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家里临时有急事，一大
早赶到火车站。饥肠辘辘。

火车站对面林立着各种各
样的小饭馆。穿过斑马线，正对
面街角处有一家永和豆浆。心想
这个不错，抬脚就往里走。门外
一个中年服务员在不断地招徕
顾客，我都上了台阶，铁定是这
里的客人了，她急促的声音还追
在我的后面指示我进店。我心里
有些诧异，永和豆浆还需要这样
费心拉客？而且还这样急躁？弄
得像是南部山区那些在路边摇
旗截车的个体生意人。

但关注点不在此，也没觉得
怎样。

进到店里，迎面是窗口前的
两路纵队，这里是取餐处，点餐要
到里面的吧台。这个设置好奇怪，
没记得永和是这样的布局。取到
餐，是发乌的软塌塌的油条，完全
没有精神地横陈在盘子里。心下
有些嘀咕，怎么这么差了呢？还不

如羊头峪臭水沟畔的早点小摊
呢。托盘里也有些脏，有一种未能
彻底清理的仓促感和敷衍感。

因为只有一个人，我找了个
最小的桌，在进门处。也没再多
想，开吃。吃的过程中，旁边张果
老倒骑毛驴一样趴在椅背上的
一个男子，一直在对着传向店外
的麦克风重复地喊着：永和豆
浆，吉祥馄饨；永和豆浆，吉祥馄
饨……

开始我还不以为意。但是他
喊得那么执着，又在我的近旁，
慢慢地，我就被他吸引过去了。
他为什么总是要说“永和豆浆，
吉祥馄饨”呢？永和豆浆就很有
名，一说基本大家都知道了，为
什么总要八个字绑定在一起呢？

突然有了一丝灵光闪现，这
是个冒牌的永和豆浆！

为什么我会突然有这种灵
光呢？比如说，我的名字叫雨雪
霏霏，那么，“雨雪霏霏杨柳依

依”、“雨雪霏霏今我来思”是不
是我呢？

肯定不是。
我低头看看托盘，上面赫然

印着“ⅹⅹ豆浆”。再抬头，门上是
“ⅹⅹ永和豆浆”。我再仔细一看，
就更惊悚了。豆浆里还有细细的
纤维，不知从哪儿飘进来的。

继而想起各种山寨货，我很
想说的是：做自己，做好自己。

没有哪个名牌是天生的，各
个品牌都是创业者打拼出来的。
在别人功成名就时，你袭用人家
的名声，用一个似是而非的名字，
永远都在别人的阴影下生存。这
就像我们在小学时学过的课文

“狐假虎威”。别人对狐的到来显
示出惧怕，并不是因为狐，而是因
为狐旁边站着的百兽之王。别人
进你家的店，也并非因为你的货
好，而是因为你冒充的那个货好。

你冒充人家，你的质量却不
及人家，有些被蒙蔽的消费者会

以为是人家的质量降低了，你就
这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了人
家的名誉。如果顾客觉得你的货
好，那也只是以为他们信任的那
家货好，你只是帮助那家品牌增
长了自己的口碑而已。在这个过
程中，你获得了什么成长呢，除
了赚到几个钱？

徒徒赚到几个钱，而没有声
誉的积累、价值的增值，真是一
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山师附小的校训“做最好的
自己”，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楣
上镌刻的“认识你自己”，都是提
醒人们把目光收回自身。总是垂
涎别人的成就，致力于模仿，不
会有长远的发展。

想到新闻里曾经看到的“马
云假货质量更好论惹争议”。其
实假货和真品之间的问题，哪个
质量更好，并不是关键；有没有

信誉，讲不讲诚
信，才是关键。

2013年6月4日，一则新闻报道
迅速传遍省城济南的大街小巷。
当日上午9点多钟，在济南解放桥
北侧的BRT站台，一男一女拉着
一老太太准备向西过马路到历山
路西侧。结果，没走几步老太太就
不走了，这一男一女一直在旁边
拉扯老太太继续往前走。但又走
了几步之后，老太太索性坐在马
路中间，任凭那一男一女怎样生
拉硬拽，她就是不走了。惊人的一
幕发生了，只见那男的挥手朝老
太太就是两个耳光，老太太被打
倒在地，男的依然试图让她起来，
但老太太坐在地上不起来，嘴里
还嗷嗷叫着，男的就拖着老太太
往马路中间走。

此时，正巧有一辆公交车路
过，目睹此景的公交车乘客用手
机记录下当时的情况并发到网
上，顿时，网上一片哗然。省城的
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了此事，大
家愤慨的同时，开始揣测这一男
一女和老太太的关系，从年龄上
分析，应该是儿子、儿媳虐待老
人。因此，有的媒体标题直接是

“儿子儿媳当街殴打老人，天理
不容”。市委市政府对此事高度
重视，指示尽快查明事情真相。
历下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接受了
调查任务。中队长陈志宏的心情
不同以往，这位在刑侦战线工作
多年的老刑警，还是第一次受命
调查非刑事案件，事关济南形
象，他丝毫不敢怠慢，带领侦查

员马上投入到查找这三位相关
人员的工作中。

事发地是历山路一处十字
路口。陈志宏他们首先调取了当
天事发地路口的12处监控，没有
发现当事者进入周围居民楼或
单位的迹象。据分析只有一个可
能，他们是坐公交车或出租车离
开了此地。

在事发路口，公交车南来北
往的有多条线路，如果当事人是
坐出租车离开，不一定在监控范
围内，查找这三位当事人无异于
大海捞针，困难重重。

刑警就是刑警，他们有的是
办法。陈志宏和大家商量后决定
采取逆向思维，从当事者来的方
向查找。侦查员们调取了解放桥
BRT站台的监控，发现三名当事
人是乘坐BRT公交车到达马路
中央的，又通过路口的高清卡口
录像与BRT站台的监控录像准
确校对时间后，锁定他们乘坐的
是某牌照的BRT2公交车。

他们随即赶赴公交公司调
取此公交车上的监控录像，但不
巧的是录像硬盘损坏没有保存。
唯一的线索又断了。这点困难可
难不倒身经百战的侦查员们。他
们对该公交车从始发站燕山立
交桥到解放桥之间的7站，分别
调取周边录像，对三名当事人上
车地点进行查找。终于，在文化
东路西口站台的监控中发现了
三人的身影。

6月4日9时28分，三人出现在
文化东路西侧的BRT站台。侦查
员利用站台监控，发现他们是从
大润发的方向过来，大家连忙调
取大润发商场的室外监控，遗憾
的是在大润发商场外面的南侧、
北侧、西侧的道路上没有发现三
人的踪影。

大家分析，他们会不会是从
大润发商场室内穿过到达BRT
站台的？“调取大润发室内监
控。”在陈志宏的指挥下，终于在
大润发室内的一处鞋店内又捕
捉到三人的身影。

监控中显示，老太太腿脚不
太灵便，由那位中年妇女搀扶着。
打人的男子独自走在前面。三人
在鞋店逗留了十来分钟后离去。
他们从商场的过道内走出，朝文
化东路西侧的BRT站台走去。

从监控录像中看，老太太身
体状态不好，需要别人搀扶。他
们出现在大润发商场的时间是
早上9点16分，这说明应该是刚
从家里出来不久，而且家住在附
近。于是，大家把附近一小区当
做重点排查对象，在调取了某小
区监控录像后，果然又发现了三
人的身影，他们从小区的一处出
口出来。

追踪到这里，似乎看到了希
望的曙光，但问题又来了。发现
三人身影的某小区是开放式小
区，面积很大，里面的拆迁楼、单
位宿舍混杂，小区的道路四通八

达，三人具体是从哪个方向走到
小区出口的，又是一个难题。

通往小区出口的道路有多
条，陈志宏和大家分头把此处的
多条道路都走了一遍，汇总情况
分析认为，三人应该是从一条长
约300米的小路上出来的，因为，
此路上有一处单位宿舍，而且，
这条小路也是此处住户走出小
区唯一的道路。

通过入户走访调查，证实了
大家的推断。在此单位宿舍内，
找到了这三位当事人。原来，老
太太刘某75岁，打人的男子卢某
78岁，刘某和卢某是夫妻关系。
中年妇女是他们聘请的照顾老
太太的保姆。由于刘某体弱多病
且精神有些不正常，头发花白，
显得比丈夫卢某苍老许多。事发
当日，夫妻俩和保姆准备去卢某
的姐姐家做客，在历山路转车
时，刘某突然坐在马路中央不想
走了，还破口大骂，丈夫卢某很
生气，上前就扇了老婆两巴掌。
此时正好他们要过的路口变成
绿灯，卢某怕老婆犯病出危险，
就和保姆拖着刘某横穿马路，正
巧被公交车上的乘客发现并拍
下视频发到网上。至此，“殴打老
人”事件真相彻底查清。

不到一天的时间，陈志宏和
战友们就还原了“殴打老人”事
件的真相，平息了网上子虚乌有
的热议，我不禁为战友们精湛的
追踪、排查技战术所折服。

跟你讲讲田野里的事吧。我
的性格、我的人生甚至包括我的
未来，都是和田野有关的。许多人
都是，只是他们没意识到而已。

永生难忘的一次经历，和田
野有关。那是上初中的时候，一天
下午，我从居住的郊区走向田野。
开始的时候，是房子和空地，走着
走着，渐渐没了房子，只有种植了
粮食的耕地，再往前走，耕地没
了，看到的才是真正的田野。

所谓田野，人们会觉得是“行
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
饥饱之国可知也”中所说的那个
田野，也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所描述的那个田野，但我眼中的
田野不止这些，因为我发现过田
野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比如在走到接近田野深处边
缘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田野变
了，没有耕田，没有鸡犬之声相
闻，也没有了阡陌，田野像是在脱
离了人类的控制之后，突然舒展
开了身姿，展现出了它隐藏很深
的曼妙部分。

田野必须是要有河沟的，那
些河沟不是人工修建，而是天然
形成，河沟时断时续，时有时无，
但每段河沟必然有清水，清水边
必然有植物。我那边看到的植物
是芦苇，一棵棵的，摇曳生姿，沙

沙作响。有水有芦苇的地方，就有
鱼虫鸟类，它们自成一格，拒绝打
扰，但如果你固执地想要造访，也
无妨它们自得其乐。

喜欢这种被无视的感觉，因
为这样可以彻底解放自己的脚步
与心灵。真正的田野必然会让人
产生奔跑的欲望，于是你就会跑
起来，脚步轻盈，踩着大地的肌
理，那肌理分明是带着弹性的，
跑、跳、跨、迈……大地反馈给身
体的感触是不一样的，这会刺激
得你像兔子那样调皮，当然，你这
么肆意地奔跑，难免会惊动真正
的兔子，纷纷躲开你的路线，朝着
草丛深处奔去。

对了，躺在真正的田野里和
躺在最贵、最高级的软床垫上的
感觉，是相差无几的。真正的田
野，有让人无比愉悦的风，有时不
时过来挠你脸庞一下的草叶，关
键是，可以感受到来自大地深处
的那股无法形容的力量感，你会
觉得背部的肌肤正在与土地产生
联系，这时你会理解，那么多作家
把自己形容为“大地的儿子”其实
一点也不搞笑，他们一定是体验
到过这种幸福与安宁。

我不爱干地里的活儿。割麦
子会被搞得浑身刺痒，掰玉米会
在玉米丛中被热得要窒息，播种

挖坑的时候，每弯一下腰都会觉
得身体要被折成两截……但这些
都不妨碍我热爱田野。田野并不
要求你为它劳动，纵然你是个懒
汉，它也一样宽容地接纳你，无论
你在田野里怎样嬉戏，它都默默
接受，甚至会在某个时刻，微妙地
与你互动。

我记得那次田野之行一直持
续到黄昏，天色将黑，而田野漫无
边际，作为一名胆小的人类，我还
是快速地原路返回。但这次田野
所带给我的生命体验，一直深刻
地烙在我的记忆里。

这一二十年来，我住在城市
里，喜欢城市由高楼、柏油路、霓虹
灯、商场等构成的繁华景象，城市
越来越大，也像田野一样走不到
尽头，但城市肯定与田野不一样，
城市有规则，不允许野性；城市有
心跳，但温度不如田野那么明显；

城市是舒适的，但肯定是人工的，
和自然没有多大关系。在城市住
久了，会忘记田野，好在有那么点
记忆，总勾着人想像少年时那样，
再在田野里奔跑一回、寻找一回。

寻找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尽
管有心愿，但却从来没有行动力，
高速公路修得天南海北，可以开
车到最北的北方和最南的南方，
车轮子连一块真正的泥巴都沾不
上，但却没有真正地再一次走向
田野深处。不知道田野深处，那些
沟壑、水草与植物、飞鸟与走兽还
是不是原来的样子。

我把走向田野纳入了自己的
人生规划当中——— 不开玩笑，就
是这么郑重，想沿着当年的路线
再走一回，在趟过的地方再趟一
次，不知道闭上眼睛感受到旷日
的风吹来的时候，会不会仿佛感
到与一个陌生的少年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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