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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潮” 的前锋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试探
性地登陆中国。新世纪开
始时，好多人都看到它浩
浩荡荡地出现在地平线
上。“奈特 -里德报系”的
一个记者得知这些回流者
被叫做“海龟”，还发现这

个名词在中文中与 “海外
回归”谐音，就觉得“非常
戏剧化”，海龟长成后总是
游向大海，然后又回到它
出生的地方。根据王辉耀
的描述，他第一次听到“海
归”这个词，是 1999年在

凤凰卫视台的一个访谈节
目上。“海归”这一词也成
了中国的热点词汇。

2002年是“海归潮”的
第一个高峰年。虽然有证据

显示，仍有 30万中国留学
生在海外滞留不归，同时一
项来自全国青联和《青年参
考报》的联合调查证实，有
93.6%的人对其留学国家抱
有好感，可是他们中间也越

来越多地谈论国内的日新
月异，谈论国内的创业机
会。就在几年前，他们中间
还流行着“傻瓜才回家”的
观点，而现在，他们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还

没回国呀”。
许多捷足先归的留学

生，现在成了传奇人物。报
纸上面天天讲述他们的成

功故事。他们势如破竹地进
入那些最重要的位置———

81%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63%的博士生导师、72%的
国家 863计划首席科学家、
78%的国家直属大学校长。
像夏颖奇那样的留学生，出
现在中国政府的官员序列

中；像吴敬琏、林毅夫、茅于
轼、樊纲、张维迎那样的留
学生，出现在“中国10大最
受尊敬的经济学家” 名单
中；有 20多个留学生成为
“影响中国的 50位公共知
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官方

和民间全都对他们充满了
敬意和期待。原来加州伯克
利大学那个默默无闻的学
生邓中翰，居然一下子获得
中国政府 1000万元的无偿
资助。

如果你想在中关村注册

一个公司，六天半就够了。
你有机会获得至少 40平方
米的办公场地，还有可能获
得“一年免租”的许可。这
种地方要么叫做 “创业
园”，要么叫“孵化器”，总
面积有 22万平方米。如果

你的公司被认为有前途，还
能得到大约 8万元。这叫
“留学生创业扶植资金”，
不用偿还。如果你能从银行
得到小额贷款，政府还可以
为你提供担保和利息补贴，
这叫“绿色通道”。如果你

在大发利市之后想要离开

中国，可以把人民币全部换
成外汇带走。在当时我们国

家那种严格的外汇管制下，
朱�基答应这件事情并不
容易。按照夏颖奇的说法，
是“唯一例外”。

对于大多数中国留学

生来说，如果说 20世纪 90
年代是个 “逃亡时代”，那
么现在 “回归时代” 开始
了。从 2002年春天到 2003
年秋天这 18个月里，有
16510个留学生来到中关
村访问，其中有 3800人留

了下来，比过去 20年的
“海归”加在一起还要多。

他们每天注册两家公司，
把留学生企业总数增加到
1785家。这个中秋之夜，夏
颖奇再次举办 “留学生联
谊会”。这是他第三次开这
样的会了。他还记得两年
前的那次“中秋联谊”，千

呼万唤才来了 20来人，去
年一下子增加到 200多
人，而现在，有 400多人聚
集一堂。“这说明，”他说，
“留学生的回归是一浪高
过一浪。”

他们全都雄心勃勃，聪

明，年轻，单纯，喜欢自吹
自擂，喜欢中产阶级的生
活方式，有 38%是博士，有
45%是硕士。他们的总数
一直是个模糊不清的问
题，官方公布，全中国有 17
万人，但是民间的估计比

这要多出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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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喜欢鲜花，是她

与生俱来的一大嗜好。
蒋介石的“御医”熊丸

先生认为：宋美龄如此酷爱
花草，与她的生日大有关
系。他撰文称：“蒋夫人生日
（阴历二月十二）那天正好
是百花节，所以她特别喜欢
花。她的房间每天都要换一
盆花，官邸里有个人就是专

门为她换花的。但换来的花
要怎么插，她自己会研究。”

宋美龄自己开始养花，
大约是她与蒋介石结婚以
后，在南京居住时期，不过这
时的养花尚未成癖。养花真
正成为宋美龄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且每天都抽出一
定时间到花海中去施肥、浇

水，或者在花中去体味情趣
的时候，大约是在1952年她
和蒋介石从阳明山行馆正式
搬进台北市湖底路159号的
士林官邸以后。对于学会了
在寂寞中求生存的宋美龄而
言，每天看花和赏花不仅让

她赏心悦目，同时也可以让
她在对花花草草的观赏中达
到养生的目的。

宋美龄还与国民党的其
他元老派人物在一起谈过
养花，例如在三十年代就有
过交往的陈立夫先生，也是

一位精通养生之道的老人。
七十年代陈立夫从美国返

回台湾以后，受到过宋美龄
的接见。陈立夫与她谈了在

美国定居时以养鸡和养花
为乐的体验时说：“养花的
好处在于养心，现在我的身
体很好，已经快到 80岁了，
这也许和我早年在美国生
活的时候喜欢养花养草有
些关系。因为养花可以让人

生活在平静和与世无争的
环境里，这样就可以达到养
心恬情的目的。我总结出来
的生活经验就是八个字：
‘养心在静，养身在动。’”

宋美龄听了陈立夫的
话，非常有同感。当然她决

不会为了“养身”而学习陈
立夫去养小鸡。她认为自己
如果能把养花当做一种让
心情平静的“养心”过程，
那就是最大的快乐了。宋美
龄的养花嗜好一直持续到
1975年蒋介石病逝，她来到

美国纽约生活以后。
在养花方面，宋美龄既

有喜欢的一面，亦有厌恶甚
至是惧怕的一面。起因于她
皮肤对某些花草的格外敏
感。大约是她在四川生活期
间，在军阀范绍曾的私人花

园里，有许多让宋美龄无法
接近的花草，例如飞燕草、紫
藤、夹竹桃、一品红、夜来香、
水仙、马蹄莲、五色梅等等。
宋美龄对于这些姿色艳丽、
花香袭人的花草，从心里都
格外的喜欢。可是，有时她稍

稍不慎，就会让她的皮肤上
沾染了花儿上的花粉。不久，

她白皙的皮肤上便会生起一
片片因花粉过敏而形成的红
斑。这种红斑会让她感到无法
忍受的奇痒，有时会折腾得宋
美龄昼夜无法休息。

更让宋美龄为之惧怕的
是，有些花草中甚至还会有

有毒气体的成分。例如夜来
香本来是宋美龄从心里喜欢
的，早年在上海生活的时候，
她就把夜来香养在居室里。
后来一位懂得花草的医生告
诉她：“夜来香虽然有一股
让人感到舒服的香气，可是，

这种香味对某些敏感的人会
引起头晕、气喘甚至是失眠
的副作用。因为花的香气中
也含有微量的毒素。”后来，
宋美龄在她的士林花棚里坚
决不肯再养夜来香。

还有一种花对宋美龄也

构成威胁，那就是黄花杜
鹃，这种花开起来色泽艳丽，
宋美龄最初也相当喜爱。可
是，后来才发现这种盛开在
重庆和成都的花种，有时会
让她感到不适。皮肤与这种
花近距离接触，就会产生红

肿，而且她还会有胸闷和呕
吐的现象出现。所以蒋介石
下令凡是宋美龄想去的花
圃，一定要派人先去看一看
是否有这种可怕的黄花杜
鹃。如果有的话，就一定在
她到来之前就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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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

多次爱情，但生你的母亲只
有一个。刘德华有一位伟大
善良的母亲。记得很多年前，
一家人还在钻石山下创业的
时候，生活过得忙碌、劳累而
且清苦。刘德华还记得，当时
只有过年的时候，他们才能

穿上新衣服。至于零食，平常
的日子就很少有得吃了。小
孩子个个都嘴馋，也不太懂
得要为家里节约，能吃到零
食就像过年一样快乐，这是
小孩子的天性。

刘德华从小就顽皮，是

个机灵鬼。那时，家里有一
个放钱的碗，他经常在碗里
拿几个钱，在手中抛着玩。
抛着抛着，趁母亲没注意，
就赶紧抛几个到自己嘴里，
然后偷偷带出来，买点零食
和弟弟妹妹一块吃……

当时，刘德华认为自己
做得天衣无缝，母亲根本就
看不出来。直到后来长大
了，从母亲多次无言的关爱
眼神中，他才读懂了母亲当
时的心———看见了也装作没

看见，给孩子们一个方便。
随着年龄的慢慢长大，

随着社会阅历的慢慢增多，
对家庭，刘德华又有了更深
一层的感受：“人总是越长
大，才能越体会到亲人对自
己的重要性。

从前年纪小，老是把妈

妈的关心当�嗦，也曾经把
爸爸的严厉管教当作耳边

风，然而当踏足社会后，才
知道这些�嗦和管教对一
个人的成长是何等重要！
“无论外头有多大的风

雨，‘家’ 是最妥当和安全
的避风塘，而父母则是最可
信可靠的人；这些年来，每

当在工作中遇到什么不开
心，又或者事业上有任何挫
折，我都会告诉自己：‘不要
紧的，回到家，有妈妈在等
我喝热腾腾的汤，然后爸爸
又会跑来跟我说今天下午
听到我的广播剧，姐夫的朋

友要我的签名照，妹妹今年
中秋会回香港度假。
“我发觉，只有在这些琐

琐碎碎的家事当中，我才能

有实在和安全的感觉，疲惫
的心才能再次振作起来。”

刘德华有三个姐姐一个

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们都结
婚了，只有刘德华一个人和
父母相依为命。刘德华说：
“妈妈是受我气最多的人，
在外面受的气，也不能发出
来，只好回家对她发脾气。”
这确实是刘德华内心的真

实写照。
可以想象，刘德华是公

众人物，难免有这样那样的
烦心事缠身，比如，不实的
绯闻、小道消息……窝了一
肚子火的他回到家，自然要
找一个发泄的人。他没妻

子，没孩子，在父亲面前也

没这个胆子，自然，母亲就
成了他的出气筒了。

但发过脾气以后，面对
母亲，刘德华自是十分愧疚，
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他知
道应该怎样对待最爱自己的
母亲。刘德华是幸运的，他有
一个温暖的家，“我知道幸福
不是必然的，不是每个人天
生也有这份福分”。

令刘德华感到更幸运、
超过常人的，是他比旁人多
一个“母亲”。刘德华的另
一个母亲是演艺圈中的妈
妈———叶德娴。
刘 德 华 称 叶 德 娴 为

DEANIE姐，从拍摄 《猎
鹰》一片开始，他们在一起
工作了一段日子，朝夕相
处，彼此投缘，建立起“妈妈
和仔仔”的关系。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这
份忘年之情却一直没有减

退。一直以来，叶德娴对刘
德华的关心，就像母亲对待
自己亲生的儿子。每当刘德
华有不如意的事情，叶德娴
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给刘德
华以极大的鼓励和安慰。因
此，刘德华心里有什么困惑

与委屈，都愿意对叶德娴倾
诉，两人之间无所不谈。

有一次，记者问刘德华，
在演艺圈中，有哪些人他会
视如至亲？刘德华毫不犹豫
地说出的三个名字里，第一
个就是叶德娴。另外两人，

是周润发和潘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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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市政法委书记不久

的石兆魁，当然谙熟大干部
们的心态，苏正青为区区小
事，一而再再而三地顶撞叶
华国、屠卫兵，不给领导们
面子，不说别的，仅此不合
常态的做法就让人无法容
忍了。石兆魁打给市委的报

告，名为机构改革实为撤换
苏正青的建议，自然正中叶
华国、屠卫兵的下怀。

果不其然，叶华国一接
到石兆魁呈上来的报告，立
即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当天
晚上，他去掉所有的应酬和

琐事，把屠卫兵叫到了自己
的办公室。

叶华国说：“‘5·16’问

题可能是有点儿过了，要不然
苏正青怎么会死抓住不放
呢？！不过，不看僧面看佛面
嘛！依上下级关系，依兆魁同
志和贾部长的关系，兆魁同志
的错误就是我们的错误，最终
责任横竖都在我们这儿，所以

才让你靠前指挥啊！”
屠卫兵明白了：“那好

吧，我让苏正青把情况详细汇
报一下，我亲自安排‘5·16’
事件的善后工作！叶书记，你
心里也要有个数，千万不要等
苏正青的做法形成了气候，让

大家都陷入被动！”
动作还真够迅速的，在

从养龙山庄回城的路上，苏

正青就接到市委组织部值班
室打给他的电话，要他次日

上午九点到市委组织部小会
议室，沈部长要找他谈话。第
二天苏正青进门一看，等他
谈话的人，不仅有市委屠卫
兵副书记，还有纪律检查委
员会陈书记和组织部沈部长
两位市委常委。苏正青不免

有种寡不敌众的感觉。
谈话一开始，纪检委陈

书记便拖起阴阳怪气的腔
调，首先罗列了苏正青的两
大问题：一是组织观念不
强，个人主义野心膨胀；二
是对检察队伍管理松弛，肆

意泄露案件机密，损害了全
市安定团结大好局面。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
正青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楚，
他哆嗦着手拿出诊断证明，
递给屠卫兵，回答道：“屠书
记，这是昨天晚上刚刚从卖

淫女杜丽娜手中缴获的，证
据确凿无误！”

然后，苏正青结合案件
情况，把贾斌斌在医院急诊
时医生的诊断情况和市公安
局法医中心出具的伤情鉴定
作了一番对比分析，问题的

严重性自然呈现了出来。
这不比不清楚，一比却让

在场的所有领导倒吸一口凉
气。按法理，石兆魁这事办得
的确有些过了。屠卫兵拿起自
己的杯子，抿一口茶水：“正
青，你看这样行不行？陶冉冉

被劳动教养三年是有些重了，
改为一年我看还是有余地

的！”屠卫兵不愧身在官场几
十年，此举显然既规避了直接

回答“5·16”问题可能带来的
是是非非，又给了紧追不舍的
苏正青一个台阶，而且是一个
很容易下的台阶。

然而，让人不可理喻的
是，苏正青也真的不识相：
“屠书记，各位领导，‘5·16’

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期限长
短问题，现在亡羊补牢，立即
放人才是纠偏的起码要求！”

苏正青的真话让屠卫兵
再一次火冒三丈。屠卫兵顾不
上自己的身份，瞪起双眼。就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会议

室的门忽然开了，叶华国的身
影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苏正青坚持道：“叶书
记，我只有一个想法：尽快
放人，追查伪证！”

叶华国手指头在沙发扶
手上轻轻地敲打着，沉吟了

片刻，看着苏正青故作慎重
地说：“你的想法实际上是
两个问题。放人问题我看不
是问题，你说什么时候放就
什么时候放。至于追查伪证
问题，这的确是个问题！”

刚才屠卫兵已经减为一

年，现在叶华国的意思显然
是立即放人。法律的期限如
同农贸市场里的菜价———

竟也讨价还价，在他们的心
目中哪还有一丝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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