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株洲日报艺文群的网友
们讨论各自心中的谍战影视 TOP 排
行榜。大家给出的排名各有不同，但
上榜的那些影视作品都算得上是良
心大作。其中，12年前的谍战电影《风
声》成为不少人心中的 top1。

《风声》卡司强大，张涵予、王志
文、周迅、李冰冰、苏有朋、英达等等，
绝对算得上是王炸级别的阵容了。但
这不是它吸引我的理由。《风声》最吸
引我的是它的剧情设计。

我看过麦家的小说原著，对有的
观众关于“和小说相比，电影单薄简单
得多”的观点，我个人不认可。毕竟，电
影时间有限，在有限的时间内，强烈的
冲突比散文式的铺垫更加重要。所以，
电影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删减和改编，
是非常正常也非常必要的。

影片开头直入主题。一场枪杀
案，然后引来日军虚假情报，从而上

演“裘庄杀人游戏”。起初是对人性考
验，后来是悬疑推理，最后是真相大
白。整个节奏的控制、镜头的剪辑，行
云流水，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在司令部传递日军制造的假情
报时，通过一个长镜头将各个人物关
联起来，这样的人物出场令人拍案叫
绝。在裘庄，一个封闭隔绝的空间中，
始终处于阴暗之中，这样的环境布
置，让人压抑、紧张、惊悚。每个人的
心理状态，也通过演员的肢体动作、
面部表情展现了出来。

作为一部主旋律影片，《风声》并
没有进行宏大的主题宣扬，而是通过
几个人物，展现出了民族生死存亡时
刻的家国情怀，革命牺牲奉献精神。

去年，《风声》又一次在电影院重
映。我和家人走进河西苏宁影城再次
观看。依然还是那么感动，依然还是
那么好看！

精巧的剧情，经典的《风声》
朱洁

那年我刚参加工作，被分到一个
城区派出所干内勤。

所里二十来号人，有时任务来
了，值班室忙不过来，就会叫内勤顶
替“坐台”——坐守值班电话，做做派
警记录、接待群众啥的。那天也是这
样，临下班了，值班副所长老吴带着
民警出现场，让我在值班室顶个岗。

已经是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饭菜
飘香。我打电话回家说要加班，打算
吃碗方便面将就一下。刚把面块拿出
来，值班电话就响了。提着开水瓶一
顿冲泡，我手忙脚乱地抓起电话：“你
好，武当所。”

是 110 派警。记录着地点、事由、
联系人，眼角余光瞥见门口不知啥时
站了个人。我抬头一看，是个小伙子，
穿着白 T恤牛仔裤，戴副眼镜，斯斯文
文。

“警官，能帮个忙吗？”原来，他从
县城过来应聘工作，刚出长途汽车
站，钱包手机就丢了。

“长途汽车站不是我们辖区，您
得去少林所报案呀。”

不是报案……小伙子支支吾吾。
饿了一天了，没钱也回不去，想求助
买张车票回家。

嗨，这种事儿，真假可不好说。值
班民警常能碰上，如果是流浪乞讨人
员，会建议去民政部门，随手资助也
不是不行，但报销是不可能的，警察
一个月工资也就那么点儿。

正琢磨着呢，办案民警喊我回办
公室盖章。我让小伙子先坐下，又不
好意思干晾着人家。瞅见桌上那碗
面，便随口说：“对了，那儿有碗方便

面，刚泡的，没动过，你饿了就先吃
吧！”

忙活完回到值班室，老吴他们正
好出警回来，闹闹哄哄一屋子人。小
伙子站在门口，看见我，鞠了一躬：

“谢谢警官，你们忙着，我先走了。”
一碗面就完事了？我有些讶异，

又暗自松了一口气。“啊，行，那个，注
意安全啊。”

进屋一看，桌子干干净净，方便
面碗光溜溜地，汤都没剩。这时正好
手机响了，我摸摸兜，却掏出一小袋
东西……

“快，谁借我一百块，我等下就
还。”我猛地醒过神来，顾不上解释，
从老吴那儿拿了一张百元钞票，我撒
腿就跑。在派出所门口左右张望，看
见那个背影，几步追了上去。

“哎，刚才没来得及……这钱，你
拿着吧。”我气喘吁吁地对他说。

小伙子意外地看着我，慢慢地伸
手接过，说：“谢谢，请留个地址，我回
去给您寄过来。”

“算了，不用啦。”我笑着说。
他没有再坚持，认真盯着我身后

派出所的标牌看了几眼，又鞠了一
躬，转过身，走了。

回到值班室，同事问起来，我把
事情原原本本说了。老吴他们笑我
傻，这种事多了，谁分得清真假。

我说：“他是真饿了。”
老吴又笑：“怎么，吃你一碗面就

把你洗脑了？”
我掏出那一小袋东西，摊在掌心

上。是先前泡面赶着接电话时，顺手
揣兜里的方便面调料包。

一碗方便面
李倩

记事本

堵车
曾立力

土城不大不小，人不多不少，都是些吃五谷杂
粮、温良恭俭让的老实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特
好面子。

这些年，人们纷纷涌入土城，手上有了些钱，
便竞相攀比着买房买车，买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
车。渐渐地，土城便变得特别臃肿。条条街道都挤
满了车，天天堵车。本地人笑曰：土城——堵城。

这就让土城的上上下下十分纠结，尤其是交
警队，严重警力不足，于是便决定招聘一批辅警。

莫莫就是在这时候与邻村的大嘴一道，被交
警队的马队长招来做辅警的。之前他一直在家种
田，这次是大嘴好说歹说硬把他给拉过来的。

莫莫姓莫，性子有点憨，脑筋转不得弯。比如
说马路边上的台阶叫路沿，也叫马路牙子，莫莫叫
坎（田坎）边边上。马队长帮他纠正了好几次，马上
又被他叫成了坎边边上。马队长对他还是挺耐心
的，可他就是转不过来。诸如此类，常常惹得马队
长生闷气、摔帽子、骂人，把脸拉得老长。

短暂培训后，辅警们上岗执勤。初识土城，
只见座座高楼铁桶阵般团团围定，大街小巷在
水泥丛林中蜿蜒穿行。两旁高楼隔街对峙，你看
着我，我望着你，太阳一露脸落下阴影，轮流倒
在对方身上。

街上行人，人头攒动，川流不息。路上车流喧
嚣拥挤，尾气熏人。吆喝声、叫卖声不绝于耳。置身
于纷繁嘈杂的闹市街头，莫莫只觉得头晕目眩，紧
张得浑身上下都不自在，一天下来，好累。

疲惫之虞，再断然一想，站在哪不都是站在地
里，权当是在家看一群湖鸭子好了。心一定，也就
慢慢适应了。

一辆车违章闯了过来，莫莫打着手势迎了上
去，用浓重的乡音喊道：“请你把车开靠坎边边点
啰！”引得违章的驾驶员和路边行人忍俊不禁，捧
腹大笑。接着就见驾驶员掏出手机打电话找人。

很多事情，莫莫都不明白，明明大街上车满为
患，人们却还在疯狂购车；明明知道新交规日趋严
厉，却总有人要酒驾；明明自己违章，却还去削尖
脑壳找人……莫莫心知肚明，该拍照的依法拍照
取证，该纠正的按章纠正。不停地跑上跑下，疏通
道路，纠正违章车辆，劝阻行人，累得汗爬水流。

莫莫就像根顽强的木桩，牢牢地钉在了城市
的车流中。

一个春风和煦的夜晚，马队长召集辅警们开
会。为了加强管理，为了“创交模”，为了卓有成效
地解决城市交通堵塞问题，拟在辅警中任命一名
队长。

辅警们跃跃欲试，管别人总比别人管自己强，
且队长只当白班，每月能多攒好几百元津贴费。积
极性被调动起来了，都想找马队长聊点什么。

偏偏马队长很忙，来去匆匆地，最近马队长父
亲因患消化系统紊乱、肠梗阻住进了医院，更忙。

周末晚上，辅警们手捧鲜花来到了病房，这个
200、那个 300，一个个红包往老爷子手里塞。塞得
马队长很尴尬，连连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我
爹病了，怎么能让你们破费呢？”

有辅警回答说：“那何解使不得呢？感同身受，
你爹病了，就等于是我们的爹病了啊！”领导与群
众的距离一下被拉得很近。

不知是送的鲜花多，还是花店香水喷得多，病
房里弥漫着夸张的香气。只有莫莫和大嘴没去，莫
莫和大嘴看 3D 电影去了。一个星期后，马队长父
亲病愈出院，同时马队长也宣布了最终决定：任命
莫莫为队长。

队长怎么会是莫莫呢？辅警们你看着我，我看
着你。大嘴爆料：“莫莫的姑爹是局长！”顿时大伙
议论纷纷炸开了锅。众人面前莫莫把张脸憋得通
红，走出去一夜未归。

第二天莫莫不容分说地辞掉了辅警的
工作，脱制服走人，回家种田去了，九头

牛都拉不回。
望着莫莫渐行渐远的背影，

马队长脸上露出笑容。其实辅
警们送的红包，他都悄悄退掉
了。当着老爷子的面，大家都
不失脸面。

很快又来了位新人，队
长的人选也还在酝酿中，想
必不日将会揭晓。人们关心
的只是结果，而不是过程。

小小说

生死之间
李薇

一早，爬上区教育局的办公楼二
楼，我一眼瞥见办公室门上插着一摞
资料。不用说，这是同事王丽霞远程请
人帮我准备的。我鼻子忽然一酸，很想
念丽霞，尽管我们才分开两天。

端午小长假的前一天。下午下班
时，办公楼漫溢着喜气，各个楼层的
人都笑意盈盈出了办公室，准备回家
过节。但我和丽霞还不能走，一些重
要的资料还没有完成，节后就要用，
得提前准备好。我们抵住喜气的诱
惑，互相陪着对方，在空荡荡的办公
楼里加班。

忙到暮色四合时，丽霞瞟了一眼
窗外，惊诧地说：“资料还没弄完，怎么
就天黑了？我和老公约好，得连夜赶回
攸县丫江桥镇乡下的婆婆家，婆婆一
个人独居，我们得回去陪伴她过节。”

我知道，株洲市区离丫江桥镇不
到两个小时车程，但晚上开车不太安
全，于是笑着说：“留下来加班算了，明
天再走。”丽霞手脚麻利地收拢资料，
准备回婆婆家接着干，一边回答我：

“反正路不远，今晚回去，可以多陪老
人一个晚上。”我为她的孝心打动，觉
得假期里再打磨打磨资料也不错，于
是同意了，和丽霞分别带着厚厚的资
料下了班。

街上早已灯火通明，非常喧嚣，节
日的气息弥漫在无边的夜色里。丽霞
的爱人朱老师开车过来，接了她回家，
又带上过节的礼物匆匆往攸县走，此
时已是晚上 10点多。

11点多，回到家的我打算休息了，
突然想起了丽霞，便发微信问她是否
平安到达。得知她还颠簸在路上，聊了
几句后，我安心睡去。

第二天早上，手机忽然有微信的
提示音，取过一看，是丽霞发来的话：

“昨晚瞬间车祸，车毁了，我们还在。已
历经生死，更坚强。”我猛地一惊，仔细
看她传过来的几张照片，可谓触目惊
心，现场狼藉一地，小车几近报废。

我担心丽霞两口子的安危，立马
驱车赶赴丫江桥镇。一路上，想起丽
霞担任区教育系统党建专干以来，协
助我创建“红色领航·先生最美”教育
党建品牌，将党建与业务完美融合，
带领 48 个基层党组织发挥“头雁”作
用，实现“五化”支部覆盖率 100%，第
五中学还被评为全省中小学基层党
建示范点。她既是我的得力助手，也
是独当一面的好手，千万不能有什么
事。到了镇上，看到她两口子只是有
点擦伤、腹痛，还算平安无事，我才放
心下来，为他们躲过一劫而感到无比
庆幸。

坐在丫江桥镇的一家餐馆里，我
静静听朱老师描述事发经过。车子损
毁的瞬间，车内冒烟，丽霞先醒来，急
急推醒昏迷的朱老师，两人一起逃了
出来……然而须臾间，丽霞忽然想起
了什么，又冲进车内，直到取出了带回
家打磨的工作资料，才再次逃到安全
地带。

我心疼地骂丽霞，你真傻！都什么
时候了，还想着资料！丽霞只笑了笑，
没说什么。

看着傻傻的丽霞，我故作轻松地
调侃道：“你们夫妻俩，现在可以直接
换新车了。”丽霞又是一笑，说起了昨
晚的事。原来他们在等待救援时，路过
的司机们都纷纷停下来，关切地问他
们有没有事，需不需要帮忙。有的司机
还急匆匆提了灭火器，冲过来灭火
……丽霞说：“我这回真切感受到了，
什么叫人间真情！”

我心内久久感喟着：这些好人，一
定会有好报的，丽霞自然也是……

随笔

外公
的箩筐

吴光艳

这是一担不大不小的箩筐，用老楠竹剖成三指宽
的竹片作的底，细青篾编成的筐，用极薄的一指宽的青
皮篾织成的筐沿，再用小拇指粗的棕绳从筐底穿过去
安好箩绳。它看起来非常结实，非常舒服，虽然就只是
一担普通的箩筐。

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有一担或几担这样的箩筐，
筐上面都用朱红正楷写了三个字“马宝钦”。这是外公用
了几十年的箩筐，它承载了外公半生的希望与追求，而
对于我，它又是那样的意义非凡，因为从记事开始，我就
伴着这担箩筐成长，它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记事非常早，记得大概三四岁时，我娘在冬天农
闲时和生产队上的人一起到烟棚子修河堤，因为我很
小，家里爷爷奶奶又不在了，爸爸又在单位上班，妈妈
留下我一个人在家她又不放心，就带我到河堤上出工。
妈妈和大人们在一起干活，我就在边上玩，玩了好大一
会，我就看到外公挑着一担箩筐从淦田街上那边远远
走过来。我欢快地叫起来：“妈妈，妈妈，快看，外公来
了。”妈妈抬头一看，果然，外公已走到跟前。外公看到
我在河堤上被冻得脸红鼻涕长，就责怪妈妈。急急忙忙
把两个箩筐的东西腾到一个筐里，把我抱到空出来的
筐子里，就这样，一头挑着东西，一头挑着我，爷孙俩说
说笑笑回到马家洲上外公的家。

外公在搞集体的时候就偶尔把家里的蔬菜、干辣椒、
豆子挑到场上去卖，又从场上买点盐和布等日用品回家。
等到分田单干后，外公如鱼得水，就挑着一担箩筐专门从
事一些小贩的活，以此来增加家庭的收入。记得外公的箩
筐真是一个百宝箱，筐里面的东西应有尽有，凡是寻常家
庭要用的，外公都会贩来卖，比如钱纸、香烛、干辣椒、茶
叶、鱼钩鱼线、筷子调匙、大蒜、老黄姜……

外公说过卖东西哪样赚钱，哪样好卖就去贩来卖。
可怜那时候缺乏交通工具，全靠外公两条腿挑着箩筐
走路。外公走过的地方可真大，上面到过中路铺、石湾、
茶恩寺，下面到过古岳峰、三门、伞铺，百多里路一天随
便打来回。为了能让家里富裕点，外公起早贪黑，四处
奔波，真是太辛苦了。他还心灵手巧，不但学会了发豆
芽菜，还会买来石蜡做红烛。每年快过年的时候，家家
户户都要买几支红烛敬神祭祖，而在年下这个时候是
外公最忙碌的时候，他每天晚上做烛做到大半夜。

我和表弟表妹们偶尔也会帮外公去做烛，削棍子、
裁草纸、滚纸筒、缠丝、化石蜡、上蜡，上二遍，上三遍，
有的大红烛要上七，八遍蜡，而且每次上蜡都要掌握好
时间，浸久了上次上的蜡就融掉了，每上好一遍蜡都要
摆好，不然做出来就不圆不好看。我觉得弄一会儿就累
死了，可是外公从来不急不燥，每道工序一丝不苟有条
不紊，有时候我们从睡梦中醒来，看到他还在做，他说
年底生意好，多做点备用。可是天一蒙蒙亮他又挑着夜
里做好的红烛出门去赶场了。

我的妈妈继承了外公勤劳，质朴，善良的品质，分田
单干后，我家搬到爸爸工作的三门街上住，妈妈在粮库
上班，每天也很忙。有一年过端午节时，因为雨水较多，
妈也轻松点，就想着接外公来住一段时间。左请右请外
公终于答应到我们家来，那天我早早到轮渡码头去接外
公下船，等轮渡靠岸后，一眼就看到外公挑着一担箩筐
出来了，箩筐里带了好多新鲜蔬菜和豆子糯米，都是给
我们的。吃罢午饭，外公上街去了，一会儿他回来说要贩
些东西回去卖。三门街上有一家做手工长蚊香的，我们
经常买回家熏蚊子，它燃烧时还发出淡淡的清香味。外
公说这个蚊香好，又不贵，他准备买点这个蚊香回去卖。
当天他把买好的东西装箩筐里，准备第二天搭轮船回
去，妈妈死活不肯让外公走，一定要留他多歇几晚。外公
拗不过妈妈，只好答应留下来。可第二天他又挑着担子
去莲花赶场去了，下午回来笑呵呵地说：“今天又赚了十
多块钱。”

每到过年是我们小孩子最开心的时
候，为什么？因为外公发压岁钱呀！
不管表哥表姐还是表弟表妹，都得
到过外公的压岁钱。我每次都盼
着拿外公给的压岁钱去买小
人书，至今我还保留着十多
本小人书，这些小人书绝大
部分是外公给的钱买的，它
让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少
年时代。

外公离开我们已经十五
年了，我也已为人父了，每每
忆起外公，眼前总浮现那一担
箩筐。外公留给我们的是他勤
劳，善良和坚韧不拔的品质，每
每在工作中懈怠了，我就以此警醒
自己，全力去做好每一件事。

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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