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宵 一 谜

眼看僵局可能打破，有了再次
“团结起来”的希望，偏偏这个时
候，事情发生了令人意外的变化。

北京方面紧锣密鼓张罗召开
中央批陈整风汇报，而躲在北戴河
的林彪却依然沉默不语。

林彪始终像一块飘浮不定的
云，谁也捉摸不透云朵里包藏的是
春雨还是冰雹。对此，无论是毛泽
东还是周恩来都要搞个明白。

周恩来将此行告知毛泽东：他
准备在 3 月 30 日和 31 日两天与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李德生、纪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处
汇报工作。

毛泽东点头同意了。他批示
“此事应向林彪汇报”，目的就是想
打探林彪的动静。

周恩来这次去海边探访林
彪，成为毛泽东非常关注与期待
的焦点。可以说，这是他等待林
彪“翻然醒悟”的最后一道心理
底线。

周恩来和黄永胜等六人在北
戴河林彪处谈话，主要汇报了批
陈整风几次会议的情况、毛泽东
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
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的安排等。同时，周也介绍了叶
剑英带领专案组在广东调查陈伯
达的情况和陈在“文化大革命”中
的严重问题。林彪阴沉着脸听罢
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
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
部署，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
三人的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
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
他还很震惊地表示：绝没想到陈
伯达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
出来，是“很大胜利”，“完全
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
议，把批陈引向深入。谈话中，林彪
对自己的问题避重就轻作了一点
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也“犯错误”，
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脱口而
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
林彪还为其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作
了辩解。

谈话到最后，林彪一脸苦相，
诉说自己身体诸多不适，不能出席
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感到很意外，许久没有
说出话来。

林彪拒不出席会议。周恩来既
焦急又无奈。

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由此转

向，结束了“等待”。
——— 4 月 1 日，周恩来向毛泽

东汇报与林彪谈话情况，汇报时
他尽量为林彪说些好话，但是林
彪不回京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
会的事实却无法回避，尽管周恩来
小心翼翼地选词择句说明林彪不
来参会的理由。

周恩来汇报一结束，毛泽东一
改先前对林彪下属所持比较温和
的态度，横眉冷对在场一同听汇
报的黄、吴、李、邱：“你们已
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
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
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
己了！”所有在场人都倒吸一口凉
气，惊惧不已。

——— 4 月 11 日，毛泽东又把
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
讨书与吴法宪、叶群重新写的自我
批评材料一同批给政治局，建议政
治局“作适当处理”。

毛泽东的容忍达到了极限。
——— 4 月 14 日，毛泽东决定

在 1971 年 1 月改组被林彪一伙控
制的北京军区之后，再派人参加军
委办事组。打破了由林彪亲信把持
军委办事组的局面。并且决定中央

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把黄永
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
的检讨及毛泽东相关的全部批语
在会上散发给大家。

毛泽东的举措，陡然升高了中
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前的紧张
气氛；那几个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
同伙，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向林彪
频频告急。

林彪依然躺在日光浴中迎着
刺目的日光与窗外灿然的春意，苦
思冥想……想到最后，终于横下一
条心——— 硬顶到底，以求绝境逢
生！

他一方面给黄永胜、吴法宪
等人吃定心丸，要他们稳住；另
一方面又不加掩饰地对调子越来
越高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公开
表示不满。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
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上
批示“同意”后，林彪一改以往
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让秘书写
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
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
的字样。

到此为止，毛泽东与林彪“正
副统帅”不仅神离，貌也离了。

对林彪失望的同时，毛泽东
却看到了美国传来的希望。

在全国上下一片“批陈整
风”批判声中，我国体育界发生
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

毛泽东的容忍达到了极限

财富也具备了水的这种“蒸
发”或者“挥发”的特性。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一夜
之间，醒来一看，忽然发现财富大
幅“缩水”了：一百元一股的股票变
成九十了，一万一平米的房子转眼
竟成了八千了，存在银行里的钱，
以前还能买几袋米，现在却只够吃
碗馄饨了……当然，财富大幅“缩
水”前，通常都会有一段令人难忘
的“气泡”景象。君不见黄铜曾经卖
到六千六一吨，石油曾经涨到一百
四十美元一桶，钢材和水泥的价格
也都曾日日攀登新高峰……

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东亚系硕士毕业后，曾于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供职于一家香港人开
办的“外汇期货公司”。那时候，这
类公司还是“新生事物”，只要个人
投资一万美元，便可以拿每月七百
五十美元的底薪，而最诱惑人之处
还在于它能“四两拨千斤”，用一万
美元可以做一百万美元的生意。我
那时家里新添了一个男丁和一个
女丁，正值需要用钱之际，又想到
这样的工作和做生意毕竟不一样，
是凭脑力吃饭，不必因各种复杂的
人际关系而常常弄得手足无措，更
不用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昧着良
心去坑蒙拐骗，且也自视过高，以
为自己的一点聪明才智正可以借
此好好发挥一下，于是满怀憧憬地

从积蓄中取出一万五千美元，兴冲
冲地投放到了外币市场上去买卖
英镑。未料一进场，我依据基本分
析和技术参数作出的决策是买
“跌”，行情却偏偏一天天“涨”上
去，并如断线的风筝一样没有丝毫
回头的迹象。我有心“割肉”掉头重
做，又怕行情突变，“杀他一个回马
枪”。想来思去，最后还是决定“以
不变应万变”，放弃“短线操作”，
“快速积累”的初衷，耐心等待市场
“掉头”。并美其名曰：“放长线钓大
鱼”。

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是
第一个到公司，也是最后一个离开
公司，常常计算机前一坐就是几个
小时，两眼死死地盯着计算机屏幕
上的几根彩色的“丝线”。它们每
“抽搐”一下，我心上总要七上八
下：或则心惊肉跳，或则如释重负。
然而，没想到这种“牛市”的行情竟
持续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我就这
样，在每天与计算机屏幕的亲密对
视中，见证了我那一万五千美元
“财富”几近全部流失和蒸发的全
过程。直到有一天，经理告诉我，我
账上的资金已经只剩下一千二百
美元，再不补仓，就要关闭我的账

户了。我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再
也玩不起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危
险游戏了。同时也深刻体认到：“利
润有多大，风险有多大；增值有多
快，蒸发有多快”。

然而，物质大致不灭。赌客们
的财富看似在牌桌上蒸发了，却会
在其他赌客、发牌员、赌场老板的
口袋里鼓起来。对于整个社会而
言，所谓财富“缩水”，其实只不过
是通过蒸发的形式在空间形态下
将一种财富的价值注入到了另一
种财富之中，在时间形态下将一代
人或者一个年龄段的人的财富，转
移到了另一代人或者另一个年龄
段的人手里。尽管在这种转移过程
中，因其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不断变
化，也会无可避免地造成程度不一
的损耗和衰减。

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们常常
还会看到许多“气泡”，或者“泡
沫”，这其实是“财富之水”在快速
蒸发前留给我们的一种虚幻的“海
市蜃楼”景象。

那么，这种“气泡”或“泡沫”又
是如何生成的呢？当然，主要还是
由于经济运行的“流速”加快和“温
度”升高引起的。从这个意义上，经

济“趋热”，财富“蒸发”的速度便加
快；经济“过热”，财富“蒸发”的速
度则达到或接近“沸点”；经济“平
稳”，财富“蒸发”的速度也放缓。

总之，这世界上大概还找不到
不会或不可能“蒸发”的财富，即便
那些我们认为很可以“保值”的财
富，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耐心等
待，也还是可以看到它们一点点
“缩水”的，只不过这过程常常过于
缓慢，而且取了我们目力所不及、
生命的长度够不着的一种“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的“飞扬”姿态。

零度以下，水会冻结。
财富也会冻结。
并且，这种冻结的景象在今天

这样一个以“经济挂帅”为特征
的社会里更是比比皆是。

一家公司，一个企业，资金
链发生了问题，玩不转了，该进的
货进不来，该发的工资发不出去，
该还的债还不了。结果，债主不肯
走人，工人聚集在大门口讨薪，老
板藏在郊区别墅里不敢露脸……
这时候，这家公司，这个企业如果
没有银行或其他渠道的资金及时
“输血”，“生命”的路也就差不多走
到尽头了。

恍惚中，手机在响。
汪露露起身去摸电话，发现

自己已经回到房间睡在霖霖的身
边，可她怎样想都想不起自己是怎
么睡在这里的。或许是吕森把她抱
过来的吧。他是绝对不会让霖霖一
个人孤零零地睡在小床上的。

电话是汪明才打来的。汪露
露看了看时间，夜里十一点整。

“露露，睡了吗？”汪明才
低声问。

“爸。”汪露露把被子蒙在
头上，她担心吵醒霖霖。

“我太想霖霖和你了，明天
我和你妈就过去看你们。这几天
你辛苦了。”汪明才瓮声瓮气地
说着，似乎也躲在被窝里。

“爸，这么晚你怎么还不睡
觉？”汪露露担心汪明才的身
体，再这么熬夜可不行。

“刚刚醒了，很想孩子。我
身体没事的，放心吧。那几天就
是累了，以后我不会傻乎乎地干
活不听你的话了。”说到这里汪
明才居然悄悄地笑出声来。

“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让你和
你妈这么辛苦，对不起。”汪露露抽

泣着。不管汪明才是累病了还是
心脏病犯了，汪露露觉得那都是
由自己造成的，由于自己生了孩
子造成的。如果最近发生的事情
是自己写在计算机中的一篇稿
子，她宁愿选择删除键，然后再
从回收站中彻彻底底地将其删
除。

“别哭，我知道你担心我，
很快你就会见到原来那个活蹦乱
跳的爸爸了。好了，不说了，一
会儿把你妈吵醒了。明天见。”
汪明才迅速地挂断了电话。

夜，很静。一缕清柔的月光
透过窗子，洒在了窗台上，宛若
镀了银。

汪露露轻轻地坐起，将被子
披在身上，望向小床中熟睡的霖
霖。她在想汪明才和葛承艳。她
在回忆，回忆自己幸福的童年，
回忆父母是否像现在的自己一
样，也是在这样寂静的夜里静静
地坐着，细心地观察着心爱的宝
宝。她还在想，如果有一天霖霖
长大成人娶妻生子，自己能否像
汪明才那样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全
部的爱赋予子女。

那天夜里，汪露露再次失眠
了。当黎明的曙光照进房间的时
候，汪露露终于大彻大悟。

她在日记中写下：
“霖霖，我是如此爱你，这

就如同我的父母如此爱我，我会
照顾你慢慢长大，我会教你咿呀
学语，教你踏出人生的第一步。
无论未来的生活有多么辛苦，我
都会毫无怨言为你奋斗。如果有
一天，我没有能力再为你付出，
希望你明白，我们已经尽力。

回首童年，我和你的爸爸常
常会和小朋友们玩过家家，或扮
做夫妻或扮父母，唯独很少扮成
孩子，因为我们一直把自己当成
孩子，从未长大过。直到有一
天，我们身为人父人母，终于了
解到，生活其实真的好难，这种
艰难的感觉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来。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如果孩
子没有出生，现在的我们会不会
轻松一些，我们的父母会不会也
清闲一些。可当面对着孩子的笑
容，这种念头随即消失得无影无
踪。

归根结底，我和你爸爸这代

人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无论
自己多么想全力以赴地留在孩子
身边照顾他们，关心他们，不过
还是要为了工作而暂时将他们留
在长辈的身边。很多时候，我们
很无奈。不过我们相信，通过自
己的努力，一定会为我们的孩子
打造出一片不一样的蓝天。

我们深信，我们有坚不可摧
的心理防线，我们有不可动摇的
信念。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都
可以像我们的父辈一样，含辛茹
苦地把我们的孩子拉扯大！

我们也很明白，作为现代父
母，重要的不是给孩子们多少物
质的东西，而是我们在孩子身上
倾注了多少关心和爱。

如果有人问，你究竟是喜欢
过没有孩子的生活，还是喜欢过
有孩子的生活，我会毫不犹豫地
选择后者。

如果把我们这一代称为孩
奴，那么我们愿意终生为奴。”

窗外，鞭炮声响起。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汪露露

带着重获新生般的心情早早起床，
迎接汪明才和葛承艳的到来。

从今天起，汪露露发誓要做
个孝顺的女儿、合格的妈妈、温
柔的妻子……

（完）

财富会蒸发

愿意终生为孩奴

讨债不能失尊严（小品台词句） 赵可东 昨日谜面 “阿庆嫂跟沙老太婆打起来了” 谜底 对伊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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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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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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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奴：新妈上岗记》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
◆作者：林琳

孩子究竟是爱情结晶，
还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婚
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孩
奴》中，当 80 后小夫妻汪露
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
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才发
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
又是另一回事……

︱
︱

80

后
新
妈
上
岗

做
孩
奴
也
可
以
快
乐
幸
福

︱
︱
赌
场
发
牌
员
别
出
心
裁
论
述
财
富
和
人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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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