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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记 连 载

邓小平传
（32）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小 说 连 载

首席医官
（20） ■文/谢荣鹏

四月初，支援司令部一面组织沿
线设置兵站、仓库、医院等后勤保障机
构，遂行补给任务；一面组织军工、民
工和部队、地方工程技术人员，抢修康
藏公路雅安至甘孜段。胥光义后来回
忆说：

“支援司令部成立后，一面组织接
收西南军区和军委总部分别从西南各
地，以至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征集
和调补给入藏部队的大批武器、装备、
被服用具与必需的银元、食品，一面组
织向进藏部队和施工部队输送，还组
织就地采购部分物资。西南军区首长
为支援司令部制定了‘前方需要什么，
即用一切力量供给什么’的支援方
针。考虑到部队在高寒地区生活的特
殊需要，支援部队在中央军委各总部、
各军区以及有关地方政府的亲切关怀
和大力支持下，赶制和筹集了大批特
需物资支援进军部队，如进藏部队的
御寒服装，每人都发有皮帽、皮衣、皮
裤、皮大衣、皮手套、皮腰带、毛皮鞋
（当时称之为‘七皮’），防饥有代食品
（如饼干，蛋黄蜡，以黄豆、小麦、花生
米、奶油等原料配制而成的代饭粉，以
及各种肉、油脂、净水片等），行军有防
雪盲的闭光眼镜，宿营有帐篷、雨衣和
防潮雨布，做饭烧水有固体燃料，还发
给部队七十万片维生素C，等等，使进
军部队和筑路军民得到了良好的物资
保障。”（胥光义《世界屋脊上的支援司
令部》，《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
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7月
版，第233—234页。）

民族、宗教问题是部队进藏后必然
碰到的最敏感的问题。邓小平在各种
大会、小会上，反复强调要正确执行中

国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指示进藏
部队像当年长征路过康藏地区的红军
部队一样，保护喇嘛庙，尊重西藏僧俗群
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用自身有组
织、有纪律的模范行动增强汉藏人民之
间的团结。他要求进藏部队各级指战
员学会一些简单的藏语，以便同藏族群
众沟通和开展工作。他提出，在西藏工
作，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
正确的政策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
雾，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
把西藏的广大僧俗群众和爱国人士团
结到反帝爱国的旗帜下。（《邓小平同志
与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回忆邓小平》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第374—375页。）

邓小平提议，西藏工委吸收一批
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干部在成都成
立了一个西藏问题政策研究室，由十
八军党委委员、副政治委员王其梅兼
任主任。研究室很快编写出《西藏各
阶层对我进军态度的分析》、《对各种
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康
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
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
策》等一批参阅资料，还编写了《入藏
部队进军守则》和供入藏部队学习藏
语的《藏文课本》等。不久，研究室还
从北京和成都等地调来一些对西藏问
题有深入研究的藏学专家随部队进
藏，以直接向部队提供咨询。

十八军进藏官兵精神状态普遍较
好，但也有一些人不愿意离开富庶的

“天府之国”，想在当地成家立业；还有
一些人则将进军西藏仅仅看作是一次
很快可以完成的军事行动，没有作在西
藏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未完待续）

如此年轻的专家

门卫的身子往后缩了半尺，
才看清楚介绍信上的字，上面确
实盖着一枚省委办公厅的鲜红
大印，但既无职称，更没职务，就
是几行简单的例行公文罢了，看
来只是个普通的办事员。

“啊……还真是来报到的。”
听口气，他似乎有点失望。

“怎么，没看清楚？”曾毅把
介绍信又要往前伸。

“那也要登记！”门卫心里就
来了气，鼻孔朝天，连眼皮都懒
得夹一下曾毅，“报到的人我见
多了，不管是谁，到了我这里，一
律必须登记！”

曾毅没有理会他，慢条斯理
地收好介绍信，板着脸问道：“陈
厅长报到的时候，也向你登记
了？”说完，一甩袖子，迈步进了
卫生厅的大院。

门卫顿时黑了脸，想追，又
没法追。人家有正式的公文，自
己也已经看过了，既然是来办公
事，他一个门卫是没有理由阻拦
的。咬牙琢磨了半天，门卫心里
一阵泄气，好像自己还真的收拾
不了人家。

“你不好好地把门，站在那
儿干什么呢？”背后传来威严的
质问声。

一回头，正好看到有人踱进
了大院，门卫立刻迎了上去：“姐
夫，你来得正好，刚才进去的那
小子太不懂规矩了，说是来报到
的，仗着手上有一封介绍信，就

强行闯了进去，我向他解释厅里
的登记制度，还被训了一顿。”

处长的眉头皱了起来：“他
要到哪个部门报到？”

“公文上没说，只说是医疗
专家小组。”门卫显然不知道这
个小组要归哪个部门管。

“你看清楚了吗？”处长立刻
问道。

“看得清清楚楚，绝对没
错。”

处长的脸色就变得非常严
肃。作为人事处的领导，他对报
到制度再清楚不过了，医疗专家
小组，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前
来报到的专家，都要有省保健委
员会的人陪着，怎么可能独自前
来呢？再说了，专家至少都是四
十岁往上了，至少自己在厅里待
了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过如此年
轻的专家呢。

想到这里，处长就有一些不
妙的感觉，人事行政处还负责厅
里的日常安全工作呢：“你叫上
几个人，跟我走一趟。”

曾毅进了卫生厅的大楼，在
三楼找到保健局的办公室。透
过半掩的房门，他看到里面坐着
一个年轻人，白白净净，正在办
公桌上写着什么东西，写几笔，
就停下来想一想，然后再接着
写。

“咚咚！”曾毅按照礼节，在
门上轻轻叩了两下。

里面的年轻人抬眼看了一
下，问道：“找谁？”

“您好，我是来报到的……”

曾毅拿出介绍信，准备解释来
意。

年轻人摆了摆手：“先等着
吧，我很忙！”完了又低下头写东
西。

曾毅耐心地等了几分钟，却
发现那年轻人一个字都没写出
来，反倒是坐在那里发呆，不时
还挠挠头皮，显然是笔下无神，
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曾毅硬着头皮又把介绍信
递过去：“您好，能不能先抽点时
间，把我这个手续办了……”

年轻人头也没抬，不耐烦地
说：“你急什么急，没看到我正在
给冯厅长写材料吗？到底是你
的事重要，还是冯厅长的事重
要？你说！”

曾毅有点奇怪，冯玉琴不是
都回家休养去了吗，怎么还需要
写材料？于是他问道：“咱们卫
生厅有几位冯厅长？”

年轻人当即恼火，拍着桌子
站起来道：“你给我到门口去等！
问来问去，我的思路全被你打断
了，要是耽误了冯厅长的事，你来
负责？”说着，他从桌上抓起曾毅
的介绍信，准备甩出去。

谁知扫了一眼，他看到了公
文上有“医疗专家小组”几个字，
当下“咦”了一声，拿起来仔细观
看。等看清楚之后，他抬头仔细
打量了一下曾毅，不禁倒吸一口
凉气：“您是来专家小组报到
的？”（完）

明日起刊登纪实连载《别拿
村长不当干部》，敬请关注。

卓爸是个忠厚的男人，口舌拙笨
又讷言（呵呵，唱得比我说得好），表达
能力也实在比不上我这个还算口齿伶
俐的内人（朗诵可以和我相媲美）。儿
子显然继承了我的基因，无论是思维
还是表达能力，可谓条理清晰，无论何
时说话，都不卑不亢、有理有据，反应
很是敏捷。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常常
是磨牙“斗智”。

有时，卓爸缺乏耐心的时候，就会
呵斥儿子。而这时，儿子常常不温不
火，冷静地看着其父，然后说：“做人说
话要讲道理，你和气地和我说话，我就
听你的，要是你这样发脾气，就是你不
对了。再说了，你生气对你自己身体
不好。”

而我有时看到卓爸在语言能力上
占了下风的时候，我就会站出来，维护
一下卓爸的尊严，为他挽回面子：“儿
子，你爸爸是个忠厚的人，虽然他的表
达能力不如你，但是，也要听爸爸的
话。爸爸着急，是为你好，知道这句话
吗？爱之深，责之切。你作为儿子应
该理解。”

儿子听了我的话，就会默不作声
了。有时，还会深深地“怜悯”其父的
口齿来，好像觉得是自己“欺负”了爸
爸一样。

我有时出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卓爸显然不是很积极地支持。而我有
时会和他对抗，对抗的结果是发生口
舌之战，两人都会不开心。于是，我改
变了策略。

再有活动的时候，我很平静地说
明情况，然后表明我的态度，我不想
去，然后就很“可怜”地待在一边，幽幽
地说：“你看，我不上班了，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消遣，不打麻将、不乱花钱，也
不找别人乱拍拍（闲扯），你说，我还有
什么乐趣呢？”卓爸看着我“幽怨”的样
子，便心软了，说：“那你去吧，去吧。”
我坚决地说：“不，我不去，我不想去。
今后任何活动，你和儿子不是强烈支
持我，我就不去。我就一个人孤单地
待在家里。”卓爸听了，对我“同情”的
差点掉了眼泪，便赶忙说：“去吧，去
吧，我不反对了。”

儿子在旁边竖起耳朵听着，斜眼
看着我，对我的“小伎俩”一语点破：

“呦，呦，真不愧是写字的人。你这是
激将法，想将爸爸和我的军呢。妈妈
可真狡猾。你这招可真高啊！”

看到儿子识破了我，我扑哧一乐，
说：“儿子，你看出来了？哈，还是我儿
子了解我，还是我儿子聪明。”

儿子说，他们要军训20天，在厨房
做饭的卓爸听到了，赶紧问：“儿子，为
什么要军训啊？”我在旁边听了，有些

“BS”（鄙视）他的“亚智”：“切，连这个都
不明白。军训就是为了训练他们的团
队精神，培养他们坚强的毅力。这个，
用脚指头都能想明白。”卓爸听了，憨憨
地不做声了。过会儿，我想了想，大笑
起来：“连我的脚指头都能想明白的事
情，你居然想不明白。”卓爸听后，讷讷
地说：“我正专心做饭呢，没仔细想。”儿
子看到其父被我“欺负”，便“揭竿而起”
打抱不平，说：“妈妈，这么说，你的大脑
里都是脚指头了？”

儿子的话，更加让我大笑不止。
哎呀，儿子啊，这脑袋瓜，可不是白给
的。虽然这么说他的老妈，我可是一
点也不生气呢。这叫啥？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呢。

家庭里的智斗
◎淡然涵凝

大人们说，我也曾是个天
使，不过是脸朝地降落到人间的。

看着镜子里我淡眉单眼皮、
黄皮肤黄头发的自己，典型的黄
毛丫头嘛。而母亲的大眼睛，父
亲的高鼻梁，一样都没遗传给
我，想来怎不叫人郁闷。

小时候跟着大人去奶奶家
拜年，奶奶把自己的首饰分几份
给我们几个孙儿辈，百年之后给
我们做个念想。她的手绢包里
要么是一个银手镯，要么是一副
金耳环，她分完之后又单独叫过
亭亭玉立大眼睛白皮肤、自小就
是美人胚子的大表姐，在她耳边
低语了两句。然后就看到表姐

又接过一个手绢包，脸上飞红。
尽管就那么几秒钟的工夫，我还
是看出了奶奶对大表姐的格外
疼爱。其实大表姐并非巧言或
能干，只是天生遗传了姑姑的美
貌，于是奶奶把这份偏爱毫无保
留地给了她。这是我第一次感
觉到美貌的先天优势。

理所当然，在容貌上我没有
丁点自信，青春年华里，一直扮
演隆冬里丑小鸭的形象。直到
上了大学，终于肯花心思打扮自
己。只简单清爽出门，竟发现有
人默默关注。这时候发现自己，
脸庞也算清秀，鼻梁也算挺直，
借助 BB霜，也能掩盖肤色的瑕
疵。要是再大胆一些，不怕动刀
肯上美容院，应该也能出落成一
个人工美女。我被这个想法激
励着，却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
衡量的结果是，从最初的“悦己
者容”到现在“悦己容”，慢慢打
磨自己。

既然先天不足，注定这辈子
做不成第一眼美女，是不是可以
经过后天努力，还有可能做一个
美女呢？对这种事的可能性，自
然是不轻易放过。而清晰的头
脑、伶俐的口齿，还有天马行空的
想象，也能吸引异性的目光，这也
是我的重大发现。平日里博览的
群书也如同老朋友，在你需要的
时候不离不弃，学习最终变成了
一种动力和本能。比如学英语，
最初是因为工作需要，翻译大量
的英文资料，和外国专家正面交
流。现在变成进电影院看大片选

英文原版，和租房的老外签合同
也是尊他习惯拟写英语合同。到
了国外，英语变成了工具，畅通无
阻。记得在爱丁堡去温德米尔湖
区的列车上，旁边座位的老绅士，
把我当成了外国留学生。我莞
尔，心里窃喜，一张东方人的脸，
竟然是偷偷可以减龄的，是不是
可以冒充学生旅行呢？下车时，
他突然对我说“我女朋友是日本
人，你很像她。”一瞬间，我竟不知
怎样回答，只是反问：“真的吗？”
没想到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哈哈大
笑，下车扬长而去。到底还是英
国式的幽默。

毕业二十年之后的同学重
逢，我们毫不客气互相麻辣点
评，男生们一致认为女生变化
大，尤其是我。言下之意我明
白，不外乎说我惨不忍睹的从前
和尤可观瞻的现在，形成了一个
强烈对比，但我都不在意。那些
从前不正代表了青涩的自己，而
今略显不惑吗？经过了世事的
锤炼和一番摸爬滚打，终于有一
颗强大的内心，基本要求就是不
敢在容颜上仓促草率，因为还不
敢轻易放弃自己，任由老去。

确信，果然有“相由心生”这
回事，从一个人的面相上，大致
可以判断出，她对这个世界是接
纳的，还是抵触的，美与不美全
写在脸上。特别是中年之后，再
耀眼的红颜也不敌岁月风霜，容
貌已然不可再透支，唯有不断储
蓄。这时候更可爱、更耐人寻味
的肯定是第N眼之后的你。

第N眼美女
◎荆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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