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常说：“看谁笑在最后。”这话
如果对年轻人来说，不仅没有错，甚至
还透露出几分矜持，几分狡黠。因为，
年轻人除了有处理问题的本事，还有大
把大把光阴，足可以等到最后再笑，或
者等你哭完以后人家再笑。可是，对于
老年人来说，咱就不能再信奉“看谁笑
在最后”了，事情明摆着，万一有个意
外，就可能永远失去了笑的机会，只有
被人哭、被人笑的份儿了。故而，对于
老年人来说，应该提倡“看谁笑在最
先”。其实，从身体保健来说，不管是年
轻人还是老年人，都不应该傲于“笑在
最后”，而应该坚持时常笑、灿烂的笑、
能笑就笑！

笑和哭都是人的一种面部表现，是
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但是，笑和哭对人
体内在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笑对人
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对人的身心滋养，
是其他运动和药物所不能比拟的。苏
东坡有句名言：“百年须笑36000场。”这
就是说，人要活 100 岁，每天需要笑一
场。可见，笑对人体保健是何等的重

要！在印度有“大笑俱乐部”，当晨曦微
露时，大家相伴成群，带着欢愉的心情，
在领笑者的带动下，伸展双手，高高举
过头顶，然后开始微笑，再从微笑转为

“咯咯”地笑，稍后又变味低声暗笑，片

刻后放声大笑。这也叫“笑瑜伽”。现
在，“笑瑜伽”之法已风靡世界，日本有

“笑学校”，美国有“笑医院”。经医学研
究发现，经常开怀而笑，对身体有显著
的保健作用。笑能促使大脑产生一种
名叫内啡肽的化学物质，它可以起到轻
度的麻醉和镇静作用，人的情绪也随之
会变得愉悦、开朗。笑可以伸展胸肌、
扩张胸廓、增加肺活量，增强呼吸器官
的功能。笑还可以帮助排除呼吸道的

沉积分泌物，让呼吸道保持畅通，减少
呼吸道疾病发生的机会。笑能使心跳
加快、促进血液循环、加强心肌与血管
的运动及血液的输出量，从而改善心脏
机能。美国的心脏病专家甚至表示，每

天爽朗的笑声可以让心脏病消失。笑
时腹肌会加强舒放、收缩，增强胃、肠的
蠕动，刺激胃液分泌，让肝胆产生更多
的消化液，帮助消化。笑能增加人体免
疫细胞的活性，以便达到强身、防癌的
功效。笑可以让脑部机能活化，释放出
人体放松时分泌的“幸福荷尔蒙”，使人
充满愉悦感等等。有关笑的好处不胜
枚举。难道我们还不能比一比看谁笑
得最先，看谁笑得经常吗？

是愁眉苦脸、忧心忡忡一天一天
地挨日子，还是欢声笑语乐哈哈地过
好每一天，不同的状况，绝对有不同的
效果。笑着生活是大多数人的心理需
求，那么笑从哪里来？她来自阳光
——阳光生活、阳光心理，那些怀着阴
暗心理躲在黑暗角落里瞪着蓝眼珠子
看人看事的人，是永远发不出笑声
的。笑需要开发，笑也是从生活的边
边角角、沟沟沿沿里找出来的。会笑
是生活的乐天者，能够发现笑是生活
的智慧者。

笑的成本很低，也就是活动活动脸
上13块“笑肌”，对身体保健来说算得上
是零投入高回报。操作起来也最简单，
不讲究任何条件，不要求时间地点，不
需要高超技术，想笑就笑，想怎么笑就
怎么笑。笑着面对幸福，笑着面对厄
运，赚钱时能笑，赔钱时也能笑，身体健
康时能笑，疾病缠身时也能笑，笑着看
待人间的冷暖，笑着看待儿孙的不孝
……笑吧，笑它 36000 场，笑出一个“活
神仙”！哈哈哈——我先笑了。

1938 年，日寇侵占中
国北方，徐州会战爆发，胶
东半岛硝烟弥漫。山东省
平州城外官道上，八路军
设埋伏准备夺取日军辎
重，却被桥隆飙带着飙字
军半路抢劫。此事引起八路军特
委书记越颖重视，特派马定军和侦
察员沙贯舟前往打探。不料，二人
反被飙字军侦察长肖元山和桥隆
飙义妹小白龙设计所俘，却因此顺

势打入飙字军……
《林海雪原》和《桥隆飙》都是

曲波先生最看重的两部作品。桥
隆飙更是和杨子荣一样的传奇人
物，在北方家喻户晓。而桥隆飙之
所以能实现从土匪到抗日名将的

人生蜕变，创造传奇，主
要还是因为他本人巴顿
式的人格魅力。桥隆飙
是有缺点、有个性的男
人，不太完美但又很美，
很有魅力，他是个大英

雄也是个大孝子，是个大情圣亦是
个大混蛋，是个大土匪也是个义薄
云天的人物。桥隆飙作为一个从
草莽英雄走向自觉抗日的英雄，在
中国文化中间非常有代表性。

1924 年，中国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以
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

1895 年，在兴中会于
香港举行的本部会议上，孙
中山决定以陆皓东设计的
蓝底、旗中置一向四周射出叉光的
太阳的青天白日旗，取代清朝的黄
龙旗，作为广州起义的旗帜。陆设
计的旗帜上所排列的叉光多少不
一，缝制者看不懂，孙中山为此作了
一番解释：旗底蓝色，以示青天，叉
光代表 12 个干支，应排成 12 个。
1895年广州重阳节起义，陆皓东见
青天白日旗陷于敌阵，奋身救护，被
捕遇难。此后，孙中山参与发动的
历次起义打出的都是这一旗帜。

国民党对共产党占有兵力、人

力、物力、财力等的绝对优势时，尤
其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时，春风得
意，根本没有人说过国旗的设计是
否吉利的问题。可是当共产党节
节胜利，像星星之火要燃遍全中国
时，当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要解
放全中国时，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
物登时如梦初醒，茅塞顿开，认为
共产党之所以能满地红，主要是国
民政府国旗设计不吉利造成的。
国旗明确地表示“满地红”包围了

“青天白日”，青天白日还能不暗

淡、甚至失败吗？时任民
国军统头子和国防部保密
局局长的毛人凤，第一个
举双手赞成这个说法。当
时，他在如坐针毡、朝不保
夕之际，苦思冥想设计了

一个新的国旗：青天白日占据了整
个国旗旗面，大刀阔斧把满地红删
改为了一点红，且置于青天白日的
中间，象征着国民党包围和吞并了
共产党。他高兴地不止一次对人
说：“那个不吉利的国旗早该换了，
太迟了，太迟了。”可是当他把这个
设计方案几经周折，正要呈送给蒋
介石时，没想到全国已经解放，国
民党政府大厦全倾，国旗更换一事
也就泡汤了，但此事却成了国民党
当局不信苍生信鬼神的一个笑柄。

小芳长得很美：高挑的个头，婀娜的身段，瀑布般
的长发，樱桃似的小嘴，白里透红的肤色，明亮有神的
眼睛……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要多迷人有多迷人。可
想而知，追求她的人趋之若鹜。细心的人发现，小芳
只在两个男孩之间徘徊。他们跟小芳一个单位。很
显然，小芳要在这两个人之间选择一个了。

这两个男孩一个叫杰伟，一个叫涛涛，他们都
很优秀：身高都在一米八以上，都是本科学历，杰伟
是综合办主任，涛涛是信息科科长，两个人都有房
子，也都有车子，家庭条件也不相上下，杰伟的父母
都是某中学的教师，涛涛的爸妈均是某科研机构的
技术人员……别说小芳，就连她的闺中密友也难说
哪一个更优秀。

嗨，你别说，小芳还真有心计——她让杰伟和涛
涛每人写一篇文章，介绍一下自己。她说，虽然跟两
个人交往了几个月，但对他们并不真正了解。

不愧是大学生，两个人的文笔都很好，都把自己
夸得跟一朵花似的，好像只有他才是小芳男朋友的最
佳人选，只有他才能给小芳带来幸福。

小芳就是小芳，她灵机一动，决定改变一下策略：
让杰伟去描写涛涛，涛涛去描写杰伟。她说，这样子

她有可能了解得更全面一些。
涛涛仅用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
杰伟却用了整整三天时间。他分别调查了涛涛

的同学、朋友、老师和家人，然后洋洋洒洒把文章写出
来了。

小芳看了两个人的文章后，给涛涛发了一条短
信，她说涛涛，对不起，我们没有缘分。这就说明，她
选择了杰伟。

涛涛很不服气，心说凭什么啊？他心里清楚，他怕
杰伟被小芳爱上，把杰伟写得十分糟糕，说他小时候调
皮捣蛋，往邻居家的锁眼里塞火柴棍，上课期间不好好
听讲，偷偷剪掉前排女同学的辫子，给课桌上的粉笔盒
里塞青蛙吓唬老师，说他品质败坏，不孝敬父母，趁出
差机会嫖娼，等等。也只有涛涛知道，这些完全是他杜

撰的。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人怎么会被小芳看好
呢？涛涛实在想不通，便找到小芳质问缘由。

小芳淡淡一笑，没有说话，而是把杰伟写的文章
拿出来交给了涛涛，让他自己看去。

难道杰伟把自己写得更坏？涛涛半信半疑地接
过杰伟的文章，看着看着，脸色越来越红——杰伟写
的全是他的优点，说涛涛很聪明，很勇敢，富有爱心，
善于交际……当然，在文章里，杰伟也客观地分析了
涛涛身上存在的不足。

不待小芳说话，涛涛面红耳赤地说，就是吗，相对
于我的优点，我那些缺点微不足道，不值一提，难道我
这样的人不值得你爱吗？

小芳说，杰伟是抱着客观公正的心态去写的，说
明他对你是负责的，也是为我着想的……

涛涛打断小芳的话，叫道，小芳，我也爱你！
小芳不为所动，继续不卑不亢地说道，作为一个

爱人，不能仅仅盯着对方身上的弱点和缺点，必须从
平凡中发现对方的亮点，观察到对方身上的可取之
处，这样的爱情才能天长地久。杰伟对于情敌尚且有
宽广的胸怀，何况对待他所爱的人呢？

涛涛哑口无言，灰溜溜的，如斗败的公鸡。

第一次自制车的梦想，与少帅张学良
有关。而这一次的尝试，中国人成功实现
了自己的汽车梦。中国第一辆自制车，也
诞生于东北沈阳。

首先提出制造汽车的是张学良。当
只有 20 多岁的张学良从海外留学回来，
对中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制造业深有感
触。进口汽车不仅价格昂贵，更令人头疼
的是，维修时常困扰于配件，因此张学良
心里早有建立中国汽车制造业的想法。

1928 年 12 月 29 日 ，他 宣 布 东 北 易
帜。内战一停，武器需求量减少，奉天迫
击炮厂厂长李宜春等人建议化兵为工，利
用厂里现有设备生产民用品，转产汽车、
暖房材料等民用品。这建议正合了张学
良多年来的心愿。

1929 年 5 月，张学良将奉天迫击炮厂
改为辽宁迫击炮厂，他将辽宁迫击炮厂的
4 万余元（旧币）拨出，作为研制汽车所用
料的费。随后又拨款 70 万元为试制和生
产费用。工厂聘请了美籍技师麦尔斯为
总工程师，并聘请国内外大学和专科毕业
的技术人员任工厂的重要职务。

当时国内无人能独立完成汽车设计，
李宜春不得不仿制。他从美国购进“瑞雷
号”载货汽车散件，通过大量的拆装试验，
又根据国内道路情况和实际需求，仿制出
两种型号的载货汽车：一种为 100 型，载
重量为 3 吨，适合道路条件较差的地区；
另一种为 75 型，载重量 2 吨，适合路况较
好的城镇。

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1931 年 5 月

31 日，民生牌 75 型载货汽车终于问世。《交
通史料》记载，民生工厂所制的这辆车为 75
型65马力、载重量为4000磅（约1.82吨），最
高车速为每小时40公里。自行设计的缓冲
式后轴也有自己的特点，水箱分为 4 部，即
使一部损坏，汽车仍然照常行驶。

当时有人做了统计：在全车 666 种零
件中，有 464 种是自制的，202 种是进口的
（主要是发动机、电器件、精密齿轮、轴承
等），“国产化”率高达 70%，在国内机械工
业水平极低的条件下，能够达到这一水
平，相当不易。

民生牌汽车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
1931 年 9 月 12 日，在全国道路协会主办
的上海市展览会上，一辆棕色的民生汽
车成为全场的明星。它被放在展厅中
央，前保险杠上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

“载重后行驶粗劣之路能力极强，驶平坦
之途速率增大。”并附带主要零部件的
图纸，以及自制、外购零部件一览表。蒋
介石派张群作为代表参加展览会，时任
外交部长的王正延、实业部长孔祥熙也
都亲自到会祝贺。

可惜民生牌生不逢时。6 天后，“九
一八”事变爆发，沈阳沦入日寇的铁蹄
下。民生工厂曾有一个批量生产计划，每
年要生产 75 型汽车 100 辆、100 型汽车 50
辆。第一辆汽车试制成功时，工厂已经准
备好了 50 辆左右的零部件。然而工厂被
日军侵占，即将完成的首批汽车及零件被
日军全部拖走，刚刚萌芽的中国民族汽车
制造业就这样被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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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回到南京，把张学良交
给高等军法会审法庭以“劫统帅
罪”判决 10 年徒刑。陈布雷看过判
决书，心中很有感触，“政治是做
戏”的念头又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不是吗？主文中只说到张学良“强
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而把
提出抗日的主张漏掉了；还有张学
良是自愿送蒋回来的，可是又被说
成是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
即悔悟……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
罪”；还有周恩来代表中共在西安事
变 中 的 大 力 斡 旋 等 都 一 字 不 提 。

“政治难道就是靠说谎过日子吗？”
陈布雷心中无限感慨，但是他又不
敢说。

蒋介石回南京没有几天，准备
到 上 海 去 治 疗 ， 他 对 陈 布 雷 说 ：

“你到上海贾尔业爱路住宅来看我
吧！我准备找牛惠霖医师诊治一
下。我还有一些东西叫你写一写。”

蒋介石在上海诊治时，又请了
一个土医师专门按摩
跌伤的脊骨，随后又
到了奉化溪口休养。
从 1937 年 1 月下旬到
6 月下旬，先后住了
110 天，这是他登上
中国政治舞台后在家
乡住的最长时期。其
间曾去上海治疗，过
春 节 ， 又 去 杭 州 休
养，去南京参加国民
党三中全会。他叫陈
布雷一直跟着他，陈
布雷在溪口时住在文
昌 阁 临 溪 的 小 洋 房
内。有时上坟庄，就是蒋母墓庐的
平房内。蒋介石因腰部受伤，多数
日子卧在床上。他对陈布雷说：

“布雷先生，你给我撰写一篇
《西安半月记》，把事变经过写清
楚，要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
心，犯上篡权；还要使世人了解我
如何度过事变的，是我对张、杨喻
以大义，他们终于悔过输诚了；还
要讲明如何在上帝的庇护下，化险
为夷的。我每天念《圣经》，《圣
经》上也写着，上帝将派一位女人
来救我。果不其然，夫人冒险飞来
西安……”

“蒋先生，”陈布雷有点为难，
“我没有去过西安，对事变经过不很
清楚，恐怕难孚领袖众望。”其实，
陈布雷从侍从室一些随从人员口述
中知道得比较清楚。

“这没有关系的，你就照我说的
写好了。”蒋介石喃喃道，“我相信
你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嗯！”

陈布雷勉为其难，开始动笔。
蒋介石住在溪口后，看望、请示、
汇报的人络绎不绝，如邵力子夫
妇、徐永昌、贺耀祖，还有于凤至

（张学良夫人）、李志刚（张学良副
官）来要求释放张学良，因为张学
良也被带到溪口了。汪精卫、褚民
谊也来探望。4 月 4 日，蒋介石又为
他的长兄蒋介卿大出丧，一时溪口
名人汇集，林森、居正、冯玉祥、
阎锡山、何应钦、俞飞鹏、朱家
骅、杜月笙、金廷荪、王晓籁都来
吊唁，弄得陈布雷脑子嗡嗡发响。
他本来是最怕烦的人，如今这场面
怎么能写得出文章！另一方面，他
委实也编不下去了。蒋介石有一天
把他叫去坟庄，问：

“布雷先生，你写得怎样了？”
“这，这……蒋先生，溪口近来

人太多，太热闹，我心静不下来。”
“这倒也是，”蒋介石从床上半

欠身子道，“这样吧，你到杭州去
吧，到西湖新新旅馆去开一间房
间，安安静静写吧！”

陈布雷于是到了杭州。在新新
旅馆的一间房间内，写字台上摊满

了稿纸，有许多已团
成一团。温文尔雅的
陈布雷，一反常态，
把狼毫笔在墨盒里乱
戳，猛地戳断了一支
笔头。夫人王允默又
递给他一支，陈布雷
蘸了蘸墨汁，在纸上
又涂了起来，一会儿
又把纸捏成一团，掷
笔长叹一声。站起身
来，在房子内来回踱
步，浓眉紧锁，脚步
声也特别响了。王允
默婉言相劝，叫他慢

慢 写 ， 可 是 陈 布 雷 忽 然 大 声 说 ：
“你不懂，你不懂，叫我全部编造，
怎么写得出？”

“那就有多少写多少吧。”王允
默说。

“唉！”陈布雷又戳坏了一支狼
毫笔头，大声道：“叫我怎么编得
出？你不懂！你不懂！”

王允默有点害怕，连忙请了陈
布雷的亲妹子来，说：“你哥哥这
次不知怎么的，火气大极了。我讲
几句，他大喊大叫。你的话，他还
比较肯听。”

可是胞妹这次也不中用。她说：
“二哥，你坐下来，喝口茶，心

静下来，或者去西湖边散散心。”妹
妹的口气很温和。

“出去！你们统统出去！”陈布
雷简直变了一个样，暴躁、粗鲁。

“二哥，千万息怒，这样动肝
火，要伤身体的。”

“唉！你们懂什么，”陈布雷拿
起笔，他愤愤地说，“叫我这样
写，怎能不动肝火！”他把
笔猛地在墨盒中一戳，又
把一支毛笔头折断了。 17

王亚樵冷笑一声：“我估计是你，
果然是你。你也太不争气了，就为了
那一百万大洋就出卖手足。你睁开
眼好好看看，我这颗头上，悬着几十
条人命，岂止一百万！一百万太少
了！你去跟老蒋再要个价，一千万。
如果他答应，我自己就把头送给你，
保你五代富贵。我王九光从来都是
有情有义的。”

“小的不敢，九爷，我原是一时糊
涂，现在再也不敢了。还望九爷高抬
贵手，放我一条生路！”

王亚樵不再理他，转过身问众
人：“怎么办？”

“剁了他！”众人一致高呼。
“我是下不了手啊。”王亚樵长叹

一声，回到座椅上，微闭双目脸上露
出一副既怜悯又痛恨的表情。

“九爷，交给我们吧。”
王亚樵仍不表态，站起身，摆摆

手说：“随天意吧！”说完，他扬长出
门。

众人见王亚樵已走，呐一声喊，
蜂拥而上，乱拳将陈
立新打死。

第二天清晨，沈
醉的厨师上灶执勺，
拉开电灯后，吓得一
屁股坐在了地上。原
来，在案板上，搁着一
个大托盘，托盘上放
着一颗睁大双眼的人
头；人头旁边放着一
张纸条，上面用楷字
写道：“献给沈组长的
早餐。”

刺杀大汉奸汪
精卫

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四
届六中全会按时开场了。

早晨 7点钟，大会代表照例上紫
金山中山陵谒陵，9 点钟在丁家桥中
央党部礼堂举行开幕式。

20 分钟后，开幕式结束，一百多
名中央委员相继步出大礼堂，一齐来
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这些
人分五排站立，第一排是汪精卫、张
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和张继等人，唯
独没有蒋介石。记者和工作人员面
对中委们站成了一个半圆形，中央安
置了照相机和电影摄像机。

9点35分，摄影结束。
正当委员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

打算登楼参加预备会议时，一个身着
西装、外罩夹衣的青年记者跨出人
群，拔出手枪，对准正在转身的汪精
卫连开三枪。这三枪，枪枪命中，一
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打在背
部的肋骨上。

汪精卫应声倒地，场上大乱。
站在汪精卫旁边的是文官张继，

他迅速奔到刺客背后，将他拦腰抱
住，刺客挣扎着又开两枪，但未伤着
人。接着，张学良又奔到刺客的身
旁，抬脚将他的手枪踢落。汪精卫的

卫士还击两枪，刺客胸肺中弹倒地。
这时的汪精卫，斜睡在地上，脸

上许多血，身上的西装和内衣也浸透
着血污。他的老婆陈璧君屈一条腿
跪在汪精卫的身旁，把着他左手的脉
搏，声音带着哭腔说：“四哥，你放心
吧；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横竖
是要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似
乎，她在和汪精卫作最后的诀别。

蒋介石未参加摄影，这时也闻讯
赶来，他屈着一条腿把着汪精卫的右
手，说：“不要紧，不要多说话。”

汪精卫喘着粗气说：“蒋先生，你
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你要
单独负责了。”

陈璧君认为蒋介石不参加摄影，
事出有因，愤然对蒋说：“蒋先生，用
不着这样做的，你不要汪先生干，汪
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
手？”

蒋介石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是好，
此刻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路人
物干出这惊心动魄的事。他只好忍

气吞声，陪同陈璧
君护送汪精卫去中
央医院。

刺杀汪精卫的
青年记者是谁？是
安徽滁州人士孙凤
鸣。

本来孙凤鸣是
想 刺 杀 蒋 介 石 的 ，
但是，人群里却怎
么也找不到蒋介石。

原 来 ， 这 次
“团结”的大会上，
张学良、阎锡山及
西南各省诸侯云集

会场，随身均有马弁二名。蒋介石
在照相前心中一动，谁能保证马弁
中不会有异动者？因此，在中委们
步出会场时，他却去了秘书长办公
室找叶楚伧查讯，为什么今天秩序
这样不好？叶不知发生什么情况，
回答当然不得要领。蒋介石便立刻
决定，今天不出场摄影。

汪精卫左等右等，不见蒋介石
的人影，就亲自到休息厅向蒋打催
牌。

蒋介石说：“今天秩序不好，
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照相
了，也希望你不必出场。”

汪精卫一时为难起来，说：“各
中委已列队等候先生，如果我再不去
参加，将不能收场，我一定要去。”

蒋介石见汪精卫态度坚决，反
显自己疑神疑鬼，又说：“我也受不
了那种乱哄哄的场面，人多一吵就牙
痛。”一边说，他一边煞有介事地抠
了抠假牙，说：“牙根又肿了。”

汪精卫见状，只好说：“那蒋
先生休息吧，我下去了。”说完，他
来 到 楼 下 ， 告 诉 诸 中 委 ：

“蒋先生牙疼不来了，我们照
吧。”说着在中间坐了下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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