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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诉 之 境
□ 马士江

□ 李跃安

老徐退休了，和他一起退休的还有
那辆伴随他 30 多年的老式自行车。

那辆老式自行车，很“寒酸”，真的
很“寒酸”。虽然这个形容让人觉得非
常怪异，但除了“寒酸”以外，却找不出
另 外 一 个 更 贴 切 的 词 了 。 因 为 ，那 车
子“穷”得只剩下了一个“外形”，“穷”
得 就 好 像 非 机 动 车 道 上 ，或 者 自 行 车
存 放 处 地 上 画 的 那 个 标 志 ，无 非 是 多
了 个 能 骑 的 功 能 。 车 子 很 破 ，锈 迹 斑
斑 ，像 一 位 风 烛 残 年 的 老 人 。 车 子很
老 ，老 得 早 已 看 不 出 年 代 、看 不 出 品
牌。但老徐记得，自从警开始，这车子
已经陪了他 30 多年，他和它有着难以割
舍的深厚感情。

30 年 前 ，车 子 是“28”加 重 型 的 新
车，很皮实，非常适合农村使用。从 20
世 纪 80 年 代 起 ，车 子 就 跟 着 老 徐 一 起
反扒。每天都会驮着老徐在辖区内办
案 子 、找 线 索 ，也 不 知 道 起 了 多 少 早 、
贪了多少黑、跑了多少路，付出了多少
辛苦。

可惜的是，当兵出身的老徐并不熟
悉反扒技能，没出多少成果，辖区内小

偷小摸的案件仍然居高不下。所以，老
徐经常对着车子埋怨自己的工作收效
甚 微 。 而 车 子 也 很 委 屈 ，却 有 苦 说 不
出，所以经常用扎车胎、坏零件的办法
来抗议老徐的埋怨。

在埋怨与抗议的磕磕绊绊中，老徐
对自行车说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要找
个师父学习反扒技能。对于这个主意，
车子“双轮并举”表示赞成，于是便带着
老徐到百十里外拜了师，陪着他在学习
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

车子奔波了数千公里，看了十几次
“ 师 父 ”后 ，由 新 车 变 成 了 旧 车 。 而 老
徐也累计学习了半年多的时间，练就了
一 双“ 火 眼 金 睛 ”，只 一 眼 就 能 分 辨 出
谁 是 人 群 中 的“ 三 只 手 ”，达 到 出 师 的
要求。

出师后，老徐和他的自行车就成了
小偷们的噩梦。人们时常看到他推着
自行车在前面走，车子后跟着抓住的小

偷。尤其是每逢集市的时候，从早上开
张到下午结束，这样的情景人们往往能
看到好几次。

被抓的小偷越来越多，老徐成了远
近闻名的“反扒能手”。而为反扒立下
汗马功劳的老 式 自 行 车 ，虽 然 越 来 越
破旧，但给人们的印象却也越来越深，
甚至比老徐的名声还要大。人们往往
看 到 那 辆 老 式 自 行 车 后 ，才 知 道 老 徐
又 来 抓 小 偷 了 。 对 于 人 们 认 车 不 认
人，朴实的老徐并没有什么怨言，反而
为 自 己 的 车 子 感 到 自 豪 ，他 把 车 子 看
成 自 己 最 忠 实 的 伙 伴 、配 合 完 美 的 搭
档 。 为 此 ，所 里 多 次 说 给 他 换 一 辆 新
车子，他都没有答应。他说：这车子我
用 惯 了 ，顺 手 ，还 不 用 锁 ，扔 垃 圾 堆 里
也 没 人 捡 ，抓 小 偷 的 时 候 搁 哪 儿 是 哪
儿，放心。

成为反扒能手后，老徐的老式自行
车 越 来 越 忙 碌 ，越 来 越 辛 苦 。 年 复 一

年，没人知道老徐和他的自行车一共抓
了多少小偷，老徐自己也不知道，但人
们都记得他们一起留下的传说。听说，
小偷们最怕的不是老徐，而是那辆破车
子；听说，小偷在偷东西前都把那辆自
行车当成第一防范对象，看到车子保准
儿扭头就走；听说，老徐的自行车只要
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不会有偷窃案件发
生……

从事反扒工作十几年后，老徐岁数
大了，体力也跟不上了。那台老式自行
车也到了淘汰的边缘，经不起整天奔波
了。经请示所领导同意，老徐和他的自
行车把战场转移到了辖区的一个社区
警卫室，每天把群众的东家长、西家短
挂在心里。

在而后的十几年中，老徐和他的老
式自行车相互扶持、一起变老。老徐不
会开车，虽然进入 21 世纪之后，道路越
来越平坦、宽敞，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

但他却一直没去学开车。和那辆老式
自行车一起搭档 了 几 十 年 ，老 徐 对 它
早 就 难 以 舍 弃 。 他 说 ：“ 我 这 人 念 旧 ，
这 车 子 陪 了 我 几 十 年 了 ，舍 不 得 丢 。
而 且 ，人 老 了 ，手 脚 不 灵 便 了 ，摆 弄 不
了高科技，骑着它我觉得更安全，还更
节俭、更环保。”

老徐退休那天，所里为他举办了光
荣退休仪式，结束的时候所长问他有什
么要求，老徐回答说，那辆老式自行车
陪他走过了三十多年的从警之路，虽然
破得没人要了，但终究是所里的财产，
他希望所里能够批准，把它带回家。

老徐的要求很朴实，就像他的人一
样，但让包括所长在内的所有人都肃然
起敬，泪湿双眼。

走 的 时 候 ，老 徐 是 推 着 自 行 车 走
的，他对车子说：“你驮了我 30 多年，今
天你省省劲儿，换我推着你回家。”

（作者单位：滦南县公安局）

老徐和他的老式自行车

□ 刘兰根

我 最 早 的 启 蒙 读 物 是
一本彩色图画书，内容是小
白兔与大灰狼的故事，当时
在 外 地 工 作 的 父 亲 买 回 来
这一本图画书，被我翻了好
几年。

上了小学后，发现小伙
伴 们 都 有 好 多 黑 白 的 连 环
画图画书，我们叫它“小画
书”。“小画书”的内容很广
泛，其中好多是电影的缩略
版 。 村 里 的 供 销 社 里 也 有
一些“小画书”在卖，但是种
类实在是太少，一本“小画
书”很快就翻完了，且和小
伙伴们手里的书多有重复，
于是，就得找更多的小伙伴
交换看书，并在走亲戚时留
意有没有新的“小画书”。

有一次，父母带我去县
城赶集，在集市旁边是新华
书 店 ，我 好 奇地走了进去，
那里面的书架上摆满了书，
除了我看过的“小画书”外，
还有课外作文等，让我大开
眼 界 。 一 本 书 只 要 两 三 毛
钱，我挑选几本，就不好意思
再挑了，因为父母挣钱不容
易。我买的最贵的一本是新
华字典，蓝色的塑料皮，厚厚
的，特别好看，我爱不释手，
花了一块钱。

父母并不常去县城，去
县城也并不总是带上我，我
去县城的机会一年也只有两
次，一次是收秋过后，县城里
有“物资交流会”，一次是年
前，父母要给我买新衣、新
鞋，需要我去试，而这时候又
常常没有时间去书店。

有 一 次 我 见 到 语 文 老
师的厚词典，比我手里的字
典大了好多，是蓝色的硬纸
板 皮 。 当 时 学 校 只 有 这 一
本词典，我非常羡慕，每当
老师拿着词典来上课时，我
就 会 望 着 她 的 词 典 出 神 。
回家后，我向父亲要求买一
本这样的词典，父亲犹豫了
好久，等到终于同意带我去
买词典时，书店里已经没有
了这样的词典，而改成了绿

色硬纸板封皮，父亲看到我
渴 求 的 目 光 ，终 于 咬 牙 同
意 。 这 本 词 典 被 我 小 心 翼
翼地珍藏翻阅，直到如今，
仍然完好。

上中学后，我接触的书
逐渐多了起来。那时候，我
学会了骑自行车，偶然地，
也会和同学结伴到县城，用
自 己 的 零 花 钱 去 买 喜 欢 的
书。还记得，学校一位年近
花 甲 的 老 教 师 把 自 己 新 买
的书送给我好几本，还有一
位 刚 刚 师 范 毕 业 不 久 的 年
轻 教 师 也 送 我 好 几 本 书 。
这 些 书 让 我 看 到 了 更 为 广
阔的世界，也感受到了谆谆
师情。

20 世 纪 90 年 代 初 期 ，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
县城的图书馆上班，彼时的
县城图书馆刚刚成立不久，
新建成的办公大楼，一架一
架 的 图 书 都 是 我 见 所 未
见的。我穿行其中，犹如到
了知识的海洋。

此后，读书成了我生活
中的重要内容。后来，我又
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工作也
是和书有关，我终于能用自
己 读 书 所 学 到 的 知 识 充 实
自 己 ，快 乐 工 作 ，快 乐 生
活 。 经 过 四 十 年 的 读 书 积
累，我更加坚定了对生活的
热爱，充满着自信。我的读
书范围越来越广，我可以从
网上选购喜欢的书，去书店
挑选合适的书，去图书馆坐
一坐，抽出几本书来阅读，
感受那种宁静的氛围。

如今，我有了自己的书
房，有高大的书橱，看着满
橱 的 书 ，我 感 觉 幸 福 而 满
足，书架上，有许多老师朋
友编著的书，也有我自己参
与编辑的书，我的作品集也
正在出版过程中。

回 顾 四 十 年 来 的 读 书
经历，我感受到自己随着时
代发展的变化，一步步踏着
书的阶梯前行，一步步充实
自己的人生。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
州区人民检察院）

何谓公诉？迄今我听到最有
意蕴的解释，却是来自同宗远房
的爷爷。他说：“公，乃正也；诉，
释其主张及依据耳。若公与诉合
义，则依法度之，以理思之，以心
衡之，难矣！”

1987 年 6 月，我去北京探望爷
爷时，他已然是鲐背之年。他少
年读过私塾，参加工作一直从事
教 育 ，一 生 无 缘 司 法 ，实 属 局 外
之 人 。 然 而 ，其“ 旁 解 ”，却 令 时
年本科法学毕业刚刚踏进检察公
诉门槛的我汗颜。临别之时，老
人为我题字留念：“天下为公，正
义为魂”。至此，其解其字镌刻于
心，随同履职生涯，渐行渐悟、渐
悟渐得。

追 溯 我 第 一 次 出 庭 ，是 对 一
个涉嫌盗窃罪孟某的公诉。孟某
一次酒后的夜晚，将邻村张某一
头价值 6800 元的牛盗走，连夜赶
到邻县乡村集市以 3000 元卖掉。
面对犯罪事实确凿，法理泾渭分
明的这起案件，自谓轻松便可拿

下。法庭上，我直指犯罪事实，明
晰刑罚条款，连公诉书制作亦简
单而洗练，千字成文，10 多分钟宣
读完毕。法庭也当场宣判，孟某
以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
处罚金两千元。首起公诉看似案
结事了。不久，我去孟某所在乡
村公务，却意外听到“办案要了人
命”的谬言。原来，51 岁的孟某是
单身，经济拮据，为给老母看病去
偷牛，判决后，古稀之年的老母在
家病逝。参与旁听的孟某亲属在
发丧时说，我在庭上发言咄咄逼
人，非要治孟某之罪云云。

法 律 ，乃 公 众 意 志 之 公 正 体
现。为何正确履职却在现实中出
现 如 此“ 怪 象 ”？ 人 们 大 都 习 惯
于用感性方式认知世界，司法者
无 权 也 无 能 改 变 人 们 的 认 知 方
式。当触法事实仅仅以理性“法
理 ”假 以 逻 辑 阐 释 的 时 候 ，难 免
会 受 到 来 自 现 实“ 情 理 ”的 误
解。事实认定、罪名认定及量刑
适用是功课，了解案发背景，阐释
案件危害，演说伦理意义，这同样
也是守护正义。

当用“情法相融”目光去审视
社会失序现象时，我们内心的“律
令”似乎就淡化了法的“僵硬”，让
亲 情 义 务 与 法 律 义 务 走 向 了 统
一。这之后，一起公安机关以涉
嫌信用卡诈骗罪的案件移送到我
的案头。审阅卷宗、核查证据、讯
问嫌疑人。当我将王某以涉嫌盗
窃罪起诉到法院时，因定性准确，
犯罪事实确实、充分，证据链条完
整，自然得到法官一致认同。如
何量刑？王某是农村低保户，是
母亲住院看病无钱医治，其在借
用其胞妹储蓄卡取款时，发现取
款机内有银行卡，且不用输入密
码情况下，才取款 5000 元占为己
用。法庭上，我义正辞严，陈述犯
罪事实不忘阐释“贫困不是盗窃
的理由”，述说犯罪背景同样释解

“贪心不除，‘孝道’不举”的道理，
直指王某内心。同时建议法庭采
取“严罚轻判”，以“财产刑”治贪
心，以“轻判”让其尽孝心。王某
当庭真心悔过流泪，再三表示认
罪服法，好好做人。旁听席上，其
亲属也无不投来赞许的目光。最

后，王某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
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其实，公诉人站立法庭之上，
既是依法为受害人维权，也是为
犯罪嫌疑人析理。既要保证罪罚
相当，又在重塑犯罪嫌疑人的灵
魂 。 因 为 对 多 数 犯 罪 嫌 疑 人 而
言，他们眼中只有一个利益的“实
然世界”。当因利益纷争而触犯
刑法的时候，他们完全是一个漠
视法律、缺失良知的存在。

水流云在，月到风来。法，惩
治其罪；情，感 化 其 人 ；理 ，教 化
其心。法情理的融合运用，盖为

“ 依 法 度 之 ，以 情 思 之 ，用 心 衡
之 ”。 我 想 ，公 诉 走 进 此 境 ，会
让 每 一 位 触 法 者 既 能 感 受 到 法
治 文 明 的“ 豪 情 ”，也 能 倾 听 到
来 自 远 方 和 未 来 的“ 诗 意 ”召
唤 ，在 充 满“ 公 正 与 获 得 感 ”的
氛围里，在对未来依然美好的期
盼 中 ，呈 现 出 新 时 代 公 诉“ 不 只
寻 求 定 罪 、寻 求 公 正 ，旨 在 寻 求
正义”之新气象。

（作者单位：临西县人民检察
院）

星期六的上午，我正在理发，走进来一
位女士，给我剪发的老板热情地打过招呼，
让她稍等片刻，谁料这位女士眉头微皱，扭
头就出了门。

也是在那天，我准备去趟银行，打电话
问朋友他的车闲着没有，朋友说他正好路过
那条街道，让我现在下楼。我穿好衣服，收
拾利落等电梯下楼，到楼下还是被朋友一阵
抱怨，“早就打电话让你下楼了，怎么还让人
家等你那么长时间？每次都这样，下次你自
己跑着去吧……”

去超市购物，经常会看到一些挑选好物
品的人排队付款，他们东张西望，观察比较哪
队结账的人少，哪个收银员动作麻利，一会儿
站在这队，一会儿又跑到那队，挑来挑去，原
本在他后面的人已结账离开，而他还在焦躁
不安地选择和徘徊……其实，他们完全可以
自始至终地站在第一次选好的队里，静下心
来欣赏超市的购物风景。

在生活如过山车般快节奏的当下，已经
没有谁会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等一等，即使
如理发、搭车还是购物这些生活中的小事，
只 要 让 对 方 稍 等 片 刻 ，他 便 会 立 即 显 得 焦
躁 和 不 安 。 快 节 奏 的 生 活 意 味 着 忙 和 竞
争，忙什么呢？忙事业、忙学习、忙赚钱、忙
社 交 。 人 们 使 出 浑 身 解 数 ，十 八 般 武 艺 全
部用上，争分夺秒地去求发展、找机会。在
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的今天，人们
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急功近利，原本给
人以憧憬，给人以希望，给人以慰藉和感动
的 美 好 的 等 待 似 乎 已 成 为 一 种 羁 绊 ，恨 不
得做任何事情都不需要经过“ 等一等”，便
可以马到成功，甚至“ 马”还没到便可以功
成名就。

忙是好事，快节奏的生活可以推进社会
进步，经济发展。也因此，人们忙得有根有
据、心安理得、神采飞扬。但忙来忙去，人们
却在不断地丢失着什么，比如耐心、善良、道
德、修养以及做人的底线等。

生活中，学会等一等，就是学会享受幸
福、甜蜜的人生。无论你情愿或者不情愿，人
生有很多事情都需要等一等。你去应聘一份
工作，主考官让你回去等一等；公交车姗姗来
迟，你需要在站台等一等；和客户见面，你要
等一等；女人怀胎十月，需要等一等……

学会等一等看似很容易，却需要你拥有足
够的耐心、修养和品质。等一等也是一门学
问。学会等一等的人会在等待中欣赏身边的
风景、流动的人群，一本书、一份报纸便可以让

“等一等”更为充实和美好。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高新区分

局兴安派出所）

敬桂东 摄
（作者单位：沧县人民检察院）迎春

人生需要“等一等”
□ 郭军峰

不 同 的 回 家 路
□ 郑永涛

我与书

春天真正来到的时候，会是一天
一个样。那天下班回家，平日里匆匆
忙忙的我终究是没能抵挡住春色的
诱惑，半路上拐进公园赏了一会儿春
色。坐在亭子里，望着夕阳下满园的
春色，觉得实在不该辜负这一年一度
的春天。既然春色每天不同，那么当
然值得每天关注，每天欣赏。而春色
每天都不相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
应该每天都有所变化呢？如果每天
都一模一样，是不是就辜负了这美好
的生活、这只有一次的人生旅程呢？
想到这里，忽然觉得自己真是荒废了
不少本应精彩的日子。于是决定，以

后每天都要过不同的生活。而改变
生活的第一步，我选择从回家的路上
入手。我要走，不同的回家路。

第二天下班，我选了一条偏僻的
小路。 这 条 小 路 虽 不 宽 ，但 风 景 却
很 别 致 ，路 边 种 着 两 排 婀 娜 的 垂
柳 ，半 路 上 还 有 一 处 清 澈 的 池 塘 。
漫 步 在 柳 树 之 下 ，嫩 绿 的 柳 枝 掠 过
肩 头 ，温 柔 而 舒 适 。 远 远 近 近 的 绿
色 ，深 的 深 ，浅 的 浅 ，成 片 成 片 地 晕
染在城郊野畔。火烧云逐渐辉煌起
来 ，将 天 地 染 得 通 红 。 我 沉 醉 在 这
傍 晚 的春色中，久久不愿加快自己的
脚步。

几天后，走遍了所有的回家路，
我便琢磨着如何在路上做些不同的

事情。第一天傍晚，我带着纸和笔来
到公园的亭子里，坐在一簇繁花前写
了几行长长短短的诗句。诗句有关
春天，虽不是很美，但写诗时的心情
却很美。收笔回家，走在路上，一路
都是诗意。

第 二 天 傍 晚 ，我 到 亭 子 里 看 了
一会儿书，翻阅了几篇美文，陶冶了
一 番 情 操 。 第 三 天 傍 晚 ，我 到 亭 子
里 欣 赏 了 几 首 钢 琴 曲 ，被 浓 浓 的 艺
术 气 息 久 久 包 围 。 第 四 天 傍 晚 ，我
仔 细 地 观 察 了 一 朵 小 野 花 ，体 味 了
它 平 凡 中 的 感 人 的 美 。 第 五 天 傍
晚，我坐在池塘边，认真地聆听了一
次 布 谷 鸟 叫 ，感 受 了 它 对 春 天 的 无
限 热 爱 。 第 六 天 傍 晚 ，我 望 着 天 上

迎 风 飞 扬 的 风 筝 陷 入 了 遐 想 ，久 久
沉浸其中……

就 这 样 ，每 天 走 着 不 同 的 回 家
路，让我更深刻地领悟到，我们的生
活，我们的人生，每天都应该不同，每
天都可以不同。哪怕只有一朵小小
的涟漪，生活的湖也不会变成一潭死
水。只要我们不安分于一成不变的
生 活 ，只 要 我 们 每 天 能 寻 求 一 点 变
化，人生的路上就会开满五彩缤纷的
花儿。

不同的生活，从现在开始。不同
的人生，始于脚下。

（作者单位：邯郸市肥乡区公安
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