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宵 一 谜

翻开《“ 5 7 1 工程”纪

要》，那些被当时认为冒天下之

大不韪的反动至极的语言，更加

激起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对死有

余辜的林彪一伙恨之入骨。

但是，毛泽东已经发觉，揭
批查到最后，暴露出了一个核心

问题——— 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不
是“左倾”路线的产物？

……他在精神上陷入了前所

未有的困顿，他体内潜在的疾病
也开始“秋后”向他算总账。

在精神与身体双重打压下，

11 月下旬，毛泽东又患了一次重

病，经过医生全力抢救，方才脱

离危险。一个半月来，他的身体

都没有恢复元气。双脚严重浮
肿，原先的布鞋、拖鞋一双都穿

不上了。工作人员赶制了两双特

别宽大的拖鞋，好让毛泽东穿着
能够散散步。

毛泽东带着一身疾病迈入了

1972 年新年的门槛。此时的北京
也进入了数九寒冬的季节。

寒流、大雪交替突袭而来，

中央各种会议也少了许多。

毛泽东因为身体的缘故，几

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不要说

进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了。此时

与中南海新华门一步之遥的人民

大会堂在毛泽东政治生涯中已成

为“遥远的地方”。从 1971 年 9 月

林彪叛逃到 1973 年 10 月，两年多

后，他才走进人民大会堂主持召
开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当他

步履蹒跚地出现在全国党员代表

的视线里时，几乎所有代表的脸

上都闪过惊诧的表情，大家内心

顿时沉重起来。

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人们面

前：毛泽东老了！

失去健康的毛泽东，整日躺

在床上看大本线装书，可是就在

此时，他又发现自己的眼睛不仅
老花程度加深，白内障也随之严

重起来，“内忧外患”导致他的

情绪越来越不好，在毛泽东身边

工作了十几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
对此深有体会。

曾经有记者问她：“毛主席
向你们发脾气吗？”

张玉凤毫不犹豫地回答：

“发！ 1970 年以后，主席身体患

了多种疾病，有时情绪不好，渐
渐地，我就觉得毛主席也和平常

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不过，

他始终像父亲一样对待我们工作

人员，是位非常慈祥的老人！我

们在他身边久了，他也熟悉了我

们，就像对家里人一样。有时遇

到我们做错了事，或是他的情绪

不好，就会发脾气。当时我也觉
得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尽责尽力

了，还是挨批评。

“现在看来，这不能怪主

席。他操劳的是国家大事，加上

国际风云不断地变幻，国内形势
也不稳定，他心头有很重的压

力。这些都是我们年轻人无法认

识和体会的。所以就不能准确把

握主席的内心活动。

“比如，主席正在看文件，

我见饭要凉了，就提醒主席说：

主席，饭菜要凉了，还是先吃饭
吧。主席一听，火了：你没有见

我在看文件吗？不吃！不过，主

席发脾气，从不往心里去，发完

也就忘了，并不计较我们的过

失。

“主席一辈子爱看书，他读

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主

席读书有个习惯，不爱坐着看，

常常捧着书靠在床上看。他的眼

睛老花，又有白内障，看不清字

体，却又不肯戴老花镜，只好借
助放大镜看书。放大镜是象牙做
的框，很重，他竟能拿着看几个
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书。主席读

书范围很广，历史天文地理文

学，几乎没有他不读的。”

依靠读书舒缓内心的负累，

或许是毛泽东一种减压的方式。

习惯从历史中寻觅政治灵感的毛

泽东又从历代文人墨客的怀古诗
中，为林彪一伙反党篡权找到相
似的历史原型。

记得当时社会上流传唐朝杜

牧的“折戟沉沙”等作，都是毛

泽东读古书中挑选出来的。诸如

“试玉还须三日满，辨材须待七
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

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

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类诗

句，说明历朝历代接班人的选取

都非常之难，都真伪难辨，而且
被选者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今天
的共产党政权也是如此……毛泽

东要让历史照进现实，借古人之

口为今天的政治说话。

寒冷，容易让人生病，也容

易令人伤感。

1972 年 1 月 7 日一大早，陈

毅被癌症夺走了生命的噩耗传到

了毛泽东耳中。不知是消息来得

突然，还是早有思想准备，他很

长时间竟面无表情，无言无语。

毛泽东的白内障严重起来

白舟他们很快就输掉了那一

万元的本钱。这让他有些急红了

眼，满心只想着翻本，听说赌场可
以借钱，便不顾艾米丽的一再劝

阻，坚持在借约上签了字。艾米丽

见无力回天，赌气一个人跑回车上

睡觉去。可她只在车的后座上独自
坐着生了一会儿闷气，就又急急赶

回他身边。然而太晚了，他这时已

经稀里糊涂输掉了十三万……

十三万美元哪，换成人民币可
就是一百多万，这对于他们简直就
是天文数字！

夫妇俩失魂落魄地回到洛杉

矶，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商量

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三十六

计走为上”，先开车从西雅图过边

境去加拿大温哥华，然后再伺机从

那里逃回中国大陆。

就在夫妇俩匆匆忙忙收拾好
行装准备出门时，忽然听到有人敲
门。艾米丽疑疑惑惑地走过去打开
门，只见两个彪形大汉一边一个立

在门外，胖些的那个很和气地对她

说：“我们受拉斯韦加斯某某赌场

的委托，特来请你们过去一下。”

夫妇俩面面相觑，心里明白两

人从拉斯韦加斯回来后的一切，早

已在人家的掌控之中。白舟甚至想

到，他们一定已在家中某个地方安
装了窃听器。否则，他们怎么会在

他们将要出门的时候突然出现呢？

可是，这窃听器究竟装在何处？茶
几下面？床头板背后？

晚了，太晚了，两人都明白，此

去拉斯韦加斯，“我为鱼肉，人为刀

俎”，必定凶多吉少了。

果然，一进赌场，他们便被带

进一处密不透风的密室，昏暗的灯

光下，一个光头的白人端坐在一张
小办公桌前，两旁各依次立着三四

个赤膊的大汉。

“想逃，是吗？”光头白人冷笑

了一声，朝手下努努嘴，轻描淡写

地说，“先弄断他一条腿，也好长个

记性。”

白舟英文不好，还以为是要和

他谈什么条件，也咧咧嘴，优雅地

笑了笑。及至两个大汉冲过来，粗

胳膊钳子一样夹住他，方知不妙，

然而，右腿已遭重重一击，痛得他

差点晕过去……

艾米丽见状，情不自禁扑通一

声跪倒在地，苦苦哀求那白人手下

留情，并承诺一定设法借钱还债。

“那好，这是电话，你现在就可
以联系。告诉你先生，还不清赌债，

他就别想出这个门！”

情急之中，艾米丽想到白舟的

一位朋友——— 某著名台资银行的

总裁程某，于是哭着向他求援。程

某是一位佛教居士，一向以慈悲救
人、普度众生为怀，加上也比较喜

欢白舟的国画，听后决定伸出援

手。但他同时也提出：白舟五年内

必须画出至少二百张他认为高质

量的国画来抵债。

白舟这才有幸拖着伤腿重回

洛杉矶家中，并于去年年底画完所

有用于抵债的画。但他在画完最后

一幅画的最后一笔后，却将所有的

画笔统统折断并扔进垃圾箱，同时
发誓从此不再画画。

“唉，想起这段往事，真是刻骨

铭心啊。有时想想，即便这世间所

有的金钱和财富都涌到你手里，又

有谁说得清是福还是祸呢？我们现

在用艾米丽这几年教钢琴攒下的

钱开了这家咖啡馆，起名‘白揍’，

为的也是警醒自己，如果再贪恋钱

财，做金钱的奴隶，到时候不被人

揍，肯定也会被神揍的，而且，揍了

也是白揍……”白舟最后说。

我听了，自然也很感慨。但我
是个喜欢咬文嚼字的人，忍不住
说：“不过，白舟的‘舟’和白揍的

‘揍’，拼音其实是两样的，一个有

‘h’，一个没有‘h’。”

“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打碎门牙往肚里咽’，在我心里，

那个‘h’早被揍掉了。”他笑了笑，

语带玄机地说。

这世界上有着一个很特别的

民族，它的人口仅占世界的百分之

三，但他却提供给我们这个星球最
为众多的伟大宗教家、思想家、文
学家、科学家和诗人等，其中包括

我们耳熟能详的基督教的创立者
耶稣，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者马克
思，广义相对论的建立者爱因斯

坦，现代主义绘画的鼻祖毕加索，

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人弗洛伊

德……与此同时，这个民族也一代

又一代乐此不疲地向人类社会输

送着更为众多的富商、银行家、金
融家、投机家和高利贷发放者……

以至于这个民族的钱袋一直被人

们视为世界的“金库”和“财富
之窖”。它所“产”出的资本家

更是占了全世界最富有的资本家

中的一半左右，福布斯美国富豪

榜前四十名中就有十八名来自这
个民族，其中包括亿万富翁洛克
菲勒、股神巴菲特、微软公司共

同创始人保罗·艾伦、梦工厂中的

淘金者杰克·华纳兄弟等等。

开了颅腔等大师兄的当口，

三组的小牛跑来说，今天打算接
你们这个手术室开个刀。我赶紧
劝他另聘他人，这台手术不晓得

什么时候能结束。他跑出去一圈

回来说，倒霉透了，每个手术间今
天都客满，就你们了，不改了。

吃午饭的时候又看到小牛，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对你这
样没有人性表示愤慨，知道我接
你下一台，你还说手术如何漫

长，现在不好好去开刀，跑过来

吃午饭。”

我一面盛汤一面答他：“不
吃饱肚子哪有力气开刀啊！预热

一下。”

我刚盛完，全场爆笑一片！

今天是冬瓜咸肉汤。之前大

家跟总务提意见，要求食堂工作

做得细致一点，不要汤里放一大

块肉煮，到最后害我们拿手术刀

自己分。今天看来，果然有改
进，肉都切开了，可惜只切一
半，皮都连一块儿，大家拿筷子

扯都扯不断。

午餐室是信息交流地。小杜

说，孤美人又犯错误了，被病人

投诉。

孤美人是上海本地人，有着

一种源于本土的居高临下的傲
气。我们曾经总结过上海人的特
性，在上海人眼里，这世界只有

两种人，一种是“阿拉上海

人”，还有一种就是“伊拉乡下
人”。

她最著名的桥段就是，有个

病人问她，大夫，我拿外国护

照，收费会贵吗？她脱口而出：

“我们是三甲医院，收费标准是

统一的，外国人和乡下人收费标

准都是一样的。”

护士长还替上海人辩护呢，

说全国各地人民妖魔化上海人。

我跟她说，你到论坛看一下，各

地人都掐架，东北人骂广东人，

四川人骂山东人，但全国人民都

骂上海人。

秦教授立刻回我一句：“你

以为北京人就好？北京人也牛得

不行。上海人自以为大，还能大

得过皇城根脚下？上海人看外地

人是瞧不起，北京人更恶心人，

他不是瞧不起，他是充满了同

情。凡不是北京的，都怪可怜

的，来的都是北漂嘛！北京人眼

里世界只有两种称呼：中央和地

方。上次我们开会，汇报成果，

北京医院的人诧异地看着我问：

‘这么复杂的手术，现在地方也
能做了啊！’我靠！上海啊，上

海也算地方？”

笑喷。

4 月 8 日

刚查完房出来。那个脑溢血

的闹事病患现在一切都好，右半
身不遂，说话不太灵光。比起死

亡，现在的状况令他和家属很满

意。

他在口齿不清中要他爱人给

我削苹果。我很不适应他们这样

的转变。当年他们挥舞着棍棒在

走廊外叫嚣的样子与现在相比，

让我诧异，人竟然有这么多副面

孔。

无论他们现在怎样感激愧

疚，都已经不可能换回我的小

蕾。无论病患家属送什么，我都

冷淡拒绝。他们归还的上次一万

块的医药费，我们科也高调收

下。

大师兄从手术台下来，看到

我手里拎的糕点就喊：“阿拉平
平啊！”

我哈哈大笑，喊他：“阿拉

曦曦啊！”

几个月前的夜里我收治的一
个急诊阿婆，第二天是大师兄接

手，两周以后康复出院。自打出

院之后，大师兄二师兄和我，她

每天轮番探望。

来的时候带着自己做的小点

心，挂个门诊的号，周一是大师

兄，周二是二师兄，周三就到病
房来探我。每次都笑眯眯的，喊

大师兄是“阿拉曦曦啊”，二师

兄是“阿拉邈邈啊”，我就是

“阿拉平平啊”。

其实没什么毛病，就过来看
我们一眼，说几句闲话，打量我
们的眼神都让人发毛。

有一天，二师兄终于忍不住

了，给阿婆儿子打了个电话，跟

他讲请他把阿婆领回家。那个儿

子来的时候很不好意思，一言不
发带走阿婆。

阿婆空了两天没来，我们正
舒口气。谁想隔一周，又带着酥

饼来看“阿拉曦曦”了。

大师兄被阿婆的毅力彻底折
服，私下里跟我们说，算了，老

人家好歹也得有点业余生活，我
们也勉为其难当回被追星族吧！

“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外国人和乡下人收费标准是一样的

T 台之上摆姿势（四字常言） 张传俊 昨日谜面 两人一聚兴头来 谜底 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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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最后七年风雨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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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

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再现

了 1970 年到 1976 年共和国

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

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

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发

展与结局，也曲折反映了毛

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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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术》

◆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六六

《心术》以上海某知名医

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的第

一人称视角切入，刻画了一

群努力成为好医生，而又不

得不面临社会现实考验的年

轻医生形象。揭示出在当代

中国医患关系中，无论是患

者还是医生，都不能简单地

用白纸黑字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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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如水》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卢新华

《财富如水》一书是中国

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伤痕

文学”运动的创始人，著名作

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作

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

高度，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

点，细心审视、考察、分析和

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

的特征和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