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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记 连 载

邓小平传
（28）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小 说 连 载

首席医官
（16） ■文/谢荣鹏

十二月二十日，在二野第三、第五兵团
迂回到成都以南以西时，一野十八兵团已
进到绵阳、巴中、江油一线。至此，人民解
放军完全截断了胡宗南部向云南、西康的
退路，从西、南、东三面，对由陕甘、重庆等
地退集成都周围的四十余万国民党军形成
袋状包围。

接下来的围歼战怎么打？邓小平和
刘伯承等反复研究后认为，胡宗南部在向
康、滇的退路被彻底截断后，“势必依托成
都周围作困兽之斗”。为求有把握地歼敌，
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他起草的和刘伯承、
张际春、李达致第三、第五兵团及各军首长
并报贺龙等的电报中提出：“我军追击阶段
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
所能歼灭，严防轻敌乱碰。须知敌尚有反
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
分慎重。”“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
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
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
（邓小平起草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
李达致第三、第五兵团及各军首长并报
贺龙、李井泉和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1949
年12月21日。）

这时，被围困在成都地区之敌，欲逃无
路，求援无望。面对人民解放军几路大军
的重重包围，十二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川鄂
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和第十六兵团
副司令官曾苏元率部在金堂地区宣布起
义，使处在四面包围中的其他国民党守军更
加恐慌。胡宗南眼看成都难保，于十二月二
十二日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主力分
路向西昌方向突围。会后第二天，他把军队
交给他的亲信五兵团司令官李文指挥，自己
步蒋介石之后尘，悄悄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蒋介石、胡宗南相继逃离西南，使成都地区
的国民党守军陷入极度混乱中。二十四

日，李文在绝望中集中七个军由崇庆、新津
地区向西南突围，被一举击溃。

二十四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抓住
国民党守军混乱不堪的有利时机，向被围
困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发出最后《忠
告》，劝告他们“认识时势，毅然脱离国民党
反动派，投到人民政府方面来”。当天，新
华社全文广播了这个《忠告》。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二十
四日，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
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率部在彭县宣布起
义；二十五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
裴昌会率部在德阳宣布起义。

李文仍然执迷不悟，继续组织残余兵
力，向邛崃、大邑一线展开猛攻，企图夺路
逃命，再次被粉碎。二十六日，人民解放军
三路大军协同作战，发起全线攻击，战至黄
昏，全歼李文部，生俘李文及第五兵团五万
余人。

二十七日，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司令
官李振率部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解
放军不战而下成都，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
力胡宗南集团被歼灭，蒋介石苦心构筑的
大西南防线土崩瓦解。

成都战役刚结束，二野第五兵团司令
员杨勇和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分别接
到邓小平和刘伯承的电话指示：二野的部
队一兵一卒都不进成都！要让贺老总带十
八兵团进驻成都。此前，十二月二十五
日，邓小平在他起草的刘伯承、邓小平、张
际春、李达致杨勇、杜义德及各军首长的电
报中也明确提出：“二野及四野五十军部队
主要是解决胡宗南部，不得派一兵进成都
城区，违者按级查处”。（刘伯承、邓小平、张
际春、李达致杨勇、杜义德及各军首长的电
报，1949年12月25日。）（未完待续）

一步登天

邵海波一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等迷迷
糊糊一睁眼就知道坏了，要迟到！脸都顾不上
洗，他赶紧开车赶往医院。

等一进大门，邵海波的心就沉了下去。张仁
杰可不正在门诊大楼的下面站着吗，现成的把柄
就这么送到了对方手上，等着挨整吧。

把车停好，邵海波就小跑前进，迎向了张仁
杰。一边在心里给自己鼓劲，实在不行，大不了
给在外省的老同学打个电话，听说他现在已是某
地级市卫生局的副局长了，安排自己应该不成问
题吧。

“张院长，我迟到了，我向你检讨。”邵海波三十
好几的人，大庭广众下像小学生一样给老师做检查
一样，这话说出口的时候，他的脸烧得直难受。

本以为迎接自己的会是狂风暴雨，谁知张仁
杰却是笑哈哈的：“海波啊，这几天确实辛苦你
了，为了冯厅长的病，你日夜操劳，迟到一会儿又
有啥子嘛！等冯厅长痊愈，我批你几天大假，好
好休息，养好了精神，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嘛。”

邵海波的脑袋一时转不过来，怎么回事？“院
长，我以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这样的事情绝不
会再发生了。”

张仁杰带着嗔怪的口气：“你看你这个同志，
老虎尚且有打盹的时候呢。回头我一定要号召全
院向你学习，时刻不忘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说
完，张仁杰亲热地拽住邵海波的胳膊，“走，陪我去
探望一下冯厅长。”邵海波擦了擦脑门上的冷汗，
小心问道：“冯厅长的病有没有好点？”

“奇迹！简直是奇迹！”张仁杰放大了嗓子，
“冯厅长的病，已然是好了大半。海波啊，好好
干，像曾毅这样的人才，以后要多多为我们医院
引进，下次开会，我准备提议就由你来负责这项
工作了。”

邵海波一听，差点滑倒在地，这么说，自己的
主任一职非但不会撤，反而要进入院级管理层
了？从门诊大楼一路穿过去，看到这一幕情景的
医生护士全蒙了。院长一大早就站在门口望穿
秋水，大家以为是在等候某位重要领导呢，原来
是在等邵主任！不会吧，听说院长昨天当众发
火，要让邵主任到急诊室去报到，难道这传闻竟
是假的？

邵海波昨天一晚上没睡好，张仁杰又何曾合
过眼，他整晚都在琢磨着要如何才能挽回冯厅长
对自己的不良印象。

本来自己错割了冯厅长一刀，想弥补都不知
道该如何下手呢。昨天又千不该万不该，急于抢
功说错了话，以至于让冯厅长误会了，现在能在
冯厅长面前说上话的，好像就只有那个曾毅了。
可对方只是个实习生，随时拍拍屁股就能走人，
根本不受自己这个院长的约束。再说了，自己跟
对方也没那么深的交情，人家未必肯为你讲话
啊。

想来想去，张仁杰就想到了邵海波的身上。
邵海波是曾毅的师兄，自己对他好，那就是对曾
毅好嘛，只要那小子不糊涂，应该知道要怎么办
了。打定了主意后，张仁杰便早早地来到医院，
就等着邵海波来上班了。

推开特一号病房的门，就听到了冯玉琴的笑
声，此刻她又恢复了风采，容光焕发，和昨天那个
奄奄一息的病人比起来，完全判若两人。

看到张仁杰进来，冯玉琴的脸又拉了下来。
张仁杰一看冯玉琴的脸色，就知道情况不妙，不
过还是硬着头皮上前打招呼：“冯厅长，向您汇报
一个好消息，医院已经决定给曾毅大夫转正，并
且享受专家待遇。这几天，就让他留在这里，专
心照料冯厅长。”

冯玉琴鼻孔里“哼”了一声：“曾毅的去处，就
不劳张院长费心了，我已经有安排了，明天他就
到卫生厅的专家医疗小组报到。”

明日关注：铁娘子康复

闺女升入中学后，家里开始硝烟不断。
比如，晚上闺女在家学习时，眼看着她做作

业时，头又低了下去，背弯成了一张弓。为了保
护视力，我赶紧提醒她：头抬高一点，一尺一寸
一拳。三次以上就扔给我一句：成天说，烦不烦
啊。“砰”一声，把房门关上，干脆让我看不到。

为了尽快终止争吵，我只好强压怒火。时
间又过去了近一个小时，我轻轻打开闺女的屋
门，可能是空气不流通的缘故，屋里有点家具油
漆的刺激性气味。好心提醒她：休息一会儿吧，
打开门空气也能好点。“开着门你唠叨个没完，
关上门我还是有错，到底让我怎么着！”

好吧，这就是传说中的青春期。冲突不可
预见，毫无道理可讲，我的人生经验全然派不上
用场。虽然曾经有所耳闻，可我还是低估了它
的杀伤力，被各种状况搞得心力交瘁。生活每
天都在继续，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成了问题，再也
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开始搜寻各种办法，一篇文章引起了我
的注意。文中说到国外的父母在孩子青春期，
遇到类似情况时，一般会邀请邻居来帮忙，旁敲
侧击，曲线救国，借别人之口把自己的话说出
来。嗯，我感觉这是个好办法。虽然说完全照
搬让邻居帮忙不太现实，但我可以求助于不说
话的帮手——文字。因为女儿有阅读的习惯，
实现我的想法并不困难。

我订阅报纸好几年了，以前只是自己看。
它内容全面，热点新闻、娱乐八卦、美文、心理、
养生都有。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有很多内容正
好是我想说的。浏览一遍下来不到半小时，不
会占用过多时间，各方面都满足我的需要。

从此，我有意和闺女闲聊报纸上有意思的
文章，引起她的兴趣。渐渐地，每天晚饭后看报
纸，成了她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有的报道内
容正是我成天唠叨却让她反感的话。5岁小女
孩吃零食太多，患了肝癌，所以千万不能吃过多

零食；15岁中学生离家出走，家长焦急寻找，劝
告孩子要理解家长；专家建议，学习一小时要保
证休息十分钟，对视力有好处……简直就是我
的代言人。

一段时间之后，我看到了效果。闺女不再
动不动就变成刺猬，有话尽量好好说，意见不一
致的时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和我对抗的次
数越来越少。对控制她吃汉堡、薯片、炸鸡，现
在也不抱怨了。

改变是双方面的。就在我研究学习有关青
春期教育文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反省自己的
错误。意识到应该尊重孩子的独立性，尊重孩
子的正确意见，尽可能设身处地理解她。平时
不但要关心她的学习成绩、生活起居，更要关注
孩子的内心需要。让自己成为她的坚实后盾，
获得更多的力量和信心，这才是我更应该做的，
而不是简单地要求她听妈妈的话。相信闺女也
感受到了我的变化，要不娘俩现在怎么能亲密
如初呢？

读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口述的《上
学记》，感慨良多。

“五四”后的中国，笼罩在一连串的
战争阴影里。几十年烽火，国难当头，老
一辈知识分子，咬紧牙关坚守文化阵地，
面对敌机的不停轰炸，在西南联合大学
中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他们坚韧不拔
的精神似精卫填海，创造了中华民族史
上的伟大奇迹。

几十年后，这些从敌后逃难，穿草鞋
走中国，住茅草棚的穷学子中，先后出了
大批国家栋梁之才，学术界泰斗，世界级
学者。1957年，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
登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两弹
元勋”邓稼先，走进大漠戈壁隐姓埋名31
年，为共和国的核工业，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壮大的蘑菇云见证了他的丰功伟绩；
生物化学学生邹承鲁院士成功研制的胰
岛素上世纪60年代曾轰动世界……

惊讶于在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环境
恶劣，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条件下，老一
辈学者们竟能成为幸福的读书人。据何
先生回忆，汪曾祺在联大读书时头发很
长，破衣烂衫，趿拉着布鞋一副落魄相，样
子秃废却不失风趣幽默，生活清贫而精神
世界丰富。何先生与世界级学者王浩讨
论“幸福”问题，结论是幸福最重要的在于
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战乱、混乱、错乱之
下，老一辈学者们却活得释然，无奈中发
现的是有趣，愁苦中捡起的是希望。“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们牢记联大“刚
毅坚卓”的校训，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
活，不做亡奴。

《上学记》是何先生风雨人生的记
录，更是我们今日反省的对照。联大学
术空气自由、宽松，老师与学生之间有很

多交流的机会。学生大都背井离乡，寒暑
假也不回家。他们除了学习，就是坐在草
地上聊天讨论问题。如今，不断扩招的大
学，一座座宏伟的宿舍楼拔地而起，相比
之下，学子们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可他
们却不快乐，郁郁寡欢。大批成绩优秀的
学子力争奖学金走出国门，家长们则削尖
脑袋，不惜花重金将子女送往国外，导致
人才大批流失。问题出在哪里？

“江山代有才人出”，何先生说人才
永远都有，问题是得给他们以自由发展
的空间。社会如果整体腐败下去，个人
是没有幸福而言的。

眼下，一些年轻人对幸福的理解很
庸俗，论文都花钱请人代写。每天习惯
于发牢骚，抱怨学校不好工作不满意，抱
怨居高不下的房价，抱怨钱不够花，甚至
抱怨饭菜不合口味，却很少有人抱怨自
己的能力和学术水平。事事汲汲于功
利，张口利益闭口金钱，真正花在做学问
上的精力少得可怜，整天除了忙“包裹”、
排斥挤压之外，似乎感受不到人生还有
其他乐趣。

有人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闻听不
胜唏嘘！

晚年的何兆武先生，仍处世低调淡
泊名利。面对清华、北大分给的新房，只
是笑笑“年纪大了，嫌麻烦”拒绝了；八十
岁生日那天，他婉言推辞了清华给他办
的祝寿宴，锁上家门躲进图书馆读了一
天书。

西方有句谚语：“人生一世就是把名
字写在沙上。”潮水一来就冲没了。诗人
济慈的墓志铭是把名字写在水上。

何先生等老一辈的学者们，他们就
像柔软平和的水，静静地流淌。

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 妈妈改了，孩子好了
□何昕□荷塘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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