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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说 连 载

别对我撒谎
（20） ■文/莉安·莫里亚提

纪 实 连 载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1） ■文/何建明

1937年 12月 13日，日本侵略者攻
破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进城的日军，以其占领者的优越感，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残暴地屠杀了
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官兵和普通
市民达30余万人，在中国人心头和中
华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愈合
的伤痛……

作者以详尽的事实和一手资料，以
犀利的考问促使今天的读者了解南京
大屠杀的历史，深刻反思其历史教训，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决定难以做出

自淞沪失利之后，南京城陷入极度
混乱之中。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清楚
地告诉同僚：得作纵深持久作战的准备，
并且指出后撤的地方乃是四川一带。

这一天是1937年 11月 13日，地址：
中山陵蒋介石办公室。在场的只有蒋
介石和他最亲近的幕僚：何应钦、白崇
禧、徐永昌和军令部作战厅厅长刘斐。
蒋介石还在一旁的窗口前站着，愤愤地
生着闷气。

“……既然上海我们没有落实持久
消耗敌人生力的战略精神，也没有达到
我们调整战线、保存部队的目标，那么
现在就不应该在敌海陆空军便于协同
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跟日军胶着太久，依
卑职看，我军应该继续坚持落实总司令
的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不该再为一城一
地的得失争强好胜，而要从全盘战略着
眼，同敌人展开全面持久的战争。如果
拖到日本对占领国每一个县要出一个
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守阵地的话，那
时即使日本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
整个战争上它非垮台不可！”刘斐滔滔
不绝地说。

“我觉得刘厅长的意见有道理。”白
崇禧道。

刘斐得到了白崇禧的支持，便继续
说道：“鉴于上述判断，我认为南京是我
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
当然不可，也不妥。但不应以过多的部
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
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撤退。在兵
力使用上，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
了，部队太多不便于机动，那样会消耗
我更多生力军……”

“刘厅长这个主意还是有道理的。
南京一役看来只有这样了，只是苦了守
军和南京市民啊！”何应钦转头问蒋介
石，“总司令，你看这个思路怎么样？”

蒋介石似乎还在火头上，并没有马
上回答。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不过，你们
几个听好了：对所有人不能说我们不死
守南京，那样我们不好交待，对市民、对
军队，还有对留在这儿的总理——”蒋
介石将目光移至近在咫尺的孙中山陵
墓，“都不好交待。”

11月15日，第二次高级幕僚会再次
在中山陵蒋介石的办公室召开。

这次会议，除了前面几个人外，“军
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和南京市警备
司令谷正伦等参加。主题仍然是讨论
南京的问题。刘斐把上次的意见重复
了一遍后，蒋介石让大家发表意见。

“我看不妥，南京非固守不可！”唐
生智首先回应，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南
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总
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我们何以面对
总理的在天之灵？我坚决不同意！”

没有人再说话，因为除了谷正伦
外，其他人其实早知道蒋内心所想了。

蒋介石出声了：“孟潇的意见是对
的，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吧！”孟
潇是唐生智的别号。

这一天幕僚会没有最后作出决
定。明日关注：南京城人心惶惶

关于珍妮的一小段回忆

“关于您的女儿，我只有一小段记忆。其
实，我并不了解她。她比我高四个年级，可我还
能记住一些事。一件小事而已。那时我正念二
年级。珍妮念的是六年级。我知道她的名字，
因为她那时候是红队队长。

那是一场校园狂欢节。你还记得我们从前
走队列表演的活动吗？每个队伍都排成椭圆形
队列行进。我经常和康纳·怀特比说学校应该
重启队列表演活动。可他只是笑我。”

塞西莉亚看到瑞秋的笑容冷淡了一些，可
她决定继续讲下去。她说的话让人心烦意乱还
是提不起兴趣？

“我那时候很看重队列比赛，一心想要红队
赢。可我不小心摔倒了，我身后的所有孩子都
撞到了一起。队伍末端的厄休拉修女喊得像个
午夜女妖一样。我都快把心脏哭出来了，那一
刻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世界末日。这时候你的珍
妮，她跑来扶我，为我拂去背后的尘土。她轻声
在我耳边说：‘没关系的，不过是一场愚蠢的队
列展示。’”

瑞秋没有说话。
“就这样。”塞西莉亚恭顺地说，“不是什么

大事，可我一直……”
“谢谢你，亲爱的。”瑞秋说。“那就是我的珍

妮。‘不过是一场愚蠢的队列展示。’我记得这件
事。所有孩子都摔倒在地，我和马拉在一旁笑
得合不拢嘴。”她暂停了一下。塞西莉亚感觉腹
中一紧。她要流泪了？

“上帝啊，我真有些醉了。”瑞秋说，“我今晚
真的非常开心。”瑞秋转过头面对车窗，轻轻把
头靠在玻璃上，像年轻些的女人醉后那样，“我
应该尽量出来走走。”

“这很好！”塞西莉亚感叹道。这是她的功
劳，是她使得瑞秋有了重新出门走动的想法，

“你一定要来波利复活节后的生日会。周六下
午两点，是场海盗主题的派对。”

“你真好。但我觉得波利一定不希望我来
搅局。”瑞秋拒绝道。

“你一定得来。”塞西莉亚突然强烈渴望着
瑞秋的来临，“把雅各带来！姑娘们一定会喜欢
他。”

瑞秋神色一亮。“我到家了，就在前面。”塞
西莉亚把车停在红砖屋外，屋子里所有灯似乎
都已经开了。“感谢你送我回家。”。

“我会去学校给你送份邀请函！”塞西莉亚
侧身朝窗外喊道。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下车
扶瑞秋进屋。她自己的母亲总觉得这是种侮
辱，而鲍·约翰的母亲会觉得不扶等于不体贴。

瑞秋步履灵活，像是读懂了塞西莉亚的担
忧。她要证明自己还没老，用不着人们搀扶她
下车。

塞西莉亚开始倒车，待倒车完成，瑞秋已经
进了屋，坚定地关上前门。

好吧，她把一位小有名气的老太太送回了
家，还对她提到了珍妮！这让塞西莉亚有些喘
不过气来。

塞西莉亚停在一盏红绿灯下，送瑞秋回家
时，塞西莉亚明明暂时忘记了。忘记了波利和
以斯帖今日在车内提到的怪事，忘了自己决定
今晚便打开丈夫的神秘信件。

她仍然觉得自己有正当理由吗？语言矫正
课后的一切平静安宁。

前面那辆出租车，样子很是奇怪，隔几秒就
踩一次刹车。好吧。这辆出租车一直挡在塞西
莉亚前方，并且开进了她所住的街道，突然停在
她家门前。出租车内开了灯，塞西莉亚看到乘
客坐在副驾驶位。

一定是金士顿家的男孩。“如果金士顿家的
男孩日后看上了我家女儿，”鲍·约翰表示，“我
得准备一把猎枪。”

塞西莉亚停在车道上，一边按着喇叭一边
在后视镜里观察。那不是金士顿家的男孩。是
鲍·约翰。突然看到身着工作服的鲍·约翰。
鲍·约翰提前三天回家。塞西莉亚又喜又恼。

她错失了开启信封的机会。塞西莉亚熄灭
引擎，拉下手刹，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奔向丈
夫。

明日关注：费莉希蒂的道歉电话

当父母进入微信朋友圈
相对于传统的棉质内衣来说，

保暖内衣更轻便，保暖性能也更好，
所以很多老人喜欢穿。但有些老人
不宜穿保暖内衣，以下老年人要谨
慎选择保暖内衣：

爱出汗者及内热体质者：老人
出汗后，汗液中的尿素、盐类等会附
着在体表，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皮
肤瘙痒，甚至引发皮炎、湿疹等疾
病；

干性皮肤者：化学纤维易产生
静电，而且会加重老人内热，使皮肤
的水分减少、皮屑增多引起瘙痒；

过敏性鼻炎、哮喘患者：保暖内
衣通常利用甲醛染色并使其熨帖，
如果衣服上的甲醛含量超标，可诱
发呼吸道疾病。 （吴凯）

有些老人
不宜穿保暖内衣

老人和子女用微信交流的现象已不鲜
见，记者对201位 55岁以上的老人展开调
查，发现在玩微信的103人中，89人加了子
女的微信，却只有7人可见子女的朋友圈，
其余九成处于被“屏蔽”（看不到对方动态）
或“拉黑”的状态。

每天分享文章被女儿“拉黑”

今年1月，薛兴梅学会用微信后，第一
个就向女儿发了好友申请。“中午吃饭时加
上了微信，我把她的朋友圈看了几条，可等
吃完饭，我就看不到了。”薛兴梅说自己懂
得“屏蔽”设置，“当时就感觉胸口一疼，我
不就想关心下她，怎么还对我设禁了？”

薛兴梅假装不知情，每天在微信上向
女儿分享“心灵鸡汤”或养生文章。每次分
享完，她还会加上“温馨提醒”，如发完“人
体器官作息表”后，她会写上：“你脸色不
好，记得11点前睡。”可女儿不仅从不回信，
10天后还把自己“拉黑”了。

专家点评：越是关系亲密，就越要给对
方留有空间。如长辈向子女分享文章，若
说教味太浓，可能遭致反感；“温馨提醒”是
好事，但不要影射对方生活，如暗示“你总
晚睡”之类的。

发玩笑话被责备“带坏小孩”

“加了长辈微信，感觉挺不自由。”家住
四川成都中央花园社区57岁的瞿大庆说，
他没关注子女的微信，反倒被79岁的老母
亲加了好友。

说起和母亲的微信交流，瞿大庆有些
哭笑不得。去年11月，他去贵州双乳峰景
区游玩，在微信朋友圈发照片并配上文字，

“双乳，你来感受下”。没想到，几分钟后母
亲就留言：“别带坏小孩！”瞿大庆立马打电
话解释：“这只是个景点，而且我也没加孩
子的微信。”之后，瞿大庆很少再发朋友圈，
他表示：“顾虑很多，如果我发一些吃喝玩
乐的照片，老人家可能会觉得我有时间都

不去看她，如果我发点玩笑话，在她看来，也
许就是不健康的东西。”

专家点评：在关注晚辈微信动态时，建
议长辈做一个旁观者，不要过多参与，让子
女能够自由宣泄情绪。

带头揭老底 大家聊得开

“想了解子女的生活，先得曝光自己的
‘隐私’。”家住北京海淀区安贞街道71岁的
范雪楠说，自己与子女的微信交流颇为顺
畅。

去年，她和两个儿子一家 11口人外出旅
游，为了方便安排和通知行程，小儿子建了个
家庭微信群。后来，这个群就被保留了下来。
隔三差五，范雪楠就在群里揭自己的“老底”，
如“奶奶今天去洗了脚，按摩的小伙子长得很
帅”，其他人也就聊开了——“点100个赞”“楼
主喜欢帅小伙”“这年代还是要靠脸吃饭”等
等。范雪楠说，在聊天时要把自己当成晚辈的
朋友，开得起玩笑、不摆架子。

文中点评专家为国家级心理治疗师谢静
（健康）

我们经常在药品说明书上看到
“小儿酌减”字样，但许多人却不了
解“酌减”的规则同样适用于老人。

老年人各器官功能逐渐衰退，
且由于生活环境和体质的差别，对
药物用量个体差异大，耐受性低。
因此，一般药物应用时，要从最小剂
量开始，逐渐加量，摸索出既能控制
病情，又能避免不良反应的剂量，确
定比较适合自己的剂量。根据《中
国药典》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其用药量相当于成人用药量的3/4，
不可自行增加用药剂量。对80岁
以上的老年人，只能给予成人量的
1/ 2。老年人常同时患有多种疾病，
用药时，应先服用治疗急、重病症的
药物，待病情稳定后，再兼顾其他病
症的治疗。 （赵庆明）

老人吃药
“岁增量减”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