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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对毛泽东素来崇敬的仓

夷，将毛的语录刊登在了杂志的显眼

位置。阎锡山看了，很不高兴，对仓夷

说：“仓夷！你啥时候看到共产党的刊

物刊登我的语录，你再刊登毛泽东的

语录吧！”阎锡山的态度，给仓夷心理

上带来很大负担。加上他也厌恶阎锡

山手下那些官僚们的腐败庸俗习气，

所以很想离开这里去延安。不过要实

现这个愿望却不容易。对仓夷这个少

年英才，阎锡山也是看重的，所以对他

恩威并施，既批评他，又怀柔套近乎。

仓夷病了，阎锡山派人到医院看望，还

送他饼干，表示慰问。但仓夷不为小

恩小惠所动。他积极要求到敌后抗日

根据地去。此时恰好民族革命通讯社

要建立五台分社（晋察冀边区分社），

仓夷请求前往。

1939 年初，仓夷来到了民族革命

通讯社五台分社，参加了敌后抗战的

新闻工作。五台地处山西东北部，毗

邻察哈尔和河北，是晋察冀的中心区

域。民族革命通讯社（简称民革社），

是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基础上，由第二战区司令长

官阎锡山拨款创办的官方通讯社，社

长是阎系文化艺术部门的负责人梁延

武。民革社的任务是向第二战区《阵

中日报》和外界发送战报电讯稿。后

来随着它的组织机构逐步健全，民革

社在山西各地以及香港、重庆、成都等

大城市先后建起了十几个分社，从而

构建起一个遍布全战区的通讯网络。

民革社的许多分社，往往是经过

与共产党协商后建立的，有的甚至由

我 党 组 织 指 派 共 产 党 员 担 任 分 社 社

长。因此，它的新闻稿件，既报道阎锡

山，也报道八路军，比较真实地反映了

山西前线的战局战况。民革社的编辑

记者，大多数是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

年轻学生。他们从四面八方，长途跋

涉来到山西，抗日热情很高。民族革

命 通 讯 社 总 社 对 他 们 进 行 短 期 训 练

后，按工作需要和个人志愿，分配到总

社或派往战地分社。仓夷就是在这种

情况下，先在民革总社经过短期的培

训后，又被派往五台山的晋察冀分社

工作。

虽然是联合抗日，但国共毕竟有

别。由于思想信念不同，仓夷所在的

民革分社也分成了两派：社长张遂和

记者高凌云倾向国民党，一切唯阎锡

山 是 从 ；而 李 成 瑞 、仓 夷 和 文 书 兼 译

电员冉登华，则倾向于共产党和八路

军 。 李 成 瑞 原 在 晋 察 冀 边 区 政 府 主

办 的《救 国 报》当 记 者 。 民 革 晋 察 冀

分社成立时，曾派人来中共晋察冀边

区，要求边区政府给予支持。考虑到

可 以 通 过“ 民 革 社 ”将 边 区 的 抗 战 情

况传播到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所以

边 区 党 组 织 就 委 派 李 成 瑞 来 到 这 里

工作。仓夷虽是从二战区来的，但却

更认同共产党的主张。这两派之间，

平时也有些争论，但并不尖锐。

在民革通讯社晋察冀分社，仓夷

和李成瑞是编采整理新闻稿的主力，

而记者高凌云，对敌后艰困的生活颇

为 不 满 ，工 作 没 热 情 ，敷 衍 塞 责 。 仓

夷和李成瑞两人相处极为融洽，他们

热 情 高 ，干 劲 大 ，一 心 要 把 晋 察 冀 边

区 的 消 息 尽 可 能 多 地 发 出 去 。 根 据

边 区 新 华 社 分 社 的 电 讯 稿 和 党 政 军

相 关 资 料 ，仓 、李 二 人 编 写 了 大 量 报

道 ：王 震 率 部 在 五 台 地 区 痛 歼 敌 军 ，

杨成武扬威大龙华之战、贺龙决胜陈

庄战役……这一条条凝聚着仓夷、李

成 瑞 心 血 的 胜 利 消 息 ，像 是 长 了 翅

膀，从民革社飞出，迅速传遍全国，大

大鼓舞了民众抗敌必胜的信心。

仓 夷 爱 自 然 ，爱 生 活 ，热 情 而 乐

观 。 有 一 次 ，仓 夷 和 李 成 瑞 出 去 采

访 。 途 经 一 座 大 山 时 ，忽 然 下 起 大

雨。山顶有一片大树林，两人急忙冲

进去避雨。时间不久，雨过天晴。遥

望远处，但见林木葱茂，连绵不绝。群

峰如洗，巍峨雄峙。溪流似练，千折百

回。河山壮丽，如诗如画。仓夷兴奋

地大喊：“太美了！抗战胜利后，我要

在这安家落户！”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来说，“联共抗

日”本是多方权衡、迫不得已之举，在

他们心里，“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根

深蒂固。

十 多 年 了 ， 龙 山 镇 一 带 ， 包 括

别 家 口 那 个 劫 匪 出 没 的 地 方 ， 从 没

发 生 过 抢 劫 事 件 。 据 你 们 调 查 ， 两

个 坠 崖 者 在 拿 到 钱 后 没 离 开 过 龙 山

镇 ， 所 以 遇 劫 的 可 能 性 很 小 ； 还

有 ， 既 使 是 赌 博 团 伙 或 劫 匪 图 财 害

命 ， 他 们 也 没 有 必 要 采 取 把 人 抛 下

悬 崖 这 种 方 式 。 所 以 ， 我 基 本 排 除

了这两种可能。

“我们搞刑侦的，很重要的一个忌

讳 就 是 陷 入 贯 性 思 维 ， 凭 想 当 然 办

案，那样很容易走入死胡同。例如，

遇见谋杀案，总是一门心思追查谋杀

者，而不考虑有没有特例。此案就是

这样，人们很难想像，死者竟是谋杀

者？我开始也同你们的想法一样。但

听了 你 们 的 汇 报 ， 我 就 想 ， 既 然 赌

博 团 伙 作 案 和 遭 遇 劫 匪 这 两 种 可 能

很 小 ， 那 就 要 考 虑 从 死 者 身 上 去 找

原因。”

“你们可能认为，我一接触这个

案 子 就 把 怀 疑 重 点 指 向 马 松 林 ， 这

很 神 奇 。 其 实 ， 这 不 神 奇 ， 而 是 出

于 我 对 马 松 林 的 注 意 和 观 察 。 马 松

林 这 个 人 聪 明 、 狡 诈 、 傲 气 、 心 比

天 高 而 又 志 大 才 疏 ， 总 幻 想 一 夜 暴

富 。 他 和 耿 三 秋 、 魏 竹 林 一 起 闯 过

南 方 ， 但 都 铩 羽 而 归 。 钱 没 赚 到 ，

坏 毛 病 却 沾 染 了 一 身 。 他 和 张 七 宝

是 近 邻 ， 对 七 宝 家 的 情 况 了 如 指

掌 。 所 以 便 如 嗜 血 青 蝇 ， 死 死 盯 上

了 七 宝 这 个 冤 大 头 。 他 用 吃 喝 嫖 赌

等 方 法 ， 逐 渐 控 制 了 七 宝 。 此 前 我

对 此 己 有 觉 察 ， 准 备 敲 打 他 一 下 。

但 没 想 到 他 会 出 手 这 么 快 、 这 么

重 。 从 主 观 上 说 ， 是 我 麻 痹 大 意 。

从 客 观 上 说 ， 正 赶 上 我 腰 椎 病 闹 得

厉 害 ， 耽 误 了 时 间 。 唉 ， 两 个 年 轻

的性命就这样没了！”

师父诚挚地说，“小向啊，回头看

一下此案前因后果，它说明我并不是

什么神探，而是来自平时的注意，观

察、经验和情况的积累。”

讲到这里，向局长深情而又诚挚

地说道，“就是从这个案件中，我真正

认识了师父，也认清了自己。我下决

心以师父为榜样，在基层好好锤炼自

己。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再叫所长，

改称师父。师父也认了我这个徒弟，

手把手的教我。”

停了一下，向局长问我们，“小

刘、小李，和师父在一起相处，收获

很大吧！”

我俩都诚挚地说，“收获太大了！”

“嗯，我相信。”向局长点头说，

“ 记 得 有 位 高 人 说 过 ，‘ 你 是 谁 不 重

要，和谁在一起很重要。因为这可能

影 响 你 的 人 生 轨 迹 ， 和 什 么 人 在 一

起，就可能有什么样的人生。’一根稻

草不值钱，绑在白菜上就是白菜价，

绑在大闸蟹上就是大闸蟹的价。跟积

极上进的人在一起，你就是积极上进

的；跟消极颓废的人在一起，你就是

消极颓废的；和智者在一起，你就会

聪慧；跟高人在一起，你就会不同凡

响 ； 有 人 说 ， 人 生 有 三 大 幸 运 ： 上

学 时 遇 到 一 个 好 老 师 ， 工 作 时 遇 到

一 个 好 师 父 ， 成 家 时 遇 到 一 个 好 伴

侣 。 希 望 你 们 能 记 住 这 些 话 ， 珍 惜

这个机会。”

此时已是下午六点。

我和小李都明白，向局长今天下

午花这么长时间讲述这样一个案件，

既是对周老的崇敬赞誉，也是对我们

的教育和期望。

那天，向局长一直陪师父吃过晚

饭才离开医院。

第十篇
错过

医生查过房，我拿起一本书读起来。

小李闲得无聊，便问道，“刘警

官，什么书，读得津津有味！”

我答非所问，“噢，小李，问你个

问题。”

小李本来就喜欢讨论问题，听到

我问，即刻饶有兴趣地回应说，“刘哥

请讲，什么问题？”

“过错、错过，有什么区别？”

不出所料，小李果然给了一个书

呆子式的回答，“过错是名词，指某种

过失和错误；错过是动词，指你失去

了某种机会或对象。”

“嗯，有一定道理，但这不是本质

性区别。”我反驳道。

“它们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我说，“过错是暂时的、可以改正

的；错过是永久的，不会再来的。”

小李正要和我讨论，有人敲门进

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