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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爱重生·周旋1946
■文/纳兰香未央

小 说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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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
■文/关河五十州

小 说 连 载

父女相见

十里洋场，繁华奢靡，即使在战后这
百废待兴的年代，也显得比山城陪都多了
几分洋派和贵族气。

车子停在一座灰色调气派的四层大
楼前，沁梅走下车，“淞沪警备师”的牌子
映入眼帘。

许若飞将沁梅带到了二楼，走进一个
几递进套间式的办公室，挥挥手，让几个
参谋秘书样的人离开了，他指着最里间的
房间对沁梅低语：“他在里面等你呢。”

沁梅点头，正要转身，许若飞用眼神
留住了她，语气有些支吾：“呃……有句
话，不知是否当讲？”

“许……副官，你说吧。”
“是这样的，我在外边守着，不会有人

进去。我想你和师座好不容易团聚，第一
次见面，又是特殊情形……呃，我是说，以
后见面容易，可是人多眼杂的，这父女情
分以后又不能公开……所以，你还是……
总之，我们师座不容易！”这番话他说得磕
磕绊绊，爽快开朗如他，也有点脸微红。

沁梅当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也瞬间看
出来他和自己父亲的深厚感情，却又不便
因此承诺他什么，只好含糊一点头，向里
面办公室走去。许若飞也转身离开了。

隔着办公室门上端的玻璃，沁梅向里
面望去：宽大的办公室里书柜、沙发、地
图，样样井然有序，大大的办公桌后面，一
个戎装男子正低首读什么东西。

轮廓分明的面部线条，瘦削清俊的脸
庞，虽然只见过两次，却早已深深镌刻在
女孩的心中。此时最深刻的东西，不是这
因血缘而朝思暮想的容颜，却是那身笔挺
有形的军服。这是一位将军！你的父亲，
如今是一位身着“国军”军服的将军！各

式各样的叮嘱和提醒，多少次心底暗暗思
量，此刻都化作了犹疑。

沁梅暗地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长
吸口气，咬咬嘴唇，轻轻敲响了门。父女
就这样对望着，一瞬间仿佛千年。往事像
闪电一般划过彼此的脑际。江静舟痴痴
看着眼前的女孩，几番场景在心底交互凸
现：十七年前，在广东某教堂，父女俩今生
初次谋面。这次见面是那样尴尬无奈。
刚满周岁的小沁梅被抱在发妻沈琬怀中，
身旁站着小姨妹沈冰。那时的自己正穿
着结婚礼服，旁边是穿着婚纱的娇美新
娘。难以忘怀的，除了自己发妻悲痛欲绝
的面容、小姨妹鄙夷的眼神外，就是小沁
梅懵懂的笑脸，和她眉间的那颗朱砂痣。

九年前，沁梅突然出现在自己小女儿
宁兰的周岁生日典礼上，她的手被养父胡
文轩牵着，而自己正紧紧搂着小女儿宁
兰。只记得小沁梅当时愣愣地看着他，那
眉间淡红色的朱砂痣再次刺痛了他的心。

还是在上海，十二岁的沁梅回到了组
织怀抱，即将跟随沈冰去延安，他们相约
在秘密交通站见面。一共不到一个小时
时间，父女单独相处的时间更短。沈冰板
着脸给这对父女介绍了彼此的真实身份，
女孩在小姨的催促下，怯生生叫了一声

“爸爸”。他的眼泪却不争气地流着，似乎
是为了压抑住那份悲情，他竟然没敢上前
搂抱女儿一下。

眼前这个亭亭玉立的女孩，难道就是
记忆中那个细瘦弱小的女童吗？江静舟
咬咬嘴唇，抑制住澎湃的心潮，他蓦然看
到女孩眉间那颗朱砂痣，有点自嘲地笑
了。

血脉相连，心有灵犀，此刻江沁梅心
底翻滚过的，竟是相同的情景。

下期关注：压抑的情愫

信任已成力量之人

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
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
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
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
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

币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
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
使达成协议：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
提制裁，所有锋芒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
责任的“中外势力”。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
然不是蒋介石和它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

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
介石马上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行动。4月11日，他
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
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周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
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
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至此，宁汉
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
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

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
5月31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
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
东的南面门户徐州。

不过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
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
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

6月 10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
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份及十几万
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
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
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

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
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
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

军。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
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
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
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
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

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
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
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
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

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
用，因为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可能掌握的资
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

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
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清末时就担任
混成旅旅长，但他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
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
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

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和冯
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
大——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
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迭任要职，还出版过多
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
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
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
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统军事教育，却
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

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
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
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
好感。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
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
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
成大事，干出成绩。

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
之人”。

下期关注：精诚所至

原配老年夫妻离婚，常常被迫
出现“离婚不离家”的现象。老人一
辈子只攒下一套房子，没有别的住
处，而且财产分配时获得房产的一
方又往往拿不出补偿款。因此双方
离婚了，还是得住在一起。

即使如此，离婚意志坚决的人
也认为这样就算求得精神上的解
脱。一线法官介绍说，从很多起老
人离婚案中可以看出，不少人实际
上也是受到了这个日新月异时代的
影响，新观念、周围人的新做法，使
得原来不能理解、不敢做的事情都
变得越来越能接受。

北京市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
究会理事李军律师从事婚姻家庭方
面法律工作多年，她认为，高龄老人
离婚，如果是常年积怨，一方认为另
一方“不尊重、不照顾、太强势”，这
些事实很可能是存在的。“强势一方
总有个错觉，觉得‘反正也都过了几
十年了，一辈子就快过去了，你还能
怎么样’？”她说，恰恰是这种思想，
让强势一方的老人不愿调整自己对
待老伴的态度。可老人一旦进入了

“老小孩”的阶段，真的会向小孩子
一样任性，不管不顾，这时候，如果
以前的强势一方能够稍微退让，以
较为温和、温柔的方式处理夫妻关
系，这段几十年的婚姻未必就不能
挽救。“怕就怕一直我行我素，毫不
退 让 ，那 这 个 家 可 就 真 散 了 。”

（北晚）

原配们为何老来闹分手？
记者调查发现：少年夫妻老来散 竟为清算感情账

暴雨之夜，丈夫接女儿回家，在外应酬的妻子却
没打过一个关心的电话；结发58年，经常生活在骂声
中，感受不到来自妻子的体贴温存……离婚，对那些
共同生活了一辈子，磕磕绊绊走过几十年的原配“同
林鸟”，本不是容易做出的决定。北京市法学会婚姻
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李军律师说，人到老年，婚姻中
强势一方常会产生一个错觉：一辈子你都跟我这么过
来了，现在这么大岁数，你也飞不了了，于是在生活中
继续强势。然而人到老年，忍了一辈子的人，也会突
然开始任性。加上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年过花甲甚
至年逾古稀之后，上演一出“少年夫妻老来散”的越来
越多。

结婚58年，临近常人憧憬期待但难以追求的
“钻石婚”，年近八旬的张大爷却再次将原配妻子王
老太告上了顺义法院，和4年前一样，要求离婚。
2011年，他为了“解除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曾经
走进过法院，但被驳回。如今，他决绝地第二次起
诉，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了结这段婚姻。

按照张大爷的说法，58年了，夫妻之间却从来没
建立起感情。1957年，他和王老太结婚，婚后生下了四
个子女，可是一辈子却生活在妻子的骂声当中，始终感
受不到来自家庭的温暖，来自妻子的体贴和关心。

2011年的起诉被驳回后，老伴依然毫无改正之
意。无奈之下，他只好到大女儿家居住。张大爷认
为，他们的夫妻感情已经完全破裂，为了解除精神
痛苦，只能离婚。

王老太坚决不同意离婚。“要是判离，街坊们的
议论我就受不了。”她说，这么多年了，她一直不离
不弃，陪伴着丈夫走了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风风
雨雨。她搞不懂，为何年逾古稀了，竟然还要为这
种事上法庭？

记者采访部分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法
官，浏览了多份一年多以来老年人离婚的案例后发
现，老年人离婚，特别是原来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原
配夫妻离异，首先要算的就是感情账。这与同样年
龄阶段，但属于“半路夫妻”的，上来就分财产有着
巨大的差异。

一、二审的官司打下来，几十年的婚姻还
是散了，但韩女士到最后也没太理解，只是一
个电话没打，至于让丈夫如此耿耿于怀？

韩女士和吕先生结婚多年，夫妻已年
过六十，他们老来得女，四十岁之后才生下
独生女。孩子明年高考，可就在这个时候，
韩女士竟然接到丈夫起诉离婚的通知。和
内向的丈夫不同，韩女士是个爱热闹的人，
平时同学、同事聚会次次不落，家庭中的事
情反倒关心得比较少。

当一审法院判定双方离婚之后，韩女
士不服，上诉到二审法院。法官进行例行
调解时，吕先生情绪消沉，他讲了一个生活
中的细节：女儿临近高考，报了补习班。今
年夏天暴雨夜，他骑着自行车去学校接女
儿，一路上，雨淋在身上，心里“冰凉冰凉”

的。“当时是晚上快9点，她那天又和同学
聚会去了，整整一晚上没给我打过一个电
话。就算不关心我，是不是也应该关心一
下孩子？是不是该问一下我是不是接到了
女儿？”

韩女士对此并不否认，只是她觉得，无
非是一个电话而已。“我想的是，如果他不
给我来电话，那就是一切正常。”吕先生说，
他一直刻意地没有给妻子打电话，就是想
看看，这个家，丈夫和女儿，在她的心里，到
底是不是足够重要。结局是，先失望，再绝
望。

一段几十年的婚姻，没有家暴，没有小
三，没有其他的鸡飞狗跳，夫妻之间难以挽
回的冷漠，已经足以让他们分手，即使这是
老来所得的女儿即将高考的前夕。

暴雨夜一个未打来的电话 压倒几十年的婚姻

几十年的感情账 一朝上法庭清算

故事1

故事2

专家支招

强势一方退一步
就可能保住一个家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