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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1岁的肖莉出生在

湖北省襄樊市樊东区一个普
通农民家庭，父亲很早就去世
了，母亲一个人把她拉扯大，
很是辛苦，累出了一身病。为
了挣钱给母亲抓药，肖莉只念
了一年初中，便辍学回家，四
处打工。她发誓要挣很多很多

钱，好好孝敬母亲。肖莉先后
给人当过保姆，做过洗车工，
但这些只让她挣了个温饱，根
本没有多余的钱。

2000年 3月，经熟人介
绍，肖莉来到襄樊市内的一家
小餐馆当服务员，包吃住，每

月300元工钱。好不容易找到
一份管吃管住的工作，肖莉既
兴奋又紧张。可两个月后的一
天，她给客人上菜时，客人正
好起身放背包，把菜盘撞翻在
地。老板以此为借口炒了她的
鱿鱼，并拒付她这两个月的工

资。肖莉无力争辩，只好委屈
地哭起来。好心的同事安慰
她。年龄稍大点的刘红拿出自
己的100元钱塞到肖莉手里，
说：“打工不是长久之计，你
年龄也不小了，赶紧去学门手
艺吧。”

7月的一个晚上，母亲的
哮喘病又发作了，肖莉急忙地
去药店给母亲抓药。走到大街
上，一股麻辣香味扑鼻而来，

她看到不少的男男女女正在
路边的小店里吃烧烤。店里坐

满人后，老板又在路边摆了一
些桌椅招揽顾客，生意好得出
奇。肖莉心头一热，对啊，这么
赚钱的生意，投资又不大，我
怎么就没想到呢？

回家后，肖莉把想卖烧烤
的事情对母亲说了，母亲也很

支持。第二天，母亲去亲戚家
借了一千多元钱给肖莉做本

钱。肖莉开不起店，只好每晚等
到八九点钟城建工作人员下班
后，她才在街头支起摊位。生意
真是不错，肖莉开张后的第一
天晚上就净赚了三四十元。可
是好景不长，城管人员三天两
头过来搞突然袭击，不仅吓跑

了顾客，而且因为她属于违法
摆摊，还常常把她的工具没收。
这样，27天后，肖莉的第一次
老板梦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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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3年的时候，肖莉

已经结婚生子，孩子也到了入
幼儿园的年龄。稍微清闲下来
的她想自己做点生意。于是，
丈夫帮肖莉在一家电影院旁
边的烧烤一条街上租了个摊
位。第一年，街上几家烧烤店
个个生意火爆，肖莉也赚了不

少钱。可随后，因为有利可图，
一夜之间，街上突然就冒出二
三十家卖烧烤的摊位，使本来
供不应求的市场一下子饱和
过度，肖莉的生意日渐惨淡。
她苦苦支撑到 2005年年底，
月收入勉强达到1000元。

这时，左邻右舍几家生意
不好的烧烤摊位实在支撑不
下去了，纷纷打出转让的牌

子。肖莉和丈夫一合计，决定
乘机收购那几家的摊位，然后
自己再做统一安排和规划。夫
妻俩借钱一下子收购了 6个
摊位。规模扩大后，怎样才能

吸引更多的顾客呢？肖莉发现
来吃烧烤的人，不光是吃点

烧烤喝点啤酒，而是想出来
散散心，休闲一下。于是，她
请人做了一个大招牌，取名
为“农家乐烧烤店”，并在店
里摆放了木头做的风车，又
到旧货市场买了蓑衣、斗笠
等，挂在墙壁上，门外还用低

矮的树枝、竹子，扎了一圈泥
巴墙，墙边种满了西红柿、丝
瓜、黄瓜等。顾客来吃饱喝足
后，可以亲自摘些瓜果尝尝。
肖莉的生意又红火了起来。

2004年5月，店里来了一
位衣着时髦的女顾客，她一

进门就问有哪几种烧烤。服务
员一一介绍：羊肉串、牛肉串、
脆骨、龙虾……还没听服务员
说完，那位顾客转身就走，嘴
里还说：“你们这里的品种太
单一了，总是这几样，就不能
换种新花样？”肖莉早就有了

和顾客一样的想法。如今商场
如战场，竞争太激烈，肖莉知
道早晚会有人模仿她，说不定
哪一天就会突然冒出十几家
像她这样的“农家乐”。想到
这里，肖莉有了一种深深的危
机感。

肖莉刚一提出开发新项
目的计划，就遭到了家人和朋
友的一致反对。肖莉不肯放
弃，她决定先尝试一下再说。

经过一番思考和观察后，

肖莉发现烧烤行业虽然已经
发展多年，可烤品仍然只有荤
素两种。可怎样才能既推出新
产品，又能勾起人的食欲呢？
晚上收摊后，肖莉回到家里仍
在思考怎么才能使她的烧烤
有所创新。有一天，丈夫拿了
一个梨给她吃。肖莉接过梨咬
了一口，突然有了灵感：如果

烤水果，会是什么味道呢？说
干就干，第二天，肖莉就试着
把梨切成片，蘸上黄油慢慢烧
烤，至焦黄时再涂上蜂蜜。烤

完后，肖莉自己尝了一口，清
香，绵甜，味道还真不错，她赶

快让丈夫也吃了一口，也得到
了丈夫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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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莉把水果烧烤做了一

个醒目的广告牌，可顾客却并
不买账，一看是水果，便连连
说：“我们不要水果，我们家
里有很多这样的水果；再说，
水果烤干了，没有水分，还有
什么好吃的？”

肖莉并不气馁。第二天，

她打印了一万多份宣传资料，
又买了 500多元的新鲜水果
香蕉、苹果、梨等，做成烧烤
后，她请人一边发资料，一边
免费给过路的行人品尝。这一
举措吸引了大量行人。肖莉一
看挺有气氛的，赶紧让丈夫给

报社的记者报料。记者迅速赶
来采访，并在电视上作了报
道。经过这样一系列宣传后，
人们都知道了肖莉，纷纷前来
买她的水果烧烤。三个月后，
她的烧烤店里已是人满为患，
顾客经常要在店外排队等很

长时间才能买到烧烤。
2005年 8月，肖莉的店

里来了一个顾客。这个顾客叫
刘军，25岁，湖北随州人，现
在襄樊打工，他说他在外打工
要养活老婆孩子很不容易，问
肖莉他能不能在她的店里打

工一段时间，也学学手艺，然
后回去也开个分店。刘军生怕
肖莉不答应，又赶快说：“我
在你这里打工不要工钱，我开
店还可以给你加盟费。”

肖莉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以后自己发展的加盟店多了，

既可以满足顾客的需要，又可
以收不少加盟费，于是，她开
始手把手地教刘军。她告诉刘
军，要做好水果烧烤，必须把
好三道关。首先是水果。可以

烘烤的水果很多，苹果、梨、香
蕉、木瓜、柚子、葡萄、西瓜等

皆可，但一定要保证新鲜，否
则，烘烤时霉烂的果汁极易串
味；而且烘烤前务必用清水洗
净水果，然后把水沥干或用纸
巾拍干，并在水果外表涂上熔
化的黄油，以防烤焦。

其次是烤法。烤法是决定

烘烤味道的重要一环，不同的
水果水分不一，外皮厚薄各
异，烘烤的时间、工具和方式
也有所差别。以烤木瓜和葡萄
为例：木瓜果肉粗糙，可切成
大小相同的方块，去籽、去皮
后用竹签穿成串，用小火烤至

表皮微焦后盛盘，这样才能保
持多汁。烤好后淋上蜂蜜即可
食用。但若火候过大，则容易
烤得外糊内生不易吸引，加重
肠胃负担。烤葡萄时，皮薄易
破，可用锡箔纸将果品包好，
放到铁板上大火烤至热气升

腾后，再改为文火慢烘，直至
热气通透果体。打开包装后，
葡萄晶莹剔透，触碰欲破，令
人垂涎三尺。

最后是配料。肖莉说：“配
料运用得好，烤出的水果更加
清香溢人，让人吃得齿颊生

香。”比如烤味道清淡的苹果
时，可根据顾客口味，加上蜂
蜜、白糖等；烤酸味较重的桔
子时，可放入红酒等调味酒；
烤梨、西瓜等，可放入沙瓣、
巧克力等。“我根据顾客反馈
反复试验，目前已开发出果

酱、沙瓣、肉松、巧克力、奶
味、甜酸味等十个系列的水
果烧烤。” 肖莉对刘军说，
“这些配方都是我独创的，别
人很不容易‘克隆’，现在，
我毫不保留地传给你，你学
会后一天至少能赚 300元

钱。”刘军非常感激肖莉，最
后非要给她 5000元加盟费。
肖莉考虑到他家的实际情况，
只收了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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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莉举办加盟店的消息传

出后，襄樊市内的不少人纷纷要
求加盟，仅3个月的时间，已加
盟了20多家。肖莉觉得这里的
市场已经饱和了，为了保护加盟
商的利益，她决定不再在襄樊发

展加盟商。2006年元月，襄樊市
的一个客户慕名而来要求加盟。

肖莉把他带到宾馆好好招待了
一餐，善意地劝他说：“襄樊市
场现在差不多已快饱和了，再多
了就会恶性竞争，胡乱压价，谁
也赚不到钱。你要是到别的城
市发展我可以传给你，但你要是

在襄樊市，我劝你还是重新考
虑。”客户说：“我土生土长在襄
樊，就想在这里加盟，我可以给
你双倍加盟费。”肖莉笑了笑，
再次婉言拒绝了。对方很不理解
地望着她，说：“没见过你这样
的人，给你钱你都不赚！”肖莉

憨厚地笑笑，什么也没有说。
后来，看外地的加盟商越

来越多，肖莉又开办了自己的
网站，建立起专门的论坛，以供
加盟商在网上交流经验。加盟
商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肖莉
都会在网上一一给予回复。

另外，肖莉处处为加盟商
着想，一有什么新技术，她都根
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及时传授给
他们。顾客的口碑是最好的宣
传，2007年，随着肖莉的知名
度越来越高，来自上海、北京、
吉林等全国各地的加盟商越来

越多，截至目前，全国各地的加
盟商已逾40家。如今，肖莉靠
烧烤已为自己挣下了近百万家
产。谈起下一步的打算，肖莉满
怀憧憬：“我计划进一步丰富
烧烤果品，尤其在烤法和配料
上多下功夫，让顾客可以不停

地吃到新产品，吃出新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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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捷生是在刚朦胧记事的

时候，才被从根据地的老乡家
送到父亲身边的。当时抗战全

面爆发，父亲贺龙出任八路军一
二○师师长，战事繁忙。母亲蹇
先任在军委总政治部当宣传干
事，经常下部队。按规定，下部队
不允许带孩子，父母只得将小捷
生寄放在边区的老乡家里。

一天，贺龙回边区开会顺

便来看孩子，只见女儿正孤单
地呆在一个角落，浑身上下满
是尘土。贺龙几步跨上前去抱
起孩子，他自责地对女儿说：

“娃啊，爸爸委屈你了！”不久，
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等高级将

领联名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将
小捷生送到贺龙身边。接到这
封联名信后，毛泽东委派廖汉

生将母女俩送到一二○师所在
地，贺捷生得以同父母团聚。

10个月后，蹇先任受组织
委派去苏联学习，小捷生不得
不再次离开父母。贺龙决定将
女儿托付给南昌起义时的两位
部下秦光远、瞿玉屏，送回湖南
桑植老家抚养。

贺捷生随第一位养父秦光

远在贵州铜仁只住了几个月，
由于秦暴露了身份，又被转到
第二位养父瞿玉屏家。瞿玉屏

对捷生十分疼爱，呵护备至。为
了履行对贺龙许下的诺言，瞿
玉屏再没有生养自己的孩子，
他已将捷生视为亲生女儿。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瞿
玉屏秘赴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运
送药品，归途中遭遇敌机轰炸

受伤。伤势严重的瞿玉屏知道
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遂将已经
10岁的捷生叫到身边：“女儿，

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的生
父贺龙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人。
你的妈妈也是军人……将来你
一定要回到他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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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贺龙把女儿从湘西找回
来，贺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

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
了。小捷生对新生活充满憧憬，
但不久她就得知贺龙已同蹇先

任分手，并于1942年同薛明结
婚。这个本来就不爱说话的女
孩更加沉默寡言了。

建国初期，远在重庆担任
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盼望女

儿能到自己身边。捷生在重庆
的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不久，她
就向父亲提出参军的要求。贺
龙很高兴，送女儿到西南军区
卫生部当了一名战士。1955年

全军第一次授衔时，按规定女
兵不参加授衔，捷生周围许多

女兵议论：如果贺司令的女儿
授衔，我们也要求参加。于是，贺
龙决定让女儿离开部队到成都
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不久蹇先
任调北京工作，贺捷生便转到
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

1958年，19岁的贺捷生以
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
系。4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面

对毕业后的去向，贺捷生毅然
决然地作出大胆的选择—————
去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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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捷生客居他乡，成为青

海民族学院一名历史教师。气
候恶劣，条件异常艰苦：青海民
族学院的围墙和学生的床，都
是用泥巴砌起来的，一顶顶帐
篷便是教室。教师每月只有15
斤粮、半斤油，有时连盐都供应
不上。对于来自北京的青年来

说，首先要克服强烈的高原反
应。贺捷生先天发育不良，高原
反应自然比别人严重，加之营

养跟不上，她常年浮肿，鼻子出
血，周身不适。但她依然咬紧牙
关与大家一起坚持劳动，常常
背起粪筐，到处去捡粪。一天

天，一年年，贺捷生品尝着生活
的艰辛，直到累得吐血。她就像
一头拓荒牛，尽责敬业，把自己
所有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小不了自己几岁的学生们。三

尺讲台成为她的圣土，她用广
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和道义
吸引了众多学生。学生们既将
她当作老师，又看成是朋友。在
教学同时，贺捷生还积极参加
了西北地区及青海省的地方志
及民族史的编纂。

贺捷生不知疲倦地工作
着，以致因过度疲劳而昏倒在

讲台上。她不喜声张吹嘘，不以
父辈的功勋为资本，在青海6
年，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她

热爱生活，热爱学生，热爱工
作，赢得了一大批朋友和广大

师生的信任与尊重。不久，她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业务骨
干，并与一位天津籍的青年教
师组成了小家庭。随着3个女
儿先后出生，贺捷生以平民的
生活姿态在青海度过了苦乐相
间的青春时光。6年转瞬即逝。

虽然生活艰难一如童年的湘
西，但贺捷生感到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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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风暴席卷中国

大地。贺龙被林彪、“四人帮”
以“土匪”、“叛徒”、“二月兵
变黑干将”等莫须有的罪名逐
出中南海，并在“医疗要为专
案服务” 的口号下被迫害致
死！身为贺龙长女的贺捷生自
然在劫难逃。丈夫提出离婚，带

着二女儿离开了她。
离婚后的贺捷生回到北

京，被“下放”到石油工业部某
研究院劳动“改造”。

当贺捷生身处厄境时，贺
龙生前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向她
表达了真挚的情感。但他在西
安，贺捷生正在接受“改造”。

她的两位大学同学伸出援助之
手，双双来到婚姻登记处冒名
为他们办了结婚登记手续。谁
料喜事变成丧事，这位夫婿因
与贺龙的女儿结亲而被隔离批
斗，当贺捷生带着两个女儿赶
到西安时，因遭受残酷的折磨，

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1970年，离开母亲的二女

儿，又因不堪忍受失去母爱与
备受社会歧视的双重痛苦而结

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几年，所有的不幸劈头

盖脸地砸向贺捷生这个无助的
女子。直到林彪死后，贺捷生才

暂时解脱，回到北京，在中国历
史博物馆工作。

1975年4月，贺捷生一被
解放便上书毛主席，要求寻找
父亲的遗骸，为贺龙平反昭雪，
补行葬仪。不久，她得到通知，
父亲的骨灰安葬仪式将秘密举

行，施行“五不”，即不致悼词、
不献花圈、不组织治丧委员会、
不公开报道、不进行宣传。很明
显，这是“四人帮”在设障！贺
捷生怒从心头生，她再次上书
毛主席，并请邓颖超妈妈转呈
周总理。周恩来在医院亲自给

毛主席写信，将贺捷生的信附
在后面。两天后，事情有了着
落，周总理打电话给贺捷生，表
示自己将抱病参加贺龙的骨灰
安葬仪式并致悼词。

ab&c

“文革”期间，贺捷生以在
青海磨炼出的钢筋铁骨，与文

化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一起对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
顽强抗争。贺捷生拿起笔，记录

下了人民心中正义的呐喊。她
说：“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或
许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978年，邓颖超亲自为贺
捷生主持婚礼。这位新郎叫李
振军，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省
军区政委，是一名不但能征善

战，而且能吟诗作对的儒将。
不久，她又穿上绿军装，在

《基建工程兵报》当编辑。1982
年，贺捷生被调到总政干部部

军事百科研究室。凭着扎实的
文字功底和包括在青藏高原多

年的生活积累，她在工作之余
搞起了创作，没多久便写出了
报告文学 《共青畅想曲》，在
《昆仑》发表后胡乔木亲自在
《人民日报》上撰文评介。贺捷
生一发而不可收，不久又有
《祝您一路平安》在《人民文

学》上问世。访美归来，她又在
《解放军报》 上发表了散文
《哦，五角大楼》，还有《通向
世界的窗口》、《世纪同龄人何
长工》 等颇受欢迎的文学作
品，在小说、影视剧、散文、理论
等方面多有建树。

贺捷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1988年，她被授予大校军衔。
1991年，贺捷生离开喧闹的文
坛来到军事科学院，先后担任
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部长，
主持编撰煌煌巨著《中国百科

全书（军事卷）》、《中国军事
百科全书》。贺捷生参与和领导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一
干就是12年。1992年7月20
日，贺捷生晋升为少将军衔，成
为我国不多的女将军之一。

1997年，贺捷生退休了，

但她担任了北京市政协委员，
反而比以前更忙了。年近古稀
的贺捷生除了必要的社会活
动，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写
作上。贺捷生表示要在有生之
年留下更多的作品。当有人问
她：你的作品为什么没有过多

地描写生活中的苦难与创伤？
贺捷生说：我品尝了太多的生
活磨难，不愿让人们再沉浸在
对痛苦的回忆之中，我早已从
个人圈子中跳了出来。

de f"gh#ij$%

!"#$!%&'()*&

012345678

9:;<=<>?@A7

BCDEF>4GHI

JK 01L@M4 NO

PQ78RST7RUVW

XYZ7[\]8>^_7

`abcK defg^8

4hi7 j8<klem

n78opqrstuv7

8]wxyz37 8{|

}~���^�}7 ��

��� ���8-�4}�

1����B����I

J�4��]��� 8�-

���^��4IJ�

�7 <���� ¡¢{

£¤�4¥¦~�� 8;

§¨©}ª«¬¬®4`

a¯I�

°�7 ±²³´Kµ

¶7·¸·¹7�º»�7

j��¼�¨½¾¿ÀÁ

{ÂÃ� ÄÅÆÇÂÈÉ

Ê4ËªÌ`ÍÎ½¾¿

ÏÐ�ÑÒ{ÂÃ7 ÓÃ

^°�µ¶7 8{���

ÔÕÖ×4ØÙ7 Ú1b

ÛÜ=^ÝÞßàáá

+,-./01234.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