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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春天的早晨，电视
里几乎每个新闻频道都报
道了那件事。听起来好像并
不真实——— 在亚特兰大的
一个法庭上，一名男子杀了
一名法官和另外两个人，逃
了出来，消失在这个城市的
某个角落。

我看了这些报道之后
非常震惊，但并没有很在
意。当时，我刚刚搬了住处，
那个晚上，我从餐馆下班回
来，忙着收拾东西。然后我
匆匆出去买了香烟。虽然已
经是凌晨两点钟了，但我并
不害怕，因为那是亚特兰大
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区。

回到家，打开前门，我
听到背后有声音，转过头去
看，有一名男子正拿着手枪
朝我冲过来。我刚尖叫了一
声，他就用手捂住了我的
嘴，把我推进刚打开的门，
恶狠狠地说：“再喊叫我就
杀了你。”

我哭泣道：“不要啊，我
有个小女儿，她的父亲两年
前死了，我是她的全部。”我
的这些话全是真的，我的丈
夫麦克几年前被人持刀捅
死了，为了消除失去他的痛
苦，我恋上了毒品。

当时我正在努力戒毒，
我的女儿跟我的姨妈生活，
离我租住的地方不远。

那个男人进了房间，问
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摇了摇头。
他又问：“你没看电视

新闻吗？”
当然看了——— 电视上一

天到晚都能看到他，他就是
那个众所周知的法庭杀手。

我问他：“明天我要跟
女儿见面。我能去看她吗？”

他毫不犹豫地说：“不
行！”

他把我按到浴缸边缘，
用手枪对着我。想到女儿，
那一刻我非常难过。然后，
他开始说话了，他说，人们
要以涉嫌强奸罪为由对他
进行审判，“其实我是无辜
的。”

接着，他问我叫什么名
字。这时我感到有了一丝希
望，少了一点儿威胁，看来，
我有可能活着出去了。

我对他说：“我叫艾什
丽，我的女儿叫派奇。你有孩
子吗？”他说他有一个小男
孩，刚出生。我能听得出他既
自豪又难过，好像他已经知
道自己再也见不着儿子了。

男子打开电视，各个台
都在播报他从法庭逃脱的消
息，他烦躁地把电视关掉，开
始搜寻我的藏书，拿了一本
自助旅行类的，命令我为他
读几段。我们聊了各种各样
的话题，我甚至为他煎了一
些越橘饼。出于某种原因，他
似乎开始信任我了。

我告诉他：“你应该去自
首，你杀了人，你要为你所做
的付出代价。”他没有回答，
看起来也没有生气。又过了
大约7个小时，他问：“你几点
钟要去看你的女儿？”

我说：“大约就是现在
的时间。”

他说：“去吧。代我问候

派奇。”
在我走出前门时，他

问：“在你离开的时候，我可
以做点儿什么吗？”

我说：“你可以帮我把
镜子挂在浴室里。”

我一直开出了几个街
区，才敢停车给警察打电
话。我说了好多，警察才相
信我不是在骗他们，他们让
我回到我所住的小区。回到
那里时，突击队员已经把整
个小区包围了，直升飞机在
空中盘旋着。我看到那个男
子走出我的房子，挥舞着我
的一件白T恤。

回家后，我发现，他按
我说的把镜子帮我挂上去
了。很快，我收拾了房子，搬
出去跟我的姨妈住，从此再
未碰过毒品。

一年后，我和派奇搬进
了我们自己的一套房子。同
时，我遇到了一个老朋友丹
尼尔。2007年我和他结婚，
2008年我出庭为法庭杀人
案作证，我害怕看到他，但
丹尼尔告诉我，他看我的时
候脸上的表情是柔和的。

我从电视新闻上看到，
他被判终生监禁，不能保释。

派奇今年13岁，有了一
个1岁的弟弟。我现在是一
名放射技师，业余时间还进
行很多公众演讲。从某种角
度说，我很幸运那天晚上被
劫为人质。如果我没有使那
个人平静下来，他或许还要
继续疯狂地杀人；如果不是
因为这个，我可能还没有彻
底摆脱毒品。

人质
作者：艾什丽·史密斯·罗宾逊 翻译：南风

我总是喜欢买一些用处不大的东
西，以此来让自己感觉好一些，这不是个
秘密，但也不是什么让我特别骄傲的事。

我知道不单单自己是这样，每一次
在eBay网站上拍下一件东西，或是买下
一件降价促销的毛衣时，我都知道肯定
会有另一个有着相同心理的人，在和我
做着同样的事情。现在有众多的购物网
站，正如电视制片人琼·里弗斯所说：

“人们什么东西都会买，特别是那些他
们不需要的东西。”

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对于快乐的追
求，经常会把自己的导向迷失。我们会
把自己的欲望合理化，给自己一个追求
它的理由，从中获得一时的满足。尤其
在年底和新年的开始，好像更有理由犒
劳一下自己。大卫·林登在他写的《快乐
航标》一书中，详细地讲述了我们的一
些小嗜好是如何变成大欲望的。

无论是增加了体重或是增大了花
销，这种“犒劳自己”的想法不但给我带
来了麻烦，也影响了很多人。我现在住
在加利福尼亚州，据说这个州几乎有四
分之一的人体重超标。每次当我打开电
视机，都会看到一些鼓励你“犒劳自己”
的快餐食品广告，或是汽车销售商喊着

“最低价销售”。我们对“犒劳自己”已经
有了依赖性，这已经成了我们文化生活
的一部分，商家们看透了我们。或者说，
是他们先误导了我们。

当我想要犒劳自己时，不是去买吃
的就是去买衣服，但买来的大多是垃圾
食品，衣服不但很贵而且很少能穿着。
本来是想犒劳自己，结果却使自己的生
活质量下降。我想，不只是我有这个问
题。

后来，也许是因为我的想法更成熟
了，也许是因为衣服买多了反而不知道
该穿哪件好，总之我开始意识到，我应
该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犒劳自己。比
如说，犒劳自己可以让身体、精神和银
行存款等都越来越如人意的东西，而不

是以短暂的快感换取长久的烦恼。
作为一个网上购物的痴迷者，我在

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不假思考地买东西，
无论自己是在快乐时还是在烦恼时都
是这样。现在想想，如果我把这些钱投
资到一家健身俱乐部，而不是用来买糖
果，我的体形肯定比现在要好。看来，理
性思维在哪里都适用，生活中到处都存
在着选择。

但是，我可能永远不会有毅力彻底
抛弃比萨饼或远离夏季促销活动，但是
我知道了偶尔犒劳一下自己，和非理性
消费有着本质的不同。现在，我虽然不
再是个购物狂，但是给了自己一个最大
的奖励：时间。

在做出一个头脑发热的决定之前，
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在劳累一天之
后，静静地想一想，什么东西可以给自
己带来真正的快乐。我们曾经给过自己
多少这样的时间呢？现在开始吧，安静
地思考一下，好好地犒劳一下你自己
吧！

错 了

就 改
●12月21日A4版《炒作

“末日论”就是为了捞钱》
“‘末日’谣言在宣泄中放大”
部分第四段最后多出一个

“以”字，应删去。
●12月24日A8版《首届

青年创业论坛26日举行》文
中“山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厅”应为“山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

●12月25日A2版《极寒
天，农民工需要的不是鲜花》
第五栏“刘卫红”应为“刘红
卫”。

●12月26日A26版《鲁
能报价前法国国脚》第一栏
倒数第三行：“而他在足球经
理中超高的数值和潜力”，

“经理”应为“经历”。
●12月27日B3版《冬日

登华山》第五段“北魏地理学
家俪道元”，“俪道元”应为

“郦道元”。
●12月28日A2版《直言

者的恐惧不是自生的》第二
行：“前河南省政协常委赵克
罗就像拳击场上一名孤独的
拳手”，赵克罗是现职政协常
委，“前”字应删去。

●12月31日A16版《请
别糟蹋音乐情结》第三段

“《友谊地久天长》是英国电
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曲”，

“英国电影”应为“美国电
影”。

（感谢读者祝建波、周而
复始、张召来、胡安仁的批评
指正）

明天会更好

《寒潮冷暖》是名副其实
的关注民生冷暖，一个个极寒
天气下为自己、为家人、为他
人挥洒汗水的人，让我们心生
感慨。压题照用的是封面《风
雪母爱》的照片，“风雪母爱”
柔情中透着坚强，看了照片很
容易流泪，更容易联想到“心
忧炭贱愿天寒”的场景。报道
很到位，我们很感动。

读者 周广清
策划这组报道，目的是想

把目光和镜头对准城市边缘
群体，揭示这一群体在极寒天
气下的“众生相”。作为参与记
者，我真切地看到、体会到这
些人生活的艰难和不易。通过
报道，希望能唤起社会对他们
的关注和尊重，更希望他们的
生活能变得好一点，哪怕只是
一点点。 记者 赵伟

到底何时借的钱

12月27日A13版《债主
追债20年讨回950万》文中第
二段写道：“63岁的胡女士于
1997年至1999年期间，先后
共借给张某 3万余元”；文章
最后一段：“胡女士说，1994
年，她和其他7位债权人到无
锡找张某讨债”。两处所说胡
女士是同一个人吗？如果是，
那到底是哪些年份借出去的
钱？民间借贷因为是熟人，很
少有借据、担保人，并且会出
现一借再借的情况，如果能探
讨一下深层原因则更好。

读者 文暖
胡女士是在 1 9 9 7 年至

1999年借钱给了张某，文中
“胡女士说，1994年，她和其他
7位债权人到无锡找张某讨
债”有误，应为2004年。从1994

年开始就有早期借钱给张某
的债权人开始讨债，但他们互
相并不知道，是在多年的讨债
过程中聚集起来的。

记者 张歆然

付黎明：12月26日A5
版《破冰趟水挖藕人》，与
12月22日晚报首页的《风
雪母爱》的图片相互照应，
体现了挖藕人、卖菜人的生
活艰辛，在视觉上打动人
心。《破冰趟水挖藕人》的报
道，让我们想到餐桌上美味
可口的嫩藕，来自于挖藕人
的艰辛和坚韧。

编辑者说：李庆军十几
岁就给人挖藕，今年已经55

岁，是名副其实的“挖藕
人”，吃藕的时候，可不能忘
了他们。这篇报道，图片、文
字、版式都不错，属于锦上
添花。

刘学英：12月26日A25
版《马齿渐老，尚能饭否？》，
文中“东欧教练是否过时”
部分：“几年前，桑特拉奇在
执教中超陕西队之时，曾在
西安接受本报记者的专
访”。此说有误，桑特拉奇曾
于2011年7月至9月担任陕
西人和浐灞队主教练，是

“一年前”不是“几年前”。
编辑者说：“一年”就是

一年，“几年”至少在三五年

吧，这可不是一回事儿。
刘学英：12月27日A3

版《8小时，由冬至“春”》，
副题“京广高铁开通运营，
首末站温差30℃”，这里的
温差夸张了点。据文中介绍
首末站的温度分别是-5℃
和22℃，相差27℃，副题中
的“温差 30℃”应为“温差
27℃”或“温差近30℃”。

编辑者说：读者指正有
理。首先说，以温差之大照
应南北跨度之大路程之远，
思路是好的。26日京广高
铁运营首日，把温差表述为
27℃或者近 30℃都可以，
说成 30℃则不符合事实。
当然，在不同日子里，温差
小于或大于30℃都是可能
的，那就可以说成“冬季温
差30℃左右”。

艾明华：12月27日A13
版《民警告新浪微博“不作
为”胜诉》，民警告新浪微博
是一审的结果，因此标题不
应该说是“胜诉”，只有二审
终审也是如此结果才能够
说是胜诉。

编辑者说：一审胜诉二

审也可能胜诉，一审胜诉对
方可能不上诉，由此说孙警
官“胜诉”并无不妥。胜诉这
一概念，法律上并无规定。
从当前大形势判断，我个人
认为即使对方上诉也难以
改变一审结果，所以，这个

“胜诉”是可靠的，这条新闻
是有价值的。

李玉美：12月28日A5
版《菜农笑称是“棚奴”》这
篇报道，内容介绍的是一个
人——— 刘冬梅，但从照片
看，显然不是一个人，建议
照片的文字说明更清楚明
白一些。比方这样写：刘冬
梅看着即将上市的茄子，脸
上露出微笑。

编辑者说：虽然只加上
“刘冬梅”三个字，但图片和
文字呼应得更紧密，文中主
角也由此清晰亮相，读者建
议很好。

段玉文：12月28日A13
版《企业安检收取 1500元
专家费》，收费后不开具任
何收据发票，安监局人员让
企业自己想办法。不开票
据，钱去了哪里？让企业自

己想办法做账，想什么办
法？这不是逼着企业合法的
路不走，非要走歪门邪道
吗？

编辑者说：安监局要检
查，安监局的人没见影儿，
只来了三个“专家”，都是

“市专家库的专家”，每人
500元走人。不给发票，给发
票就合理合法，就符合党规
政纪吗？总之，这属于中国
式监察执法。

苏小北：12月28日B8
版配图是 4 位著名作家。
除了莫言和严歌苓，剩下
的两位是刘震云和马原
吗？希望类似的配图可以
标注一下。因为我们的时
代我们的民族已经摒弃了
纯文学阅读，作家不是搞
娱乐的，对于这些名家很
多读者都不面熟。

编辑者说：就我而言，
除了“认识”莫言之外，右上
角那人看着很像传说中的
贾平凹，另外的一男一女，
估计熟悉的人也不会多。编
辑举举手，读者就很方便，
何乐而不为？

读者评报欢迎投稿：qlwbdz@163 .com 评报员之窗

瀑布成冰雕

在济南南部山
区，曾经水花四溅
气势夺人的瀑布，
被严寒冻成了冰
雕。得之天然，别有
情趣。

拍客 马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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