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华就硬着头皮，只做记录，不
开口说话。

到了，还是毛泽东说话了：“邓是
彭的人，但是，邓与彭有区别的。”

“但是”前定性了，“但是”后手下
留情，区别对待。

军委扩大会结束，邓华回到沈
阳，接受批判斗争。翌年5月，调任四
川省副省长，主管农业机械工作。

1965 年 10 月底，四川省委第一
书记廖志高来到邓华家，告诉他彭德
怀将来四川工作，担任西南三线建设
委员会副主任。

彭总可以工作了，这自然是个好
消息、好兆头。可邓华立即表白：为
了避免出现复杂局面，还是把我调开
为好。请将我的想法转报中央。

3 年前的 6 月，西南局第一书记
李井泉曾来过一次，提到这年 4 月 27
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加速进行党员、
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说：你对给你
的处分有什么意见、要求，可以谈谈，
我们替你向中央反映。

对邓华的处分，
只是林彪在军委扩大
会上口头宣布，没有任
何文字资料。邓华决
定给中央写个报告，在
肯定自己犯有“错误”
的前提下，希望中央给
一个正式的书面结论。

反复修改，反复
琢磨，就想起四川有人
参加庐山会议回来，把
彭德怀的《意见书》给
厅局长们看，让讨论，
几乎都说好，结果这些
人几乎都成了“右倾机
会主义分子”。

他是跟彭总绑在一起的，彭案不
翻，邓案休想。而彭案是不可能轻易
翻的，自己上书中央，那不是只能惹
麻烦吗？

1963 年 调 整 工 资 ，规 定 比 例
40%。同住一院的省领导及秘书、司
机、警卫员、炊事员等等，全都升级满
堂红，唯独邓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一个也没沾边。株连竟至如此。邓
华怒不可遏，找到有关负责人，说：按
比例，他们中起码应有两个人升级。
他们都是组织派来的，都是很有前途
的年轻人，我犯了错误，他们也要跟
着我倒霉吗？

而今，彭总也来到了这座城市，
却是咫尺天涯。

彭德怀偶然知道邓华也在成都，
就在前卫街44号，离他居住的永兴巷
7 号，不过十几分钟的步行距离。一
天傍晚，他和警卫参谋走到邓华家门
口，寻思片刻，又转身走了。

邓华从一位转业军官口中，得知
彭总住处。也是一个傍晚，他和夫人
李玉芝朝那里走去。远远地看到门

口的灯光，脚步就有些挪不动了……

『林罗刘』刘亚楼
军职简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

队排长，红4军随营学校学员班长，红
12 军连长、营长兼政委，红 4 军 3 纵 8
支队政委、12师35团政委、11师政委，
红一军团 2 师政委，1 师师长、2 师师
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
训练部部长、教育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
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14
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
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又是政工干部

刘亚楼，中等个头，英俊潇洒，精
明干练，性格火烈。任空军司令员
时，人称“雷公爷”。

1910 年生于福建武平县桃澜区
湘 店 乡 大 洋 泉 村 ，
1927 年冬从事地下
革命活动，1929 年入
党并参加红军，不久
即到红 4 军随营学校
学习。

丁盛被送去公
略学校读书，除了培
养，还带种扫盲性质，
刘亚楼就是明摆着的
深造了。他读过两年
私塾，又读小学、中
学 ，之 后 又 当 教 师
——前面说过，那个
年代，在红军中这就

算大知识分子了。
当时称作“红校”的随营学校，

140多名学员分作3个区队，刘亚楼被
分在2区队，任5小队副小队长。有个
学员陈志刚，鼾声打雷似的，吵得大
家睡不好，他就硬挺着，每天晚上等
大家都睡着了再睡。有时晚上再轮
班岗，上课就打瞌睡，有时还打起呼
噜。教员火了，一巴掌抡起来，就被
一只手在半空中抓住了。

刘亚楼说：革命队伍，官兵平等，
不许打人。

当时一些军官军阀习气，打骂
士兵。那时读私塾要挨打，学徒要挨
打，当兵更是家常便饭，“马鞭子下
出好兵”，“三句好话不如一个巴
掌”。而这教员既是长官，又是先
生，自然更是神圣不可侵犯。虽然这
时古田会议已经召开了，反对极端民
主化，反对打骂士兵，废止肉刑，可
即便会议决议传达下来了，也不是立
竿见影的事呀。

教员怒不可遏，喝令：放手！
刘亚楼道：放手可以，

不许打人。 8

我想和他认真交往，在我最好的
年纪，我觉得，这就是在对的时候，遇
到了对的人，无所谓他今年几岁，也
无所谓他之前都交往过谁。

11．
最近我很喜欢给江宇航打电

话。因为我想从一个男人嘴里听到
一些关于自己的客观评价，这个角色
非他莫属——咨询我爸，我爸会把我
激励成感动中国的五一红旗手；问我
哥，我哥会让我学习土得掉渣的文学
女青年；问Kaman，当然不要！我所做
的一切都是为了他；问元宝……这个
人可以留着等我看破红尘的时候在
他身上寻找自信，现在倒还不必征求
什么意见。

我问小宇：“在你眼里，我算不算
一个有气质的女人？”

他说：“算啊。你就是典型那种
能把奢侈品穿出穷人气质的女人。”

我说：“你给我滚！我跟你说正
经的呢！信不信我一巴掌把你糊墙
上抠都抠不下来！”

他 说 ：“ 我 信
啊！你具备让男人闻
风丧胆的实力。”

我说：“我跟你
说点正经的怎么这么
费劲呢？能不能沟通
了还？”

他笑，说：“好啦
好啦！我跟你沟通。”

小宇说，首先，
他觉得我该从外形上
改变，虽然我的头发
留长了，但也只是束
个马尾扎在脑后，这
在男人眼里会很不迷
人；其次，我的衣着也很成问题，到现
在仍然是运动外套、仔裤、球鞋、双肩
背包，除了超级运动控的男人，没有
谁会把我当成一个女人看；再者，我
真该收敛一下我的语言习惯了，说话
上从不示弱，这让男人也会心生恐惧
……

我半晌没吱声。其实这些问题
自己也早就想到了，但从别人——尤
其是一个很熟的异性朋友嘴里说出
来，听上去还是有点消化不良。

小宇说：“你不是准备凶器过来
杀我吧？我可句句肺腑，再说也是你
逼着我说的。”

我说：“我没事，就是在算计洗心
革面要花多少钱。”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你和
蒙蒙那么铁，你让她帮你好好设计一
下，其实她倒是那种能让男人第一眼
心旌动荡的女人。”

蒙蒙天生丽质，我是天生励志。
蒙蒙从小就受到公主化的启蒙教育，
有妈妈疼婶婶宠，我却是我们一家三
口里唯一一个女的，第二性征都靠自
学成材。

我何尝不想让男人心旌动荡？
半小时的通话时长，受益匪浅。

我决定先从头发开始改变。
4 小时后，我和江宇航约在了百

盛门口。
江宇航极其随便地穿着Colum-

bia外套和李维斯 501仔裤，发型是相
当不重视我的睡扁了型。我从后面
拍拍他的肩膀，他转身，嬉皮笑脸陡
然变得庄严肃穆——这正是我要的
效果！

“哟！这是想勾引我啊？”小宇流
氓兮兮地撩起我的头发。

“我眼瘸啊？”我一翻眼白。
小宇用手把我嘴一捂：“你还别

说，这么打扮吧，只要不说话，还真能
凑合个三线美女。”

我用手一推：“得了吧！别不好
意思承认了，心里都产生非分之想了
吧？甭想了啊，你没机会了，不过请
我吃饭的机会倒还可以给你一个。”

小宇指着灯发誓：“头上三尺
有神明，我要对你有非分之想，天
打五雷轰，出门被车轧，生个姑娘
随你……”

我一掌把他劈
开。

“我想买件可以
配这个发型的衣服，
你帮我看看呗？”我跟
小宇商量。

“这种活动是不
是找蒙蒙更合适啊？
我在你眼里第二性征
就那么不明显么？”

“显，显。男人
眼光和女人不一样
嘛，哎呀你别啰唆了，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
我推着小宇上电梯。

“杨乐，你最近有事儿吧？”小宇
斜着眼睛一脸狐疑地瞅我。

“有。天天有。”
“不对。赶紧招。是不是准备相

亲去啊？”
“是啊。还是个石油王子呢。”
“真的假的？”
“假的。”
“快点的吧！你赶紧告诉我啥

事，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件秘密。”
“那你先说你的秘密，我看值不

值得交换。”
“杨乐你这样没意思了啊，多少

好姑娘追着喊着哭着求着要给江少
爷我送温暖呢！我大冷的天跑这儿
来跟你逗颏子啊？”

“哎呀……求你，别恶心我了。
行，我告诉你，你得保证不给我说出
去。”

“说。”
“我要改变形象。”我一本正经。
“废话！我问你为啥突然想改变

形象？”
“因为我长大了呀！从今天开始，

我要走淑女路线了，以后见面
请叫我杨小姐，别总‘乐乐乐乐
乐乐’，跟叫狗似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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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美不怕冷
老 曹

域外见闻

美国圣迭戈市的服装商场，也像
我国的服装商场一样，都有明显的换
季特点，如快要到冬季的时候，原来摆
放秋季服装的地方，就换成了保暖的
衣服。但是有一种衣裳，却是一年四
季都卖的，甚至连摆放的位置都不变，
那就是大裤衩，那种有很多兜，过膝那
么长，厚布料，宽裤腿的大裤衩。

2006 年我初到美国时，是大冬
天。正冷的时候，在考斯科大商场的
服装部，见到几个很大的案台上，摆着
一摞摞大裤衩，我不由觉得奇怪，冬天
会有人买它吗?那厚厚的布料，是为了
保暖吗？可它却遮不住小腿，裤腿又
那么宽大，一走一呼煽，恐怕只会通
风，是不会聚热的；那么是为了凉快
吗？却又不用薄的布料。我甚为不
解，便问起女儿，她说，老美不怕冷。
我半信半疑，试想，假如让我不穿长
裤，又不穿薄毛裤，连贴身的秋裤也不
穿，只穿这样的大裤衩，这么冷能受得
了吗？非冻病不可。但是后来发现，
老美特别，确实是不怕冷的。

圣迭戈市，说是四季如春，其实冬
天的夜里也是较冷的。如今年的元月
份，就一连下了几场酷霜，我培植了几
年的几棵三角梅，就差一点冻死，过了
半年，才又从根上发出新枝。前院几
棵矮椰子树，又粗又硬的叶子，也被冻
得枯萎，像是大病了一场。即使白天，
只要是阴云满天，刮的风也是冷飕飕
的。我和老伴穿着毛衣毛裤(都是薄

的)，才不觉得冷。令人惊奇的是，这么
冷的天气，见到不少老美，居然还是穿
着那种裸露着两条小腿的大裤衩，只
是在T恤衫外面，再套上一件长袖的
线衣或夹克衫。

这里人穿衣很随便，不愿意受拘
束，只讲舒服。所以除了开会和上班
穿西装，平时就离不开大裤衩，热天
穿它，冷天还穿它。天冷时穿着的样
子非常滑稽，上身的线衣是戴帽子
的，把头包得严严实实，脚上穿的是
包着脚踝的又厚又大的大运动鞋，可
是两条小腿却裸露着，好像只要把头
和脚包好就行了，那腿可以不管，犹
如两根木棍，再怎样冷也不怕。怪不
得服装商场一年到头都卖它，从不撤
换。

我们住的那条街上十几户人家，
除了几家中国人和两家犹太人，其他
都是白人老美。每家都有一两个孩
子，有小学生，也有中学生，我就很少
见到有哪个男孩子穿长裤子的。女
孩子也只在上学时穿裙子或牛仔裤，
一到家里就只穿短裤了。她们在写
完作业后，好到前院聚在一起玩，往
往赤着脚，就坐在路边冰凉的水泥地
上，也不嫌冷。我的外孙女王雅歌，
有时也到前院和她们玩。姥姥怕她
出去冷，总是给她穿上线衣和牛仔
裤。虽然是一群女孩子聚在一起，但
不用看脸，光看身上的衣裳，也可以
分辨出她们种族的区别。

老美不仅穿上不怕冷，连吃上也
不怕冷，一年四季喝凉水，公园里，
学校里，都有专门供人饮用的自来
水龙头，孩子们渴了就拧开龙头，张
着嘴接水喝。到饭店吃饭，服务生
端上来的冷饮，有半杯子冰块。咱
们吃肉不敢喝凉水，怕拉肚子，他们
不怕，根本不会因为吃肉而改喝热
水。孩子生下来的头一天，冲奶粉
就是用的凉水，喝的牛奶就是刚从
冰箱里拿出来的。咱们国内的孩子
敢这样喂吗？绝对不敢。看来不同
的国度，就有不同的生活习惯，见多
就不奇怪了。

不过，我所见到的这些是在美国
最西部濒临太平洋的加州。濒临大
西洋东部地区的冬天，也常常是冰天
雪地，寒风如刀。大裤衩子在那里不
知还有没有人穿，如果有人穿，那才
真是不怕冷。

有人说，美国人之所以不怕冷，
是因为吃肉多，体质不同于亚洲人。
其实也难说，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孩
子，也是不怕冷的。你看，他们一出
生，医院里给他喝的也是刚从冰箱里
拿出来的牛奶，上幼儿园上小学，喝
的也是凉水。穿衣裳也少，大冬天光
着脚丫子满处跑。可见，他们出生在
那块土地上，自小也养成了与当地的
白人黑人还有棕色人一样的生活习
性。由此看来，我们孩子的娇气，恐
怕主要是人为的。

徐建勋的诗
红月亮

在院里，在街上
无数双眼睛
在寒风中仰望
那轮十年前消失的红月亮

红月亮，红月亮
红的温暖，红的芬芳
像爱的唇印，像美的图章
挂在万家灯火的楼顶上

悲欢离合
风雨沧桑
人间情怀屡屡被世道更改
红月亮却别来无恙

月圆月缺
心潮伏荡
你可读懂这离而复归
又要远去的红月亮

你那里下雪了吗

你那里下雪了吗
精灵之舞如此美丽潇洒
心情也跟着纯净
一起编织童话

你活得有点儿累吧
世界太冷
让雪花纷纷扬扬的飘吧
大地温暖在她的覆盖之下

记得儿时故乡的雪
雪片比那鹅毛大
铺天盖地地下呀
没有乐也没有怕

而今望着窗外景
心事却放不下
欢喜这无限纯洁
怜惜她一朝融化

郑东群星

这是凌晨的郑东
抬头望见星空
一颗两颗三颗
竟多得数不清
久违了！群星
热流从胸口升涌
那么多童年伙伴
亮晶晶的眼睛
何时散得无影无踪
而今，归去来兮
依然那么明亮那么纯净
啊！我的家我的城
这一切恍若梦境
像多日委屈终遇公道
禁不住热泪双涌

《堕落诗》
卓佳

新书架

漂亮的巴兰兰大学毕业后到海口闯
荡，成为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
不久，公司解散，巴兰兰带着三百万元现
金回到家乡裴城，创立房地产公司。她
凭着海南的经验和教训，凭着能文能野、
可雅可俗的奇异性格，凭着半推半就、

“猎色”兼“卖色”，游刃有余地把官场、商
场和情场，物欲、人伦和灵魂勾连起来，
迅速成为裴城的房地产大鳄。

就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巴兰兰
身患绝症。她把公司交给妹妹巴梅梅，
并宣布遗嘱：超过 25%的利润不做。意
外的是，对外假称已经死亡、准备过几
天逍遥日子的她，癌症竟然不治自愈。
此后，巴兰兰化名沈阿南，过着无人知
晓的隐居生活。

几年后，巴兰兰时期承建的一座桥
梁倒塌，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总经理
巴梅梅入狱服刑。巴兰兰听说后，不听
劝阻，执意“复活”，承担本该自己承担
的责任……

肥牛
火锅

孙方友

知味1297 年，忽必烈灭南宁，定国号
为元。忽必烈又称薛禅皇帝，迁都燕
京后称大都。这佬儿戎马一生，侵略
成功后，突然身闲，病也就来了。忽
必烈是个有政治抱负之人，对身体和
性命极其看重。由于常闹病，身边就
御医成群。蒙古国的医学毕竟有限，
无论从哪个方面，远不及大汉族。可
是，他做贼心虚，很害怕汉人医生下
毒要他性命，所以他就坚持不吃药。
当时有个和尚叫空慧，诊出忽必烈的
病因来自一个“寒”字——因他出身
北国，耐寒，杀进中原后，生活腐化，

“耐寒性”锐减，于是，胃寒、腰寒、腿
寒病全来了。京中御医多用热补，又
加上蒙人爱食羊肉，易上火，热补过
了，热又作寒，所以久治不愈。空慧
就根据牛肉不温不火之特性，设计出
了肥牛火锅，让忽必烈日食一次。因
锅内菜肴多变，有常吃常新之特点，
而且是循序渐进的食疗法，忽必烈才
日见康复。

传说虽无证可考，但却有一定的
道理。肥牛火锅，在《宋氏养生部》和

《清稗类钞》中均有记载。原为宫廷
菜肴，清末民初传出宫廷，成为民间
的美食。前几日我翻看几个太监和

溥杰、溥佳等人撰写的《晚清宫廷见
闻》一书，方知慈禧也喜欢这一口。
这个慈禧，据传是个汉家女，不喜欢
羊的“膻”。一个御厨为得宠于老佛
爷，便用肥牛代替了羊肉。肥牛又称
为“双年牛”，送进宫廷里的多是蒙古
大草原上生长 2 至 4 年的“青年牛”，
体壮血足、肉实不松、鲜嫩细腻，营养
成分又高。它既有羊肉所具之特点，
亦有羊肉所不及之处。比如同为热
物而牛肉却不上火。不信现在您到
菜市城转一转，牛肉可充羊肉卖，而
羊肉决充不了牛肉。因为它“膻”。
宫廷里的御厨技艺高超，不仅肉剔得
干净，肉片也切得纸薄，见沸水一烫

即熟。慈禧平常用膳是吃一观三，而
上这道火锅时，只准一锅，而且铜锅
里的养汤要沸出气氛，放在盘中的肉
片要呈半透明状，必须看得见盘上的
花纹。那时候自然还少刨肉机，一切
全靠手上功夫。御厨们的刀工自然
是一绝，不仅讲究薄，而且讲究美，切
了的肉片匀若浆状，齐似线，旋放盘
中，宛如一朵盛开的大菊花。当然，
肥牛火锅除去主打牛肉外，调料也极
讲究精和细。芝麻酱、辣椒油、韭菜
花、糖蒜，以及香菜、葱姜等，均是挑
选新鲜味正、色泽诱人的老字号产
品。包括装的碟、碗儿，也很讲究图
案美。摆开来，那铜锅就像一只引吭
高歌的金鸡，各种碟儿、碗儿颇似一
窝儿金鸡娃儿，很是给人一种福贵气
息。总结一下，有四大特点：选肉精、
刀工细、调料绝、食具讲究。吃起来
自然是口味醇正，解馋助食，久食不
腻。而且它又和其他火锅一样，具备
自主权——可根据自己的口味自我
调整和搭配。也就是说，可肥腻、可
清淡、可脆嫩、可爽口，也可以下面煮
生，让您过一下厨师瘾。

这大概就是肥牛火锅久盛不衰
的主要原因吧！

梅花香雪烹新茶
夏爱华

散文

枕边一部《红楼梦》，翻阅了 30
年。书中妙玉悄悄招呼宝钗和黛玉
到耳房中喝“体己茶”的情节，引发我
的兴趣。于想象中，用梅花香雪烹煮
的茶，清淳无比，浸润心灵，那是人生
的极致享受啊！

所谓“体己茶”，也可叫“贴心
茶”，就是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喝的
茶。妙玉何等高洁孤傲啊，就连贾母
过来串门儿，上的茶也不过是旧年接
的雨水所烹。所以，宝钗、黛玉能喝
到妙玉亲手烹制的雪煎茶，福气当真
不小。而宝玉，悄悄地也去了耳房，
算是沾宝钗、黛玉的光，也喝到了这
样一杯香妙无比的茶，也算是与茶有
缘的佳话了。

人生路上，一路走来，繁琐而忙
碌的生活让我无暇顾及其他。虽然
家藏名贵精巧的紫砂壶，却基本上不
曾使用过。而今，人已不惑，终于拥
有了一份闲适的心情，可以尽情享受

“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无穷乐趣了。
踏雪寻梅，本身就无比浪漫。雪

花飘舞，蜡梅怒放，香飘天外。轻轻
地将梅花上的雪收进水晶瓶中，心情

静谧而喜悦。玉指纤纤，轻而又轻，
生怕惊醒了梅花的香梦。返回家中，
将久置的那套珍贵的紫砂壶用心清
洗，然后在清雅的音乐声中，以一颗
诗意的心，巧手烹香茶。轻摇梅花万
点雪，红炉细煮慢烹茶。原来，在历
经坎坷之后，我的人生如此美好。

一壶以梅花雪水烹制的雪煎茶
呈现眼前，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很
珍惜地倒进精致的紫砂茶碗，一口
一口仔细品味。清香甘洌，茶色浓
翠，回味甘甜。古人把泡茶之水分
为梅兰竹菊四等，其中最高者就为

“梅之水”。因此，用梅花雪煎的茶，
号称是水中圣品。值此北方的雪
夜，想起杜耒的那首《寒夜》，禁不住
会心一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
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
有梅花便不同。”而明代戏曲作家高
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
精，并且擅长养生，茶酒烹调，无所
不通。寒夜寂寂，扫雪烹茶，自有美
丽心情。山窗听雪，清风敲竹，也别
有人生乐趣。

清代诗人、散文家袁枚，爱读诗

书又恋花。一生喜欢品茗吟诗，对
饮茶相当有研究，曾说过一句话，欲
治好茶，先藏好水。无独有偶，在这
方面，乾隆皇帝也颇有生活情趣，认
为雪水比天下第一泉更好：“遇佳雪，
必收取，以松实、梅英、佛手烹茶，谓
之三清。”

收取梅花上的雪，是对茶的格外
善待，其实此举也并不是《红楼梦》中
妙玉独享的专利。梅花枝上雪，早就
被宋人称为人间奇绝。更早的诗文
典籍中，关于泡茶之水，还有更为精
辟的研究。喜欢“融雪煎香茗”的白
居易，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抒发情怀：

“吟咏霜毛句，闲尝雪水茶。城中展
眉处，只是有元家。”意思是，人世间
能够让他展颜一笑的事，就是“闲烹
雪水茶”。而因此，让我悠然想到，诗
人用来烹茶的用具，也许就是红泥小
火炉吧——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
无？

梅花香雪烹新茶，金盏低斟悄品
对。在冷寂的冬日，一壶香茗，让我
由衷地感受到红尘间的安稳与温暖，
这就是幸福。

黄居正书法

门 王继兴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