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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在南宁市江南区人民

法院的法庭上，张力哭了。

她刚刚 18 岁，两条麻花辫搭在肩膀

上。命运送给她的成人礼是——一个长达

8 年的牢狱宣判。

2018 年 2 月 25 日 的 夜 晚 ，10 多 个 少

年跟在她身后，骑着电动车，手持砍刀和

钢 管 ， 与 另 外 的 10 多 个 少 年 展 开 了 械

斗。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斗殴人数超

过百人，其中，95%是未成年人。这场约

架最终演变成一场恶性聚众斗殴事件，13
人 被 判 处 两 年 三 个 月 到 八 年 不 等 有 期 徒

刑，包括 4 名成年人，9 名未成年人。

费昌祥和赵慧玲是这起案件的主审法

官。这是他们 10 年来审理的最大规模的

未成年人斗殴案件。互殴两方来自南宁市

两个城中村：万秀和大沙田。而双方约架

的起因竟是一场有关舞步原创者是谁的争

论。

费昌祥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

几年流动未成年人犯罪尤为突出，在其审

理的案件中，流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比

高达 70%。

中 国 青 少 年 研 究 中 心 曾 于 2013 年 开

展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调查，该研究中心青

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流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在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中比例较高，“有些法院

比例能达到 90%。”

有时，费昌祥甚至能预料出，下一个

进法庭的是谁。有的孩子被抓时未满 14
周岁，法院没有处理，但在审讯中留下了

名 字 ， 费 昌 祥 会 特 意 留 意 这 些 人 ， 没 几

年，他在法院又见到了他们⋯⋯

两位法官感觉问题“非常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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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场械斗带来的后果，张力说“从

来没想过会这样”，以前，朋友打架，她

也 去 ， 去 着 去 着 就 习 惯 了 ， 但 她 只 是 围

观。

这 也 是 很 多 人 去 永 和 桥 打 架 时 的 想

法 。 有 人 在 审 讯 时 说 ，“ 因 为 无 聊 才 去

的”“想去看热闹”。还有的人去前甚至不

知道为谁打架，为什么事打架。

斗殴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张力正在万

秀村附近的一个网吧上网。大沙田村的一

个 女 网 友 在 QQ 空 间 称 ， 万 秀 的 “ 四 步

舞”抄袭了大沙田的“八步舞”。

张力很不服气，在下方评论，“四步

舞就是我们万秀的，你们还在舞台上跳得

这么开心。”

张 力 和 朋 友 常 在 酒 吧 跳 “ 四 步 舞 ”，

她们认为这种舞步是万秀的原创。其实，

这种“社会摇”舞蹈没有固定动作，只需

跟着节奏即兴摇摆。

看到对方删掉信息，张力本以为，事

情已经到此为止。没想到，大沙田村一个

名叫李杰的男孩很快加了她的 QQ，对她

多次辱骂，并挑衅万秀村的年轻人，“觉

得牛，可以开战喽。”

双方随后在网上展开了长达几小时的

骂战，并将互相谩骂的内容转到各自区域

的网络群。

“别人都骑在我们头上啦，我们跟他

们 打 架 吧 。” 在 万 秀 的 QQ 群 ， 有 人 说

道 。 此 前 ， 张 力 和 李 杰 互 不 认 识 。 骂 了

几 个 小 时 后 ， 双 方 最 后 约 定 ， 明晚永和

桥见。

张力随后将一些朋友拉入讨论群，商

量如何前去应战。没想到，第二天现场，

朋友拉朋友，直至双方 100 多人卷入这场

斗殴。

一 位 小 轿 车 司 机 向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 回 忆 ，2018 年 2 月 25 日 晚 10 点 多 ，

自 己 开 着 私 家 车 回 家 ，看 到 一 群 人 在 一

起 ，“我 感 觉 好 像 要 打 架 ， 就 开 车 跟 在 他

们后面。”

这位司机透过挡风玻璃看到，起初，

有 20 多个年轻人骑在电动车上，前往永

和桥的路上，后来，人越来越多，一辆又

一辆摩托车汇入队伍，形成一股长达几十

米的车流，随后停在永和桥底。

整场械斗持续了 5 分钟。

这 位 司 机 不 敢 摇 下 窗 户 ， 使 劲 按 喇

叭。街道早已乱作一团，很多司机按响了

喇叭。

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男孩被十几个人

围起来打。眼见大沙田村的人被打败，人

群中开始响起欢呼声，“万秀赢了！”天空

中放起烟花。

此时，现场唯一的女孩张力，站在距

现场十几米处，蒙了。张力后来在法庭上

哭着说，当时的局面，她已控制不了。

事后，大家才知道，被砍中的红衣男

子名叫李宽，是大沙田一方的组织者。当

时，李宽未满 18 周岁。当晚，他被警察

送 往 医 院 ， 后 被 鉴 定 为 二 级 轻 伤 。 李 宽

说，斗殴前一晚，是李杰联系他，让他帮

忙去永和桥打架。

然而，直至斗殴结束，李杰都没有出

现——那个晚上，他没去永和桥。

“我是因为名声、面子，就和张力约

架，但实际不想去。”在审讯室里，李杰

抖着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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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殴发生后，当地人不解，为何这些

年轻人会为了舞步大打出手。法官费昌祥

告诉记者，舞步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点燃

双方打斗的是地域上的互相谩骂与攻击。

张力后来才知道，一些朋友与大沙田

的 人 早 有 冲 突 。 这 已 不 是 他 们 第 一 次 斗

殴 ， 此 前 发 生 过 ， 只 是 没 有 “ 闹 得 这 么

大”。

费昌祥说，很多未成年人犯罪以团伙

出现，少则三四人，多则十几个人。打架

似乎已经成为这些城中村年轻人的家常便

饭，而要不要去打，要看对方是否属于自

己这一群体。

有时，审判结束后，法院会进行回访

帮 教 ， 费 昌 祥 发 现 ， 当 问 到 某 个 年 轻 人

时，这个人的另一个朋友，犯下的案子也

是自己判决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存在

一个圈子。”

费昌祥将这些圈子设定为“亚价值文

化圈”，“他们在主流价值观圈里容纳不进

去，只能退而求其次，自己形成一个小圈

子，从这个圈子里获得认同。”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100 多个斗殴参

与者的生活轨迹类似：几乎都是进城务工

人员的子女，多数初中辍学，56%的父母

离异，超过半数少年已脱离父母管教，独

自生活。

法官赵慧玲告诉记者，很多年轻人走

上犯罪的道路，主要问题源于家庭。“有

时候审孩子，背后实际上在审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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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分析了张力这个样本。

来 万 秀 村 前 ，张 力 一 直 和 父 母 、哥 哥

生 活 。两 岁 时 ，她 跟 随 家 人 从 100 多 公 里

外 的 老 家 来 到 南 宁 ，开 始 了 不 断 搬 家 的

生活。

张 力 向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 表 示 ，

11 岁时，父母离异，她在一个夜晚离开

了 家 ， 再 也 没 有 回 去 。 张 力 说 ， 父 亲 重

男 轻 女 ， 总 是 打 她 ， 有 时 打 得 她 眼 睛 发

黑，那里没有一丝家的感觉。

父亲也常打母亲。每次打之后父亲向

母亲乞求，接下来母亲又一次次地被打。

直到母亲回了老家，哥哥也因打架进了少

管 所 ， 她 开 始 不 去 上 学 ， 很 晚 回 家 。 她

想，自己出去，父亲可能会很着急，结果

父 亲 在 网 吧 门 口 逮 到 她 ， 拎 起 来 就 打 ，

“那天晚上我就不再回去了。”

她 找 朋 友 借 钱 租 房 ， 满 脑 子 想 着 挣

钱，有时在夜里被雨淋透，和 10 个朋友

挤在一间酒店里。

她回老家找母亲。但经营花店的母亲

告诉她，不能在别人面前喊她妈妈，“那

时候我心里真的好难受。”相处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里，她没喊过一声妈妈。客人进

店，她就喊一声，“有人来了。”

后来，母亲把她送回南宁，问她有没

有地方住，“我就骗她说有，但我没地方

住。”

万秀村收留了她。张力在那里住了多

年，先是住在每月 250 元租金的出租屋，

后来住在每月 800 元租金的出租屋，再后

来，她的很多朋友也住在这里，“一栋楼

全是我们的人。”

她和朋友一起做微商，开直播，卖护

肤品和衣服，“慢慢就有钱了。”

张力说，她喜欢这里。万秀村是南宁

市面积最大的城中村，它呈井字型，嵌在

车 水 马 龙 的 城 区 里 。 万 秀 村 总 人 口 7.5
万，流动人口占了 7 万。这里的居民楼相

隔很近，看起来几乎要撞上去，胡同里，

错 乱 的 电 线 把 狭 长 的 天 空 切 割 得 支 离 破

碎。

在这里，张力感受到了来自同龄人的

温暖。他们陪她吃饭、陪她去医院看病，

除 夕 在 家 里 过 完 年 ， 再 出 来 陪 她 吃 团 年

饭。张力说，她喜欢这种“她说什么，朋

友们就会立马去做”的感觉，有时，她让

他们去某个地方接她，他们真的很快就会

赶来。

大家都叫她“万秀大小姐”，因为她

脾气火爆，说一不二，“一点小事都会争

到自己赢。”但她对朋友义气，借钱给别

人，从不催着还。谁没地方住，她就收留

谁。

张力说，他们在我身边，不会离开我

那种感觉，让我有一种安全感，而这种感

觉自己从来没有从家人那里得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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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

年 司 法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皮 艺 军 说 ， 这 种

“共同的命运和压力”是流动未成年人犯

罪背后凝聚的动力，“当他们被社会剥夺

自尊心的时候，他们想通过暴力 PK 的方

式重新树立自尊，释放压力。”

法官费昌祥认为，凝聚成圈子后，时

间 越 长 ， 这 些 年 轻 人 会 越 来 越 离 不 开 圈

子，“圈子多脏，他们就会被染得多脏。”

实际上，永和桥斗殴事件只是这些流

动未成年违法犯罪的一角，在此次涉案的

100 多人里，很多有前科：团伙偷铺面、

偷电动车、电瓶、组织卖淫等。

斗殴那天，未满 15 岁的刘强也去了

永和桥，“因为待着无聊”。因为未成年，

在看守所待了 3 天，他被释放了。

除了打架，他还和伙伴去偷铺面、偷

车。朋友负责偷，他负责把风，有警察来

抓 ， 他 就 跑 。 起 初 做 这 些 事 ， 他 也 有 犹

豫，不过后来“做了几次就不怕了”。偷

来 的 钱 用 来 上 网 、 吃 饭 、 喝 酒 、 开 房 ，

“有了钱就开心。”刘强说，反正自己不到

16 周岁，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费 昌 祥 说 ， 这 种 想 法 在 低 龄 未 成 年

人 犯 罪 中 十 分 普 遍 。 依 据 目 前 我 国 《刑

法》 中 有 关 刑 事 责 任 年 龄 的 规 定 ，14-
16 周岁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仅需对

故 意 杀 人 等 八 类 犯 罪 行 为 承 担 刑 事 责

任 ；14 周 岁 以 下 为 无 刑 事 责 任 能 力 人 ，

对 其 所 实 施 的 任 何 犯 罪 行 为 都 不 承 担 刑

事责任。

统计显示，这次 100 多名斗殴者中，

30%已不是第一次违法。有的少年因为盗

窃被公安机关抓过十几次，最后还是因年

龄问题被释放。

还 有 的 少 年 对 警 察 讲 ，“ 你 抓 了

我，第二天不还是放我出来，我偷到 16
岁 就 不 偷 了 。”“ 他 们 肆 无 忌 惮 。” 费 昌

祥说。

在费昌祥看来，这是圈子长久聚集的

后果——久而久之，他们会形成自我的价

值体系，内心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错的，

只服从于那个给他认同感的圈子。

“每个人都是炭火，在熔别人的同时

也在熔自己，最后只能形成一个圈子，这

个圈子跟外界格格不入。” 费昌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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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昌祥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将这些

圈 子 打 破 ， 把 辍 学 的 流 动 儿 童 找 出 来 ，

“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的主流价值观教育体

系里。”费昌祥告诉记者，目前，针对辍

学儿童的普查仅限于有户籍的固定人员，

流动人员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

漏洞。”

对学校实在无法管理的学生，应当送

入专门学校 （指为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

的未成年人而开设的一种特殊教育学校）

进行教育。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

未 成 年 人 送 特 殊 学 校 进 行 矫 治 和 接 受 教

育，应当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或者

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

准。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苑宁宁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由于是学校或家长自愿

提交申请，不具备强制性，该法规在现实

中很难真正执行。不过，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就此问题作

出了修订，根据新增规定，对情节恶劣或

拒不配合接受矫治的，公安机关可向教育

行政部门提出建议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

接受治疗。

苑宁宁介绍，此次草案就近年来未成

年 人 违 法 犯 罪 暴 露 的 诸 多 问 题 作 出 了 回

应。草案首次采取分级预防理念，将未成

年人的偏常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

行为、犯罪行为三个等级，并针对不同等

级的行为细化相应干预措施。

针对具体不良行为，公安可采取 8 项

过渡性教育矫治措施，严重到一定程度的

将被送专门学校，更加严重的，如出现杀

人、抢劫、强奸行为的低龄孩子可能会被

收容教养，“相当于我们对 14 周岁或 16 周

岁以下、不予处罚的那部分未成年人的矫

治措施进行了系统化的设置。”

费昌祥告诉记者，这次斗殴也体现出

明 显 的 网 络 特 征 ，“ 冲 突 发 生 、 网 络 召

集、作案工具都是通过网络。这个问题在

近几年尤为突出，包括贩毒类案件。”费

昌祥说，以前贩毒，未成年人参与基本是

帮别人带毒，从 5 年前开始，他们开始自

己线上找毒品和买家。

对此，此次修订草案增设了“网络保

护”专章，对网络保护的理念、网络环境

管 理 等 作 出 全 面 规 范 。 不 过 ， 苑 宁 宁 坦

诚，“目前对互联网整个生态的治理、对

互联网内容的管理，做起来比较难，这也

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此外，此次草案首次提出了“国家监

护”概念，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父母将面临

严重的处罚，其个人信息也将被纳入到征

信系统当中。对实在无法履行监护的职责

的 父 母 ， 将 撤 销 其 监 护 资 格 ， 由 国 家 监

护。

除了法律修正，苑宁宁认为，全社会

应该思考更多，“单纯让未成年人承担赤

裸裸的法律责任，我个人觉得对他们是不

公平的。”

费昌祥认为，根本原因仍在家庭。实

际上，像张力这样完全脱离父母管教、在

社会上流浪的未成年人是少数，很多有父

母养育的年轻人也不可避免走上了违法犯

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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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父母在家庭教育上显得有心而无

力。刘庆国就是这样一位父亲。

他不知道该如何和此次参加斗殴的儿

子 刘 祥 相 处 。 儿 子 6 岁 时 ， 他 与 前 妻 离

婚，之后又组建新的家庭。在父亲眼里，

儿子像一个陌生的住户住在家里，只是吃

饭时，才会从房间里走出来，问一句答一

句，很少叫爸爸。

刘祥在接受采访时说，即使发微信问

父亲要钱，他也从来不语音，“感觉跟他

有种隔阂，不想跟他说话。”只有跟朋友

在一起时，他的话才多起来。

沉 默 的 刘 祥 先 是 辍 学 ， 后 来 很 少 回

家 。 斗 殴 发 生 前 ， 刘 祥 已 经 多 次 出 去 打

架，他曾因打架被拘留 35 天，有一次甚

至被打得住院，刘庆国几次劝说儿子，也

无济于事。

刘庆国觉得，儿子走到今天，错在自

己与他沟通太少。他很少陪儿子，不开家

长会，也不过问学业。老师打电话来，问

他为什么不去开家长会。刘庆国说，“我

们家都没有哪个读好的。”

他向记者连连叹气，“我不懂怎么教

养小孩，我这方面真的有错。”

相比之下，李宽的妈妈王凤对儿子的

成长更关心。这个进城务工的家庭完整，

9 口人挤在出租屋里。儿子出事后，她整

日哭。

每天 5 点半，王凤夫妇从家出发，骑

着 摩 托 车 ， 去 几 十 公 里 外 的 工 地 上 干 活

儿。有时回到家，已到晚上 9 点。他们希

望 儿 子 好 好 读 书 ， 但 儿 子 初 一 就 开 始 旷

课，父亲用拳头解决问题。

斗 殴 发 生 时 ， 李 宽 从 看 守 所 出 来 不

久——因偷电动车电瓶，他在里面待了 7
个月。那会儿因偷电瓶被抓到派出所时，

王 凤 还 在 工 地， 她 以 为 “ 没 那 么 严 重 ”，

一晚上没去派出所。

有时，李宽天黑不回家，王凤问儿子

为什么不回来，“他说干吗回来，挨老爸

骂。”

后来和儿子一起被判刑的几个少年，

王 凤 早 就 认 识 。 这 些 年 轻 人 常 常 来 家 里

玩。王凤也没怎么在意，他们看起来都很

乖，吃饭时，她一个个嘱咐不能去打架，

他们都答应得很好，连连点头。

她 不 知 道 儿 子 早 在 2016 年 就 建 了 一

个 QQ 群，还成为这个群的“大哥”和群

主。一位参与者说，加入其中，是为了不

被欺负，“听说这个群很厉害，如果被欺

负，可以找这里帮我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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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刑 后 ， 有 些 人 的 妈 妈 埋 怨 王 凤 ，

“你儿子叫我儿子去打架，我儿子才白白

去 （监狱） 两三年。”

有 个 被 判 刑 的 年 轻 人 已 经 20 岁 了 ，

法庭上，家属说，“他还是小孩子，别人

叫去，他有什么错。”费昌祥说，这种心

态在他审理的案件中很普遍，“只要发生

过错，家长都认为是别人叫去的，自己家

孩子根本不懂事。”

这种教育观令费昌祥痛恨，“这不仅

是漠视法律，也是漠视别人。”

在 皮 艺 军 看 来 ， 进 城 务 工 人 员 在 就

业 、 子 女 受 教 育 等 方 面 无 法 享 受 与 城 市

人同等的权利，“责任意识也非常淡薄。”

皮 艺 军 认 为 ， 相 比 城 市 孩 子 ， 进 城

务 工 人 员 子 女 面 临 家 庭 、 辍 学 、 经 济 等

各方面的压力，“家长没有沟通能力，没

有 时 间 与 他 们 沟 通 ， 学 校 无 法 对 他 们 进

行 管 束 ， 他 们 在 整 个 社 会 处 于 边 缘 状

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认为，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主要问题来源于家庭，

但家庭问题不应简单归结为父母的教育错

误，应当关注底层群体的生存处境，“我

们一直要求父母要好好教育孩子，可是我

们给父母留出多少教育的时间？那些生活

底层的人，为了生存都已经很艰难，很多

婚姻关系都不完整，没有家庭生活，孩子

怎么能正常？”

李玫瑾认为，社会应当重视父母在家

庭 生 活 中 的 养 育 时 间 ， 并 对 其 有 一 定 投

入，在就业、子女就学等方面对进城务工

人员家庭提供支持，“各个基层政府有权

帮助每个家庭，让他们有一个好的养育

条件。”

李 玫 瑾 认 为 ， 对 没 有 能 力 培 养 孩 子

的父母，妇联、教育部门、团组织等应

当对其进行相应的培训和指导，“他们不

爱孩子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很少被人

爱过，他缺乏爱的能力。这需要指导。”

李 玫 瑾 说 ， 针 对 本 案 出 现 的 一 系 列

违法犯罪问题，家庭仍是源头，“家庭治

理好，辍学问题也能相应的得到解决。”

“培养一个好的人，他对社会是有贡

献 的 ， 培 养 一 个 坏 的 人 ， 他 会 危 害 社

会 。 所 以 不 要 认 为 养 孩 子 是 私 人 的 事

情，它是社会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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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斗殴改变了 13 个年轻人的命运

轨迹。

入 狱 前 ， 他 们 有 的 已 经 找 到 稳 定 的

工作，有的还在读书，还有的刚成为一

名爸爸，审判那天，有个人的女儿在医

院里出生。这些值得期待的未来都在那

个斗殴的夜晚戛然而止。

王 凤 每 个 月 去 监 狱 看 儿 子 几 十 分

钟。每次见面，穿着蓝色囚服的儿子总

会哭，问她，“我坐几年牢出去，人家会

不会看不起我，出去也没有前途。”王凤

哭了，宽慰儿子，“什么都别想，在里面

好好学习。”

王 凤 后 悔 耽 误 了 小 儿 子 ， 把 在 广 州

打工的大儿子叫回南宁，拿出更多时间

陪 孩 子 ， 她 希 望 孙 辈 不 要 走 前 面 的 路 。

王凤的丈夫称“6 年后，儿子出来自己也

老了”，他很想去监狱看儿子，老板不给

请工假，但夫妻俩坚持“请也得请，不请

也得请。”

刘 庆 国 探 监 时 ， 儿 子 没 有 表 情 地 问

他，老家人知不知道自己坐牢的事情。

“儿子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的。”刘庆国

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自己以前从来没

注意过儿子喜欢什么。现在，他拿出了更

多时间陪伴女儿，他终于知道了女儿喜欢

跳舞，游泳，给女儿报了兴趣班。

只是，刘庆国又遇到了难题，女儿沉

迷于刷视频，他感觉无从下手，不知道如

何管教，于是和妻子开始商量对策。

刘 庆 国 与 儿 子 的 关 系 比 以 前 好 了 很

多。一个月前，监狱里开家属探望会，几

十个家长围着一个大桌子，和孩子面对面

交谈。在这个桌子旁，他第一次和儿子长

时 间 对 话 ， 父 子 俩 聊 了 一 个 小 时 。 临 走

时 ， 儿 子 抱 着 他 的 肩 膀 哭 ，“ 对 不 起 爸

爸 。 以 前 你 的 话 我 听 不 进 去 ， 还 是 爸 爸

好。”

而张力最终也没有等到她的父亲。从

她 离 家 的 那 刻 起 ， 父 亲 就 再 没 有 过 问 过

她 。 进 监 狱 后 ， 张 力 一 直 等 妈 妈 给 她 写

信，终于等到一封，看见信封上妈妈的名

字，她瞬间就哭了。

多年前，有一次，她喝醉了酒，在微

信质问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一开

始，她只是小心翼翼地说，在吗，好想你

哦。“发了很多次，好多天，她都没有回

我 。” 看 到 妈 妈 发 动 态 ， 她 忍 不 住 质 问 ，

你就不该把我生下来，你有没有问我一句

好不好？我看别的小朋友拉着妈妈的手，

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这么多年，你都

没有关心过我。

“ 对 不 起 ， 没 有 尽 到 一 个 妈 妈 的 责

任 。” 妈 妈 回 她 。 她 又 开 始 跟 妈 妈 道 歉 ，

“我很心疼妈妈，一点都看不了她哭。”

张力后来在电视上说，舞步到底是谁

先 跳 的 对 她 并 不 重 要 ， 她 决 定 与 李 杰 约

架，是因为李杰骂了妈妈粗口话，“我很

生气，本来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的。”

在 监 狱 里 ， 她 告 诉 记 者 ，19 年 来 ，

自己最幸福的时光是在看守所待的那一年

多。

因为看守所有一位姓王的女警官“很

疼 ” 自 己 。 她 比 妈 妈 小 几 岁 ， 喜 欢 开 玩

笑，谈心，过年时会突然从口袋抓出一把

瓜子给她，有时，偷偷塞给她鸡蛋、巧克

力。

起初，收不到妈妈来信的她一直哭，

警官就找她谈心，宽慰她，在里头好好学

知识。

看守所外面开有两个大花圃，种满了

红 月 季 。 情 人 节 那 天 ， 女 警 官 跟 她 开 玩

笑，“你得礼物了没有？”张力说，自己都

这样了，怎么可能有礼物。女警官捡了一

大把月季给她，张力哭了。

去 监 狱 那 天 ， 警 官 一 直 目 送 着 她 上

车。入狱后，张力坚持每个月给这个“世

界上最漂亮的女警官”写信，她说，她要

一直写，写到出去为止。

出 事 的 那 个 春 节 ， 张 力 本 来 对 未 来

充 满 了 想 象 ， 她 刚 刚 成 年 ， 打 算 去 考 驾

照 ， 再 开 一 个 美 容 美 甲 店 。 在 外 几 年 ，

她 存 了 一 些 积 蓄 ， 她 想 为 老 家 的 爷 爷 奶

奶 重 新 起 新 房 子 住 。 好 好 一 家 人 ， 像 个

家的样子。

（文中涉及案件的少年及其家长姓名
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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