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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龙绝望了：马上就要被判刑，自己这
样小小的年龄，今后该怎么办？

马小龙的父亲马大龙绝望了：“我的管教
这样严，小龙居然做出拦路抢劫的事情，这究
竟是为了什么？”一连三天，马大龙没有吃饭，
遍地扔满了烟头。他薅着自己的头发，不断
地打着自己的嘴巴。

从偏远的农村来到重庆，马大龙并没有
像别人一样把孩子扔在家里，而是和妻子一
起，带着孩子走进了城市。尽管生活苦一点，
工作累一点，但是，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
毕竟，孩子有学上，妻子和自己有工做。

租房、买粮、卖菜、交水电费，马大龙和妻
子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供孩子读书。他们知
道，要想改变命运，必须要有知识。因为自己
生在农村，生活贫困，没有读完高中就辍学
了。妻子杨雪也一样，为了供弟弟读书，自己
早早地出外打工，连初中都没有读完。

马大龙和杨雪就是在打工中认识的，那
时他们都没有提各自的家境，因为他们知道，
即使提了，也是一个穷字。所以，他们结婚后
拼命的打工挣钱，他们也要过上城里人的生
活。直到他们有了自己的廉租房，有了自己
的孩子。

开始，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有了孩子和没
有孩子有什么不一样，随着孩子的逐渐长大，
他们才知道抚养一个孩子的艰难：奶粉、零
食、打针吃药、上幼儿园，一项一项都需要事
无巨细。还好，小龙比别的孩子听话，很少哭
叫，也很少给父母找麻烦，学习是那样的好，
几乎从幼儿园到小学，年年都得到学校的表
彰和奖励，小龙的奖状贴了一墙。

摸着墙上的奖状，马大龙和杨雪感到甜
滋滋的，毕竟，儿子将来有了希望，自己的努
力没有白费，虽然自己没有上成大学，可是有

小龙呢，小龙将来会上一所非常好的大学，说
不一定还能到国外留学呢，儿子才是自己的
生命的延续！每每想到这里，夫妻两人就紧
紧地抱在一起：望子成龙，望子成龙，我们小
龙就是一条飞黄腾达的蛟龙！

为了这个目标，夫妻二人给小龙制定了
严格的学习计划：从周一到周日，除了吃饭和
睡觉，都排的满满的，钢琴班、书画班、数理化
提高班，几乎所有的补习班，都没有落下。就
在他们做着望子成龙梦想的时候，出事了：马
小龙逃学，班主任找到家里来了！

开始，夫妻二人感到惊讶：“不会，绝对不
会，我们的小龙绝对不会逃学，我们的孩子是
个学习上进、品质优良的好孩子！”当老师和
他们一起在网吧找到正在网上玩游戏的小龙
时，夫妻二人几乎同时晕了过去：“小龙，你
……”

接着是拳脚相加，接着是翻找小龙的衣
兜清除零钱，接着是偷偷的监视。越是这样，
小龙的学习成绩越不好，从班级的第一名下
降到了倒数第三名。

看到这些，马大龙夫妻已经怒不可遏：笤
帚打断了，鸡毛掸子打折了，电视摔坏了，书
包撕碎了。然而，马小龙依旧，逃学几乎成了
家常便饭。

和小龙在一起的，还有和小龙一样来城
市的农民子弟：小东和小波。他们饿了，就逛
饭店；累了，就去网吧边上网边休息。可是，
这一切都需要钱，断了钱的他们，便开始了偷
窃。开始，是小偷小摸，自行车、手机，都是他
们的目标。渐渐地，他们开始进行抢劫，因为
他们发现，单身女性好作案，抢劫之后没人报
案，而且抢劫比偷来钱更直接。

就是在那条幽静的街上，他们戴上头套，
准备再次作案的时候，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
警察当场抓住。然后是拘留，然后是公安机
关以涉嫌抢劫罪，将小龙等移送检察院审查
起诉。

“完了，一切都完了！”看守所里，小龙用
拳头砸着地。

看着卷宗，检察官梁新的心久久不能平
静：“小小的年龄，跟着父母进城，还很爱学
习，如果被判刑，那他们将会有另一种人生。
一些青少年第一次犯罪被判入监服刑后，出
狱后大部分会很快二次犯罪，因为他们身上
有了‘污点’和‘标签’后，会遭到周围人的歧
视而产生破罐破摔心理。也正因如此，青少
年的犯罪率有上升的趋势。”

“青少年犯罪一般都是由于家庭环境和
缺乏法制观念所致，如果让他们多读一些法

律书籍，也许会起到减少犯罪的作用。对那
些犯罪程度较轻的青少年或者没有前科的罪
犯，能不能判处他们‘书刑’——以读书代替
监禁呢？”梁新在屋里徘徊着，思索着，白头发
萦绕着白色的烟雾，快要燃尽的香烟烧到了
他的手，他猛地一转身：“要让小龙的父母和
小龙坐在一起，让他们各自反省，彼此沟通。
小龙认罪态度较好，在共同抢劫犯罪中是从
犯，且抢劫未遂，要帮助小龙改过自新，根据
宽严相济的精神，我要向检察院提出对小龙
不起诉！”

黎明，一枚红彤彤的太阳很是耀眼，让人
望一望都感到十分精神。

检察院接受了梁新的请求：检察院依法
作出对马小龙不起诉的决定。同时，按照检
察官梁新的构想，引进伊朗的成功经验，判处
马小龙“书刑”——马小龙可以不用入监服
刑，继续在学校读书，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要
阅读法官指定的五本书，并写出读书笔记，上
交给法官。并且，司法部门要严格为马小龙
保密。

“法不容情。法律是坚硬的、冰冷的，但
如果在坚硬、冰冷的法律条例里加入一些悲
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是不是会使法律更具人
情味，更好地规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呢？”大
学的讲台上，一位年轻的法律学者正在向大
学生做学术报告《司法中的人文关怀——从

‘书刑’谈起》，这位学者从伊朗谈到中国，从
农村谈到城市，从未成年谈到成年，掌声不断
地从礼堂响起。

就在学术报告就要结束的时候，这位年
轻的学者走下了讲坛，向座位旁边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人连鞠三躬：感谢您，梁新检察官！
这时，大学生们才知道，这位年轻的学者就是
当年的马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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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刑
■犁夫

十里新韭绿，一碟鳜鱼香。芳香烃浓度达到

一定的峰值，也可以叫做“巨香”，鼻腔承受不了

大功率的冲击，就表述为“臭”。

料理河鱼远比烹制海鱼难度大，人类能用多

种手法令一只鸡蛋产生不同的美好味觉，对待河

鱼的手法却乏善可陈，相当考验厨师的水平。“鱼

翔浅底”，河鱼在泥沙中穿梭，绝少有越过龙门的

机会，却也一条条练得痞性十足。土腥气味儿

重，肌肉纹理紧密，煮熟烹软不易，入味困难，酸

甜苦辣咸，不吃其中一套。一条没味道的鱼比啃

一只干馒头好不到哪儿去。民间有句俗语，“千

滚豆腐万滚鱼”，厨师试图通过增加烹调时间、加

大热力来降服一条桀骜不驯的池中之物。

亚洲河鱼一现身北美洲，老美们就缴械投降

了，“这个我真整不了！”在长江以南，人们用另一

种方法改善鱼肉的品质，降低烹调难度，不知是

机缘巧合还是戮力而为有所成就，鳜鱼没有与桂

花合作，却被另一种神奇的物种征服，这是楚人

的手段。除了能“赶尸”，楚人还能驯服冥界中的

东西，比如微生物，比如把微生物加持到河鱼身

体上，比如把微生物孳养到贮存鳜鱼的缸蒌里。

一夜之间，七星曜日之时，微生物军团迅速集结，

占领阵地，筑堡垒城，吞噬鱼肉中暴烈的组织，鱼

肉就散布出讲经说道后的柔和因子。不用刻意

赞诵第一个芳香烃基的形成，这是一种自然伟

力，是因缘际会，这是假楚人之手安排的骗局。

此时，蚂蚁拍打着蚜虫吐蜜，龙妈的“无垢”军团

攻城拔寨。奴役，是自然界中最高超的交换行

为，“我给你一口饭吃，你奉献我一个世界”。负

责处理鳜鱼身体“不合适”部分的微生物日夜操

劳，小有成就。而盐，负责驱赶那些“贼鸥”式的

试图占有资产的其它微生物，这是个重要角色，

在汤镬之中亦是掌握分寸的，它将在烹饪的阶段

予取予求。连续工作个六七八天，层积的鳜鱼与

层积的芳香烃发生交错重叠，互不相让，争宠争

位争荣誉，局外人不明就理，闻到了刺激的味道，

仿佛光棍汉阿良听到了邻居阿善两夫妻的私房

话以为互相骂娘就真的是互相骂娘，听见互相审

丑以为二人争执得不可开交，阿良撇着腮肉远走

了，闻到鳜鱼缸里臭味儿的人也捏着鼻子走了，

有经验的牧羊人一定不会宰杀喜欢偷吃庄稼的

母羊，狄希（酿酒师）枯坐数日只为窖中一窝衰

果，厨师更是深黯腌制鳜鱼之道。在臭味儿的秘

境里小心穿梭，绕过暗井，踏上独木桥，拨开苍耳

的封锁……

“熟稔”的平原上有一只手在收割禾麦，明亮

的白毫光，清澈的溪水……厨娘用清澈的溪水泡

浸鳜鱼身体，以禾麦的秸秆加热锅底。盐，残存

的盐，挡住腐败微生物的封疆大吏，一呼一怒，一

唱一和，如今又在丹墀前充当角色。戴着大料葱

姜蒜辣椒的鳜鱼碟一定是骑着马而不是划船进

入餐室的，水中之苦与带着苦涩的香气，懂的食

客和将要懂的食客，都在门打开的一瞬间惊艳

了。大家都说，这条鱼是骑着马来的！

散文

臭鳜鱼
■张永波

我没见过爷爷，也没见过爷爷的
青花瓷瓶，只听说过爷爷和青花瓷瓶
的故事。

爷爷的爷爷是带着两件“宝物”
从老家山西出来闯关东的：一件是祖
传的酿酒手艺，一件就是那支祖传的
青花瓷瓶。据说，我的祖上出过一个
在皇宫里“当差”的人，瓷瓶是皇家的
赏赐，但不知怎么传到了爷爷的爷爷
手中？

爷爷的爷爷一路东行，闯张家
口，经多伦，跋涉了 2000 余里，到了
经林县的立本村才刹住脚。

爷爷的爷爷选择在这里落户，是
相中了这的地理位置。立本村处在
三山相对的隘口处，东可达通辽，南
可通赤峰，北可至外蒙古，是蒙商的
重要通道之一。

爷爷的爷爷在立本村安顿下来
后，凭着自己的手艺和勤劳，不但娶
了妻、生了子，还开了间酿酒的作坊，
因爷爷的爷爷酿的酒度数高，口感
好，有些“杏花村”的味道，因此，深受
当地村民们的喜好。到了爷爷这辈，
作坊已扩建成酒厂（当地人称烧锅），
我家已是人丁兴旺、富甲一方的大户
人家了。

1940年，立本村突然开来了一队
日本兵，领头的是个叫竹下的少佐，
中国通。日本人看中了这里的战略
位置，要在三山隘口处修军事要塞。

一日上午，爷爷正在烧锅的柜上

安排伙计送酒，一抬头，看见一位穿
便装的中年男子站在跟前，爷爷见这
位男子穿着整齐、慈眉善目、满脸和
气，以为是外地的客商，便主动搭
话。两个人越说越热闹，越说越投机
……爷爷见这男人谈吐儒雅、风趣幽
默，还是个懂酒的行家，以为遇上了
难得的知音，大有相见恨晚之遗憾。
谈的拢，说的来，爷爷非要尽地主之
谊留人家吃饭。此时，竹下只好亮出
了真实身份，爷爷当时吓得目瞪口呆
这个日本鬼子怎么会说中国话？

发昏当不了死，爷爷稳定了一下
情绪，强装笑脸，陪竹下吃了顿午
饭。送走竹下，爷爷内心恐惧到了极
点，他坐在炕沿上，足足发呆了半个
时辰。

从那以后，竹下成了爷爷家的常
客，他每七、八天来爷爷家一次，每次
都带些洋米、洋面、洋罐头之类的礼
物，同时，日本兵还隔三差五来烧锅
打酒，一打就一二百斤，而且从不差
钱。这让爷爷更加不安：“是不是这
老日本鬼子知道了青花瓷瓶的底
细？不应该呀？这些年来，我从不敢
拿出来显摆，本地人都不知道我有这
东西，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更不
可能知道。”爷爷时常自我安慰。半
年多了，竹下始终没提起过，可竹下
来爷爷家的次数越多，爷爷的心越往
上提。

爷爷和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引起

了村民们的鄙视，见到爷爷时，早没
了往日的亲切和友善，不是有意躲
开，就是刻意吐吐沫，爷爷只能尴尬
地笑笑，他的苦衷，只有自己明白。

一日，儿时的爸爸哭咧咧跑回
来，满脸是血，奶奶抱着爸爸问：“谁
给打得这么狠？”

爸爸哭着回答：“一帮孩子打我
自己，还说我是汉奸崽子……”

大爷上前查看了一下，抄起擀面
杖就往外跑：“我找这帮小崽子算
帐。”爷爷一把把他扯回来，叹着气
说：“算了，算了。”

晚上，爷爷翻来覆去睡不着，奶
奶问：“你咋了？”

爷爷索性坐起来抽烟，一袋接一
袋：“我总觉得咱这青花瓷瓶要保不
住，竹下已惦记上了。”

奶奶不解：“不会吧？我看竹下
这人挺好的，不像个恶人，再说，你把
它藏好不就得了？”

“妇人之见，要是这么简单就好
了。看来，这传家之宝要在我身上丢
失呀！”黑夜，奶奶看不见爷爷的表
情，只见烟火一闪一闪的，而此时，爷
爷的脸已像一只霜打的苦瓜……

该来的终于来了。
那日中午，爷爷陪竹下吃饭，竹

下几杯酒下肚，话题终于提到了青花
瓷瓶：“听说立山君有件宝物，不知在
下是否有缘欣赏？如立山君能忍痛
割爱，在下可出大价钱的！”

爷爷的脸一下白了。爷爷的表
情变化，没逃过竹下的眼睛：“立山君
怎么了？”

爷爷赶忙调整情绪掩饰：“没什
么，没什么，只是觉得意外，你是怎么
知道我有这东西的？”

竹下笑着说：“中国有句古话，叫
哪有不透风的墙？”

爷爷也笑了：“我是有这么个瓶
子，祖传的，是不是宝我不敢肯定，我
这就去取。竹下君千万不要见外，咱
俩啥关系？如果这东西入了你的法
眼，赠送你就是了，咋还能提钱？”爷
爷说着下了炕，竹下也要跟着去取，
被爷爷拦下：“你就在这等，用不一会
儿我就取来。”竹下兴奋地搓着双手：

“好的，好的。”
也就几分钟，爷爷抱着青花瓷瓶

回来了，快到门口时，大声叫嚷：“来
了，来了。”刚喊完，一不小心被门槛
绊倒，人和瓶重重摔在砖地上。破碎
的声音惊得竹下从炕上跳下来，看到
青花瓷瓶摔得四分五裂，他野兽的本
性立刻暴露出来：“八格牙路！”

爷爷的头被瓶碴子划了一道一
寸多长的口子，鲜血直流，但爷爷还
是坚持着站起来，双手合一：“对不
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竹下觉
得也挑不出爷爷的毛病，气得一甩袖
子走了，从此，再没登爷爷的家门。

爷爷病倒了，这一病就再没起
来，临终前拉着奶奶的手断断续续地
说：“这一家子人就交给你了！瓶子
一碎，我的心也碎了……我在竹下跟
前一直装孙子，弄得众叛亲离、家人
蒙羞，是没办法呀，不走这‘邪’道，咱
一家十几口，都得遭小鬼子毒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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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瓶

■杜华

仲春，我和爱人的几个战友相约
去朝阳市游玩。仔细算来，我已经有
几个月没有出山了，心情郁闷，无精打
采。去朝阳感觉自己像要去哪个风景
区旅游一样，特别兴奋。

轿车在蜿蜒的柏油路上行驶着，
路两边飞快倒退的山还是灰突突的，
山坡上树木丛生没有一丝绿色，也不
见花儿的影子。

山沟沟里的春天，像个慢性子的
女人，任你怎么焦急，她就是那样不紧
不慢，不言不语。我对外面的风景兴
趣索然，随着车身颠簸，一阵困意袭
来，打起了盹儿。

轿车过了北票后，感觉越来越暖，
我把外套脱了，随意向车窗外看了一
眼，山坡上一簇簇的粉红闯入我的眼
帘，仔细一看，是杏花开了。

我的心里如打开了一扇窗。我大
声喊爱人：“快看，杏花儿开了”。

爱人把头扭向窗外，眼睛一下亮
了。开车的战友在朝阳上班，他说，朝
阳这边离大凌河近，天气暖和，杏花要
比我们山里早开几天。

难怪我每天上山去看杏花，只看
见一个个粉红的花苞，我恍然大悟。

我的睡意被杏花儿一扫而光。我
把车窗摇下来，任目光肆意亲近杏
花。这一路看来，我惊叹杏花的霸气
了。

宅在山里，久不出门的我未曾料
到每个山头、沟边、山坡、深沟里都有
杏花儿的身影。令人称奇的是，有的
地方，整个山头或者整个山坡，都被密
密麻麻的杏花儿覆盖，像是被哪个画
家弄洒了染料，就着醉意，描绘了一幅
杏花儿闹春图。那一片一片的粉红
色，伴着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醉了
心扉。

车行驶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段，路
两旁的杏树像一个个英姿飒爽的女
兵，列队欢迎着远方来客。开车的战
友把车速减慢，我把手机伸出车窗外
拍小视频，杏树组成的十里画廊，杏花
儿妩媚多姿的倩影，让人心旷神怡。

从我家到朝阳大约有一百多公
里，路过了无数个小山村。有的小山
村，被杏花儿环绕着，村边一条小河潺
潺流淌，杏树的倒影在水纹里微微荡
漾。我看见几个孩童在河边玩耍，几
个小女孩在杏树旁嬉戏。不由的想起
了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歌：借问酒家何
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路边的农家小院的墙角里，也栽
种着一棵或两棵杏树。杏树的枝条从
墙角伸出来，初绽的花朵，像小姑娘的
笑脸，喜滋滋地看着我们。我的脑海
中，掠过古代诗人那一首首脍炙人口
的诗歌。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宋代叶绍翁的诗：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

来。
一路风尘一眼风景。因为有杏花

儿的陪伴，所以没有感觉到一丝疲
惫。通过车上的几位战友的聊天，我
了解到，杏树耐旱，不怕冷。无论丘陵
和平川，栽上就活。花儿从粉红到白
色，寓意着幸福。特别是用杏花和小
米熬粥喝，能美容。杏树的果实是难
得的美味，也是杏仁露的原材料，所以
人们大面积栽种杏树，才有了这连绵
不断的杏花闹春图。

临近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到了爱
人的战友家。

爱人的战友家住在大凌河边上，
依窗而望，大凌河水尽收眼底，俯瞰楼
下风景，假山，喷泉，杏花朵朵开，游人
很多。

吃罢中午饭，我们一行人下楼散
步。这是我第一次站在大凌河的面
前，河水平稳的向前流淌着。也许是
因了大凌河水的滋养，春风的抚慰，路
两边人工种植的大片杏树林，杏花儿
正是盛开的时节。整齐划一的队形，
清一色的粉红。如果说，那生长在山
野的杏树是山野丫头，那绽放的花朵
就是少女的花季。这人工种植的杏树
儿，像极了城里那些爱打扮的姑娘，这
些绽放的杏花儿，多了妩媚，少了野性
的美。

随行的有两位战友的妻子，年纪
都比我小，因为我的到来，都抽时间过
来陪我。

女人爱花儿是天性，我们三个，走
着走着，就和那几个男士分开了，跑到
杏树林里拍照。近距离看杏花儿，那
种美直抵心灵。朵朵花儿，头挨着头，
像小女孩的笑脸，粉嘟嘟的，鲜嫩嫩
的，几乎能拧出水来。我们三个不是
她俩给我照，就是我给她们拍。我们
走着拍着，风吹落的花瓣粘在了头发
上儿，我摘下来的时候，学着诗人文绉
绉的语气朗诵着：“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逗得她俩咯咯地笑
了。

我们几个直到拍到手机内存不
够，才罢手。

在市里玩了两天，我们返程了。
因为回家心切，战友的车开得太

快了。路两旁的杏花儿，几天时间变
成了粉白色，在车窗外一闪而过。我
眯一会儿，眼里仍是杏花儿的身影。

傍晚，夕阳西下，当车开进我家居
住的山沟沟里时，我老远就看见我家
的房子，被一片粉红包围了。此时，夕
阳的余晖洒在山野农家，整个山沟沟
里一片殷红，恍然如梦。

我几乎惊呼：“你们快看，杏花来
山里闹春了”……

散文

杏花儿闹春
■辽宁 沈德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