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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老去，并非始于第一道皱

纹、第一根白发，而是始于灵魂老去的

那个瞬间。

据说，我小时候是很聪明的，属于

“别人家的孩子”那种，且具备过目成

诵、一目十行的“神童”素质。但如今，随

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已沦落成

提笔忘字、丢三落四的邋遢模样了。

就像花儿使出全部的力气努力开

放，遮天蔽日，满树花团锦簇，不给叶子

留任何空间。但最后，只剩下“花褪残红

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一眨

眼，人就到了玩不起的年龄。

活着活着，越明白的事儿就越不想

明白了。社会的飞速发展，把一大批活

着活着就老了的人甩下了。人工智能上

很多行业的人被甩下了，今后还会有一

批批要被甩下，先倒下躺平的，反倒太

平无事了。

那谁说过：人生一世，不过短短几

十年。一睁眼一闭眼，一天就过去了；一

闭眼不睁眼，一辈子就没有了。人的寿

命越来越长，可青春期却越来越短；什

么时候会躺在床上不由自主，我不知

道，可是人越变越老，身型越变越走样，

脑子越来越糊涂，倒是不争的事实。真

是应了冯唐先生的这句话———“活着活

着就老了”。

活着活着就老了，有一个标志就

是开始分得清什么是理想，什么是幻

想和什么是梦想。年轻的时候理想做

一个有理想的人，不惑岁以后幻想要

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结果，生活中没

有放出焰火，却被火星子烫得遍体鳞

伤。如今回望过去，这几十年活得直

白、露骨，有些力不从心。但转念一想，

谁的青春不张狂？相对应的是，谁的人

生不寂寞。我们用尽了全力地活着，也

不过是求得内心平静，可以按时上床，

洗洗睡觉。

从前是很喜欢逛书店的，以至于书

房一堆一堆的纸质书，显得甚是豪华和

奢侈。其实，已很长时间没去翻阅了。视

力倒是越来越金贵，略微盯着电子屏幕

时间久一些，眼眶第一个跳出来的是酸

涩，酸爽到浸入骨头里。所以看纸质书

已经不受待见多日了，偶尔翻阅几下就

会束之高阁。已经忘了买的时候是在什

么样的场景里头，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

买下的。

一个没有努力过的人，永远不会懂

努力过的人的一根筋。一个人的呓语，

可以给自己听，但无法给别人听。于是，

总在夜深人静时，灵魂被寂寞淹没时，

只能———自己救赎。

最冷清的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

受，熙熙攘攘的人群只有影子跟着自己

走。最无言的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望着

万家灯火，没有人陪着走过午夜的街

头。最难过的是，无言独上西楼，纵有千

言万语也找不到发泄的出口。最无助的

是，失败时的痛楚，谁才是可以推心置

腹的朋友。最痛苦的是，病魔无情的抓

手把生命摇曳成风中的残烛，却无法摆

脱。

活着活着就老了，跑着跑着就累

了。人到一定年龄，早先的精明丧失了，

当初的精气神也没有了，就像一颗经历

了几十年风雪雨霜的老树，只剩下满身

的斑驳陆离和陵谷沧桑了。

但是，活着活着就老了，其实是一

把双刃剑，至少看待世界看待生活的时

候会复杂一点，清醒一点。早些年相信

的东西，现在开始不大相信了。人生难

免有徒劳的时候，走过的时候劳心费

神，灰头土脸。然而走过这一程，才能看

到眼前溪水潺潺，一捧清水，洗净征程

之疲惫，神清气爽。再回头看，征途漫

漫，千水已涉，万山已过。只要还能走，

路一定还长。

街上那些越活越老的人们来来往

往，个个怀揣着一颗善良的心和困惑的

态，他们会因此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

让人感觉感觉人生丰富而美好。

但是，花开时可以赏花，花落时可

以赏果，果落时可以佐酒，佐酒时可以

欢心，只要心中有花，四时都是风景。

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天天的老去，衰

老的不止是容颜，还有心境。所以要在

可以跑的日子尽力奔跑，要在可以玩的

时间尽力嬉闹。一念起，就要付诸于行

动。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尽力去追

寻自己的诗与远方，尽力去释放出自己

人生的焰火。

活着活着就老了。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得过他晚来风急。莫等闲，白了少

年头空悲切。

有些事，想多了头疼，想通了心

疼。能不想，就尽力不想吧。就像此刻，

又是一个明朗的夜，在游走文字间，突

然觉得心中欣悦，让人莫名其妙。倏

忽，又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坐在自家

的书房里，不远处的游园人声鼎沸、灯

光明灭闪烁，仿佛自己身处喧嚣的深

处，心儿却早已悠悠地飘荡在夜色之

外了。

有趣的灵魂，宠辱不惊。灵魂不老，

心就不会老。

说来也是有缘，无论是儿时，还是

上大学、参加工作直至现在，我都对柳

树情有独钟。特别是在春天。

小时候在乡下生活了几年，家居南

水北调的一个泄洪渠旁。门前就是一连

串大小不等的池塘，无论是泄洪渠两

岸，还是池塘四周，到处都是粗细高低

不等的柳树。

冬日里，在柳树林里穿行，很快就

有悲壮的感觉紧紧地攫住你，让你呼吸

加快。“新裁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

关”的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

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

剪刀”，“剪剪细叶随风舞”的柳，此时芳

华褪尽，仿佛身处困地绝境的少女，让

人悲悯无措。

早春，当各种树木还在冬眠，你再

观察那柳树，柳的枝条上不知什么时候

就鼓起了嫩黄淡绿的骨朵。

上大学时，学校院子里有一个椭圆

形的湖，方圆四周到处都是柳树，那里

留下了我春夏秋冬对柳树观察欣赏的

身影，这种印记将永久铭刻在我心里。

参加工作后，学校的北门口往南也

有一棵柳树。这棵柳树，是从我来到学

校不久就结识了的。

那个秋天，我来到焦村的乡中和邢

村学校教书。那时，所有的树木都已感

觉到秋天的到来，展现出自己最妩媚的

一面；柳树也不例外，只是它没有姹紫

嫣红的丰富情感，只是将柳叶泛起黄

色，娇羞地依恋着红尘。

秋天过后，就是冬天。所有的树木

都沉寂了。树叶飘零，只留下光秃秃的

枝干。那些树干就那样光秃着躲过了寒

风、目睹了雪花，又迎来了春天。

春天都是悄悄地来的———无声无

息的，随着暖意渐渐地升腾。忽然有一

天，有那么一抹绿色闯入眼帘，那就真

的是春天了。

那一抹绿色就是柳树了。

柳树是与众不同的。它是春天开始

时，整个大道两旁唯一的绿。这绿色足

以融化游子心底厚厚的冰层，这绿色足

以驱走老人心底一冬的孤寂，这绿色足

以唤起孩子心底珍藏的梦想……这绿

色足以刻进我单调的心底，为我的生命

增加永恒的色彩。

这么多年了，我看着它领跑数十个

春天。这不能不说是柳与我的一种缘

分。

滚滚红尘中，我路过柳树，我记住

了它。只是不知道，柳树是否也记住了

我？

柳树记住记不住我又有什么呢？在

它的带领下，要不了多久，整个大路两

旁的所有树木也都会绿起来，都会枝繁

叶茂生机勃勃起来。柳树，其实就是生

命的领跑者。

想到这里，我忽然羡慕起柳树来，

想像它一样，成为生命的领跑者。但是，

我能做到吗？

柳树之所以能够成为生命领跑者，

是因为它的根系发达，直达地表深层，

可以触摸到生命的气息。

我能做到什么呢？只能默默耕耘，

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不断积累自己的

经验，不断增加自己的能量。如此而已。

走出去吧朋友，说不定柳树哪天就

会“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其嫩绿的枝条在春风中摇摆，向我

们诉说那春天的故事呢。

老实说，最初我是被短视频平台

上甄子丹的武打动作吸引，抱着陪孩

子热闹的心态与家人一起走进影院

的。没想到一贯“武戏一百分”的甄子

丹（饰霍子豪）在影片一开始就“扬短

避长”，放弃了警官身份，转行成了香

港律政司的一名检控官（相当于我们

的检察官）。

在老检控官包鼎的配合下，霍子

豪上任后接手的第一起案件是个简

案：被告人马家杰（本片是根据真实案

例改编，大家可以搜索2016马家健案）

接收从巴西邮寄来的毒品包裹时被警

方当场抓获。尽管马家杰到案后曾多

次辩称其因将地址借给陈国荣而被利

用，警方也确实在陈国荣家中找到了

毒品，但三个月后他又推翻之前的辩

解，“自愿”认罪。

审查起诉环节，马家杰的辩护律

师主动找到霍子豪进行认罪协商，表

示其当事人愿意认罪，条件是控方撤

销对陈国荣的贩毒指控。在指控陈国

荣贩卖毒品的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

下，这个建议既节省办案时间也不浪

费司法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包鼎

和部门负责人杨铁立的意见接受建议

不失为一个省时省力的选择。

但随后马家杰发现认罪的结果是

很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监禁，甚至有

可能再也见不到爷爷，于是又申请推

翻认罪，辩称其认罪系受之前辩护律

师的诱导所致。考虑到马家杰之前的

辩护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却把撤销对他

人的指控作为马家杰认罪的条件这一

疑点，霍子豪并未像大家通常那样当

庭驳斥该辩解。

这一做法受到了部门负责人杨铁

立和包鼎的质疑：“我们律政司做检控，

主要职责是将罪犯入罪，霍检的打法是

辩方的打法，是什么意思？是要帮他洗

白脱罪吗？”杨铁立甚至无视霍子豪的

意见，当面让包鼎做该案的正主控官，

“让霍检知道我们检控官是怎么做的。”

而法官也当庭批评霍子豪“不断刻意地

问对被告人有益的问题”“射自家龙门”

“替被告人辩护不是你的责任”“非常荒

谬”，并以被告人马家杰贩卖毒品罪罪

名成立且不认罪判处其监禁刑27年。

面对周围人的质疑，霍子豪并没

有动摇，他坚信“还无罪者清白”才是

检控官的职责与良知，选择立即行动

起来，一方面从马家杰如何认识辩护

律师入手，找到了介绍人欧柏文，调查

到欧柏文三次涉嫌贩卖毒品均因证据

不足被无罪释放；一方面积极与警方沟

通，引导其找到多名和马家杰一样因替

陈国荣接收包裹而以贩卖毒品罪被判

入狱的证人，从而证实了陈国荣多次通

过欧柏文与辩护律师恶意串通劝他人

替其顶罪的事实。在大量证据面前，法

庭最终判决被告人马家杰无罪。

影片的高潮是文戏并不出类拔萃

的甄子丹发表的最后陈词：“法庭是讲

证据的，不过有时候（单纯凭证据）不

一定能够得出真相和公正。而且没有

一个司法制度是完全完美，甚至有时

难免出现漏洞。但一个误判就会摧毁

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司法人员绝不能

允许误判发生在我们手上，不允许误

判发生在任何一个公民的身上，这是

律政司（检察机关）应有的良心。”这段

陈词没能遮盖住一个刚转行的检控官

口才的不足，我们甚至觉得表达远远

不够尽兴。但完美诠释一个检控官良

知的不是口才，而是霍子豪的实际行

动！

闭上眼，几个声音反复在我耳边

相互碰撞，有部门负责人杨铁立的那

句：“你知不知道我每年要处理过千宗

的案子？光是今天下午就有三十八宗

等着我去处理！”有大法官那句：“我知

道人在江湖有时候明知道这个犯人有

屎（有罪）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反过

来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

我都要硬着头皮判。”

相信这些话激发了每一位刑事检

察官的共鸣，作为新时代的人民检察

官，既要提高办案效率，简案快办，确保

正义不迟到，又要提升案件质量，繁案

精办，确保案件不出错。我们唯有不忘

内心的良知与初心，牢记检察官的职责

与使命，用实际行动把法治的阳光照进

每一片角落。正如霍子豪检控官所说，

“不允许误判发生在每一个公民的身

上”，是每一位检察官“应有的良心”！

走出影院的时候，孩子说：“爸爸，

我也想当检控官。”“太好了，从明早起

你要像霍检控官那样锻炼身体，也要

早早起来背书学习，这才考得上。”

哈哈，电影没白看。

校园生活多姿多彩。今天下午,校长、老师们带领我们去

参观马英烈士纪念馆。

到了纪念馆，我们一一下了车,排好队,一同进入纪念馆。

首先,负责为我们讲解的老师给我们讲了马英的生平事迹,带

我们参观一些烈士们用过的物品……

我知道了关于马英生前的许多英勇事迹。马英小的时候,

父母为让她过得好些，送她去当童养媳。但日本鬼子常常对

村里的老百姓烧杀抢掠，民不聊生。马英一家也过得不好，吃

不饱，穿不暖。但她积极地帮民兵缝军衣，做军鞋。1945年7月

12日,日军向大峪根据地进犯,她为了不让日军找到筹粮名单,

为了保护群众，烧毁名单,但不幸被破门而入的日军发现,逮

捕了。马英面对日军用铁烙等严刑拷打，坚决不说出八路军

去向。马英受尽日军的折磨,但她还是坚贞不屈,最终惨死在

敌人的刀下……牺牲时仅26岁，是抗日战争一名出色的女战

斗英雄,直到1966年,马英遗骨才被安葬起来。

听完老师的讲解，我不禁深有感触。大家想一想,为什么

马英能毅然决然地冲向危险，毫不顾及生死？是什么在鼓舞

着她？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信念鼓舞着她，才能使她毫不

犹豫冲向危险。还有，面对日军马上要发现她的紧急情况，要

换作是我，早已手忙脚乱了。但她还将筹粮名单烧毁，是她的

机智和勇敢引领着她。而且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时，她也

没有屈服，而是丝毫不透露八路军去向。大家想啊，平常摔一

跤就感到疼得不得了的我们换作是她该怎么样啊？况且，她

在将要死的前一刻也仍然不开口，视死如归。

如今，马英烈士永远被世人铭记。

我们也要珍惜今天美好而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因为是千千万万的革命战

士用鲜血换来的！今后，我要继续努力

发奋学习，长大后为祖国献出自己的

一份力。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长相思·拜年词
◇刘世杰

静里牵。闹里牵。牵念遥空美意传。躬身祝福年。

旺年年。喜年年。喜气多多诸事圆。艳阳高照天。

过 年
◇裴留山

鞭炮声声过大年，彤红门对彩灯悬。

迎新辞旧家家乐，举国同庆不夜天。

行香子·迎新年
◇李景侠

腊尽春归，絮舞青冥。梅盛绽玉蕊香凝。长街陋巷，

结彩张灯。看霓虹灿，鼓乐闹，焰光明。

崇楼轩苑，桃符新换，爆竹鸣瑞气翔庭。金波佳馔，

盘满樽盈。喜门添吉，人增寿，户欢腾。

新春有感
◇闫景社

良宵羁客影随身，酒后乡茶慰藉人。

万里亲情长久在，天涯一刻共新春。

贴春联
◇张占国

神荼郁垒换新衣，梅落苞萌动气机。

又是桃符楹上挂，春声童笑绕天飞。

广州过年
◇张跃鹏

玉屑纷飞舞满天，雪原封冻北方寒。

坐着高铁岭南去，直抵花城过大年。

贺 年
◇魏松涛

飞雪朔风残腊寒，依依梅柳态更妍。

桃符纪岁添新意，蛇舞翩跹贺大年。

庆新春
◇郭占亭

岁月遣来幸运神，虬枝促绿庆新春。

五湖四海迎佳节，万户千家笑语頻。

闪耀华灯呈雅趣，彤红福字映祥门。

民康物阜黎群乐，虎步龙骧盛市欣。

有趣的灵魂不会老
李晓伟

春天袁从柳树说起
张 勉

检 察 官 应 有 的 良 心
———检察人视角下的电影《误判》

于旭光

参观马英纪念馆有感
纸坊镇韩楼小学 阮子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