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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担任过宝鸡
机务段解放型2187专包
机车组司机长 ，宝成线
宝鸡——凤州区段实现
电气化以前 ，我们车一
直担任这个区段的特运
任务 。一些 中央领导视
察宝成铁路 ，都是 由 我
们车 班 牵 引 着 上 的 秦
岭。

我记得那是在1958
年春季 ，我们又接到了
整车待命的任务 。平时
整车只要需五六天 ，可
这次却整了十七天 。一
天傍晚 ，我们把车开到
宝鸡车站 ，大约十点钟
时，专列 由 东边开过来
了。车挂好后 ，只见我
们段长张浚和李永走过
来了 。李永 当 时是全国
铁总的副主席 ，曾担任

过“毛泽东号”机车组
第二任司机长 ，多次陪
同中央领导到宝成铁路
来视察 ，上过我们车 ，我
认识他 。他笑着拍着我
的肩 膀 说 ：“这趟任 务
很重 要 ，要 绝 对 保证
安全 ，拉 的 是 谁 ，你
也明 白 ，平时 你 咋干 ，
今天仍然咋 干。”我 早
就发 现 站 台 上 警卫 的
气氛和往 日 不 同 ，顿 时
我知 道 我 们 是 在为毛
主席开车 ，兴奋和幸福
倾刻 就 涌 进 了 我 的 心
间。我们开 车 离开 宝鸡
站不久 ，李永就坐在了
我的位子上，亲 自 拉着
汽门把 ，向秦岭飞驰而
去。

当专列到达观音 山
站后 ，李永下了机车 ，
回专列去了 ，我开车又
到了青石崖车站 。这个
车站是筑路工人用 五百
多吨 炸 药 一 次 炸 出 来
的，刘少奇 、贺龙等领
导都 曾 在 这 里 下 车 视
察，他们还专门到机车
前来嘘寒问暖 ，和我们
拍照留念 。我多么希望
毛主席 也 能 下 车 看 一
下啊 ，可是一看四周黑
乎乎 的一片 ，什么也看
不清 ，我 自 己也不 由 得
笑了 。我只好深情地回
头望 着 专 列 车 窗 的 灯
光。车 在 秦 岭 站 停
稳以后 ，从专 列 上 下
来了 一 男 一女两个秘书
模样 的 同 志 ，把 面 包 、

香肠 、
油炸鱼
送到车
上，说
是“首
长让我
们送
来的”。我 激 动 得 赶
快脱 下 手套 ，把手在衣
服上 抹 了 抹 ，接 了 过
来，递 给伙 计 。我们三
个人谁也舍不得吃 ，眼
睛却都湿了 。

列车 到达凤州时 ，
早已 是 后 半 夜 了 ，可
专列 窗 户 里 依 然 亮 着
灯光 。我们摘 了 车 钩 ，
开到 侧 线 上 ，我 和 伙
计们 虽 说 早 就擦 完 了
车，可 谁 也 不 愿 回 公
寓去 。直 到 给 了 发 车
信号 ，专 列 从 我 们 旁
边驶 过 ，我 们 还 望 着
专列 尾 部 的 红 灯 ，久
久不愿离去 。

流行 色 与 川 菜 馆
张绪 田

生活 总 是丰 富 多 采 的 。但这 并 不 是所有人都
能理解 。

记得 “文 革 ”那 阵 ，一 些人天 真 地认 为 ，只
要形 式 上一致 了 ，全 民 的 思 想也就统 一 了 。因 此 ，
国人 不 分 男 女老 幼 ，着 装 一 律是 蓝 色 或绿 色 ，少
有杂 色 。但遗憾 的 是 ，人们 的 思 想 却 恰恰就是 那
阵子 搞乱 的 。

爱美 是 人 的 天 性 ，各 取 所 好 ，各 得 其 所 ，
才能 使 生 活 变 得 五 彩 缤 纷 。随 着 改 革 开 放 ，人
们告 别 了 昔 日 的 “清 一 色”，开 始 追 求 起 “流
行色”来 ，就连许 多 上 了
年岁 的 人 ，也 学 着 年轻人
的样 子 ，穿 起 了 各 种款 式 、
各种 颜 色 的 时 装 ，这无疑
是一个 不 小 的 历 史进 步 。
但是 ，在 流 行 色 的 背 后 ，总 能 看 得 出 一 种 盲 从
来。记 得 前 些年 ，费 翔 在 西 安 唱 了 个“一 把 火”，
很短 时 间 便 在 一 些 大 男 少 女 中 流 行 起 大 红 衬 衫
来；后 来 ，又 有 一 位 电 影 名 星 登 台 时 穿 着 一 件
拖地 白 裙 ，于 是 ，白 衣 白 裙 便 流 行 于 世 。由 此
我想 ，当 年 的 “清 ”一 色 未 必 就 不 是 一 种 流 行
色，由 于 流行得 既 广 且 久 ，最 后 就会 变 质 为 “清
一色”。

穿着 是这样 ，吃饭也是如此 。这几 年 ，吃 的
花样也在 不 断 翻 新 ，南 北风味 ，传 统名 吃 ，中 菜
西餐 ，一应上 市 ，可 谓 繁 华 ，但 时 间 一 久 ，一 些

地方便流行起川 味饭菜 来 。笔 者每
进省 城 ，都要途经 关 中 一个小 镇 ，
发现沿街大 小饭馆 门 前 ，清 一 色 地
悬挂 着 “正 宗 川 菜”、“川 味 小 吃 ”
的招 牌 。门 前冷落 ，就餐者甚 少 。
我原 以 为 这个镇上 的 居 民全部 由 川
迁移 而 来 的 。但 一 打 听 ，全 是正 宗
的关 中 人 ，一 年四 季就连过往 的 川
客也 是 极 少 的 。那 么 ，他 们 为 什 么 不 卖 当 地 风味
的饭 菜 而 清 一 色 地 卖 川 菜 川 饭呢？归 根 结 蒂 ，无

非是 赶 时 髦 。

仔细 分析 ，我们 中 国
人是 吃 够 了 赶 时 髦 的 苦 头
的。“大 跃进”时 ，上边
号召 抓钢 铁 生 产 ，从城 市

到农 村 ，不 管 有 没 有 条 件 ，到 处都 建炼铁 炉 ，结
果，劳 民 伤 财 ；前些年，“家 电 热 ”兴起 ，一 些
工厂 便 不 顾 国 情 ，盲 目 转 产 ，大 量 生 产 电 视机 、
电冰 箱 ，而 一 些 生 产 生 活 必需 品 却 无人 问 津 ，结
果，由 于 产 品 质 量低劣 ，造 成积压 。这些教训 是
何等 的深 刻 ，

干什 么 事 情 都 不 能 盲 目 地 随大 流 、赶 时 髦 ，
只有保持 自 己 的 特 色 ，并 不 断 发扬光大 ，才 能 显
出真正 的 美 来 ，何必去 盲 目 地从众？既 然 是具有
特色 ，那就 不 妨各 领 风骚 ，只 有 百 花齐 放 ，才 能
反映 出 生 机盎 然 的 春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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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壶 口 瀑 布

聂建 明

大川 浩 荡 分 秦 晋 ，　禹 帝 功名 此处 昭 。
雾卷惊雷 十 里路 ，　虹飘细 雨 一 弯 桥 。
接天 浊 浪排 壶 底 ，　闹 海 水蚊啸 龙糟 。
专心 不 遗开创 志 ，　奇 观深锁历 千朝 。

秦陵 出 土 的 刑 具
张文 立

秦陵 出 土的铁器中 ，有一
类铁器 ，应该单独提出来认识
一下 ，这便是刑具 。秦陵出 土
的铁刑具 已知者有铁钳14件 ，

桎一件 。铁钳是
套在 脖 子 上 的
刑具 ，钳体宽 2
厘米 左 右 ，厚
近1厘米 ，可 以
用锁 锁 上 。桎是
套在 脚 上 的 刑
具。套在脚上的
两个铁圈 ，各由
两个半圆合成 ，
用榫铆套合 ，用
铆钉钉住 ，圈 厘
1 厘米 ，宽3厘米 。
两个圈 中 间 ，用
长方形的四节链
环连结 。铁圈 上
可用铁锁扣锁 。
这两种刑具制造
得很 实 用 ，及 至
两千 年 ，也 变化
不大 ，可见其巧
思。

以上 刑 具 ，
在脖 子 上 的 是
钳，也 叫 杖 ，演
变到 后 世 就 是
枷。桎和梏是连
用的。《说文解

字》说 ，梏是 “手械也”，演变到 以
后便成了手铐 ；桎是“足械也”，
演变到后来便是脚镣 。手铐脚镣
便是梏桎 。秦陵没有发现梏 。是
为了 让人们用 手 劳动 ，所 以 只是
系住脖子和脚 ，以免逃亡 。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监
狱和刑具并生 ，是统治阶级镇压
被统治阶级的重要工具 。古代犯
人入狱 ，一是系缚 ，二是桎梏 ，
系缚用法绳 ，是黑颜色的 。桎梏
便是较重的狱具了 。刑徒在修建
秦陵时 已不在狱中 了 ，但对不少
人还是使用了狱具 ，加以管理 ，
可见刑罚之严酷 。所以 ，有人曾
经说 ，修秦陵 ，是全国人民的一
种共 同愿望 ，是带着对始皇帝的
精神崇拜来修陵的 ，是心甘情愿
的。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其
实不仅是修秦陵是带有强迫性 ，
就是为了给国家搞运输 ，也是带
着强迫性的 。许多人穿着赭色的
囚衣 ，带着刑具 ，行进在道路之
上，为军队运粮 ，或为国家服役 。
修秦陵的刑徒 ，所穿的赭色囚服 ，
现在是看不见了 。但刑具 尚存 。

秦陵出 土的铁刑具，向我们
反映了 一种严酷的社会现实 。秦
代最高统治者严酷的统治 ，到了
社会底层 ，便把全国变成了大监
狱。而严酷的统治正说明了统治
者的心虚和统治的不稳 。另外 ，

这种状
况，也
向后 世
说明 ，
当时创
造这些
物质文
化及精
神文化
的人
们，是在怎样一种社会环境、生
产条件和心理状态下劳作 的 。这
些内部和外部的影响 ，自 然要反
映到他们物化了 的作品中 去 。这
也是我们认识包括兵马俑在 内 的
秦陵文物的一个重要契机 。

陕南 钓 “坨坨 鱼 ”
朝霞

陕南镇 巴一带 ，山大沟深 ，溪
流纵横 。但每逢暴雨 ，群群游鱼被
浊浪冲呛得晕头转向 ，饥饿难忍 ，
便纷 纷窜 到河边 。这正是 山 里 人
钓“坨坨鱼 ”的 大好时机 。钓 者一
般都在线头捆绑上三 、五条蚯蚓 ，
往水中一投 ，若见线头 下沉或凭
手感 ，往上提竿就是一“坨”，少则
一、两 条 ，多 则 三 五 条 鱼 。其单 尾
体重 一般 都不超过50克 。它们性
格愚笨 、吃食贪婪 ，在浑水的冲呛
下更是饥不择食 ，每每被拉 出 水
面时才恍然大悟 ，但松 口 已 为时
过晚 ，最终还是落进了 “抄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