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72014.9.29 星期一 天天副刊·连载
编辑 吴琪 E-mail：djl@pdsxww.com 校对 屈淑彩

传 记 连 载

邓小平传
（14）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小 说 连 载

首席医官
（2） ■文/谢荣鹏

医不叩门有道理

曾毅一摆手，爽朗地笑道：“没事，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看得出这两个小家伙的感情倒是挺深
的。”刚才这一老两小上车，曾毅就看出来了，这两
个小孩是一对龙凤胎，老者应该是他们的爷爷。

老者心里不由对曾毅多了一分好感。虽说
是童言无忌，但无端被骂作是狗，一般火气盛的
年轻人怕是受不了，而眼前的年轻人却很大度，
丝毫都没有放在心上。

“小哥这是要去哪里？”老者跟曾毅攀谈了起
来。漫漫长路，能有个聊天说话的人也不错。

“我去荣城。”曾毅答道。
“那同路啊，我们也去荣城。”老者呵呵笑了

起来。他看曾毅也就二十岁出头的样子，长得文
质彬彬，像是个大学生，就问道：“你是去念书的
吧？”

曾毅摇头道：“算是去旅游吧……”
曾毅没说实话。他这次去荣城，其实是受了

师哥的邀请，要到省人民医院去实习的。但他本
人对于进入大医院工作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对此
行的期望也不大，只是碍于师哥的面子，不得不
去一趟罢了。

“那你可是挑对了地方，荣城是南江省的省
会，有山有水，气候宜人，能玩的地方特别多，人
文景观也多，比如青阳宫、文殊院、玉龙山、天府
街……”老者似乎对荣城非常熟悉，各处地名如
数家珍。等把荣城的好地方介绍了一遍，他又
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趁着年轻到各地走
走还是大有好处的。”

“是，您老说得对，”曾毅笑着点头，然后顺着
老者的话道，“您老这次去荣城，是要给孙女看病
的吧？”

此话一出，老者的心里顿时警惕起来。他这
辈子走南闯北，深知这火车上最是鱼龙混杂。有
些人专门干一种勾当，先是找机会亲近你，拿话
套取信息，再和同伙设局进行坑蒙拐骗。这种勾

当老者见多了，只是没想到今天让自己遇上了。
眼前这个光鲜体面的小伙子，肯定就是此道高
手，不动声色之间，竟把自己孙女得病的事看了
出来。

“你还会看病？”老者脸上依旧是笑意盎然，
嘴里却是不漏丝毫的口风。

“稍微懂一点。”曾毅并不知道对方已经起了
戒心，接着说道：“我看小妹妹的病没什么大碍，
不用看医生，只要每天早晚各喝上一杯热糖水，
注意不要吃生冷的食物，过一个月自然就会好
了。”

曾毅之前并不是要无端地跟小女孩搭讪，他
一眼就看出那小女孩生病了。小女孩的身体明
显偏瘦，而且面色隐隐发青，就算是不懂医的普
通人，只要观察得稍微仔细一些，也能看出小女
孩的身体不好。

不过这并不是重点。曾毅说话之后，反而看
着那个正在吃冰棒的小男孩，换上一副严肃的表
情：“倒是您这个孙子的病有点严重，这几天暑气正
盛，他身边随时要有人照看，否则有点危险……”

曾毅说这话的时候，刻意压低了声音，他怕
小孩子听见了会有什么负担。

不过这动作落在老者的眼中，反而成了一种
鬼祟的行径，这让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眼
前这小子就是个骗子，为了骗钱，他故意拿这种
吓人的话来唬自己的。

作为一家长者，哪有不紧张自己孩子的，一
般人乍听到这种话，不管真假，多半都会上当
的。 这老者倒不是心狠，只是他对孙子孙女的健
康状态太了解了，前两天刚做过一次全身检查，
要说孙女有病，那是事实，可孙子白白胖胖、活蹦
乱跳，平时又吃得香睡得好，怎么可能会有病？！

老者心中厌恶至极，嘴上却道：“小哥你说得
对，这天是有些热了，回头我给他喝些藿香正气
水。唉……人老了，多说几句就有点乏，我休息
一会儿。”说完，他竟半眯起眼睛，不再搭理曾毅。

明日关注：一念之差失之交臂

而这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加紧策划
以重庆为中心割据西南，胡宗南部也开始
向四川收缩。

中央军委对进军西南的时机、作战方
针和组织准备工作进行全面研究后，于六
月十七日致电邓小平和刘伯承，提出：“二
野西进时机似以九月为较适宜，一则准备
时间较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能有粮食；
三则四野主力（七个军）九月可到郴州、赣
州线，十一月可能占领广州，迫使广州伪
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
利。”（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致华东局
并告粟裕、张震、周骏鸣及刘伯承、邓小平、
李达的电报，1949年6月17日。）

中央军委七月十六日正式下达向西
南进军的指示，提出：陈赓部三个军，四
野五个军“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
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
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
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
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
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
标”。“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
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
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
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
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
川、滇、黔、康四省。”在这个《指示》中，中
央军委针对国民党军力避决战的新特
点，提出对中南、西南诸敌应实行“远距
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方针。（毛泽东起草
的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邓子恢、萧克并
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电报，1949年7
月16日。）

两天后，二野前委发出关于进军西南
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加强进军西南的政治
动员、思想教育和军事、后勤运输等各方

面的准备工作。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西南局以

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
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
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六
十万人。（中共中央致华南分局并告华中
局、华东局的电报，1949年8月1日。）

八月上旬，邓小平回到上海，旋即又
到南京，和刘伯承一起根据中共中央和中
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加紧领导和部署进军
大西南的各项准备工作。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其军队主力丧失
殆尽、江南不保的情况下，重温抗日战争
时期偏安西南一隅的迷梦，倾力部署西
南防御战略，为保住西南作最后的顽
抗。这时，有九十万国民党军盘踞在西
南。其部署是：蒋介石嫡系川陕甘边区
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十四个军约十六
万人布防于秦岭、汉中、川北一带，形成
两道防线，对北面作重点防备；国民党西
南军政长官张群所辖二十三个军约三十
万人布防于巴东一带，其中以川湘鄂边
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所辖十四、二十
兵团共六个军约十万人，控制鄂西巴东、
恩施、咸丰一线，以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
主任孙震部三个军约四万人，控制巫山、
万县一线；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
部约十万人组织湘粤联防，凭借两广作
为固守西南的掩护；以贵州绥靖公署主
任谷正伦所属第十九兵团等部，沿贵州
境内湘黔公路沿线设防；第十五兵团司
令官罗广文部等置于南充等地，准备向
川北或川东机动；另有云南绥靖公署主
任卢汉部、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部、西
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的几个军分别在昆
明、雅安、宜宾、成都等地区担任守备任
务。（未完待续）

在这秋风送爽，硕果飘香的金秋，我们即将
迎来一个温暖的节日——重阳节。

重阳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至于起始于什
么朝代，现代人已经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查证，
我只知道重阳节又是登高节，在这一天，中国人
有登高游玩的习俗。

今年的重阳节，恰好处于国庆长假期间，有
大把的空闲时间。我们一帮好友早就约好，到
时一起去安徽爬天目山。给自己的心情放个
假，呼吸一回新鲜的空气，享受一回大自然美丽
的风光，登高远眺、神游天地、舒畅胸怀，学唐代
大诗人杜甫那样，也抒发一回“会当凌绝顶，一
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

从古到今，中国人一直把重阳节当作相思
的日子。唐代大诗人王维，那年身在异乡，饱受
孤独寂寞之苦，相思之情泛滥如潮，在重阳之
际，真情流露，不禁吟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
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

一人。”宋女词人李清照，因丈夫身在异地，思念
与牵挂交融，在重阳时节，痴情写下：“东篱把酒
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而今，一曲《九月九的酒》，更是把
背井离乡的人那种辛酸、那种无奈、那种迫切想
家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世界上最大的恩情是什么？是父母的爱，
它比海深、比天大。因此，儿女回报感恩父母是
天经地义的事。自从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九
月九定为“老人节”之后，传统的重阳节又有了
新的含义，成为儿女们尊老、爱老、孝敬长辈的
日子。这一天，他们或来电问候，送上美好的祝
福；或从忙碌中抽出时间回家侍奉膝下，陪伴父
母说说话，给父母揉揉肩、捶捶腿，或给父母做
一碗可口的饭菜，或为父母添一双鞋、买一身新
衣，讨父母开心。父母脸上的笑容，是做儿女的
最大的幸福。

岁岁重阳节，今又重阳，人们思亲想家，写
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件发生在我身上有关重阳
的糗事。国庆长假将至，那天，我安排班组里的
人假日值班，我几乎把班组里的人都点到了，居
然没有一个愿意在10月2日那一天值班的。我
脑筋一时没转过来弯，还以为他们忌讳“2”字才
不愿值班。等我回过神，知道10月2日是重阳
节，不禁哑然失笑。看他们一个个躲闪的眼神，
我明白他们的心思，都想重阳节那一天在家和
家人团聚，就没有勉强他们，而是跟别的班组借
调了一个人，请他重阳节那一天值班。见我这
样通情达理地安排，他们都松了一口气，露出开
心的笑容。

走完三百六十五里路，又见重阳。在这个
美好的日子里，让我们暂停一下忙碌的脚步，与
重阳节一起飞，彻底享受一回节日的轻松和惬
意，彻底享受一回与亲人团聚的温馨和幸福。
还父母的感情债，做一回他们心中的乖儿女，这
样，我们的心中就会少一分愧疚、多一分快乐。

重阳节抒怀
◎张承新

我有个铁杆博友，年龄 39公岁，南
京的老城南人，现居上海。报刊上常见
他的大名时盛麟。读他的文字，仿佛徜
徉在夫子庙的街巷里，随意得好；仿佛夏
日里坐在自家井台边，雨花茶就着盐水
鸭，惬意得好；仿佛秋日里走亲访友，亲
切得好；又仿佛冬日里围炉夜谈，温暖得
好。

一个 78岁的老人，眼神不济，打字
发帖都已经吃力，锦绣文章何以如雨后
春笋，有悖年岁的文字（他的话），牵住许
多年轻朋友的心和眼？我在他的一篇文
章中找到答案。他说：“时人不识余心
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其实，欲获少年心
态，本无需偷闲学，放浪一下也无妨。

好一个“无需偷闲学”！虽然，生理
年龄已过午天，须发飘白，光华不再，但
只要有“偷闲学少年”的闲情逸致，心中
就依然会充满热情和生气，依然会闪耀
青春的火花。

“偷闲学少年”古今中外有之。北宋
的一个春日，有位乐观旷达的老人，独自
分花拂柳在河畔游玩，美景赏心悦目，老
人感到一种无忧无虑的欢乐，于是写出
脍炙人口的诗句：“云淡风轻近午天，傍
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
偷闲学少年。”这个老人是北宋著名的哲
学大家程颢。他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情景
交融的画面，同时给了老人们一个启示：
追寻童少岁月的感受，捡回孩提时的乐
趣，哪怕旁人说道嬉耍学少年。

“偷闲学少年”的喜好，在长寿老人
身上多见。南宋诗人陆游年过古稀，还
常同自己的曾孙骑竹马玩，有诗为证“整
书拂几当闲嘻，时取曾孙竹马骑”。在那
个生活、医疗水平低下的年代，陆游能够

活到85岁，也许正是得益于童真不泯的
秉性；同样活了85岁的科学家牛顿，在
垂暮之年，常饶有兴趣地拿着麦秆，对着
太阳吹肥皂泡玩，如醉如痴地观赏飞舞
的绚丽；科学泰斗爱因斯坦，他在教邻居
孩子算术时，要求的回报是能分享这个
孩子的糖果；近代画家丰子恺看到孩子
把鞋脱了套到凳子脚上，创作灵感顿时
爆出，挥毫画出《凳子四条腿，阿宝两条
腿》……他们的快乐，源于他们心底的那
份童真。

前几天我在公园看到几个老人滚铁
环，那奔跑的身姿、开怀的笑声，构成一
幅生动的“偷闲学少年”的画面。展现出
一种“我如花影，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
明月送将来”的美好意境，让我感动，让
我跃跃欲试。

可惜有少数老人被旧观念所束缚，
认为“学少年”不庄重。其实，老年人若
能兴致勃勃地参加青少年甚至幼儿的活
动，正是一种合乎科学的健康长寿之
道。没有一种药品比“心乐”更有效果，
没有一种保健品比得上“童真”。当我们
看到同龄的老人，有人精神矍铄、活力不
减，仿佛越活越年轻；有人则萎靡不振、
老气横秋。虽说有身体强弱的因素，但
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因素的影响，要驱散
老人心中的暮气，就要“偷闲学少年”。

当把“偷闲学少年”作为功课和保健
来做，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就能保持
洒脱恬淡、气定神闲、乐己及人的开豁心
态，那么，返老还童就会应验了。

偷闲学少年
◎张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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