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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此时，只要开枪定会殃及无辜。就在劫匪上车扭头的刹

那，一粒神速金弹呼啸而至，劫匪应声倒地。他那一枪一命

的功夫，使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传奇。 一枪毙命，是每个CS

《反恐精英》玩家的梦想，百发百中的神采更是让人神往。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警队里的狙击手，为了救人而开枪杀人

，那种一枪致命后的感觉，却不是CS玩家所能体会的。在四

川成都，特警王达就是这样一个笼罩着神秘光环的狙击手。 

惊心动魄的一枪 记者采访王达是在他的家中，电视里正播放

着《狙击手》的光盘解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隐身死神，是

创造奇迹的传奇英雄，准确地说，他们是一群最职业的军人

，他们具有出色的技艺和超凡的忍耐力。在杀机四伏的战场

上，他们显得更为悠然自得，他们从不轻易浪费每一粒子弹

，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每当一个目标出现

，他们的枪口便会闪过一道夺目的死光。狙击手，这个独特

的名字所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冷酷而浪漫的联想：防不胜防

，避无可避。 吸着烟的王达，喷出一口烟缓缓说道：“在我

的这个世界里，只有我、枪和目标。我们的这种人生，不是

人人都能经历，也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去经历的。至今，9年前

第一次执行任务的经历，我仍记忆犹新。” 当时，一个年轻

人携炸药包持刀劫持了自己的女朋友。王达粗略估算，那炸

药包约有六七斤重，一旦爆炸，杀伤半径范围为50到100米。

针对当时与人质谈判已不现实的情况，队长安排了几个射击



点，要求狙击手们：谁最有一枪击中劫持者的把握谁就开枪

。王达当时所在的射击点最远：在劫持者对面相距八九十米

处的一幢楼里。因当时情况紧急，他使用的还不是自己训练

时用的狙击步枪。 当时的情形是：要在劫持者裹挟着被劫持

者，从宾馆里出来走向停在宾馆门口的一辆汽车的十来米距

离内、几秒钟时间里击中劫持者，难度非常大。 当全神贯注

的王达从瞄准镜中看到劫持者裹挟着女友走出宾馆时，他几

乎绝望了：劫持者将被劫者挡在自己身前，王达只能看到他

头部的二三个手指宽的那么一点面积。就在劫持者裹挟着被

劫持者出门后惊慌地扭头往左右看了看时，王达看清了他大

半个头部，但转瞬即逝。王达本能地感到：旁边有那么多围

观者和警察，惊慌之下，上车前他肯定还要这样左顾右盼地

看一下的，此刻就是最佳的机会。 劫持者裹挟着被劫持者朝

汽车挪去，在开车门前，他果然又扭头左右看了一下。就在

他把脑袋的一部分暴露在王达枪口下的那一瞬间，王达迅速

击发，劫持者应声而倒。王达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反劫持、救

人质的任务。 这是王达第一次执行这种狙击任务，也是第一

次狙杀罪犯，但他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喜悦：在有勇气完成

了这个任务后，还需要更多的勇气去面对此事。王达说：“

事后我很后怕，那一刻若是自己稍有偏差，人质或警察就会

有伤亡。”所以他没有喜悦，而且还要忍受着这种后怕的痛

苦。为什么有些狙击手或神枪手出过一次任务后，就再也听

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就是因为这种后怕的心理，自己把自己

废了。王达不想做这种一次性的狙击手。可他究竟能否摆脱

这种心理影响？若再次执行任务需要他再次开枪时，他还能

否扣动扳机？ 困惑父母的选择 在执行第一次任务前，王达自



己感觉只有射击技术最重要。经历了一次真正的考验后，他

深有体会：除精湛的射击技术外，做狙击手还需要良好的心

理状态等多方面的过硬素质。 王达从小就喜欢枪和射击，他

的像册里有很多儿时持枪的照片，他还有一些玩具特警设备

，他玩过多支汽枪。他的叔祖父，曾是中国第一代空降兵，

王达经常和他聊天，潜移默化中，王达越来越清楚自己的志

向。 1995年，成都特警队招人，王达立即去报了名。他原本

只是想试试自己到底如何，没想到却层层过关地考上了。有

关人员给他父母发了一张表，上写：欢迎你们的儿子光荣地

加入我们特种警察部队，由于该职业的高危性，假如他受伤

或牺牲，你们作为家长怎么看？父母考虑了三天才把那张表

格填了。谁都知道答案，但答起来却非常困难。此前他们只

是在影视片或报纸上看过特警，还从没想过家里会出一个特

警。至今，王达的父母在报纸或电视上看到有儿子参与的抓

捕、狙击行动，在事后和王达说起时，都好像说的不是他们

的儿子，而是另一个人。 而王达也从参加特警的那一天起到

现在，从不和父母说自己怎么训练，他不想父母为自己担心

。处置的那些突发事件，王达也从没主动跟父母说过。就连

王达以前一个谈了几年的女朋友，也只知道他是警察，不清

楚他具体干什么。 特警的训练非常艰苦。虽然也有一些美好

回忆，但那种训练的残酷回想起来都让人后怕。单说那时一

天安排三次五公里的训练，而且是非正课时间，都是在休息

时进行。那段痛苦的经历令人难忘。为练出好枪法，别人吃

完午饭还有午休时间，单独训练的王达一吃完饭，就抱着枪

到靶场练习射击。 狙击手中有两句著名的话，一句是“一枪

一命”，另一句是中国人说的“惜弹如金”。狙击手每开一



枪，都付出了极大努力，训练时亦如此。一个好的狙击手，

精力再少再不够用，哪怕只要休息一会儿，就能养足精神打

出关键的一枪。 训练痴迷了，特别是进入到那种旁人难以感

受的境界时，王达甚至能清楚地感觉到，击发出的子弹射中

了目标的何处。狙击手对枪的感觉，也影响到射击的准确度

。在王达看来，枪虽是钢铁制造，其也有脆弱之处，哪怕有

一点变化都会影响它命中目标的精确度。也许别人看到枪会

联想到血腥和恐怖，而王达看到枪，却感到亲切和安宁，现

在枪就是他的女朋友。 刹那间 化险恶为安宁 当上了狙击手之

后，王达经历了常人不曾体会也不能体会的种种心理煎熬。

他说：“一枪一命才是狙击手，有时候一个案子里，狙击手

的行动也可能就是一次行动的全部。而执行这样的任务到一

定时间后，人就会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感觉，这种感觉无异于

一种非常残酷的心理摧残。”但王达每次执行完任务后，都

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又用一种非常稳定的心理执行下

一次任务。 2002年底，王达又参与了成都都江堰劫持人质案

。一名犯罪嫌疑人去其姑妈家借钱不成，就劫持了表妹及其

男朋友。当时，警察已将他们围困了一个晚上，但无法突破

。 王达和有关人员到达现场时，形势严峻：屋里的劫持者已

打开了煤气，现场弥漫着浓烈的煤气味儿。且劫持者还提出

完全不考虑退路的要求：向警方要枪。这是解决人质危机中

不可能答应的条件。 12月的时候天亮迟，能见度低，犯罪嫌

疑人所在屋子的窗口护栏上挂着很多东西，其中有两口煎蛋

用的铁锅，一口等同于劫持者的胸高，另一口刚好挡着他的

头部，这对狙击手来说相当不利。 劫持者此时已近乎崩溃，

只要摸出打火机卡嚓一下，后果就不堪设想。现场的一个警



察说，真担心王达把子弹打到护栏上。这也是王达所担心的

：打到金属上碰起火花就会点燃煤气，引发爆炸。 在全神贯

注的观察中，王达突然看到劫持者好像掉了什么东西在地上

，他低头看了一眼，接着又把头抬起来。王达立即判断：他

肯定要弯下腰去捡东西。只有趁他弯下腰去或起来这两个机

会，开枪击中他的头部。 方案已定，王达退下第一发子弹，

再上膛，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他觉得退掉第一发子弹，自

己会更有信心，下面的行动也会更自然。劫持者弯腰下去时

王达没开枪，他在等对方捡起东西后，因为窗户亮光而下意

识地往外面看一眼的那个机会。果然，一切如他所愿：就在

凶犯起身后向外看一眼的瞬间，王达击发了，窗栏里的劫持

者应声倒下。 人质安全获救，群众热烈鼓掌。有人说：特警

一枪将劫持者毙命，太棒了太棒了，真是英雄！有人说：跟

警察对抗，自不量力，有这么棒的警察保我们平安，我们放

心。孩子们说：没有警察叔叔，就没有我们的平安生活。 在

人们的议论中，穿着便装的王达正要走出围观的人群时，突

然被一个老太婆拉住问道：“小伙子，你知道刚才那一枪是

谁打的吗？”心中暗笑的王达答道：“我不知道，你问他们

吧。” 虽然自己击毙了劫持者，但王达不喜欢被别人指点。

对他来说：荣誉与否，最清楚的是他自己。他的记忆已给他

发了一枚勋章，足以让他欣慰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