，真假
器物的摆放次序至
关重要！

很 快 ，我 把 他
的这个信息换算了
出来。

信息非常简短：
二柜二排。

我环顾整个屋子，发现那些木质
书架实际上是分成了六个大架子，顶
天立地。每个架子上都写着一个字，
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儒
家的六艺。那么二柜应该是乐字
柜。我爬上了梯子，终于在一本书的
中间翻出了一沓稿纸。

这才算是看到了破译后的笔记
内容。

笔记里写的是玉佛头的历史和
许家之间的渊源。当初玉佛头摆放
在武则天的明堂里，在公开展览时，
当时的日本遣唐使河内坂良那对它
极为痴迷。后来薛怀义与武则天之
间发生了情变，薛怀义一怒之下烧了
则天明堂，河内坂良那趁大火盗走玉
佛，一路逃出了洛阳。明堂看守者连
衡一路追踪，两人斗智斗勇，都奈何
不了对方。在争抢中，玉佛被一摔为
二，佛头被河内坂良那夺走，返回日
本，佛身却落到了连衡手中。

连衡返回洛阳，惊愕地发现自己
竟已成罪人，连同连氏家族也被波
及。他手中只有无头玉佛，不敢交还
朝廷，又不敢留在身边，只得将其埋

在岐山群山之中，在其上面建起一座
关帝庙，以纪念佛军守护。而他则改
姓为许，隐居在岐山附近，默默地守
护着。

对于河内坂良那，许衡一直耿耿
于怀，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寻回佛头，
奉还朝廷，恢复家族名誉。为此，他
拼命钻研金石玉石的鉴别之道，逐渐
在当地有了名气，娶妻生子，把根扎
在了岐山。儿子成年之后，许衡把家
业与鉴古手艺传承给他，留下一篇

《自叙》给家人，毅然离开岐山。
在《自叙》里，许衡先是把玉佛

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然后表示自
己的时日无多，希望能在临死前去
日本，毫无顾忌地放手一搏，才算对
得起自己当年的誓言。许衡还表
示，如果他没有回到中土，说明佛头
的任务失败了，那么这个使命，将由
许家子孙一代代传下去，直到玉佛
身首归一为止。

显然，许衡是我家的祖先；而按
照翻译笔记里的说
法，河内坂良那的后
代，正是木户有三。

我和木户加奈
在旅馆里读着这份破
译资料，受到了极大
的震撼。正在这时
候，门外忽然传来一
阵敲门声。一声紧似
一声，有着丝毫不掩
饰的急切与粗暴。我
打开了门，一个身材
高大的警察走近前
来，一晃证件：“许愿
吗？你被捕了。”

幕后主使人老朝奉
我被警察以倒卖文物的罪名押

解回了北京，关押在一个特殊的监狱
里，所幸在路上，我偷偷拜托了同飞
机的乘客，替我通知了黄烟烟。于是
黄烟烟与付贵设法将我从监狱里弄
了出来。

我想起刚卷入这个事件时吃
的那顿饭，席间沈家老太太曾经给
过我一张名片，那上面的地址，正好
与之前收到过的信一致，那上面除
了写“有诈”二字之外，更圈出了一
个地址。

我觉得一试，于是自己孤身一人
前去赴会。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沈家的产业
里，我并没有看到沈家老太太，也没有
看到沈家的老二沈君，出现在我面前
的是我父亲过去的学生魏大军。

魏大军在“文革”期间，是批斗
我父母的主力。他告诉我说，当时
他和沈君是同学，沈君怂恿他批斗
我父亲，结果斗得太狠，逼死了我父
母，为此我后来还特地跟
他打了一架，让他在床上
躺了好几个月。 37

健康的人没有生理性和遗传性疾病
什么叫生理性疾病？生理性疾

病在这里的含义是：身体器官的生理
功能受损所导致的疾病。一位 50 岁
的男士，因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源
性心脏病、右心功能不全来看病。他
说他在41岁那年的冬末春初，得了一
次重感冒，当时发热怕冷，身上疼，没
有汗，他不想去医院看病，也不想吃
药，心想，不就是一个感冒发热吗？
医生治疗发热不就是发汗吗？于是
他就到街上跑步，想跑出个大汗淋
漓，看看发热退不退。没有想到，跑
了个精疲力竭，心慌气喘，是出了汗，
可是发热并没有完全退，反而引发了
剧烈咳嗽、胸闷憋气，咳嗽了一两天，
出现了哮喘，咳喘憋气不能躺下，这
才不得已到医院治疗。从此以后，遇
到冷风、异味、烟尘，甚至说话多了，
都会引发咳嗽，甚至有多次哮喘急性
发作，端坐呼吸，口唇发绀，打“120”
到医院急诊。就这
样反复发作，8 年以
后，逐渐出现了心慌
心跳、肝脏肿大和肝
区压痛。脚、小腿浮
肿，食欲不振、腹胀、
恶心、呕吐、白天尿
少、夜尿增多。医院
明确诊断为支气管
哮喘、肺气肿、肺源
性心脏病、右心功能
不全。50 岁的他，连
爬一层楼都感到困
难，生活质量下降。
他心和肺的生理功
能发生了严重的障
碍，这就是生理性疾病。

遗传性疾病是因为遗传因素所
导致的疾病。一位农村妇女，生了个
男孩，这个男孩像一般的孩子一样，1
岁会走，2岁会跑，可是到2岁半，这个
孩子在走路或者跑的时候常常摔跤，
开始的时候摔倒了自己还可以爬起
来，后来摔倒后自己居然爬不起来
了。3岁半左右，别说跑，竟然连路都
不能走了。到城里的医院检查，医生
说这是得了一种叫进行性肌萎缩的
病，是遗传性疾病，是遗传基因缺陷
造成的，没有治疗办法。这一对夫妇
无可奈何地带着孩子回到了家乡，实
际上他们并没有搞明白医生所说的
遗传性疾病是什么意思。邻居们说，
这个孩子已经是个残废，你们再生一
个吧。两年以后，这对夫妇又生了一
个男孩，两口子很是高兴，不料这个
孩子又重复了哥哥走过的道路。后
来医生告诉他们，这种遗传疾病，男
孩是显性遗传，生 10 个男孩，10 个都
可能是这样。这就是遗传性疾病。
健康标准的第一条就是没有生理性
疾病和遗传性疾病。
健康的人，自我控制的能力很强

这是从心理和情绪控制角度来
说的。我们是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

是：人是有理智的，一个健康的人是
能够用理智控制情绪和一切行为的。

大城市的公共汽车，在上下班高
峰的时候，常常十分拥挤，在这种情
况下，你碰我一下，我踩你一下，真是
难免。说个“对不起”、“没关系”，相
视一笑，相安无事，这就是健康人的
行为。可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就是
这样挤一下、踩一下的原因，一方就
骂：“什么人呀，你有病呀！”另一个就
说：“你才有病呢！”于是就对骂起来，
甚至动起手来。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的标准，他们两个人都明确地诊断对
方有病，要我说，这个诊断都正确，他
们确实都有病，不过这不是一般意义
上的医生所说的病，而是健康标准中

“没有自我控制能力”的“病”。
两个年轻女孩，从农村到城里打

工，租住了一个公寓，养了一条小狗，
这条小狗一放出门来，就到对门的门
口撒一点尿，留一个标记，表示我来

过这里，这是我的领
地。对门住的是一
个小伙子，每次开门
都会闻到狗的尿臊
味，后来关上门还是
狗尿臊味扑鼻。小
伙子多次和这两个
姑娘交涉，请她们管
管自己的狗，但小狗
我行我素。小伙子
又一次交涉，一个姑
娘生气地说：“大哥
哎，它是畜生，你怎
么和它一般见识！”
言外之意，是骂小伙
子和狗一般见识，也

是畜生。小伙子怒不可遏，回头从房
间里拿出一把长长的水果刀，迎面直
接刺入这个姑娘的胸膛，姑娘当场死
亡。另一个姑娘见势不妙，顺着楼道
往楼梯跑，小伙子在后面一面追，一
面用刀捅她的后背，捅了十多刀，后
来经抢救，才算保住了一条命。请大
家说，这是健康人吗？都没有控制能
力，都不是健康人。由于没有控制能
力，最终断送了三个年轻人的一生。

有人可能认为，没有控制能力的
人，常常是因为素质低、好冲动，那么
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化素质的人，控
制自己的能力就强吗？2000 年的一
天，一架客机刚刚降落某机场，一个
年轻女子立即往前挤，急着下飞机，
把一个老太太撞了一个趔趄。老太
太的女儿说了一句：“这人真没有素
质！”不料那个女子回头说：“你才没
素质呢！”于是两个人就对骂了起
来。先是用普通话对骂，随后用日语
对骂，接着用韩国语对骂，再接下来
的是，用英语、用法语、用俄语对骂。
除了用普通话外，还用了 5 种外语对
骂，以此来显示自己是有素质的。这
件事情被同机的一个记者看
在眼里，就报道了出来，多家
小报转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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