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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9 月，笔者出席普京创
办的世界“俄国通”非政府组织

“瓦尔代俱乐部”年会，有幸首次拜
见伊万诺夫，当时他与梅德韦杰夫
并列为普京的接班人。他在莫斯科
友谊之家会见我们，时而俄语，时
而英语（他曾在英国学英语），谈锋
颇健。“俄国通”们仰望着这位身
材魁梧、高鼻深目、气宇轩昂的退
役上将，都猜测普京会让他接班。
他享有对美强硬派声誉。

第四位是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
长的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从
2008年 5月到现在，任期已经超过 5
年半。帕特鲁舍夫从 1974 年就读苏
联克格勃高等学习班开始即投身国
安事业，然后从克格勃列宁格勒反
特部门初级侦察员做起，后于 1999
年接替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
一口气干了8年多，成为克格勃—联
邦安全局第一把手中任职时间仅次
于已故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
夫（15 年）的“老资格”。2008 年 5
月梅德韦杰夫接替普京任总统后，
他转业担任安全会议秘书。他于
2000 年荣膺“俄罗斯英雄”称号，
获得过4枚“为国立功”勋章，以及

其他5枚勋章和奖章。
迄今为止，担任过安全会议

副秘书的共 35 人，其中最著名的
要数叶利钦时代“七财阀”之一、
号称“秃顶鬼才”的鲍里斯·别列佐
夫斯基。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是数学和
管理学的奇才，他在 40 多岁就当选
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的秃脑
门下储藏了无限智慧，抓住苏联解
体前的混乱时机，开了家汽车销售
公司，挖到第一桶金，后来生意越
做越大，终于成为媒体巨头，控制
了俄罗斯第一电视台。

1996年，叶利钦在争取连任时
遇到劲敌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在这
危急关头，别列佐夫斯基号召众财
阀慷慨解囊，赞助叶利钦搞竞选，

“防止共产党复辟”。叶利钦知恩图
报，连任成功后立即任命他为大权
在握的安全会议副秘书，从 1996 年
10 月干到 1997 年 11 月。别列佐夫
斯基任安全会议副秘书期间，力主
中央政权跟车臣反叛政权和解。联
邦政府与车臣叛匪签订协议，国防
军撤出车臣，使反恐战争“煮了锅
夹生饭”，直到普京任俄罗斯总理

后才平定叛乱。
1999 年底到 2000 年 7 月，别列

佐夫斯基当过国家杜马（议会下
院 ） 议 员 。 他 曾 到 处 自 吹 自 擂 ：

“沃洛加（普京小名）还是我推荐给
叶利钦的呢！”

普京整顿政坛、打击寡头后，
别列佐夫斯基流亡英国。他曾故作
低调地宣扬：“我的钱不多，也就
三五十亿美元吧，多十亿，少十
亿，我也搞不清楚。不过，我愿意
从微薄的积蓄中拿出个几亿美金，
支持一下俄罗斯的民主事业……”

2013 年 3 月 23 日，别列佐夫斯
基死于伦敦，据说身无分文。

从上面 5 人的经历可以看出，
叶利钦把安全会议领导岗位看作肥
缺，用以报答有恩于自己的人；普
京任用人才，主要看人品与职业素
养，以及受信任程度。

反恐是安全会议头号课题
反恐反分裂，是安全会议的第

一要务。
车臣问题目前依然是安全会议

经常审议的主要问题之一。
俄罗斯总统网站 2013 年 9 月 9

日 16 时发布，普京总统当天在莫斯

科西郊诺沃奥加廖沃总统官邸举行
安全会议扩大会议，审议国家在北
高加索联邦区政策的基本方针。

普京在会议开场白中强调了北
高加索问题的重要性：北高加索人
口潜力大，为国际交通要道，是地

区关键，牵动黑海和里海地区。
他认为当前北高加索地区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恐怖主义威胁、安
全挑战没有彻底消除；经济发展速
度和社会福利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失业率全国最高，住房、医
院、学校和幼托机构严重不足；预
算资金被盗窃，仅安全机关 2013 年
查出的就有 65 亿卢布；外国及其控
制的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把北高加
索看作扰乱俄罗斯的据点、丑化俄
罗斯形象的把柄。

他提出5项紧迫任务：
一、提高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

生活水平。
二、提高北高加索联邦区安全

水平，用各强力部门之合力保证法
制和社会治安，加强各部门工作的
协调，探索反恐、反极端主义、反
犯罪新方法。

三、通过反腐和反滥用职权，
增强居民对政权机关的信任感。

四、对北高加索地区违反人权
和人身自由的行为严惩不贷，挫败
外国利用北高加索现有问题诋毁俄
罗斯的阴谋。

五、解释政府在北高加索所做

工作的目的和思路，如实告诉群
众，现有问题复杂且涉及多方面，
有的已久拖不决，难以一蹴而就。

为了协调联邦、联邦主体和地
方三级行政机关的反恐行动，普京
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根据安全会议建
议，成立了国家反恐委员会，由联
邦安全局局长任主席。成员几乎囊
括各强力部门、情报机关、联邦政
府关键部门和议会两院领导人。同
时，为了协调联邦主体境内各部门
的反恐工作，在联邦主体一级也成
立反恐委员会。

为了妥善调配反恐兵力和技术
手段，国家反恐委员会还下设联邦
行动司令部。

根据安全会议的建议，普京总
统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向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提出新法案，责成武装
分子家属弥补对国家造成的损失，
加强对恐怖分子的惩治。

一、犯罪分子实施恐怖行动
后，家属和近亲有责任支付补偿金。

二、如怀疑家庭财产的来源涉
嫌恐怖行动，恐怖分子家庭收入的
来源就应接受检查。

三、补偿金和没收的家庭资

产，用于抵偿恐怖行动给国家和居
民造成的损失。追缴资产的期限等
同于追究恐怖行动刑事责任的期限。

四、对恐怖团伙组织者处以 10
年-15年徒刑并处 100万卢布（33卢
布合1美元）以下的罚金；团伙或恐
怖训练参加者，处以 5年-10年徒刑
并处50万卢布以下罚金。

五、在国外参加外国恐怖组织
的恐怖分子，处以2年徒刑。

在安全会议成立初期，车臣反
恐是头号课题。

位于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共
和国，在苏联解体后就开始闹武
装独立。1994 年 12 月 11 日，俄罗
斯政府军进入车臣，开展反恐反
分裂战役，这是所谓的“第一次
车臣战争”。

由于当时的联邦政府软弱，这
场正义的平叛行动举步维艰，半途
而废。联邦政府于 1996 年 8 月 31 日
同车臣非法政权头目马斯哈多夫签
订了哈萨维尤尔特“和平协定”，联
邦军人灰溜溜地撤出车臣全境。此
后，车臣恐怖分子气焰嚣
张，到莫斯科等大城市制造
多起爆炸事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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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棉花地与橡树林
陈晓辉

无事翻书，看到一则小故事：在遥远的英国，某
大学有一栋大楼，年深日久，20 根橡木横梁已经朽
坏，必须更换。可是现在已经很少有那么粗的橡树，
人们到处寻找，也凑不够 20根横梁。就在校方一筹
莫展之际，有消息传来，当年设计大楼的工程师已经
预料到日后的横梁更换问题，生前在一处山谷种下
了一片橡树林。如今这些橡树已经成材，于是问题
迎刃而解。

人们无不佩服当年的工程师，他怎么能看到身
后那么多年的事情呢？

但我忽然想到另一个人，我的母亲，一位普通的
中国农村妇女。如果说她与那位英国工程师有共同
之处，那就是他们都能预料到一部分身后的事情。

30年前，我生下了女儿。来看孩子时，母亲带了
鸡蛋、红糖等，还神秘地告诉我，她会种下一亩棉
花。但是我知道，种棉花比种玉米辛苦得多，要打
叉、采摘……经济效益却不高，村子里已经很少有人

种植棉花了。
我很诧异，襁褓里的女婴与一亩棉花何干？母

亲说，这样待她出嫁时，就会有足够的好棉花，絮上
10床的棉被当嫁妆，她的外孙女就能风风光光嫁人
了。原来我们老家的风俗，女儿出嫁，娘家要絮棉被
当嫁妆。一般家庭都做6床或者8床棉被，能有10床
棉被当嫁妆，对新妇来说是很风光的。

我啼笑皆非，根本无法想象眼前的小婴儿长大
后披上嫁衣的情形。

可是母亲是对的。转眼之间，女儿长大了，上
学、工作，去年，她做了新娘。在她的嫁妆里，有两床
崭新的棉被（100多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容纳 10床棉
被的空间）。那两床棉被里，絮的确实是母亲种的棉
花，而母亲已经故去了。

英国工程师与中国农村妇女，橡树与棉花，本来
毫不相关的人与事，却在一起涌进我的脑海。

我们凡人连眼前的事尚且看不明白，何况身后

事。那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透过纷纭的世事看到
百年之后？

我能想象那位工程师在新楼建好之后，像看自己
的孩子一样，欣喜地观察这座凝结了他心血的大楼，
担心它今后会受到风吹雨打，却爱莫能助。忽然，他
看到了那些橡木横梁，于是种下一片橡树林——对真
心喜爱的人或物，人们往往会特别牵肠挂肚。

而我的母亲，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从
一个女婴想到她长大出嫁的情景，也是因为爱。虽然
没有看到，但我能想象，母亲在棉花地里播种、施肥、
捉虫、喷药，直到收获，挑出棉花最柔软、洁白的部分，
小心翼翼地晒干收藏起来……这些像云朵一样的棉
花，果然成了她深爱的外孙女的嫁妆的一部分。

我是多么希望，我们也能储备一些纯净、质朴的
爱，在心里种下一片橡树林或者棉花，等着它们长大。
无论多么遥远的某一天，后人在用到这些物品的时候，
轻轻感叹一句：这是多细致的心，多深远的爱呀！

域外见闻

漫步土耳其
高荣伟

走过了很多地方之后，我来到了土耳其；走进
土耳其，就像是进入了童话故事的世界。在土耳
其，我的“蓝色之旅”的梦想终于成真！

土耳其濒临黑海、爱琴海、地中海等四个海
域。松树环绕着海湾，早上，我们在温暖、平静、如
同水晶般清澈的海水里畅游了一番。随后，扬帆
起航，驾船沿蓝色海岸行驶。从造型别致的国际
赛艇，到舒适宽敞的土耳其游艇，无论游艇还是小
舟，土耳其都应有尽有。明媚的阳光，令人鼓舞的
海风，湛蓝的天空，清澈的海水如影随形，绿宝石
海岸边古老而又迷人的港口小镇是理想的沿途停
靠港口。

穿行于土耳其的大街小巷，热闹的街市和悠
闲的路人，犹如变形版的中国城市。罗马剧院，中
世纪的城堡，石冢和古老的墙垣……这些都是历
史尘封的美丽印记。车至尽头，又猛然一拐，便回
到了奥斯曼时代。这里的老城区相当小，大部分
给游人们准备的景致都在步行范围内；令人异常
兴奋的是，在如此小的空间内居然能塞下这么多
瑰宝，足见奥斯曼帝国当年的奢侈。老城区有一
必去之处，下车后便直奔托普卡帕宫。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里与故宫有得一比——建筑年代相近，
面积也相似。向宫殿左右望去，一东一西交相辉
映。不过，与大和殿高高在上、四周空旷无物的故
宫相比，托普卡帕宫要温柔许多，庭内芳草绿树生
机盎然。走到最后一重院落，眼前霍然见海，回头
又是伊斯坦布尔城内的民生种种……

流连于众多闪动着智慧光辉的杰作中间，漫
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街头，最大的乐趣在于
惊喜纷至沓来，尤其是记忆深处的东西可能会

在某一处被唤醒。当面对伊斯坦布尔海峡，面
对特洛伊木马，面对古城的遗址，思绪从肚皮舞
娘的腰肢上闪过，从梦魇迷离的酒杯上滑过……

在伊斯坦布尔，据说老城区一天能听到五次
唱经。城市上空响起唱经的歌声的时候，徜徉于
宏伟的蓝色清真寺与沧桑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轻
轻踩过并不平坦的十字路，用手抚摸着四周斑驳
了颜色的墙壁砖瓦，此时此刻，让人感受到土耳其
最丰富的一面——古老、沧桑、寂静、悠远，包容着
欧亚大陆全然不同的风格，土耳其的悠久历史与
灿烂文化在这里尽情呈现。风从博斯普鲁斯海峡
拂过，挟着冰冷的雨点与细碎的浪花，猛地敲打在
身上，惊起一阵阵寒颤。托罗斯山脉从海边拔起，
向北绵延，翠绿的森林沿着海岸一直延伸到陡峭
的托罗斯山脉。

一路走来，在这个充满神秘气息的古老国度
里，我似乎在潜意识里一直在寻觅什么？

“土耳其”一词由“突厥”演变而来。在鞑靼
语中，“突厥”是“勇敢”的意思，“土耳其”意即“勇
敢人的国家”。土耳其因其悠久的历史，美丽的
自然地貌和环境以及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长期
以 来 一 直 成 为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人 们 向 往 的 地
方。这里有教堂，有城堡，有安托利亚的美景，将
近四百座清真寺的传音塔丰富了天空的颜色，巍
然屹立、多姿多彩的建筑与来往的点点白帆相媲
美。土耳其海水湛蓝，蓝得令人心醉，令人心驰
神荡，令人乐而忘返。凭海临风，诗人的浪漫情
怀洋溢在胸间……

可是，我仍在寻找。我一天到晚忙碌地在寻
找，到底我想要什么？但好似迷了路，怎么找也找

不着。踯躅于伊斯坦布尔街头，偶然打开地图，我
终于找到了。

从地图上看，土耳其就像一个极具魅力的“混
血美女”。有这么两个地方——阿台缪斯神庙和
毛瑟陆斯陵墓，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的眼球。土耳
其拥有太多的历史文明痕迹，世界七大奇迹，土耳
其居然拥有其中的两个。细细询问，毛瑟陆斯陵
墓今天已无处寻觅其踪迹。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对我的主要诱惑，就是山
下的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安纳托利亚文明博
物馆的建筑物原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客栈和商
场，建于 1464 年，后被大火烧毁。土耳其共和国
成立后，将其修复，并根据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倡
议，改建成赫梯博物馆。

与伊斯坦布尔的人类学博物馆相比，这里并
不大，但这里的藏品极其丰富。博物馆的展品陈列
大体是按照年代排列的，它展示了赫梯文明的发
祥、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表现了赫梯文化承袭
哈梯文化，吸收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帕莱克文化，迦
南文化以及古埃及文化影响的痕迹。这些影响体
现在赫梯人的政治、经济、语言、宗教信仰、文学艺
术、石雕、浮雕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同时，赫梯
人建立的法典更堪称人类古代文明的重要成就。

赫梯人有自己的文字，与巴比伦同属楔形文
字，在 3000 多年后的今天，即使专家也已不能解
读。这个民族踏平过巴比伦城，击败过埃及大军，
与两大文明分庭抗拒的伟大民族却最终不敌地中
海畔孕育出的若干不知名小国，最终含恨退出了历
史舞台。

名人轶事

医圣的阅读与写作
王道清

被尊为“医中之圣”的古代医学家
李时珍，善于读书。他的读书方法是：
广收博采，但不拘泥于书本知识，特别
注意与实际相结合。

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的几十年
间，读过800多种医书、药书和各方面
的参考书籍，以及大量的单方、验方，
写下了大量的医案及读书笔记。《本草
纲目》所涉及的文献竟达 993 种之
多。由于它的征引浩繁，很多珍贵古
籍资料才得以保存下来。

李时珍在研读古书中，发现诸家
说法不一之处甚多，相互矛盾。怎么
办？李时珍决定“采其精华”，“正其谬
误”，使之“是非有归”。具体办法就是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十多年间，他几
次远出旅行，翻千重山，奔万里路，不
辞劳苦地对所需研究药材“一一采
视”，对有些稀有药物还亲自栽培、解
剖、炮炙、炼制；同时，向成千上万的有
实践经验的名医、药夫、樵夫、猎户、渔
夫、矿工等人请教。从而鉴别考证了
历代典籍所载药物1000多种，对其中
错误之处加以订正，重新作了科学结
论。他在《本草纲目》这部书中还增辑
了新药物三百多种，新方 8000 多条，
丰富了祖国的医学宝库。

郑州地理

郑州“地片”
——犁铧尖

王瑞明 郭增磊

犁铧尖是由原钱塘里、敦睦里、
操场街、乔家门和南菜市街五条路汇
合而形成的“地片”。此“地片”的形
状很像农具“犁铧”顶部的“尖”，人们
便称这一“地片”为犁铧尖（又称犁铧
尖儿）。旧时，这里没有大的商号，但
小商小贩很多。因临近火车站，生意
还算红火。此地片的建筑物主要为
平房，交错连绵，持续数里，道路狭
窄，凹凸不平。不过，距犁铧尖不远
处的东边有一家华美医院（现郑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规模较大，也带动了
犁铧尖一带的发展。因“犁铧尖”一
带街道不是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
所以，当人们初入这里时常会感到像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常常晕头转
向，找不到北。不过，来得多了，也就
慢慢熟悉了。此“地片”因有五条路
在这里交汇，人们也称其为“五路总
口”，以概括这一“地片”的特殊地理
位置。现在，时过境迁，一切都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很不起眼的犁铧
尖，如今已成了钱塘服装城，堪称“寸
土寸金”的黄金宝地。

新书架

《文明的度量》
韩 笑

在过去的 30年时间里，
人们一直为文明是如何发
展的以及西方为什么能够
拥有巨大的权力而激烈争
论。全球著名历史学家伊
恩·莫里斯的《文明的度量》
正 是 为 终 结 这 一 争 论 而
作。本书横跨 15000年的人
类漫长发展史，围绕全球文
明重心的迁移，就西方何时
开始主宰世界等重大问题
展开阐述，对决定经济和社
会发展趋势的诸多因素进
行了定量描述，以此追寻经
济和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的演进。

在本书中，莫里斯独创
“社会发展指数”，结合考古

证据、历史数据、现代社会
数据等，从 4 个特性衡量社
会发展和文明程度：能量获
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
息技术。进而对上一个冰
川世纪结束以来 15000年的
东西方国家进行全方位扫
描，使用突破性的社会发展
研究数据对比了不同时代、
不同地点的社会发展状况。

通过这本书，莫里斯解
决了人们对全球发展的几
大疑问，而且还提供了分析
过去、现在和未来经济和社
会发展趋势的有力工具，总
结出我们应该如何思考 21
世纪，以及为何东方将成为
未来的主人。

博古斋

坚固的武则天墓
王 涛

如果问世界上哪个皇帝的陵墓最
难挖，那么毫无疑问是武则天的“万年
寿域”——乾陵。她的陵墓被刀剑劈
过，被大炮轰过。然而时至今日，汉武
帝的茂陵被搬空了，唐太宗的昭陵被
扫荡了，为什么单单武则天的乾陵可
以独善其身？

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城北 6公里
的梁山上，修建于公元 684年，历经 23
年才基本完工。从武则天躺进乾陵的
—刻，梁山就没消停过。第一个光顾
乾陵的是唐末造反大军领袖黄巢。他
率军攻进长安后，调出 40万士兵跑到
梁山，不久就把半座梁山铲平了，以此
留下了 40米深的“黄巢沟”，但是连入
口都没找着。

向乾陵伸出黑手的第二个人是五
代的耀州节度使温韬，在乾陵之前他
已挖掘17座唐皇陵。他也出动数万人
马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不料 3 次
上山均风雨大作，人马一撤天又转
晴。温韬没敢再继续。

最危险的是第三次，民国时期的
国民党将军孙连仲出动了一个现代化
整编师，学着孙殿英炸慈禧和乾隆墓
的样子，用军事演习作幌子，黑色炸药
炸开墓道 3 层竖立石条，正准备进入
时，突然龙卷风大作，顿时天昏地暗，
走石飞沙，7个陕西籍士兵首当其冲，
立即吐血身亡，其他人哪里还敢再向
前？乾陵又躲过一劫。

新中国成立后，几个农民偶然发
现了乾陵的墓道。1960年，陕西省成
立乾陵发掘委员会。发掘显示：乾陵
地宫墓道在梁山主峰东南半山腰部，
由堑壕和石洞两部分组成。堑壕深17
米，全部用长 1.25 米，宽 0.4~0.6 米的
石条填塞。墓道呈斜坡形，全长 63.1
米，南宽北窄，平均宽 3.9米。石条由
南往北顺坡层叠扣砌，共39层，平面裸
露 410 块，39 层约用石条 8000 块。石
条之间用燕尾形细腰铁栓板拉固，上
下之间凿洞用铁棍贯穿，以熔化锡铁
汁灌注，与石条合为一体。另外，考古
工作者在陵山周围也没有找到盗洞，
从而证明乾陵是目前唯一未被盗掘的
唐代帝王陵墓。

掌故

我国最早的女报人
阎泽川

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办报
活动的妇女，是裘毓芳。她于1898年5
月创办并主编的《无锡白话报》，也是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白话报刊之一。对
于这种戊戌维新时期出现的基本上用
口语编写的白话报，鲁迅先生曾称之
为“将文字交给大众”的尝试，肯定其
进步的历史作用。

裘毓芳（1871—1904），字梅侣，笔
名梅侣女史，江苏无锡人。她是当时
有名的才女，有着深厚的文史和国学
根基，还精通英文，思想敏锐，知识渊
博，文笔优美。她不仅熟知中外历史
与现状，善于汲取一切新鲜的思想养
料，而且立志办通俗报刊，运用白话文
来开通民智，传播新知，主张以白话文
为维新之本。裘毓芳亲自采写或改写
新闻，《无锡白话报》几乎每一期都有
她的编译之作。她翻译介绍了李提摩
太写的《俄皇彼得变法记》，并撰写了

《日本变法记》、《印度记》、《化学启
蒙》、《孟子年谱》、《女诫注释》等许多
论著在该报发表。1898 年夏，她担任
中国最早的女报上海《官话女学报》
（旬刊）的主笔之一，并在该报上发表
《论女学堂与洋学堂》等文，在社会上
产生较大影响。同年8月，她与叔父裘
廷梁一起，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白
话学会”。

小憩 （国画） 赵望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