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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林

桑椹，别名桑葚、桑实等。在江南，我们习惯称它为桑

果。《本草新编》里有“紫者为第一，红者次之，青则不可用”的

记载。前不久，偶然又翻到中学曾读过的鲁迅先生的《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

皂荚树，紫红的桑葚……”恍惚间，桑果酸酸甜甜的味道又绕

上我的舌尖。

小时候，江南水乡的大部分人家都养蚕，桑树随处可见。

桑树树干很粗，大一点的皮裂开得很明显，和别的树很不一

样。听村里的老人说，这有一个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有关的

有趣传说。当年，王莽篡夺汉室，刘秀被赶杀。一天天黑后，

又困又乏、饥饿难忍的刘秀逃到了江南的一个大园子旁边，背

靠着一棵大树休息。此时，一颗熟透了的桑果正巧落进刘秀

的嘴里，酸甜的滋味使刘秀顿时忘记了害怕和劳顿，借着月光

便开始摘果子吃。吃饱后，他对着背靠着的那棵树说道，若是

将来我当了皇帝，一定封你为百树之王。殊不知，他靠着的是

棵臭椿，而真正止其饥渴的是臭椿后边的桑树。后来，臭椿领

了封号，桑树被气得树枝乱颤，寸肤皆裂。从此以后，桑树的

后代一律都是树干爆了皮的。

日前，与妻一同去探望父母。回来路上，看到有个农家采

摘园写着桑果上市的牌子，我俩一时兴起，在园主带领下走进

大棚，只见一棵棵枝叶茂盛的桑树挂满桑果，青色、紫红色，看

得我直咽口水。随手摘了一颗熟透了的桑果丢进嘴里，还未

等牙齿相碰，那酸甜酸甜的汁水随即在齿间流淌……由于成

熟的桑果还不是很多，我俩只选购了一篮。结果，还未走到车

上，我俩就迫不及待地吃起来，果汁将嘴角染紫，勾起了我的

回忆，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群顽皮的孩子，耳畔响起了一阵阵欢

声笑语。

孩童时期，每到初夏，村子小河边的桑树林就成了我们小

孩子的天堂。林子里，桑叶散发出淡淡清香，刚挂果时桑果碧

绿碧绿、毛茸茸的，漂亮极了。过不了多久，果子就变成红彤

彤的，等到红得发紫、紫得发黑时，我们这些小伙伴就急不可

耐了，结伴而上，大把大把采摘桑果。有的爬上枝头吃个够，

任凭汁水从嘴角淌下；有的则边摘边扔给树下的小伙伴们，一

起分享美味；有的干脆拿来报纸铺在地上，抱着树干使劲摇，

等成熟的桑果落下……吃完桑果，每个人的嘴上、脸上、手上、

身上全是紫色的印迹，看着彼此的“大花脸”，一个个笑得前仰

后合，甭提多开心了。不过也有“痛苦”的回忆，那时我们最怕

树上一种名叫“洋辣子”的毛毛虫。它一般附在桑叶上，一旦

被它蛰到，皮肤奇痒无比、疼痛难忍，我和小伙伴们都被蛰过，

甚至嘴角也被蛰得肿了起来，好几天不能正常吃饭。

情怀已酿深深紫，未品酸甜尽可知。多想再回到从前啊，

和小伙伴们一起享受摘桑果的乐趣。

（作者单位：湖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廖媚

“今年是毕业十周年，还记得我们的十年之约吗？”看着群里弹出的消息，

我一阵恍惚。

窗外的阳光透过指缝，流淌在桌面的案卷上，感慨涌上心头。十年，我早

已褪去校园学子的青涩，为人妻为人母；十年，我已不再是那个跟在师父后面

理案卷、打笔录的小丫头，开始接力敲响“千斤”法槌，践行“要努力让人民群众

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的承诺。

这十年，在各人民法庭和业务庭间辗转，变的是方位，不变的是每日感知

家长里短和人情冷暖，它们让我的法律知识得以运用发挥，而日复一日地接触

酸甜苦辣咸后，我的内心变得强大而丰满，曾经的“心苦”逐渐蜕变为“欣苦”。

记得刚入职那年，面对当事人的语言攻击，曾出离愤怒；面对当事人的威

胁恐吓，会自我怀疑否定；眼看当事人将自己斟酌后敲下的法律文书随意撕

扯、丢弃，更是觉得迷茫、彷徨。那时的我，曾不止一次质疑过自己的职业选

择。身边的老法官们敏锐察觉到我的变化，将常挂在嘴边的“怕什么，他们也

就是说说而已，官司输了，总是想要发泄发泄”变成了向我讲述他们的从业经

历：有被败诉的当事人跟踪、举报过，威胁恐吓过，也有因处理得当被当事人感

谢再三，送上锦旗。

而被质疑，似乎是每一名老法官讲述里的共通点，如何直面质疑也成了我

的“必修课”。

后来我慢慢“开窍”，开始努力打磨法官“利刃”，随时准备“亮剑”。因常怀

“本领恐慌”，我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流连于卷宗和法律解读、典型案例之间，

努力增加知识储备；闲暇时积极旁听疑难复杂案件庭审，边观摩边反复琢磨与

当事人的沟通技巧，提升争议焦点的精准归纳能力，着力提高业务素养；办案

之余，还积极参加案件研判，努力弥补知识空白，逐渐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工作

节奏与方法。

“世界这么大，能在案子里遇见也是缘分。小廖啊，不好听的话别往心里

去，谁让咱们办着‘他们的人生’呢？”渐渐地，如何妥善处理“他人的人生”成了

我面对“质疑”时最常思考的事。

记得审理过的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双方自行签订合同并约定房屋过

户等事宜。买方按约支付定金后，卖方却迟迟不肯配合办理过户，以致成讼。

经多次与当事人沟通了解，发现买方购房是为了尽快解决孩子上学的落户问

题，而卖方外债太多，双倍返还定金显然难以执行。面对买方对迟迟不予判决

提出的质疑，夹在利益平衡间的我进退两难。一纸判决易下，但后续的难题将

会摆在其他同事面前。辗转多次协调沟通，情理法三管齐下，最终双方达成调

解，并在一个月内妥善履行完毕，那是我面对“质疑”交出的最优方案。

今年是我入额的第四个年头，如今我身着法袍端坐台上时，不再像从前那

样会手忙脚乱，内心的笃定和坚毅让我变得更为成熟老练，也更坚信自己的努

力能帮他人排忧解难，实现个案公平公正。

有个老同志常和我们年轻人念叨，“我们办案不能一判了之，要尽量找到

根源，将矛盾连根拔起。不能怕麻烦，要不是真遇了难，群众也不爱和咱打交

道，咱得对得起这份信任。”这句话与众多箴言一起，陪我走过第一个十年。站

在第二个十年的起点，我想，不管历经多少个十年，它们都将继续提醒我坚守

初心、坚定前行。

（作者单位：温岭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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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桑果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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