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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诗人、文学家歌德是中国文
化的推崇者和热爱者。去小城魏玛的
歌德故居谒拜时，纪念馆的一位女士告
诉我说，歌德在这栋老屋里住了五十多
个春秋，其间他读了不少中国及东方的
典籍，还学习写过方块汉字。在歌德的
《东西诗集》里，有不少诗篇的思想和神
韵，是他依照中国古典诗歌和戏剧的风
格创作的。也可以说，那是歌德向中国
古典诗歌的“致敬”之作。
《歌德谈话录》里有一则他与助手

艾克曼的对话，说到1827年前后，他读
到一部中国传奇（专家推测是《风月好
逑传》）的法译本。他对艾克曼说：“中
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
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
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
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
德。”他评价中国人的感情和文化不是
“飞腾动荡”的，而是“平易近人”的。据
说，歌德晚年曾打算以这部传奇故事为
题材写一部叙事长诗，可惜还未来得及
完成就仙逝了。
歌德故居庭院里有一棵银杏树，据

说这是歌德当年托人从中国移栽过去
的。银杏是中国古老的树种，树叶形如
小扇，中有缺口，好像是两片叶脉的合
体。1815年，66岁的歌德特意挑选了数
枚金色的银杏树叶赠送给自己的恋人，
并且写下了一首充满思辨色彩的爱情
名诗《二裂叶银杏》。诗中写道：“它是
一个生命的实体，由它自己自行分离？
还是两者选择在一起，而被人们看成一
体？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发现了真
正的含义。你有没有根据我的诗章，感
到我是一，而又成双？”
近几年来，得益于一些出版社的穿

针引线，我先后与俄罗斯、意大利、波
兰、巴西、日本等国家的插画家合作，一
起创作了不少讲述“美丽中国”故事的
图画书。几乎每本书的合作过程，都会
有不少涉及文化上的差异、碰撞与交融
的小花絮，也引起我些许的“二裂叶银
杏之思”。
先以我与意大利年轻插画家爱丽

丝·科宾尼合作的《神奇的小草》为例。
这本图画书讲述的是中国药学家、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
呦的故事。屠呦呦获得诺奖后，全世界
都知道了她用一株神奇的小草造福人
类的故事。我们当然应该给孩子们讲
述这个伟大的医学发现故事，因为任何
科学发现的故事里，都蕴藏着人类共有
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励志意义；我还觉
得，屠呦呦从普通的植物青蒿中提取了
神奇的青蒿素，不仅是一个科学发现故
事，也是一个精彩的中国传统文化故
事。从远古的神农尝百草，到唐朝的
“药王”孙思邈，再到明代的“药圣”、《本
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直至屠呦呦，这

几位药学家的故事无不与中华传统文
化相关。青蒿素的提取，就是屠呦呦从
东晋时期药学家、炼丹术士葛洪的医学
典籍《肘后备急方》中的“青蒿一握，以
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等文字里获
得了灵感。此外，传统草药也浸染着一
代代中国人童年时代苦涩与快乐的记
忆。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小时候在乡村
长大，有时生了病，几乎全是靠爷爷、奶
奶和爸爸、妈妈从山野采来的草药如车
前子、柴胡、远志、蒲公英等治好的，所
以我对草药也有很深的感恩之情。
在创作这本书的图画之前，爱丽

丝·科宾尼没有到过中国。她在颇具个

性的绘画里融入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和
中国草药的理解，别出心裁地完成了对
这个“中国故事”的诠释和演绎。我最
喜欢的是她用比较写实的风格，突出了
故事里涉及的一些中国草药的特征，让
小读者一看就能明白这是什么植物。
她画的采药老爷爷的形象，也是我始料
未及的。2018年我去意大利博洛尼亚
参加《神奇的小草》意文版首发式时，特
意问过她：故事里的小呦呦，画的是现
代服饰，为什么采药老爷爷却是古装
的？她告诉我说，她是有意在采药爷爷
的造型上，融入了中国古代“道家”的形
象。在她心目中，中国古代医学家就是
古代“道家”的形象。这番解释让我觉
得，科宾尼隐约明白了中医和草药的几
分“真谛”，那就是延年益寿。她用自己
的绘画表达了一个西方青年对中医和
中国草药的哲学理解与文化解读，有一
定的准确性和深度。我很感谢她对中
国古代文化的热爱和理解。目前，这本
图画书除了意大利版，还被巴西新成立
的一家出版社选为该社出版的第一本
书。我希望《神奇的小草》能像小草的
种子一样，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
小读者，播下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医、中
国草药学以及中国语言文字的好奇与
热爱的小种子。

再以我与俄罗斯著名插画家安娜
斯塔西亚·阿卡普瓦合作的图画书《红
色油纸伞》为例。安女士出生于莫斯
科，曾多次担任国际安徒生奖、布拉迪
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BIB）奖等国际
儿童文学与艺术奖项的评委。2014年
被授予“俄罗斯功勋画家”荣誉称号；
2022年9月当选新一届国际安徒生奖评
委会主席。
《红色油纸伞》讲述的是中国抗战

时期，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妈妈生离死别
的故事。这是我根据我的老师、已故著
名诗人曾卓先生童年时代的真实经历
创作的。通过这个故事，我想写出战争

对人类的伤害。不仅仅是对一个小男
孩和他的童年、他的妈妈的伤害。我想
传达的是图画书里最后的那句话：“苦
难的战争，毁掉了多少家庭、亲人和孩
子的幸福啊！”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我用
很多笔墨写了妈妈的美丽，还有红色油
纸伞下的那种怡怡和温暖的亲情。战
争把如此美好的一切都毁灭了，可见战
争的残酷和对人类的伤害有多大，因此
也更显得和平岁月的珍贵与来之不
易。同时，我在故事里还写到了“爸爸”
这个形象。“这些年里，他们一直在北方
战斗！是无数的中国人，用最宝贵的生
命换来了最后的胜利！”爸爸代表着一
种保家卫国的力量和顽强不屈的民族
精神，代表着那些奋起抗争、保护我们
的母亲和孩子的民族英雄。
安女士的祖辈和父辈都参加过抗

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她是听着反
法西斯和卫国战争的故事长大的。因此
她读到《红色油纸伞》的故事后，对中国
艰苦卓绝的抗战感同身受。为了这本书
的绘画，她曾专程到过故事的发生地武
汉采风。我和出版社的编辑们陪着她看
过汉口的一些老街道、老房子的细节。
她对环境描写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发
现，也为故事增添了不少独特的细节。
例如，在远方的爸爸手中捧着小男孩妈

妈照片的细节。妈妈的那张照片，一开始
就在家中的墙壁上出现过。这个细节是画
家的创造，表现了战争年代一个丈夫对妻
子的思念，这不就是一种家国情怀吗？
安娜斯塔西亚在图画书中还多次画到

了雨水。这固然与油纸伞有关，因为有雨
伞，就意味着有雨水。对此，她还有自己另
外的理解。她告诉我说，她在故事中画了
两种雨水，一种是小男孩有妈妈陪伴时的
童年快乐时光里，那些温润的、爱的细雨；
另一种就是战争来临时，让人们的逃难变
得更为寒冷和凄苦的倾盆大雨。她在书中
用细腻而写实的绘画语言，画出了她的感
觉和情感，因为她心灵中也有“二战”给她
的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痛苦记忆。她说：她
完全了解人们在战争年代的样子，所以在
绘画中很生动地画出了雨水的感觉。
在讲述这个故事，尤其在刻画故事里

那位美丽、贤淑的母亲的形象时，我的头脑
里出现过一些之前积累的素材。比如，在
写到母亲坐在窗前一边做针线、一边欣慰
地看着在窗外的草地上踢球的儿子时，我
想象着，在她的心中，一定浮现着儿子灿烂
的未来。这时候，我想到了曾看到过的民
国时小学课本上一幅描写慈母的画面。画
面很温馨，文字也简洁：“竹几上，有针，有
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
线，为我缝衣。”我写这个细节时，就是想让
小孩子感受到母爱的温馨，并且对中国传
统的母亲的美丽、端庄与贤淑，有一些清晰
和直观的认识。
安女士很准确地领会了我想表达的意

思。我印象最深、觉得最能打动人心的，有
这样三个画面：一是故事开始时，美丽的妈
妈在做针线的那一幅，女画家把妈妈的形
象画得非常美丽，画出了一个美丽、端庄、
贤惠的中国母亲的形象；二是小男孩腋下
夹着红色雨伞，忍痛离别自己的母亲，一步
一回头，跟着大人们继续向前逃难的那一
幅；三是母亲疲惫地独自坐在异乡的屋檐
下，无助地、绝望地望着亲人们远去的那个
瞬间。那个瞬间画出了战争给善良的人们
带来的无助与悲伤，直抵人心。事实证明，
画家这种严谨写实的画风，也获得中外许
多画家的赞赏。这本图画书的版权也已输
出到美国等国家。
这几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句

话：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星球，
只是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
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与人为善、热爱和平
与幸福的民族，但是，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
福，需要一代代人付出智慧、力量甚至生命
来保护。《红色油纸伞》的故事其实也是在
提醒我们的孩子：勿忘国耻，奋发图强；热
爱和平，珍惜幸福。
再回到歌德《二裂叶银杏》那首诗的最后

两句，我曾试译为：“你有没有感觉到在我的
诗中，我是一个，却又有你的踪影？”由此我觉
得，“二裂叶银杏”也可视为东西方文化相互
融合、相互映照的一个生动而贴切的象征。

在长沙妙高峰下，有一座百年师范、
千年学府，这是毛泽东、蔡和森的母校湖
南第一师范学校。我对这所学校怀有深
深的敬意，因为《曙光》拍摄的因缘，有幸
两度前来。
从正面看，青色庄严的墙，白色圆拱

形活泼的窗，三角形奇崛的屋顶，一眼即
可看出中西合璧，亦可看出古今交融。
其建筑平房与楼房高低错落，又有楼间
回廊迂行连接，形成套接的四合院落，当
年的教学楼、自习楼、礼堂以及寝室布局
衔接合理，行走之间头上天井不时透出
一缕阳光。
长沙城1910年因“抢米风潮”而导致

的火灾和1938年的“文夕大火”，使得这
所学校两度被焚，又两度重建，它生生不
息，弦歌不绝，风貌也依然保持着它百多年
前的样子，那正是辛亥革命爆发，帝制结
束，西风东渐的时期，而从教育上来说，也
正是科举制度废除而新式学
堂初兴的时期。
“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

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
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
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
雄。”这是它校歌的歌词，词
曲作者都为佚名，歌曲已传唱
百年，而其内容则表明它已近
千年的历史。歌词中所谓“城
南讲学峙其中”，是说南宋朱
熹和张栻在此讲学的往事。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即 1161
年，儒学宗师张浚张栻父子二
人在长沙所建的居所始称城
南书院。四年之后，张栻应湖
南安抚使刘珙邀请，又去主持
岳麓书院。现今岳麓书院闻
名于世，而城南书院则远逊
之，其实二者曾经并重且有很
深的渊源。朱熹曾于1167年
至长沙讲学，逗留数十日之
久，与张栻来往于岳麓与城
南二书院之间，史称“朱张会讲”。由于二
书院之间有湘江之隔，故需泛舟过江，还
留下了著名的朱张渡口。毛泽东在第一
师范读书时曾与罗章龙联句，其中前两句
是“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此句中的
“橘汀”是指橘子洲，它正在江心，也正在
两所千年学府的中间。
清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城南书

院与湖南师范馆合并，称湖南全省师范
学堂，至此，千年书院和百年师范合二为
一，之后，其名称屡有更迭，但校址不变，
且都是师范学校，1914年，名为湖南公
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这所学校与湖南省立
第四师范学校合并组建湖南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转入的学生当中即有毛泽东。
明崇祯《长沙府志》云：“妙高峰高耸

云表，江流环带，诸山屏列，此城南第一
奇观。”由此可知当年妙高峰的巍峨，但
是现在山势已然不见，当年抗战之际，日
军轰炸长沙城南，致使山坡石土受损，又
加之后来的城市建设，沧海桑田，如今只
有一条坡上的妙高峰巷，巷口牌坊上有
对联曰：“长与流芳，一片当年干净土；宛
然浮玉，千秋此处妙高峰。”巷中有一口
百年古井，有人误会以为这是当年毛泽东
冷水浴的古井，其实不确，毛泽东冷水浴
的古井今在第一师范校园旧址之内。第

一师范曾经连续病死了七名同学，毛泽东
遂作一副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
不习十分间操。”他在学期间的1917年，
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以“二十八画生”
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体育之研究》的文章，
提出体育运动在国家与人生中的重要作
用，并提出著名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
魄”的观点。在第一师范的学生时代，每
晨以冷水洗浴，四季不歇，他认为此举“足
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兼以风浴、雨浴和
太阳浴磨炼意志。为人们所熟知的，也在
他的诗词里有所显现的游泳、登山等多种
运动，也都是在这个时期所养成的。
毛泽东后来曾说“一师是个好学校”，

诚然如此，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一所学校
是塑造人的，正如它校歌所说的“人可铸，金
可熔”一样，即使是师范学校，它的目标也是
培养教育家而不是一般的教书匠。在毛泽东
同时代的学生中如周世钊等成为教育家，而

在其先辈，亦有数位著名的教
育家出现，尤其是后来成为
毛泽东岳父的杨昌济先生，他
培养出了毛泽东、蔡和森、萧子
升等出色的学生，他曾自撰一
联明志“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
大木柱长天”，而他的夙愿也
果然实现，毛泽东等人成为国
之栋梁。

在现今的第一师范旧
址，还保留着毛泽东读书时的
第八班教室，右起第一排第四
桌是他的座位，我们在教室里
缅怀伟人，也将思绪穿越到一
百多年前，在1917年的全校学
生人物互选中，毛泽东票数最
高，而且独占“言语”“胆识”两
项。在那一年，毛泽东已经具
备相当的胆识。那年暑假，他
和好友萧子升步行游历了湖
南的五个县境，这段游学的
行程他们不带旅费，而是通
过乞讨的方式完成，既完成

了对农村的社会调查，也磨炼了意志。也
是这一年，毛泽东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
务兼研究部部长，并主办了一个工人夜学，
免费教工农识字、写信、算术等基本课程。
而在是年年底，因有北洋败兵集结于长沙
猴子石一带，第一师范是其进城必经之地，
校方决定全体师生外撤躲避。但毛泽东则
组织一百多名学生志愿军，联合当地十几名
持真枪的警察，发动周围工农群众，用鞭炮
佯攻，使得溃兵缴械投降。这是他平生的第
一次军事行动。
早在1915年，毛泽东就刊登启事，嘤

鸣求友，而1918年在毕业之前，他已与蔡
和森等人一起成立了由进步青年组成的
学术和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希图改造中国
与世界，这成为湖南乃至中国建党的先
声。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在那个风雨如
晦鸡鸣不已的时代，不仅品学兼优，而且
积极地投入社会的实践之中。而第一师
范则是革命的摇篮。
1920年秋，毛泽东担任第一师范附

属小学主事，那年他发起成立了湖南共
产主义小组，并从那时起开始在长沙发
展团员，至1921年初成立了社会主义青
年团。他也正是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主事任上，赴上海参加了党的一大，并
于同年担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共湘

区区委书记，直到 1922 年冬天
才辞去此职。

毛泽东在1950年为第一师
范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
民的学生”，这成为这所学校的校
训。现今的校园已经迁移到湘江
以西岳麓区的东方红校区，它有
这样的光荣传统，定然会为国家
不断输送新一代的人才。

深秋的晚风，清灵爽朗。它摇奏着一首舒
缓的曲子，悄悄地来到人们身边。在黄昏的怀
抱里，一切都显得意蕴深长。

天边的火烧云，闪烁着金色的霞光，一朵
接着一朵，静静地迎接着即将到来的夜晚。

亲人在南方发来的信息刚刚读完，心头莫
名地有了想念。去看看家的方向吧，虽然此刻
的我身在北方。青苍苍的南山显得愈发刚劲，
展示着鲜活顽强的生命力，宛若一位从不惑之
年走到了知天命之年的饱经风霜的智者。放眼
望去，只觉得它沉默、谦和、坦然，不失气度。或
许，正处于那个年纪的人无不带着智慧和禅
机。少年的意气风发、浮躁之气也都消失殆尽，
老年时的百般无奈、万千感慨还为时尚早，苦难
岁月的磨炼却早就教会了他们平和，风风雨雨
的际遇、经历也早就教会了他们泰然。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那些顽强的叶儿们
还在卖力地昭示着树之生命的无穷魅力，它们
也在慢慢等着，等着与季节的摧枯拉朽展开最
后一战。它们毫不畏惧，是埋藏在地下的向下
无限延伸着的根的恩泽，是破土而出的向上无
限迸进的枝的滋养，才给了它们活生生的生
命，给了它们无限的希望，让它们感知和欣赏
了春夏的美妙风景，因此它现在就以一种“落
红不是无情物“的姿态表达着感激之情。

你的心禁不住颤颤地为之一震，对生命肃
然起敬。“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萧瑟景象
实在令人感伤，可它毕竟是一种回报，一种成全。

如今我们眼中的这片黄昏，这片黄昏里的静
谧和安详，是无数的前人用无数的汗水，无数的
心血才换来的。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概
就是这样吧。前人辛辛苦苦铸就成的梦，后人决

不能让它幻灭，要让它璀璨着，美好着，继续和谐着，
安详着。

小区里年迈的老人，也总会趁着傍晚出来散
步。和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们聊着家长里短，兴
致好时则会跳上几支广场舞。老人不老，精神抖
擞，不坠青云之志，孩童们则围在他们身边淘个
不停。此时家里的顶梁柱们，就真的肩负起了这
巨大的使命，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无怨无悔地付
出着，兢兢业业地努力着，虽然生活有时不尽如
人意，偶尔也会让他们倦累不堪，可他们心里却
甜蜜着、欢笑着，长辈健朗，子女快乐，就是他们
最大的幸福。

秋意在人们丝毫不察觉中就悄悄然地走来
了，到了这会儿也便舍不得走了，就让它留下来
吧。你瞧，它唤来了月亮，唤来了星光，唤醒了人
们心中那份潜藏着的沉睡已久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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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律师除了指年轻，也指从业
时间不长，经验不足，值得关注和帮助
的新兴律师群体。也有的律师年纪
轻，但是从业时间不短了，并且在某个
专业领域有所建树，在事实上他可能
已经是位资深的律师了。也有的律
师年纪大，但是从业时间并不长，论起从业
时间和从业经验，却是“年轻”的。

实习律师是新人，自成一个群体。他
们的现行准确称呼是“实习人员”，在经过
各种程序取得律师执业证之前，他们还不
是严格意义的律师。“实习人员”的叫法也
有些值得商榷，在律师二字前面加了“实
习”二字，大家就很清楚他们不是真正的
执业律师，而叫他们“实习人员”，什么是
“人员”，概念模糊以外，也可能会有对人
不尊重的味道。实习律师要经过一年的
实习期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执业律师，这
一年很熬人，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独立办理
案件，施展能力受到限制，而且很多东西
他们确实还不掌握，要用更多的时间来学
习锻炼才能过关。但看来这一年的实习
期是非常必要的，技术、眼界、心性，都要
不断磨炼，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律师。

实习律师的期限有定数，一年就截止
了，但是青年律师就不一定了。不少律师
做了很多年，年龄也不算小了，不能独当
一面，还是被人觉得是个青年律师，这就
要更加速追赶了。也有不少青年律师不
是自己独立面对市场，在律师事务所做授
薪律师拿工资，既想着要有朝一日面对更
大的舞台，又担心独立发展连工资也挣不

到，于是就陷入纠结和困惑之中。现在律师
行业对于青年律师有比较多的关注，青年律
师是行业发展的未来。未来是未来，当下是
当下，青年律师是律师行业的主力军，现在
各地各行业都在抢人才，律师行业也不例
外。各地都给青年律师一些特殊政策，以
期青年律师能留在本地贡献力量，在很多
律师事务所，青年律师确实都承担了很多
重要工作，生力军势不可挡。有人说大多
的青年律师面临的问题是生存，其实准确
一点说，还是发展问题。很多人之所以选
择律师事业，还是对自己的未来空间有很多
期许，比如取得自身的财务自由，实现自己
的人生理想，一些有家国情怀的人，还有更
高的法治梦，希望为国家出力报效。但是
他们首先要面对市场，没有人聘请，才华难以
施展，挣不到钱，就没有饭吃。市场问题之
外，还有持续增强律师技术能力的问题，年
轻人要做的事情很多，好年华转瞬即逝，一
年是新兵，两年就是老兵，如果不能掌握更
强的核心本领，未来就不好在行业里立足。

不少青年律师经过多年历练，成为所谓
的资深律师。但是接下来的目标更高，追求
更多。追求无止境，让人感到绝望，也正是
因为如此，才更充满希望。只要有希望和追
求，就永远是年轻。

54 永远是年轻

曹振镛道：“为国选贤，责任
重大……一旦出了一点纰漏，难
免要遭重谴。自入闱至放榜，天
天如履薄冰，诚惶诚恐。这种滋
味有谁能理解呢？”

穆彰阿听他说完，哈哈大笑起
来：“曹公真把其中滋味琢磨到家了。我
虽出典过几次乡试，但参与礼试还是第
一次，其中甘苦到底不及前辈品尝得细
致。今后还要跟曹相多多历练，老相国
可要多多指教啊！”

一顿迷魂汤灌得这位徽州相国心
花怒放。曹振镛连声说道：“穆大人这话
可就见外了，你我同与考差，还分什么彼
此？今后仰仗大人的日子还长着哩，只
要不嫌弃老朽就好！”

穆彰阿一脸庄重地说道：“谋国靠老
成，千古名训。我朝方望溪、张文和公、
鄂文端公哪个不是历仕几朝，朝廷依为
股肱？可偏偏有些希图幸进的后生少
年，不知天高地厚，胡说什么‘其齿发固
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因阅历而审顾，
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仕久而恋
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然终日，不肯自
请去。或有故而去矣，而英奇未尽之士，
亦卒不得起而相待。’还说什么‘新官忙
碌石呆子，旧官快活石狮子。’
唯恐老辈妨碍了他的幸进之
途，百般攻讦宿老。真是‘蚍蜉
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曹振镛越听越气，不禁问
道：“这是谁说的？”穆彰阿不慌

不忙从怀中掏出一本书来，轻轻放在曹振镛
面前的书案上。曹振镛拿过一看，只见封面
上写着“《伫泣亭文集》浙江仁和龚自珍撰”。
“这龚自珍是谁？”曹振镛连忙问道。

穆彰阿说道：“是上海兵备道龚丽正之子，
浙江乡试的经魁。”曹振镛冷笑道：“中了
经魁就自以为稳中进士了？狂妄！狂妄！”
他连说了两个“狂妄”之后，忽然想起这龚
丽正在自己老家徽州当过知府，官声不错，
是自己保荐升任上海道台的，便又接着说
道：“龚丽正谦谦君子，老成持重，怎么养出
这样一个不知进退的儿子？”
穆彰阿唯恐曹振镛因顾惜龚丽正的面

子而改变主意，又进一步说道：“还不只是不
知进退，书中许多话狂妄至极。曹相，你看
这篇，骂遍满朝公聊，简直不堪入耳。”他边
说，边指着一段文字念道：“历览近代之士，
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
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益固；
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

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
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旦目未
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
之盛，扫地尽矣……”

曹振镛听得面色发黄，胡须乱
颤，连声说道：“荫园，不要念了。”

86 穆彰阿灌迷魂汤 41 想要重新调查

郭玉昕把酒杯墩在桌子上：
“如果当年真按照高克己提供的线
索深挖，说不定案件性质就不同
了，犯罪嫌疑人就跑不了，现在也
不会再出来折腾。”袁竹林摇摇头：
“话不能这么说。当年专案组也展
开调查了，结果查无实据啊。”颜伯虎点
头说：“克己就是孤证不立。”郭玉昕说：
“我看是他李正弘钻了孤证不立的空子，
如果他能证实高克己的话，兴许案件侦
破就会有不同结果。”袁竹林朝郭玉昕撇
撇嘴：“你现在还说这个干吗呢。”颜伯虎
拍了下椅子扶手道：“假如侦破有不同结
果，成玉坤的死就能说清楚。现在倒好，
成玉坤和罪犯死一块儿了，调查结果也
没能说明白，他到底是发现了罪犯过去
抓捕，还是碰巧赶上爆炸而被炸身亡。”
高克己把目光移向姚个奇：“事出反常必
有妖孽，现在这个事情既然又冒出来，我
想师傅您把我们叫来，一定是有了想法
吧？”姚个奇哼了声说：“是你小子首先发
现的线索，也是你把这件事情钩起来的，
你心里就没有一丁点想法？”

高克己想了想才说：“不瞒您说，
我想向上级领导请示，重新调查9·30
案件。虽然时隔多年，但我相信只要
能提供出相关证据，上级一定能重启
调查。”郭玉昕指着高克己说：“你这是
贼心不死，捎带着有点天真，先不说事
情过去这么多年，当时很多现场无法
还原，证人也无处去找。而且，当年的
结案报告你们不也是都看了吗，就是

罪犯报复社会在车厢里自爆，你想凭一
个相似的证据推翻这个结论？”高克己气
愤地说：“说了半天，你是来看热闹的
吗？”郭玉昕朝高克己摆摆手：“我现在都
不是警察了，就是一看热闹的，你朝他们
去说。”颜伯虎抬手推了下郭玉昕：“你这
是什么话？不拿你当兄弟，师傅干吗还
请你来吃饭？”袁竹林说：“他早变成唯利
是图的商贾了，还好意思说。”

郭玉昕猛地一拍桌子：“我就是变成
钱串子，光认钱了，那也比你们受窝囊气
强。你看看你们仨，一个窝在办公室里做
假账骗小钱，一个在食堂抡炒勺、蒸馒头，
一个躲在档案室里回忆过去，都成了废
物。”颜伯虎冲郭玉昕喊道：“你说得对，这
废物里也有你一份儿！”姚个奇挥手把酒
杯摔在地上：“你们眼里还有我吗？你们
是废物，我是什么？是我把你们这批废物
教出来的吗？”高克己急忙解释说：“师傅，
您别生气。玉昕他是气话，其实心里不是
这么想的。”姚个奇说：“不管你们怎么想，
我今天叫你们来就是想告诉你们，我也没
忘记这个案子，更没忘记成玉坤。本来今
天想跟李正弘念叨念叨，可他没来，我明
天就去找他。他现在单位主持工作，我这
个老警察请他牵头重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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