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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天娇

　　

　　法医秦明2023最新作品《白卷》正式出版。作为安

徽公安机关资深法医、国内畅销悬疑作家，秦明将笔触

聚焦当下备受关注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我是一个法医，也是一名父亲，多么希望这是我

看到的最后一具尸体。”这句写在《白卷》封面上的话，

正是秦明的心声。书中通过改编一个个真实案件，探讨

如何构建健康亲子关系，防止家庭悲剧的发生。

　　这张亲子关系的“考卷”要如何作答？“白卷”之下

又有怎样的秘密？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对秦明进行了

专访，听他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避免悲剧

　　由于法医工作性质，秦明时常会接触到青少年非

正常死亡案件，而作为一名父亲，他最怕的就是看到青

少年的尸体。

　　“每当看到这些年轻的孩子躺在冷冰冰的解剖室

里，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一个孩子的死，足以摧毁一个

家庭，如果去探究酿成这些悲剧的原因，你会发现很多

悲剧都是可以避免的，可能只需要一句话、一次关心、

一个拥抱就可以挽回一个鲜活的生命、挽救一个家庭

的破裂，这种阴差阳错，到最后的无力回天，真的让人

十分唏嘘。”秦明说。

　　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中的作品，每一季都会探讨

一个社会问题。在新作《白卷》中，秦明探讨的就是青少

年心理健康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秦明说，

对于父母，希望他们看过这本书，能更加关注孩子的心

理状态，思考怎样构建和谐健康的亲子关系；对于孩

子，希望他们看过后在遇到问题时能有积极的心态、正

确的方式去看待问题、处理问题，不要因为一时情绪而

冲动做事；也希望更多的人看过后，能够留意身边的青

少年，敏锐捕捉到他们发出的“求救”信号，在他们出现

心理问题时能够及时施以援手，可能就此会改写他们

的人生。

　　至于新书为何取名《白卷》？秦明解释说有两层意

思，对考试交白卷的孩子而言，他们一定不是不

会写试卷，更多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表达

心底的反抗，在亲子关系之中往往是对

自己的自由被干涉、自尊被践踏的

反抗；而父母一旦处理不好，酿

成了悲剧，对于他们而言，无

疑也是交了人生的白卷。

　　“也有读者把这个卷

子的卷解读为卷起来的

卷，让父母和孩子不要卷，卷来卷去也是白卷。”秦明笑

着说，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解读。

改编令人心碎案件引发思考

　　秦明说，为了写《白卷》，他花了两到三年的时间策

划，其间收集了很多让他自己感到意难平的案件。这本

书也是根据这些“令人心碎”的真实案件改编。

　　有两个案件令秦明印象深刻，一个是青少年犯罪

案件，涉案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困难家庭，父母和弟弟都

是残疾人。孩子的成绩很好，一边读书，还一边照顾家

人。巨大的生活压力，让他渐渐地心理失衡，对生活产

生了厌倦，最终用液化气毒杀了家人。

　　“这个案件让人不禁思考，犯罪的孩子之前就是坏

人吗，我想并不是。对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来说，关

注孩子心理健康，推进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秦

明说。

　　还有一个案件涉及电信诈骗。涉案的孩子掉入了

电信诈骗的陷阱，在网上被骗与他人裸聊，后来又被犯

罪团伙以此威胁索要钱财，孩子觉得羞愧难当，不知道

如何处理，最终酿成了悲剧。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庭悲剧是电信诈骗导致

的，所以各地公安机关近年来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

持续加大反电诈的宣传力度，我也希望通过小说创作，

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以提高全民反诈的意识和能

力，增强群众的警惕性和免疫力。”秦明说。

塑造不同家庭探讨亲子关系

　　在《白卷》中，秦明塑造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家庭，通

过这三个家庭的故事，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关于亲

子关系的启发。

　　秦明介绍说，第一个家庭是一个单亲家庭，父母望

子成龙，极为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无论做什么都围绕

着学习，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心理状态，导致孩子心理出

现问题；第二个家庭是一个“对抗式”家庭，父母喜欢用

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孩子又特别叛逆，导致家长与孩

子之间产生激烈对抗。这样的父母其实知道亲子关系

存在问题，但他们认为孩子是自己的附属品，想怎么教

育就怎么教育，对这些问题选择视而不见；第三个家庭

是一个“小心翼翼”的家庭，父母有着汹涌澎湃的爱，但

生怕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在与孩子相处时特别小心翼

翼，而这种爱让孩子产生了“窒息感”，即使出现问题，

也不敢跟父母说，害怕让父母伤心失望。

　　“这三种家庭的亲子关系都是不正常、不健康的，

在当今社会具有一定代表性。虽然我亲身经历过很多

案件，但要探究起来，是什么导致不健康、不正常亲子

关系的形成，或者换个角度说，如何构建正常的亲子关

系，我想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秦明说，每个家庭的相处

模式不一样，家庭成员的性格也不一样，自己写的书也

不是“教材”，如何构建和谐健康的亲子关系，需要所有

父母和孩子去思考。

书中藏着孩子们的“心里话”

　　记者了解到，秦明创作《白卷》的三年，也是他儿子

读初中的三年。他和爱人铃铛姐姐对孩子的教育理念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我工作很忙，孩子的学习生活主要是铃铛姐

姐在照顾，以前她也‘鸡娃’过，紧盯孩子的成绩，但后

来我们认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

的附属物，他们需要自己的空间和尊严，而且人生的道

路有很多种，每个人的人生境遇也不一样，学习好、会

读书既不是决定人生的唯一因素，也不是决定性因

素。”秦明说，他们现在把重心放在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上，不会过于关注孩子的成绩，而是注重培养孩子的心

理素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希望孩子日后在遇到问题

和挫折时能够很好地解决，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

　　在创作过程中，秦明还设计了关于亲子关系的问

卷，问过儿子及青少年读者的意见。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希望爸爸妈妈对你

是什么样的态度？’我儿子的回答是‘希望爸爸妈妈不

要太关注我，不要把精力放在我的身上。’很多青少年

读者在回答‘最不喜欢听到父母哪一句话’时，答案出

奇的一致———‘我是为你好’。”秦明说，这引发了自己

的思考，这句话其实没有伤害性，为什么孩子们不想听

到呢？

　　“孩子们跟我解释说，他们不认为父母是真的为自

己好，自己考试考得不好，父母会觉得没面子，不愿意

去参加家长会。考得好了，他们就会发条朋友圈炫耀。

父母所谓的‘为我好’，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和虚

荣心。孩子们的心里话，我也渗透到了作品里。”秦

明说。

掌握“边界感”学会接受平凡

　　秦明说，自己也是第一次做父亲，和很多父母一

样，之前遇到一些亲子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在创作

《白卷》过程中，自己也在不断思考，有了一些体会和

感悟。

　　“第一，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教育孩子要掌握‘边

界感’，虽然孩子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但绝不要践踏

他的‘领地’。第二，要有甘于平凡的勇气。我们自己是普

通人，要接受孩子也是普通人的现实。有读者说，我们要

接受自己的父母是普通人、自己是普通人、自己的孩子

是普通人，我觉得说得很对。第三，要让孩子认识到，‘不

为过去而懊恼，不为将来而焦虑’。这句话我在书里也有

写到，要让孩子不要纠结于过去和未来，活在当下就好。

当然，这只是代表我个人观念。”秦明说。

　　令秦明非常感动的是，在《白卷》出版后，他收到了

比以往新书更多的读者来信，有的读者说看完书能理

解父母了，有的读者说正在尝试改善亲子关系。有一个

读者在信里写道，因为父母很宠爱自己，总觉得要给这

份爱投以相应的回报，比如说要用好的学习成绩让父

母开心，不然就觉得对不起父母，这让他感到压力非常

大。读完《白卷》后，他豁然开朗，懂得了父母的爱是不

需要回报的，父母是真心希望自己能过好人生。因为理

解了父母的想法，他跟父母沟通也变得顺畅了。

　　“读者的每一封来信，我都仔细地看了，非常感动，

也非常欣慰。正如我之前所说，《白卷》不是一本工具

书，也不是亲子关系的‘教材’，只要能激发大家对青少

年心理健康问题、对构建和谐亲子关系的关注和思考，

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秦明说。

漫画/高岳

这些故事改编于令人心碎的真实案件

□　蒙华

　　

　　我父亲喜欢吃苦瓜酿。岭南的农历五月，苦瓜正当季，父亲便会不时叫家人做苦瓜

酿。苦瓜酿更是端午节我家必备的菜肴。

　　父亲是村里的医生，生活很简朴，但他对喜欢吃的菜品很讲究，可以用“精益求精”

来形容。他对做苦瓜酿的要求就是如此。

　　做苦瓜酿选材是关键。老家的苦瓜基本上是两个品种：一种是修长的，表皮没有棱

角，瓜形头大尾小；一种是短粗圆柱状的，表皮棱鳞凸现，皮厚色深。父亲总是二者兼顾，

挑选色泽鲜亮、均匀周正、成熟度刚好的苦瓜。

　　小时候，每次家里做苦瓜酿，我的任务就是切苦瓜，并挖出苦瓜肚里的瓤和籽。我先

是把这些苦瓜切成一段一段的，每段约三寸长，切口要斜切，不能平切。然后再把瓜瓤和

瓜籽清掉。有的苦瓜的瓤和籽连得很紧，小孩的手指不够力挖出来，我就会用筷子捅松，

再用手去抠。最后用水洗干净挖空后的苦瓜，我负责的这道工序才算完成。

　　我三哥的任务是剁肉馅，馅的主料一定是鲮鱼。为丰富馅料还可再配些半肥瘦猪

肉，猪皮要剥出来，然后手工把鱼和猪肉剁成肉饼。剁肉饼需要耐心，要用力慢剁，把肉

剁得细小均匀而有弹性，最后还要手拿起馅往砧板使力摔打几次，让馅起胶状。剁肉刀

声密集而有节奏，那时候感觉像音乐般悦耳动听。馅还要加一点陈皮八角之类的配料，

再加点糯米粉，使其有黏性。至此，真材实料的肉馅就成了。

　　随后就是一家人齐上阵，把肉馅装进苦瓜，一定要把馅塞满压实，并稍凸出一些在

皮外面。最后把苦瓜酿一个个轻放到大锅里，堆放整齐。

　　煮苦瓜酿也很讲究。首先把事先煮好的猪骨汤倒进装有苦瓜酿的锅，连同猪皮一起

煮。水要合适，过水面三节手指高为宜。火也不能一直是猛火，水开后，就要用中火和文

火各小煮一段时间。关火后，不能马上开盖，最好焐上半小时。肉汤煮开以后，配合火候，

苦瓜皮都已经入味了，瓜有肉味，肉有瓜味，相辅相成，一大锅香喷喷的苦瓜酿就做

成了。

　　第一次煮的时候一般是刚熟就可以了，表皮略点绿色。第一餐吃时有点苦味才好。

若第一次就过熟，第二次第三次再煮时，苦瓜酿就会烂熟，甚至会软身脱馅，味道也会打

折扣。

　　我感觉苦瓜酿是第二天最好吃。那时，馅的味道已经完全渗透到苦瓜的皮层里面，

苦中带甘，甘中带鲜，滋味丰富。这就是苦瓜酿，我和家人的佳肴。

　　父亲不一定都参与这些制作工序，但一定是“总监工”。父亲对做苦瓜酿的要求近似

苛刻。但那时我妈要照顾尚小的我和姐姐，还要忙农活家务，所以她做的苦瓜酿自然也

达不到父亲的要求。每到端午节，或者是已分家的大哥过来帮忙，或者是外出工作的三

哥回来做。有时也会叫邻村的大姨妈过来帮忙。我大姨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尤其是擅

长做各种过节菜式，做出的苦瓜酿味道也是最好。

　　苦瓜酿做好了以后，端午节当晚，一家人便会饱餐一顿，主菜其实就是苦瓜酿一种。

在二十世纪70、80年代的农村，苦瓜酿已经是佳肴，我们几兄妹不觉得菜式单调，总是吃

得津津有味。从做医生的父亲角度看，苦瓜酿清热正气又新鲜美味，小孩子也可以多吃，

因而一贯反对“饱餐”“多吃”的他，也不阻拦我们饱食苦瓜酿。

　　其实这一锅苦瓜酿还是我们一家人往后好几餐的菜。第一餐后，父亲便会挑十个八

个苦瓜酿出来作为他独有的菜。而我们总是把剩下的大半锅苦瓜酿风卷残云般地在几

餐内搞定。但我爸专用碟子上的那几个苦瓜酿我们是不能再碰了。父亲有句口头禅：“小

孩不吃大把日子，老人不吃会死。”父亲那几个苦瓜酿，一两个就可吃上一天，供他慢慢

地“享受”着。也正因为小时候总觉得苦瓜酿好吃又吃不够，它的吸引力才一直在。

　　味道也会遗传的。大人喜欢吃什么，我们就喜欢吃什么；小时候喜欢吃什么，长大了

就喜欢吃什么。家乡苦瓜酿的味道，已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里。现在，家里也不时会做些

苦瓜酿解解馋，外出吃饭也常点苦瓜酿，但是已很难寻回小时候熟悉的味道了。

　　苦瓜是夏天的味道，苦瓜酿是端午节的味道，也是我最难忘的少年的味道。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委政法委）

□　黄莉雪

　　

　　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安检大厅，有一把“久经

沙场”的折叠轮椅，放置于墙

壁上悬挂的鲜艳党旗之下。

　　这是重庆五中院专门购

置的便民轮椅。作为法警支

队党员先锋岗的好帮手，在

来院群众有需要时，它便“大

展拳脚”，被推向法院各个角

落，穿越风吹雨淋，穿梭四季

变换。

春晖伊始，初次见面

　　时间的卡带往前倒10余

年，是这把轮椅第一次“亮

相”重庆五中院的场景。

　　时任法警支队副支队长

的杨勇推着刚买的轮椅满头

大汗跑向安检大厅，“快，让

被告人坐这把轮椅去审判

庭。”他边说着边麻利地拆除

轮椅的包装壳和保护膜。

　　崭新的金属车架和精致

的工艺还没来得及被人慢慢欣赏，这把轮椅

便开始了它为民服务、保障审判的使命。

　　载着身患残疾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及时到

达审判庭，保障其顺利参加完成庭审。

　　随着法槌落下，被告人为自己所犯错误

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悟往昔之所过，承法律之

严判。

夏日炎炎，热心相助

　　“迎来送往”10来年，这把轮椅褪去青涩

多了熟练，成为行动不便群众来院参加诉讼

活动的一枚“定海神针”。

　　2020年夏天，重庆五中院还在大溪沟人

民路13号办公，不完善的残疾人通道和山城

重庆特有的弯弯绕绕的小路，给来院办事的

行动不便人群添加了些许障碍。

　　一位90多岁的老人望着安检大厅外20余

步阶梯心中犯了难，颤颤巍巍地在阶梯下踌

躇不前。正在执勤的法警陈亮上前询问，得知

其是来参加一起赡养案件的庭审，便立即

“请”出便民轮椅，邀同事一起将老人抬入安

检大厅，并把老人稳稳当当推进法庭，让老人

家顺利参与了庭审。

　　临走时，老人紧握身后推轮椅的法警的

手，激动地说：“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今天

就没这么顺利参加庭审，也可能无法亲自维

护自己的利益了！”

秋风送爽，清凉沁心

　　9月的雨带走了重庆这座城的燥火，却也

为平坦的道路增添了几分湿滑。

　　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奶奶远远地拄着拐杖

向安检大厅走来，短短几步路却显得尤为

漫长。

　　执勤法警刘维发现了老奶奶艰难的步

履，主动把老奶奶搀扶进安检大厅来访群众

休息区。

　　得知老奶奶是来开庭的当事人之后，又

主动“请缨”，用便民轮椅将老奶奶送至审判

庭，庭审结束又贴心为老奶奶撑伞避免其淋

雨着凉。

　　一个小举动，成为拨动干群情谊的琴弦。

冬日暖阳，薪火相传

　　时光镌刻着崭新的年轮，在我们的“老伙

计”便民轮椅身上留下了斑驳的岁月痕迹，而

使用它的干警也换了好几批。

　　2021年的冬天，入队一年的法警廖鑫也

跟这位“老伙计”熟悉起来，能够像他的“前

辈”们一样，遇见有行动不便的群众来院办事

时，便熟练地展开轮椅让群众坐下，和同事一

起将群众送往目的地。

　　不过每和“老伙计”搭档一次，他心里就

惆怅一分，因为“老伙计”是真的老了，“老胳

膊老腿儿”已经不复灵活而是愈来愈僵硬了，

院里也已经在购买一把新的轮椅准备替

换它。

　　在“老伙计”正式退休前那一天，已经是

法警支队支队长的杨勇，还有副支队长唐人

中、三大队副队长陈亮、法警刘维等“老伙计”

曾经的搭档都来到安检大厅。像往常每一天

下班时一样，干警们为它做一番清洁，然后折

叠好放置在角落里、党旗下，结束它便民服务

的使命。

　　跟“老伙计”告完别，杨勇指着它旁边那

把质量更好的折叠轮椅跟大家说：“来法院咨

询办事的人往来匆匆，其中一部分人往往因

为行动不便只能无奈选择他人代办，而放弃

亲自参与维权。为了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

正义，我们作为警务就是要做好保障并落实

到细处，一把轮椅或许只能陪伴他们走过极

短的一段路程，但我们要看到，这是推着他们

通往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的光明大道。”

　　辞别“老伙计”、迎来“新搭档”，轮值安检

大厅的干警们一如既往，捧着一颗为民心，穿

越春华秋实、夏蝉冬雪，行走在四季轮换、宽

阔明亮的法治大道上。

　　

（作者单位：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　黄志佳

　　

　　上午，领导宣布调令，派我到业州法庭

工作。在执行局8年的工作、生活画面，顷刻

间如电影般清晰浮现在眼前。

　　2016年1月27日，我留下一篇《别了，我

的“最高人民法庭”》的告别文章，顶着凛冽

的寒风，急匆匆到执行局报到。

　　报到的第一天，领导就给我移交了60

多件未结案件。那时我年富力强，也想做点

事，于是二话不说，带上小彭、章飞，经三

里，过红岩，到景阳，“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挨家挨户做申请人的工作，找被执

行人“算账”，两个月不到，居然就把这60多

件案件一个一个消化了。

　　2016年3月至2019年3月，“基本解决执

行难”，接着是持续至今的“切实解决执行

难”。如果说执行工作是一场接一场硬仗，

那执行人员工作的地方就是烽火连天的执

行战场；我在执行局的8年，就是烽火连天

的8年执行岁月。

　　在这8年岁月里，我在领导和同事们支

持下，克难奋进：

　　承办了两千余件案件，解决了许多当

事人的急难愁盼。一日结清罗某欠其小孩5

年的抚养费；疏通魏某与其邻居之间被堵

多年的道路纠纷；能动司法，不仅为90岁高

龄的舒某执行到了赡养费，而且让其老有

所居；善意执行，在执行一件生命权纠纷案

件中，经过4年多持续努力，为申请人执行

到位全部41万元赔偿款，而且为被执行人

保留了其赖以挣钱还账养家糊口的唯一生

产工具……

　　创新数项执行方式方法，制作全院首

份《预处罚通知书》、首份《律师调查令》、首

份《限制出境决定书》；强制的同时善待当

事人，注重心结化解。发表数百篇文章，刊

登在《法治日报》《人民法院报》《民主与法

制》《人民司法》《恩施日报》等报刊，宣传法

院工作，并提出工作建议，为法治大业鼓与

呼。此外，参加精准扶贫、疫情防控等中心

工作。总之，在这烽火连天的8年岁月里，自

己说不上作出了多大贡献，总算完成了各

项工作任务。

　　2019年，建始县人民法院荣获全国法

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先进单位，我感

到无上光荣。彼时能在建始县法院执行局

工作，亲自参与这一先进单位的创建，亲眼

见证这一光荣的授奖时刻，我何其有幸！

　　成绩的背后，是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

持。许多人为我带路、许多人帮我做工

作……用锦旗鼓励的实在太多了，以至于

我不得不公开发表文章《公权力机关应当

拒收锦旗牌匾》，但愿此举没有伤害任何一

位群众的心。

　　没有领导、同事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便

寸步难行：

　　谭局每年总要挑一两个周末，用一杯地道

纯正的苞谷酒抚慰执行人员疲惫不堪的心；

　　出差在外，灯火阑珊处，总能接到向局

亲切的问候电话；

　　小李、小王、小刘、小周，帮忙校对、排

版，清理案款，忙得不亦乐乎；

　　解局、宝哥、勇哥，一次又一次现身说

法，给我打气加油；

　　柳林、李队、小吕、小罗、小周……看到

有人找我撒野的时候，总是挺身而出。

　　2016年11月17日，得知我们在偏僻山村

被一群醉汉持械围攻，同事们奉党组之命，

火速驰援。

　　不仅如此，组织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以

荣誉：执行能手、优秀公务员……

　　一件件一桩桩往事，早已铭刻我肺腑。

　　忘不了这些人。

　　忘不了这些事。

　　忘不了烽火连天的8年执行岁月。

（作者单位：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

□　白文良

　　

一派生机山水丽，

草深花艳满秋原。

雄鹰展翅长空舞，

骏马奔腾沃野欢。

鱼跃呼伦湖水面，

果熟大岭茂林间。

田中麦穗棵棵壮，

又是丰收在望年。

注：“大岭”即大兴安岭。

　　

　　（作者单位：海拉尔铁路公安处）

佳肴苦瓜酿
七律·呼伦贝尔初秋

难忘八年执行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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