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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记 连 载 邓小平传
（12）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小 说 连 载 秘密调查师之黄雀
（20） ■文/永 城

调查，无休止

Tina记过处分，留职察看。比解雇略好一些。
Tina对燕子感激涕零，嚷嚷着要请燕子吃

饭。午饭就免了，燕子没胃口，躺在地上的男人挥
之不去。路过会议室的时候，心里雪上加霜。会
议室的门一中午都关着，不知里面有没有人。燕
子又想起早晨收到的短信，在办公桌上翻找了半
天，没找到高翔的名片。转念一想，翻到了有什么
用？反正短信也已经被她删了。

Tina给燕子带回两个肉夹馍。燕子没碰，感
觉有点恶心。

下午大家闷头干活，一切恢复正常。
Tina格外卖力。她把其他工作都放在一边，

主动帮燕子搜索香港证交所的网站，收集香港怡
乐集团的材料。过不多久，已经打印出厚厚的一
大叠纸。

“报上怎么说来着？呵呵，对了，森林谋杀
者。”老方端着茶杯在一边笑。

“哎！没办法啊，电脑我看不习惯，所以得打
出来看。”

Tina话里有话。老方假装听不出：“是吗？我
也不习惯看电脑，所以每天还要买报纸。”

燕子捧起那一摞纸细读，不让自己分心。
怡乐集团1999年成立，2003年在香港证交所

上市，起初经营电子业。2009年初，两家BVI公司
入股怡乐集团，一家叫永辉控股，另一家叫大洋控
股。永辉控股用两亿港币收购了怡乐集团60%的
股份，大洋控股则用5000万港币收购了15%。收
购之后，怡乐集团的主业也随之换成煤炭机械制
造。此次变更后不久，怡乐集团发行了两亿股新
股，新融资两亿港币，融资之后，永辉控股变成持
股22%的股东，而大洋控股则变成5.5%的股东，剩
余72.5%的股份为众多的公众小股东所持。增资
扩股后不久，怡乐集团收购了大同永鑫百分之百
的股份。

这是典型的“借壳上市”。通过收购一家现

成的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来达到自己企业上市的
目的。怡乐集团就是这样一个“壳”，而永辉和大
洋两家公司，正是借助这个“壳”，经营大同永鑫
的煤炭机械生产。这种上市方式，在香港是很常
见的。

可见永辉和大洋，就是香港怡乐集团当前的
控制人。两家都是BVI公司，注册股东和董事不得
而知。但怡乐集团的董事会并非秘密，香港证交
所刊登的公司公告上都写得清清楚楚。

怡乐集团当前的董事长叫Ted Lau，英籍华
人，同时持有英国护照和香港身份证。Ted Lau于
2009年1月继任怡乐集团董事长，正是永辉和大洋
收购怡乐集团的时间。可见Ted Lau代表新的控
制人。燕子对Ted Lau做了一些媒体调查。新闻
不多，据称早年在香港做生意，后来把业务发展到
英国，主要经营国际贸易。有媒体说Ted Lau的
妻子是英国白人，育有一子，和妈妈长年住在伦
敦。香港怡乐集团的信息收集完毕，“晚餐”的报
告底稿已在燕子脑子里。

当然仍有不尽完美之处：五家BVI公司真正的
股东无以验证。但“晚餐”仅仅是个尽职调查项
目，经费区区3万美金，无需大动干戈地做更高难
度的调查。对于尽职调查的客户而言，查到现在
的深度就基本达标了。

燕子一鼓作气，提笔写备忘录。所谓备忘录，
是对项目进度和调查结果的简单总结。包含主要
的发现和尚需完成的工作。备忘录本应由高级调
查师写来交给项目经理。但迄今为止，老方对“晚
餐”还一无所知。在这个项目里，燕子充当了高级
调查师的角色。最终领导权，自然还在Steve手
里。

备忘录并不复杂，晚上9点搞定。
备忘录发往Steve的邮箱，燕子顿觉轻松不

少。一抬眼，Tina正提着包站在眼前：“燕姐姐，晚
上肯赏脸了吧？我们聊聊早上的事……”（完）

明日起刊登小说连载《首席医官》，敬请关
注。

客轮破浪前进。船过万县，驶入著
名的长江三峡，“夔门天下雄”、巫山神女
峰……三峡美景缓缓地展现在眼前。初
出夔门的川东弟子兴奋不已，踌躇满志。

经过几天的航行，九月六日轮船到达
上海，学生们被安排暂住在“名利”大旅社。

上海，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商贸
中心，也是中国与外国通商通航最重要的
口岸。上海在一九一八年春成立了华法
教育会，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二百四十
七号。上海华法教育会与上海留法勤工
俭学会，负责接待各地来沪的赴法勤工俭
学生。从上海到法国的邮船，每月通航一
次，每次只能搭乘学生百余人。大批勤工
俭学生来沪后需要等候，上海华法教育会
设立了留法勤工俭学招待所和俱乐部，负
责安排学生们的吃住，并帮助订购船票和
协助办理出国手续。

本来，上海华法教育会已登报声明，
七、八、九三个月停止接待赴法学生。但
邓小平等八十多人，因重庆方面托人给上
海方面打了招呼，所以还是受到了接待。
他们到达上海后，袁文庆等学生代表随即
和上海华法教育会取得联系。

在上海法领事馆办理手续时碰到了一
点麻烦。法方询问他们除了衣履和旅费
外，每人还携带了多少现款，说至少得有三
千法郎才能走。这大大出乎学生们的意
料。本来，学生们以为只要筹够几百元盘
缠就够了，到了法国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工
厂而拿到工资，没想到还要自带这么多
钱。袁文庆等人考虑，如以实情相告，可能
法方会不让成行，而滞留在上海就会陷入
困境。于是，他们急中生智回复说：款子已
交重庆勤工俭学会代汇，因为是分期汇法，
所以没有汇据。这件事，总算搪塞过去了。

一切手续办妥后，上海华法教育会会

长高博爱与法商轮船公司联系，代购了全
部船票，并办理好赴法护照。

邓小平和同学们在上海游玩了两
天。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黄浦江上，停
靠着许多外国的商船、兵舰，五花八门的
外国国旗在海风中飘动。租界里，外国人
一个个趾高气扬。上海果然给他的是“西
方冒险家的乐园”的印象。

九月十日上午十一时，邓小平等八十
多名重庆学生和湖南学生曾镇岳、江苏女
生吴佩如、郑璧芋等在黄浦码头登上了法
国邮轮“盎特莱蓬”号。

和他们同船去法国的还有华法教育
会的两名职员，一个姓彭，另一个叫李汉
光。李汉光是李石曾在法国办的豆腐公
司的办事员，经常往来于中国与法国，对
沿途的情况很熟悉。在船上他还负责给
学生们讲授法文，介绍法国社会情况、风
俗习惯和礼节等。另外还有北京政府派
去的驻欧留学生监督高鲁，他准备从法国
转赴英国。

上海华法教育会派代表前往码头送
行，还有各方面不少的人前来送行，场面

“颇为一时盛况”（《新闻报》1920年9月11
日。）。

海轮西去。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邓
小平和同学们踏上了留洋之路。

第二十三章 解放大西南

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邓小平患了头
痛病，一度痛得起不了床。一九三六年
底，他曾得过一次严重的副伤寒。那次康
复之后，他特别注意锻炼身体，一直坚持
冷水浴，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清晨，他都用
一桶冷水从头到脚一注而下。这次完全
是积劳成疾，中央批准他到北平休养一个
月。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