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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是讲随时可以选择放
弃吗？我还纠结什么？有逼人去
犯罪的，可没人是被逼着当警察
的，只要有随时退出的权利，永远
都不会纠结。”余罪用他自己的辩
证法说道。许平秋听得出这小伙
语气里的傲意，笑着道：“很好，如
果有一天你准备全部放弃的话，
我希望你是这种心态，那样的话
就不会留下什么遗憾了。”

“我努力做到。”余罪道，慢慢
地站起来走到了前排，像生怕真实
的想法被窥破一般，车停门开的时
候，他从容地起身，下了车。

那辆中巴摇摇晃晃地走了，
开得很慢，在滨海市的街上很容
易见到这种车，一直未发一言的
司机等走了很远才开口向后座沉
默的许平秋问道：“许队，我怎么
从来没有听说过，对刑警还有这
种训练科目？”

“知道教会一个人游泳最好
的办法是什么吗？”许平秋以问代
答，道了句。

“是什么？”司机道。
“很简单，直接把他们推下

水。”许平秋笑道。
笑里有一份隐藏的担忧，对

于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他
现在的心反倒悬上了。

车行出不远，他示意司机道：
“回岳西煤炭大厦，你们给我当后
勤支援，接下来和王武为得给他们
当好奶爸啊，保证一天之内得把所
有人看一遍……真不行的话，得把
他们安安全全交回到父母手里，不
管穷家还是富户，这些小子都是宝
贝。唉！我真不知道这回会让我
看到一个什么结果。”

煤炭大厦是由岳西省煤炭厅
在此觅地修建的，是一座三星级宾
馆，傍晚时分，一位年过三旬的中
年男子焦急地等在大厦门口。

没人知道这位叫杜立才的
客人是岳西省禁毒局一位外勤队
长，被派驻东江省追踪一例贩毒
案件已经三个月有余。烟抽了若
干支，等那辆中巴停下时，杜立才
快步迎了上去，和下车的许平秋
握手，招呼着司机高远去吃饭。
高远知道两位领导要谈事，避开
先进楼里了。

寒暄了几句，许平秋开门见
山问道：“有新任务，你们廖局长
没和你们通过气？”

“廖局电话上说过了，让我

们调拨归您指挥。”
“这就是了，厅长办公会做

了决定，从现在开始，你们直接向
我负责，切断和家里的一切联
系。”许平秋道。一听有新任务
了，杜立才的精神稍振，挺着胸说
道：“许处，下命令吧，我都快憋死
了，所有装备和人员，今晚就可以
撤走。”

“毛躁！性子这么急，真不
知道你这组长是怎么当的。”许平
秋不悦地呵斥了句，像训小学生
一样，把杜立才说得好不羞赧。

顶层连排的六个房间和一
个会议室，就是这个行动组的临
时驻地了，据杜立才介绍，这是向
煤炭大厦征用的地方。走进会议
室，四名队员起身，向许平秋敬
礼，许平秋笑着摆手道：“咱们都
出门在外，别这么拘谨啊。”

说罢他饶有兴致地弯腰看
了看会议室几部专配的警用笔记
本，连着的粗缆天线延伸到窗
外。抬起头时，正对上一位面容
姣好的女警，短发，大眼，圆脸。
他笑着问：“我对你有印象，你叫
林……林什么来着？”

“林宇婧……”女警笑着道。

“哟，对不起。”许平秋笑着
道歉。

“谢谢许处，您还记得我？”
女警很高兴道，许平秋给她发过
立功奖章，不过已经是很多年前
的事了。

“禁毒局外勤上没几个女
人，要记不得那就是脑瓜不管用
了。你们的设备能覆盖多大范

围？”许平秋问道，这才是他今天
来的正题。

“ 这 是 省 厅 前 年 新 配 的
SR02型追踪仪，对于GSM、SDM
等信号追踪效果很显著，误差不
大于一百米，红外线、磁性信号稍
弱，不过如果论起综合性能来，覆
盖全市没有问题。”她答道。

许平秋笑了，掏出一张纸递
给了林宇婧，笑着道：“输入追踪
码，做完了我给你们布置任务。”

密密麻麻的好多，林宇婧诧
异了一下，但凡要追踪嫌疑人或
者放出去的线人，一个两个就足
够了，可这一次足足输了十四组
信号！

“十四组信号，是十四个人，
每组有三个信号源，你的任务就
是二十四小时监控这些信号，如
果发生信号分离、消失等异常情
况，务必在最短的时间赶到现场，
找到信号的携带者，这个工作可
能要延续至少四十天，有困难
吗？”许平秋问。

“没有。”林宇婧起身敬礼，
毫不含糊。

杜立才可蒙了，这个没头没
脑的任务，与案子又能有什么关

系，不过这个领导布置任务的场
合，他没敢打断。

等安排好任务出门时，许平
秋一勾手指，把司机高远叫过来
了，叮嘱道：“外面走你熟悉，谁支
持不下去了，一定给我安全送回
来。少一根汗毛，小心我扒了你
的官衣啊。”高远是许平秋在市局
时候从派出所提拔到支队的队
员，后来又进了禁毒局，说起来关
系比和杜立才这个组还近。高远
嬉皮笑脸接受了任务，许平秋也
笑呵呵地擂了他一拳。

回到会议室，杜立才示意林
宇婧道：“宇婧，看看，他们在什么
方位？”

这位女警熟练地敲击着键
盘，比对着信号和电子地图的坐
标，隔了一会儿，她笑着说道：“按
方位看，有人在街上逛，有人在公
园停留，有人在江边……哟，这位
在飞机场，还有这位怎么还在走，
再走可出市区了！杜组长，我给
他们每人编一组号吧，方便外勤
去搜索。”

“好吧，赶快编，你们几个分
工一下，案子暂时没有进展，你们
就把这事干好。”杜立才随意地安

排了句，心事重重地出门了。
闭着门的会议室里，又响起

了女声笑问：“哎哟，这位是不是根
本没有方向感呀，怎么一直往郊外
的山上跑？高哥，这是群什么人
呀，怎么都是没目标地乱撞？”

“呵呵，别那么当回事，就一帮
学生娃、菜鸟，饿两天就都回来了。”
高远笑着，想当然地作了断言。

第一天还真没人求援，汇报
给已经回岳西省厅的许平秋，他
嗯了声，只撂了句没头没脑的
话：“注意一下异常反应，及时汇
报回来。”

什么异常？异于常人的呗，
于是这个在超市偷吃的家伙就
被当作第一个异常目标，汇报上
去了。

第二天过去了，意外的是这
干人虽然挨饿、虽然背井离乡流
落在大街上，可居然还是没人求
援。这一天王武为又拍到了几组
让他心酸的场景，珠江畔、白云山
下，两位神情肃穆的菜鸟，已经义
无反顾地背上了大编织袋，加入
了捡破烂的行列。两人
看着不知道是该哭，还是
该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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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斩和一桩科考案
王吴军

腰斩是古代酷刑中的一种，极其残忍。所谓
腰斩，顾名思义，就是从腰部猛砍一刀，将处以这
种刑罚的犯人斩为两截……

但是，到了清朝雍正年间，一个名叫俞鸿图的
官员由于一桩科考案被处以并实施了腰斩之刑，
雍正皇帝把腰斩之刑废除了。

俞鸿图是浙江海盐人，字麟一，康熙五十一年
的进士。雍正初登皇位时，雍正的八弟在朝会上
联络许多大臣向雍正皇帝发难。这时，官微职位
小的俞鸿图看准了时机，挺身而出，慨然出面维护
了雍正皇帝的尊严，得到了雍正皇帝的赏识。这
是俞鸿图发迹的开始，若是不出意外，俞鸿图完全
可以在当时的官场上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可是，
俞鸿图的生命中偏偏出现了意外。

雍正十年，俞鸿图被任命为河南学政，相当于
河南省的教育厅厅长。

这一年，雍正皇帝下圣旨进行科考的时候，俞
鸿图奉旨到湖北武昌做了三年一考的科考主考
官。他严锁试院的门户，并安排手下人分别在试
院内外站岗值班，严密防范，任何人均不得擅自出
入，以杜绝考场的传递作弊行为。但是，问题还是
出现了。

本来，清朝的规定很严格，到外地当主考官的
官员，是不能带家眷、不得在外交朋结友、不得外
出居住, 总之，到外地当主考官的官员是要尽力回
避一切会惹起瓜田李下之嫌的事的。偏偏在这个

时候，俞鸿图新近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老婆，他
就在武昌租了一个房子，把这个小老婆也带到了
武昌。让俞鸿图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
年轻漂亮的小老婆居然跟她的奸夫串通, 用计使
俞鸿图自动把考试的题目和盘托出, 然后，以高价
卖给当时的考生。而且，俞鸿图的小老婆和她的
奸夫还暗地里背着俞鸿图收受贿赂。搞到最后，
连那些目不识丁的戏子都通过了考试了，弄得人
们议论纷纷。科考泄露考题的事很快传到了湖北
巡抚王士俊的耳里。王士俊和俞鸿图素来不和，
于是，王士俊当即写了奏折，以六百里加急送往京
城。雍正皇帝见此奏折，勃然大怒，立即派出钦差
大臣到湖北武昌，令其查证事实。

开始，俞鸿图对此并不知情。但是，最后人证
物证俱在，俞鸿图有口难辩，只好认罪。接着，俞
鸿图的案子由刑部报到了当时的皇帝雍正那里。
雍正皇帝是一个非常痛恨贪官污吏的人，尤其是
他一见自己极其器重的俞鸿图竟然也是贪官污
吏，气不打一处来，他挥笔就把刑部给俞鸿图判的
斩刑改判为腰斩。

腰斩俞鸿图的刑场就在武昌城最热闹的街市
上。当时，由一个叫邹士恒的接替俞鸿图的职务，
并且由邹士恒负责监斩俞鸿图。而这个邹士恒，
正是俞鸿图的儿女亲家。这大概是雍正皇帝的刻
意安排。雍正皇帝事先不让邹士恒把腰斩的处罚
告诉俞鸿图，慑于天威，邹士恒一点也不敢把腰斩

之刑告知俞鸿图及其家人。直到临刑的时候，俞
鸿图及其家人才知道。俞鸿图及其家人以为就是
充军发配之类的处罚，根本没想到会是腰斩的刑
罚。俞家人事先也没做准备，这个时候再想打点
刑场的刽子手，已经来不及了。刽子手没得到俞
家人的一点好处，按照他们过去的做法就让犯人
死得不痛快……

俞鸿图受刑后，身躯成为两截，却并未立刻死
去, 神智还清醒。痛苦万状的俞鸿图，上半截身子
上的两手撑着地面, 以指头沾血, 一连写下了七个

“惨”字，才慢慢痛苦地死去。《清朝野史大观》中
说：“俞君（俞鸿图）既斩为两段，在地乱滚，且以手
自染其血连书七‘惨’字。其宛转未死之状，令人
目不忍睹。”历史上被处斩的官员太多了，数都数
不清，没人会记得。可是，俞鸿图却以腰斩这种特
殊的受刑方式让历史记住了。

俞鸿图腰斩固然是前有古人，却是后无来者
了。目睹了俞鸿图被腰斩的惨状，心胆俱裂的邹
士恒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将俞鸿图死时的惨
状作了描述，雍正皇帝听后，竟然动了恻隐之心，
于是，他降下圣旨，废除了腰斩这一刑罚，腰斩的
刀具也就从此而封在了岁月的烟尘中。雍正皇帝
的圣旨中写道：“由今始，废除腰斩刑。”就这样，我
国从春秋时代开始实行的腰斩，到清朝雍正年间
被废除，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俞鸿图也成了最
后一个死于腰斩的人。

绿城杂俎

波西米亚
张力平

波西米亚（Bohemia）位于捷克
中西部，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吉普赛人的聚集地。

波西米亚人行走世界，服装融
合了多地区多民族的特色：俄罗斯
层层叠叠的波浪多褶裙，印度的珠
绣和亮片，摩洛哥的皮流苏和串珠
……种种丰富的色彩和多变的装饰
手段等手工打造的精巧被统一在不
羁和流浪中。

波西米亚是自由洒脱、热情奔放
的代名词。波西米亚风格绝不局限于
波西米亚这个地方，它的范围比我们
想象的大多了。波西米亚风格代表着
一种前所未有的浪漫化、民俗化、自
由化。它保留着某种游牧民族特色，
特点是鲜艳的手工装饰和粗犷厚重的
面料。在越“邋遢”越时尚的流行文
化世界里，波西米亚风格以其浓烈的
色彩、繁复的设计、嬉皮与雅皮的结
合、流苏、涂鸦等带给人强劲的视觉
冲击和神秘气氛。这种被称为“有一
定经济基础的小资情调”的服饰风格
对简约风格形成了巨大冲击。从波西
米亚长裙，到波西米亚首饰，甚至到
波西米亚风格发型——热烈、优雅，
让你成为聚会的焦点。

波西米亚风格崇尚自由个性，把
没有原则当成原则。把一石一木一珠
一布组成时尚，是波西米亚的精髓。
波西米亚风情充斥着欢娱与平和，透
露着爱与愉悦，彰显着自由与趣味，
又伴有一丝神秘色彩，真是让人无限
向往。

波 西 米 亚 是 一 种 艺 术 家 气 质 、
一种时尚潮流、一种反传统的生活
模式。

德沃夏克是音乐家中的“波西
米亚人”；凯特·摩丝是第一个穿出
波西米亚风格、褪色牛仔裤和流苏
配饰的时尚偶像；而波希米亚风格
更是狂放性感的拉丁天后詹妮弗·洛
佩兹与生俱来的……连华丽时尚之
都纽约，都是波西米亚的基地。如
今，波希米亚风格行遍全球，为众
多明星和潮人所爱。“魔都”上海
的街头，也经常闪现这一“时尚亮
点”。而小区里的那些摩洛哥美女留
学生，更是玩转波希米亚风格，衣
着、打扮非常惊艳，堪称样板！

随笔

丁玲公园
侯发山

丁玲公园是常德唯一的集历史名人纪念、民
俗文化展示、休闲游乐、湿地景观保护为一体的，
能满足游人游玩的综合性公园。

丁玲公园的一个山包上坐落着一尊丁玲的铜
像，丁玲戴着军帽，外边穿着军大衣，一身戎装打
扮，满脸含笑，一副英姿飒爽的样子。底座上是毛
泽东题写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36 年
冬，丁玲奔向红色之都延安，成为第一个从国统区
投奔陕北的作家。中央准备安排丁玲在宣传部专
事写作，但 32 岁的她主动要求赶赴陇东前线。
1937年元旦，丁玲在随军经甘肃赴三原的途中，收
到了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形式给她的电文《临江仙·
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
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
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用军事电报发诗
词赠远征人，一生中只有两次。一次是发给长征
途中的彭德怀，留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
军”的名句，丁玲为第二人。这首词给了丁玲无限
憧憬，浑身充满了革命的力量。她倚马走笔，写下
了《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十八个》《万队长》等
享誉一时的战地散文。

位于丁玲公园西南角的丁玲纪念馆是该公园
的灵魂所在。在这一组江南民居特色的建筑群

里，安放了 200多件丁玲的遗物、相关历史文献以
及800多幅图片。除了传统的静态展示，纪念馆内
还大量运用了现代的声光电技术，其中影视作品
展示厅、丁玲书吧颇具特点，而丁玲在延安生活的
场景还用幻影成像的形式呈现出来，将丁玲的生
前生后事用多种手法娓娓道来。

在丁玲纪念馆，看到丁玲的“创作要有情、有
胆、有识、有文”“到群众中去落户”等讲话标题，虽
没有讲话内容，但足以看出“走进人民中间，才能
写出好作品”的观点，这与今天提倡的作家要“深
入生活，关注弱势群体”是一致的。丁玲不但这样
讲，还身体力行。1944年，丁玲主动申请去陕甘宁
边区体验生活。她在边区写出了报告文学《田保
霖》，赞扬合作社的模范人物。毛泽东看到后一夜
难眠，第二天专门派人送信请丁玲吃饭，之后对这
部作品多次表扬。此后，她陆续写出了《魍魉世
界》《民间艺人》《我在霞村的时候》《袁广发》等一

批颂扬工农兵形象的好作品，文字和风格更贴近
老百姓，更适合老百姓的阅读口味。1946年，丁玲
参加了晋察冀土改工作队，在河北桑干河畔的温
泉屯村考察，与农村大娘同吃同住。两年后，反映
土改生活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1951 年，
这部小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并被相继翻译成十
几种文字出版发行，成为丁玲一生荣誉之巅。

1955 年，丁玲等被诬为“反党小集团”，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1984 年中组部为其彻底平
反，恢复名誉。丁玲重返文坛后，尽管担任了很
多社会职务，如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政协文化组组长等等，各种会议、外事活动也很
多，但她不顾年迈体弱，抽出时间勤奋写作，培养
青年作家，创办《中国》杂志，拉赞助跑经费约稿
件，亲力亲为。当我看到八十高龄时的手稿，真
的是“蓝笔写，红笔圈”，修改的地方密密麻麻，几
乎每句都有修改，有的一张稿纸，改剩下的文字
不到五分之一；当我看到一张她创作时的照片，
因为她长期患有腰疼病，不能久坐，就脖子上挂
个木板写作；当我看到她临终时的遗言：“您们高
兴吧，我肯定能成佛”……我眼睛湿润了，正是因
为丁玲对文学创作的严谨和认真，对生活的积极
乐观，所以才成为 20世纪中国文坛最有才气的女
作家之一。

新书架

《一个人》
刘 菲

在《一个人》这部作品中，作者虚构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社
会，这个社会没有个人，只有集体，人没有自己的名字，只以
一个口号加一串数字来加以区别，人甚至不知道“我”这个字
眼，但凡要表示“我”的概念，都用复数的“我们”来代替。

主人公“平等7-2521”与众不同，虽然自出生起就被灌输
集权的思想，人身自由完全被剥夺，也不能如愿以偿地进入
研究机构，反而被判定做终身的清道夫，但他依旧凭借直觉
与天赋，追求着知识和理性。

聪明的主人公在没人察觉的情况下发明了电灯。可是
专家学者们“欣赏”了他发明的电灯后，胡乱给他扣上一项罪
孽的帽子，想要置他于死地。愤怒无奈的“平等7-2521”只能
落荒而逃，逃入“原始”森林，等待被野兽吞噬的命运。

作者安·兰德（1905—1982），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青
年时代从苏联流亡美国，以其小说和哲学闻名于世。1957年

《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出版，成为美国历史上仅
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被誉为对美国影响最大的10本书
之一。少女春兰 （国画） 史国良

知音图 （国画） 马海方

散文

连队的老柿树
毛维祖

我当新兵所在的连队，位于豫西陕
县一隅偏僻的小山村。30 多年一晃而
过，连队发生过的事情也多半模糊了，但
在我脑海深处始终挥之不去的是连队卫
生室旁边的那棵老柿树。

高考落榜之后，我参军来到了豫西腹
地山村的一个连队。我被选拔为连队的
卫生员，也结识了卫生室旁这棵老柿树。

关于这棵老柿树的来龙去脉，我曾
悄悄地问过许多老兵，他们的回答仿佛
商量过似的：他们当新兵时那棵老柿树
就屹立在那里了。在他们的记忆里，这
么多年过去了，树干似乎并没有长粗，树
冠也并没有变大，一年年青翠葱茏、一年
年果实硕大。

豫西山区冬季，滴水成冰，营房周边
乌蒙蒙的一片，许多植被光秃秃的，唯独
老柿树展示着自己的英雄本色，粗壮的树
身表皮斑驳，根条暴筋裸骨，盘根错节的
根端鹰爪般地扎入地下，通体乌黑坚硬，
坚若磐石。笑迎寒风劲吹的巨大树冠和
荷枪实弹伫立于岗楼上士兵的身影相互
守望，遥相呼应，为空旷寂寞的豫西山村
挥洒出几分威武雄壮，更为寒冬里的山村
平添了许多生机和活力。

阳春三月，老柿树循着春的讯息，和
着战士早春巡逻的脚步，一溜烟赶趟似的
抽枝发芽，挂蕾待放。这个季节也是战士
最渴望的季节，恨不得一下子就甩掉身上
厚重的绵羊毛皮全套行头，开犁破土，种
菜点蔬，当然我也抽空侍弄一下老柿树，
但老柿树好像也没有过多苛刻的要求，贮
藏一冬的雪水已经远远满足它的水分要
求，只需要少施铁成分和泡豆饼之类，便
可以保证秋季有一个好收成。

初夏，当桃树、杏树、枣树都挂满果
实的时候，恰恰是柿子树花开飘香的季
节。柿子树的花很特别，极小，米黄色，
呈四棱状，形如玉冠。这时老柿树的人
气最旺，浸满一身汗水的、粘着泥土的训
练场走下的战士，执勤结束拖着疲惫双
腿的官兵，不约而同地来到老柿树下，吹
吹凉风，拉拉家常。探亲归来的老兵在
树下将土特产给大家分享，顺便报告一
下自己探亲的喜悦，这时的老柿树也仿
佛有了灵性，极力张开它宽阔的怀抱为
大家遮荫挡雨，扇风消暑。

深秋时节，极目远眺，连队的营院周
边恰似丹青妙手绘就的一幅大大的山水
图。蓝天绿野间，微黄的荆棘、山毛草是
衬托，间或一簇簇一片片猩红的野蜡树、
野山楂的点缀，而浸染其间的点点橘红，
便是柿子树。老柿树上的柿子像一盏盏
小灯笼，迎风摇曳。每当这个时候，一茬
服役期满的老兵早已整理好自己洗白了
的军装，带着一脸刚毅，一步三回头地道
别柿子树，道别老连队。柿子又获得了
大丰收，但没有一个人去采摘，这也形成
了传统。柿果留给谁呢？一说是留给鸟
儿的，否则明年谁给官兵送来欢乐呢？
一说是留给离队老兵的一种念想，盏盏
小灯笼就像一颗颗会眨眼睛的星星，呼
唤着天南地北的老兵：“老连队有你的青
春和奉献，有你的愁思和欢乐，有你的成
长和收获，有空回来看看……”

丙申春鉴
张国臣

六十春秋数先贤，
家风环境定坤乾。
勤能补拙是良训，
书可增谋乃正观。
成由俭朴败奢侈，
兴起务实衰空弹。
上善虚怀断舍离，
留余厚德方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