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弟弟疲倦了，要睡觉。要睡觉，别吵闹，妈妈
坐在摇篮边，把儿摇呀摇。摇我的好宝宝，安安稳
稳睡个觉……”

母亲曾告诉我，这是襁褓中的我，来到世上听
到的第一首音乐。哼这首歌的歌星，不是别人，正
是我的母亲。

长大了，我才知道，这发自母亲内心的、动听
的歌，叫摇篮曲，母亲却称它为催眠曲，那摇篮曲
是洋名字。

确实摇篮曲有一种催眠的作用，能让啼哭中的婴
儿、烦躁不安的小宝宝，伴着那轻轻柔柔的小曲，或依
偎在母亲的怀里，或睡在铺有软绵绵薄被的摇篮里，
一摇一晃，一摆一动，悄悄地进入甜甜的梦乡。有过
这样生活经历的父母都会知道，当孩子睡着了，有时
望着睡梦中的宝宝，那小小的脸蛋上泛起的一丝微微
的笑意，会让亲人们舒心、放心。

听妈妈说，我那时睡的那只摇篮是红木做的，样
子像一只小船，头高尾低，底部呈弧形，两边伸出条状
的脚踏。母亲踩在上面，脚尖轻微地踮动一下，摇篮
就左右晃起来，很有节奏感，摇着摇着，不需多少时
间，我便静静地入睡了。这只摇篮不仅我睡过，妹妹
也睡过。其实，这只摇篮不知传了多少年代，睡过多
少代的婴儿。母亲还说，摇篮是从我的外公家拿来
的。后来我们从宁波来到了南京，这只摇篮就一直放
在乡下，至今不知落在哪位亲戚家里。母亲生了弟弟
之后，家里重新买了只竹藤编织的摇篮给弟弟睡，那
时我已6岁，能帮着母亲做点事了，也学着母亲的样
子，摇着弟弟入睡。只不过，这摇篮不是用脚踩的，而
是用手摇的。每当母亲来摇弟弟时，她就又轻轻地哼
起那首摇篮曲。在摇篮曲中，弟弟也一天天长大了。

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一段亲情故事。
当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的亭子间，有了他们爱情

的结晶——宝贝儿子海婴后，只要海婴一闹觉，鲁迅
先生就会立即放下手中的写作，赶紧抱起海婴，横卧

在怀里，由自家的门口走至窗前，再由窗前走至门口，来
回轻轻漫步着，先生口里还喃喃地哼唱着他自编的平仄
协调的催眠曲：“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红红，小象
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鲁迅先生
一遍又一遍地哼着，一直哼到爱子重又入睡为止，他才
轻手轻脚地下楼继续伏案工作。

同样的故事在画家石鲁身上也发生过。上世纪30
年代的延安窑洞里，石鲁一边创作，一边照顾几个月大
的儿子（他夫人经常排戏和演出），为了节约时间，他在
窑洞后面架起一根木棍，吊上一个筐，把孩子放在筐里，
再用一根绳子把筐和窑洞窗户下的桌子连起来，他坐在
桌子前创作木刻版画。儿子哭闹时，他手上的刻刀不
停，下面用脚摇一摇系在桌子腿上的绳子，绳子一动，筐
就像摇篮一样动来动去，他嘴里不停地哼哼着，不一会
儿孩子就不哭不闹了。

亲子之爱，就这样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我曾专门找来音乐家吕骥在上世纪30年代谱写的

《摇篮曲》，曲子动听，词也美。每读一次，每哼一次，就
会在脑海里想象当年坐在摇篮前哼唱着摇篮曲的母亲
的样子。一种温馨马上充盈心间。

作曲家李劫夫谱的那首《摇篮曲》是普烈作的词。词
是这样的：月儿悄悄上树梢，风不吹来草不摇，房前的小
燕，房后的小鸟，都睡着了，都睡着了。明天太阳高空照，
妈妈的宝宝长大了，满山的鲜花，遍地的财宝，万里江山你
要建设好，妈妈拍你睡着啰……这样的歌词，伴着那恬静、

亲切、安详、行板的曲调，宝宝能不进入梦乡？
摇篮曲，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俄国的、德国

的、印度的、西班牙的……几乎世界上每一个国度都
有她自己的摇篮曲。

奥地利莫扎特写过，德国的勃拉姆斯写过，俄
国的柴可夫斯基写过，这些摇篮曲后来都成为传世
名作。

我特别喜爱奥地利音乐家舒伯特写的《摇篮
曲》。这首家喻户晓的《摇篮曲》诞生在一家餐厅

里。据说当时舒伯特身无分文而又饥饿难忍，为了填饱
肚子，他拿起菜单谱写了一首歌曲，并用它换回一盘马铃
薯。这首曲子就是后来著名的《摇篮曲》。不久，词作家
克劳谛乌斯为其填了词。词很有意境：睡吧，睡吧，我亲
爱的宝贝，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摇篮摇你快快安睡，
夜已安静，被里多温暖……词一共三段，每一段的情感都
在不断地递进。

写这首《摇篮曲》的舒伯特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写了
600多首杰出的艺术歌曲，被人们誉为“艺术歌曲之王”，
可惜他在世上只活了31岁。因他一生崇拜贝多芬，1828
年他死后，按照他的遗言，哥哥特地为他购买一块墓地，
将他葬在贝多芬墓旁。

写过“摇篮曲”的许多音乐家都已作古，可他们的音
乐还在，还在愉悦着一代代的婴儿。一次，我和母亲闲
聊，又提起我和弟弟童年时听她哼的催眠曲，母亲很开
心，脸上掠过一抹淡淡的笑容，她还即兴哼了一段，那从
浓浓的乡音中流淌出的依旧是那么动听的歌。时隔60
年，母亲的容颜变了，头发也变白了，不变的是她的歌
喉。她说那个曲子是她的母亲教她的，她记得很牢很牢。

那个午后，我和母亲谈了许多，翻阅往事，捡拾记忆，
那往昔许许多多，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梦片，分明又在
眼前，80岁的母亲与她60岁的儿子在一起分享着过去的
幸福时光。生活中的一些往事，该忘的，已经忘了，没有
遗忘的，却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人生启程的时日，该会是从摇篮曲中开始的吧！

家乡的渔家文化（六）

渔家高跷更精彩
刘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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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的散文作家中，琦君自有她个人的特
色。看过电视剧《橘子红了》的观众，对她创作的
这部刻画旧中国情感伦理的剧作，定有深刻的印
象。她生于浙江，学于浙江，曾是词学宗师夏承焘
的女弟子，年轻时就接受古典文学的浇灌，思想感
情完全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后去台湾，在机关当
公务员，在大学教书，还是生活在中国文化氛围
里。她是中国人，用中文教学，说浙江话，以中文
创作散文，始终没离开祖国大陆的文化根系，始终
纠缠在根深叶茂的中文环境里，像老榕树似的，有
密密麻麻的气根。

琦君的散文，是在古典文学的土壤上萌芽，承
受现代生活的阳光，以写小事、琐事、身边事为特
色的独此一家、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老实人”的散
文。只说她是“才女”，会使一些对才女有预期的
读者失望，因为琦君不浪漫，琦君的散文和人，都
是淑女型的，端庄典雅，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
与同时代的女作家大不相同。我想，琦君的散文，
是最后的合乎“诗教”的散文，是中规中矩的散
文。如果与五四文学前辈相比，她的散文近似叶
圣陶的醇，但缺少叶圣陶的生活面；近似冰心的
真，却缺少冰心的清丽。琦君散文，在台湾散文
界，是以古典味鸣于文坛的。我推荐她的《一饼度
中秋》，读者可略知琦君其人其文的特色。
《一饼度中秋》发表于1983年，彼时，她正在

美国新泽西州，“一位朋友的女儿在电话里对我
说：明天是中秋节啦，祝阿姨中秋快乐。”她来美两

个月，由于气候原因，已忘了传统的节气；但在美国的年轻华裔，还不忘提醒她。中
秋节在美国，她想起去年在台北：“去年中秋节在台北，他公司照例放假半天。中午
回家时，他喜滋滋地捧着一盒月饼，对我说：特地买的名牌月饼，四色不同。有你爱
吃的五仁、豆沙，有我爱吃的金腿莲蓉。”这是在中国台湾，一对思念故乡的老年夫
妻在中秋节的对话。“我马上抱怨：你又买月饼，年年买月饼，既贵又腻口，还不如我
自己做的红豆核桃枣糕呢。”随丈夫到美，又是中秋，“他今晨笑嘻嘻地对我说：今天
公司里会每人发一个月饼，给大家欢度中秋。就不知道主办人在中国城能不能买
到跟台北一样香甜的月饼，也不知我分到的是一种什么馅儿的，只有碰运气了。”中
国人在美国，每到中秋节，就惦记月饼，还关心月饼的馅儿。琦君接着写道：“他最
爱吃那种皮子纸一样薄，满肚子馅儿的广东月饼。嘴里好像老留有幼年时在外婆
家吃第一个广东月饼的香甜滋味呢。我呢？小时候为了偷吃了一角老师供佛的素
月饼，罚写大字三张，所以我的那段记忆远不及他的快乐。”中秋节在美国，一块月
饼成了中国人在这一天的生活主题。且接着看：“他下午比平时早一小时回到家，
手里小心翼翼地捏着一个锡箔纸小包，兴冲冲地递给我说：呶，月饼。今儿大家
提前下班回家过中秋。他喜滋滋的笑容，就跟在台北时捧着一盒名牌月饼进门
时一模一样。我打开纸一看说：啊，是苏式翻毛月饼嘛，我倒比较喜欢苏式的，你
呢？他说：苏式广式还不都是月饼，我们吃的是月，不是饼呀。你看这雪白的样
子，不是更像月亮吗？”
《一饼度中秋》算不上琦君的代表作，但却形象生动地代表了传统的中国人在

祖国传统节日里的思想感情。
一块月饼，就是中国。
这篇散文，围绕中秋和月饼，还有人在异国这个时空激发的情感，内容是“闺房之

乐”，生活小事，实质却是中国文化在一个时点的投射。读者在读这篇生活类散文时，
能感受到夫妻之间的恩爱和情趣，更能感受到中国民俗文化的长久生命力。

中秋，月饼。
题图摄影：姜晓龙

在很多民俗花会表演中，常会看到精
彩的高跷表演，但你可能不知道，高跷起源
于旧时渔家人危险的打鱼劳动。

高跷，本来是一种木制的打鱼辅助工
具，家乡的前辈们曾经踩着它去捕鱼。在
我了解的天津滨海地区古老的渔具中，抢
网与高跷的关系最密切。这种网也叫手推
网，它是一种过滤性渔具，像一个用三根竹
竿撑开的大写的A字，渔民们把网口插进
水里推着前行，过滤出鱼虾和螃蟹，还可以
用它捕捞海蜇等。滨海渔家谚语中记述：
“一副抢网杆儿，（能）养活一家人”，可见它
在旧时本地区渔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九
月九，扎网袋口”，意思是，农历九月初九前
后一小段时间，到了海滩上用抢网捕捞虾
皮（毛虾）的最后一个旺季。

用抢网捕鱼，有很多困难，也很危险。
滨海渔家谚语：“鱼在水，燕在空。”意思是，
打鱼时的渔获很难预料，所以老人们把鱼
虾海鲜叫活田，比喻它们像漂浮在水中枕
镰待割的庄稼，表达捕鱼的艰难。比如，用
抢网捕捞虾皮和海蜇，它们很容易受风向
和潮汐等因素影响，有时在人身可及的水
域大量出现，抢网的人收获很大。可是当
风向偏转，或是涨潮、退潮了，这时它们会
向水深的海域快速游去，到了人身难及的
水域就捕不到了，那些“舍命不
舍财”的人会穷追不舍。后来，
人们发现踩上高跷，是可以继续
追捕的。

据我了解，本地老渔民们使
用的高跷分为三级，一尺高的叫
马镫，二尺高的叫二等，三尺高的
叫高跷。穿上三尺高的高跷，能

增加一米的水深，在渤海湾平坦的潮间带上，捕
捞空间拓展了很多，但危险系数会成倍增长。

高跷多用杉木制作，在水中浮力很大，踩着
高跷捕鱼不能在水中摔倒，一旦踩着高跷在水
中摔倒，木跷的浮力很可能导致踩跷的人溺水
身亡，高跷越高危险越大。所以，渔民们想出了
很多自救的方法，比如绑跷的绳子扣，不仅需要
牢固，还需要用手一拉就会很容易解开，使人与
高跷分离。即便如此，旧时打鱼的渔民也会经
常因为踩着高跷捕鱼，而发生伤亡事故。因为
太危险，那些需要使用高跷下海谋生的人，在岸
上要经过训练成熟，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
全。在岸上演练高跷的过程，逐渐成为一个花
会表演形式。现在，在天津地区的高跷表演中，
还常见有“逗鱼儿”，汉沽渔民有时更是直接用
抢网做道具，完成高跷捕鱼表演。

后来，花会用的高跷发生了一些变化，与
原来捕鱼用的高跷有所不同，踩高跷成为花会
的一种表演形式，与汉沽飞镲、渔家号子等民
间民俗艺术一样，也是当年人们寻求乐和的需
要。新中国成立后，汉沽地区的高跷花会表演
达到高潮，很多渔村都有自己的表演队，每逢
喜庆日子来临，高跷队就会走上街头，把人们
欢乐的气氛推向高潮。近年来，由于演练高跷
表演存在着安全风险，对它的传承和发展造成
了一定影响，这是十分遗憾的。

“我是一个小女孩，独自在这个小小的世界，梦
想有一个小小的家。”这句歌词出自电影《结婚大作
战》中的一首插曲，道出了千万女孩小小的心声。
本周为您推介的电影就是这部上映于2009年的喜
剧片，由安妮·海瑟薇和凯特·哈德森联袂主演。前
者饰演的是一位性格内敛乖巧、温柔体贴的小学老
师，后者饰演的则是一位性格泼辣、出马必赢的强
势律师。她们是相处二十年的骨灰级闺蜜，却因为
一场婚礼打得不可开交。

安妮·海瑟薇的星途一直都自带一种光环。她
出生在纽约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
是舞台剧演员。《公主日记》的导演加里·马歇尔评价
说，她是朱莉娅·罗伯茨、奥黛丽·赫本和朱迪·嘉兰
三个人的合体，1米73的身高再配上一张动人的脸
庞，可以说近乎完美，但这却让很多人产生了距离

感，甚至是厌恶的心态。有知名外媒专门写过“我们
为什么讨厌安妮·海瑟薇”这样的文章，很长一段时
间外国社交媒体上充斥着“讨厌海瑟薇”的词条。在
开拍《结婚大作战》之前，安妮·海瑟薇的人生被丑闻
和压力推向了顶峰。面对铺天盖地的恶评，海瑟薇
却在拼命地冲破自己的舒适圈，塑造一个又一个不
被定义的角色。那时候她主演的新片《蕾切尔的婚
礼》上映，这个深受精神困扰几乎不施脂粉的角色，
让她迎来了角逐奥斯卡的机会。随后她又迅速转换
身份，出演了《结婚大作战》里甜美乖巧的准新娘。
安妮·海瑟薇的身上永远有无法被定义的颜色。
《结婚大作战》里闺蜜互撕的精彩戏码，当然还

需要另一位大女主的强势搭档——凯特·哈德森，
同样是一位不受舆论束缚的狠角色。哈德森17岁
踏入演艺圈的时候，人们不免将她置于母亲（曾获

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演员歌蒂·韩）的光环下。
直到2000年，21岁的哈德森凭借电影《几近成名》，
获得金球奖最佳女配角的殊荣，打消了所有质疑的
声音，一度成为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浪漫喜剧女主
角。但《结婚大作战》的意义对她来讲非比寻常，这
部电影同时是她向制片人转型的一个信号。从选
剧本到筹备制作，哈德森为这部电影花费了整整六
年半的时间。在这六年多里，她步入了婚姻的殿
堂，并且从一个女孩变成母亲，有了一个儿子。作
为本片的制片人，凯特·哈德森还特意邀请到安妮·
海瑟薇和自己共同出演，好像在向世人宣布，她们
是在用实力演绎，什么叫脱胎换骨的成长日记。

如今凯特·哈德森已经结束上一段婚姻，和小
自己七岁的音乐人男友订婚。而安妮·海瑟薇也和
丈夫亚当·舒尔曼，携手走过了被外国网友疯狂诟
病的十余年，如今年近四十，一身粉红芭比造型亮
相的她，依旧是众人口中那个娇俏的公主。但只有
她们自己知道，这份美丽与自信的背后，需要拥有
怎样的坚持与信念，无论是作为女生，还是女演员，
她们从未给自己下过定义。

9月10日22:22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

《结婚大作战》，9月11日15:28“佳片有约”周日影

评版精彩继续。

律师有一种代理的方式叫做“风
险代理”，所以相应的也会有风险代
理收费的问题。律师和当事人们经
常谈到的风险代理，其实更多的不是
指的代理本身，而是一种收费方式。
因为所谓风险代理的“风险”，不是指
的律师面临的安全问题或者其他风险，而
是付出了劳动，拿不到代理费的风险。风
险代理就是律师暂时先不收费，而是“后
拿钱”。当事人聘请律师，在签署委托
合同的时候，就要向律师事务所交付律
师费，但风险代理不同，后拿钱是指案
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之后，律师才能够
拿到律师费，如果没有达到约定的结果，
那就不能拿到律师费。
律师和当事人的风险代理约定，一种

情况是只要案件获得了胜诉的结果，当事
人就要付费。另一种情况是，当事人的胜
利成果要执行到位，律师才能从当事人的
钱里拿到应得的律师费用。风险代理的
律师费可能是固定的收费，比如说10万或
者100万，也可能是按照某个比例来提成，
比如1%或者10%。风险代理的提成比例
也不能过高，因为律师付出得再多，争议
的财产权利毕竟直接归属于当事人本人，
律师如果分成太多，那就违背了公平原则。
大多数律师办理案件的内心追求就是按
照规定收律师费，但过去也有过不按套路
出牌的个别律师，想谋取当事人的核心利
益，那就不对了。
提倡进行风险代理，律师这个行业除

了商业属性，更多的还是为国家和社会进

行服务。律师行业关乎正义和公平，不能一
味地追逐经济效益。律师不愿意进行风险
代理，还是因为虽然律师没有什么安全上的
风险，但是作为一项专业的劳动，律师要付
出大量的精力，最终不能获得律师费，也是
很沮丧的一件事情。不过话又说回来，梦想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还是有不少律
师通过风险代理的方法，获取了较高的利润。
其实约定是公平的，拿不到律师费也要认，
因为当时就是这样讲好的，而且一旦约定成
就，当事人就会付出高昂的费用。

风险代理还有很多情况，比如所谓“半
风险”代理，就是当事人支付一定的律师费
用作为启动费用，再辅以一定的提成比例，
使得律师既觉得有保障，又觉得有激励性。
正因半风险代理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很多
律师愿意尝试。当事人不怕律师拿到钱，
因为那意味着他的钱也回来了。

还有的风险代理，律师就要承担真正的
风险了。当事人连给法院的诉讼费都不拿，
由律师先行垫付，垫付了诉讼费的律师才可
能拿到风险代理权。这样的诉讼，如果打不
好，那么律师搭上的就不仅仅是工夫，还会有
真金白银。说到这里，好像比较清楚了，所谓
风险代理的风险，实际上是商业价值，是时
间成本，是情感和期待。

16 收费有风险

龚自珍和王昙、汪琨都曾谈到
过改革科举的想法。但靠谁去革
故鼎新呢？朝中大老不肯改革；手
无寸柄的书生，无力改革。改革实
在太难啊！想来想去，思绪像一盘
圆磨，推过来又推过去。要想改除
这陈旧的科举制度，还必须沿这条路走
下去。利用这块“敲门砖”，敲开仕宦之
门，取得参政议政的资格，然后方能利
用手中的权柄，彻底革除这陈旧的制
度。他想起了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假
若王荆公当初不是进士及第，断难跻身
廊庙，也更谈不上变法新政了。他想到
这里，眼前豁然一亮，心胸也开朗了许
多。他想这条路不管多么艰难，为了实
现自己的理想，还必须得走下去。他又
清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觉得实现改革
的理想，单凭自己孤军奋战不行，还要
多多结交一些有志之士，齐心合力，才有
可能成功。南归路上，他写了一首《金缕
曲》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愿望。
当自珍在北京想念妻子又羞见妻

子的时候，他的妻子美贞却不幸病逝
了。这一对恩爱夫妻，在永远分离的时
候，又相隔千里，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自珍在路上听到噩耗，五内俱焚，心如
刀绞。他日夜兼程赶回徽州，
一头昏倒在妻子的玉棺前。
龚自珍离京不久，北京城

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
他回到徽州府衙，警报早已传
到了。

原来姚之富、王聪儿死后，白莲教虽陆
续被镇压下去，但火种还埋藏在民间。天
理会就是继白莲教之后又发展起来的反清
组织。它在北方的两个首领，一个叫林清，
一个叫李文成，都是白莲教幸存的教徒。
白莲教失败后，他们又参加了天理会。二
人互通声气，相互支援。这年直隶大旱，饥
民到处流浪，更为天理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不久会众就发展到数万之多。二人见时机
到来，便约定九月十五日举事。由林清在直
隶发难，李文成率众支援。林清设法买通了
宫中宦官刘金、高广富、闫世喜作为内应，到
时里应外合攻打紫禁城。但是，李文成做事
不密，走漏了风声，被滑县知县强克捷抓获，
投入滑县大牢。河南的天理会会众为了抢
救李文成，提前发动起义。九月七日，聚众
三千人，攻破滑县城，杀死知县强克捷，救出
李文成。滑县起义后，天理会义军兵分两路，
一路入山东，一路入直隶，声势渐大。这时
候，嘉庆帝秋狝木兰不在北京，他接到消息

后，立刻调兵遣将，进行镇压。进军
直隶的会众被堵回河南。京中的
林清，焦急等待着李文成前来会合。
但后来听说他们已经提前起义，
并被堵截在黄河南岸，一时难以
赶来支援，便决定按时发动。

48 天理会发动起义 3 被叫去出现场

颜伯虎没有辜负大家的智慧，
无论什么事都摆出一副专家派头，
就连到食堂做饭，也像内行似的告
诉大师傅：“切牛肉的时候纹路切错
了，顺着茬切出来的不好吃，要逆着
切。”高克己当然知道颜伯虎打电话
“慰问”的意思，但他的确没有心思和对
方说些什么，整个脑子被石击警卫列车
和调查李正弘这两件事搅乱了。他翻看
了下手机上的皇历，得知今天是黄道吉
日百无禁忌。他苦笑地摇摇头，把手机
放在办公桌上，刚要端起茶杯喝水，门像
被风刮开一样地开了，小刘冲着高克己
喊道：“老高，支队长让你带上勘察用具，
跟我们一块出现场。”高克己怔了下神儿
说：“新鲜呀，支队长什么时候想起用我
这个老家伙了？”小刘顺手抄起茶杯端在
手里，摆出个伺候老同志起驾的造型：“您
才五十几岁，怎么能算老呢。队里接的
几个大案子技术队的人都不在家，您是
勘查现场的老手，当然得请您去现场看
看呀。”高克己问：“什么现场？”小刘神秘
地往前凑了凑：“警卫列车遭石击的现场，
领导们已经勘察过了，让咱们去复检并
拍照留档备查。”高克己说：“好事你们不
找我。”小刘近似哀求了：“急急如律令，
我的高师傅！”

坐在汽车里的高克己闭上眼睛，任
由身体被车子的晃动左右摇摆，一言不
发，但脑子却在琢磨现场的事。随着高
铁不断被人们所接受，高铁线路也在逐
渐地增长和延伸，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客

流压力。与之相辅相成的既有线，虽然没
有高铁这么抢眼，但仍然承载着大批量输
送旅客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承担警卫列车的任务。按照警卫列车
的工作程序，列车经由的线路上都要提前
进入警戒，每个环节、每个上岗位置都要严
格检查，对沿线周边的工厂、学校、区县和
村庄，也都要在熟悉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再
核实、再检查，按常理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
疏漏。可事实毕竟客观存在了，在平海通
过的警卫列车，让不知道从哪里飞出来的
一块石头砸了个正着。往小里说，这是对
警卫工作不重视，没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
度才会导致；往大里说，那就要上升到暴恐
分子搞破坏。无论怎么说，运行列车让石
头块砸了，都是严重危及行车安全的事故，
都要有个说法！

现场是在既有线路正线132公里的地
方。线路是高路基，与之平行的是十几米
外的公路，从这条公路上去再开几十里就
能上高速，白天公路上来往穿梭的车辆，走
马灯似的不闲着。高克己他们将车停在路
基下，由于开的是顶着红蓝警灯的警车，过
往的车辆老远看见都不自觉地减缓速度，
从车窗里探头向他们行“注目礼”，这是拿
他们当测速或是抓超载的交通警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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