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格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格言>>

13位ISBN编号：9787550609372

10位ISBN编号：7550609373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凤凰出版社

作者：格言杂志社

页数：1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格言>>

内容概要

　　本书分“指点?看苍穹”“行吟?凡人歌”“呢喃?西窗烛”“独行?追梦遥”“清谈?下午茶”“定
格?短镜头”六个章节，选取了一系列文笔细腻、寓意深刻的文章，展现不同作者笔下丰富隽永的人生
体会，有生存的奋斗、人生的喜悲，讲生活的复杂滋味以绵密贴切的笔调予以呈现，给人亲切、质朴
之感，引发读者的共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格言>>

作者简介

　　《格言》杂志是，以“开启语言智慧，彰显时代精神”为办刊理念的文摘期刊，作为国内第一本
以“提高读者语言修养和生存智慧”为主题的文摘类期刊，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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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在故宫看大门　　维一　　凡是听说我曾经在故宫做过警卫的，不管是生人还是朋友，给我的
第一句话往往就是：“你见过在故宫盗宝的贼人吗？
”我不想吹牛，坦白地告诉他们：“没有。
”　　1949年之后，故宫共出过五次盗宝的案子，依次发生在1959年、1962年、1980年和1987年四年里
，其中1980年接连两次，而五次全部都发生在珍宝馆。
　　从1976年到1978年，我在故宫警卫队当差，共两年零三个月。
我值守的锡庆门，正是监视珍宝馆的岗哨，要是碰上去珍宝馆盗宝的贼人，我本应是首当其冲撞见的
。
不巧的是，在我前头有过两回，在我后头又有三回，而我却一回也没有赶上。
虽说没赶上，可我见识过一回抓捕盗宝贼人的阵势，尽管那只是虚惊一场。
　　大部分人望文生义，认为既是珍宝馆，那里的珍宝一定价值连城，于是珍宝馆也就成了贼人觊觎
故宫的目的地。
殊不知故宫里哪件不是宝贝，又有哪件不是价值连城？
可是从故宫盗宝案的记载上看，内东路景仁宫、承乾宫和钟粹宫里的青铜器、陶瓷和工艺品，从来没
有贼人问津，连毗邻珍宝馆的书画馆，也还没有贼人下手。
贼人全是垂涎于金银珠宝，其中有个得手的贼，竟荒唐到将文物金册剪成碎金销赃。
既然盗贼盯住珍宝馆，也就只好对珍宝馆多加防范。
这就是我初到故宫时，管理部门特别设定锡庆门岗哨的用意所在。
　　锡庆门乃扼守南北主要通道东筒子的咽喉之地，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重要。
锡庆门岗哨的驻地就设在外奏事房南边的三间。
北面两间白天是珍宝馆的售票处，晚上是我们的值班房。
到了夜里，向北朝着东筒子的玻璃窗通通打开，房间里的电灯则全部熄掉，借着锡庆门上两盏路灯的
照明，整个东筒子一眼到底，洞若观火。
要是贼人想翻过宁寿宫的高墙，从东筒子潜逃，恐怕是插翅也难飞。
不过锡庆门的岗哨是设在宁寿宫宫墙外的，连皇极门都不能进去，当然无法发现养性殿里的动静，所
以其作用充其量只能是防备贼人得手之后的潜逃。
而更要紧的，是监视贼人潜入珍宝馆展室的一举一动，这才是防患于未然的根本所在。
　　警卫队里除了镇守故宫北部的第一小队和监控故宫南部的第二小队，还有一个特殊的部门，我们
俗称“值班室”，设在外东路北头的贞顺门外。
我刚到警卫队，就有人告诉我，那里安装了一套特别的仪器，专门在夜间用来监视珍宝馆内部的动静
。
尽管我也是警卫队的一员，但为了避嫌，在故宫的两年多里，我从来没有去过值班室，也从不打听其
中的究竟，虽然心中还是有一点儿好奇：那仪器到底是凭什么探测到里面的动静呢？
好在几次故宫盗宝案全是因为贼人惊动了报警器而及时破获，但仪器也偶有失手的时候，我赶上的一
次就是警报器失灵而引起的骚动，但由此让我真实感受了一回抓捕盗贼的实战气氛。
　　那是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本当值后半夜的夜班，但那天吃过晚饭很早就回到锡庆门的驻地应卯
，为的是听同组的老马聊聊他在故宫当警卫这二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
我们正说到打紧之处，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当班的小李一接，是值班室老孙打来的，说是警报器报警
，乐寿堂里有动静。
虽说警卫队保护国宝义不容辞，但我们并没有配备任何武器，连把防身的匕首都没有。
　　如今大事临头，众人见着什么就抓什么，我顺手抄起门外热力管道施工留在房檐下面的一根三尺
多长的废铁管，多少壮了些胆，一面奋力抖擞起精神，一面心中暗忖，这多年难遇的故宫盗宝莫非偏
偏就让我遇上了吗？
这时，只见顺着东筒子跑过来三五个人，手中的电筒射出耀眼的光柱。
凭声音听得出是我们一小队在神武门的几个弟兄赶来增援，故宫派出所的几个警察也紧紧跟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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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老孙从总钥匙房拿来钥匙，扯开下午封门后刚刚贴上去的封条，开了锁，进了锡庆门，带
着几个平素信得过的手下，直奔后面珍宝馆的乐寿堂，回头嘱咐我们几个只需在外面防守，不要入内
。
我一切听从上级安排，站在锡庆门外的小广场上，用眼在夜色里的高墙上漫无目的地来回逡巡，也是
个站脚助威的意思。
这时听派出所的警察小李子正在高声叫道：“要是真有大问题，市局的援兵立刻就到。
”　　听见小李子的这番话，众人底气更足了，异口同声地放声大喊：“千万别让这小子跑啦！
”“兔崽子，看我不收拾了你！
”一声比一声高昂，一声比一声激愤，既是吓唬贼人，也是给自己壮胆。
　　我们锡庆门岗除了老马之外，都是新近招来的“知识青年”，从来没见过这等阵势。
我夹在人群里，心里暗自嘀咕，这等强人敢到故宫盗宝，必是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若一旦冲到面前
，定要争个鱼死网破，还真是不得不防。
我把手中的铁管握得更紧了些。
但是又一寻思，盗贼做这等冒死之事，大抵都是单枪匹马，我们这里人多势众，想必不会有什么差池
。
　　想到这里，口中的大呼小叫也就更加嘹亮，和着众人的节奏，我将手中的铁管在箭亭前的砖地上
敲得震天响。
奉先殿和南三所平索在黑夜里从来听不到一点儿声响，此时却惹得藏在暗处的两群老鸹倏地飞起来，
一边呱呱地聒噪，一边在半空中不停地盘旋。
　　我们在外面打围的众人等了有个把时辰，正有些不耐烦，只见冲到里面的人总算跨出了锡庆门，
我们连忙上前打问。
老孙手提电筒，肘弯里挎着一大串钥匙，悻悻地说：“又是黄鼠狼叫春。
我早就说过，这仪器也该换换了，它就分不出来人声和畜声！
”　　我听了很是好奇，旁边有见多识广的人说给我听，这五百年风水不动的故宫，不管什么动物生
在这里全都成了精，就是叫春闹出的响动也大得多。
我这才知道过去也出过这样的笑话，便长舒一口气，知道今晚总算有惊无险。
事后我猜想，当时警卫队的警报器大概并不高明，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声音探测器。
当珍宝馆内响动的音量高于若干分贝以上，它就会自动触发报警装置，铃声大作，可它并不管到底是
贼人盗宝，还是黄鼠狼叫春。
我小时候参加北海公园里的少年之家无线电组，那时就学过这种装置的原理。
　　不久以后，又有两次值班室的报警器被自动触发，惹得大动干戈。
可开门检查，一次说是有扇玻璃窗没有关紧，被大风吹开，玻璃震碎，发出响动，另外一次还是黄鼠
狼作怪，惹得报警器发了威。
不过，正像烽火戏诸侯，也似“再而衰，三而竭”，后来我就完全没有那样紧张了。
　　还记得当初我刚进警卫队时，到东华门实习上岗，夜里我—个人在漆黑的大门洞里晃悠，门外就
是红尘万丈的东华门大街。
这时总听见身后有个人在咳嗽，像个老头子。
我吓得不轻，头皮发紧，双手汗湿。
后来警卫队有见识的人告诉我，其实那不是人声，是刺猬在叫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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