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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

宣战。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
西、北海陆空三个方向呈扇形
同时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驻
中国东北关东军发起攻击。

据《汪东兴日记》记载：

1950年2月9日，汪东兴在莫
斯科陪毛泽东散步，“对主席
说：‘听刘亚楼同志告诉过
我，苏联红军从远东的双城子
到西伯利亚赤塔一线全面出
击，向日本侵略军发动猛攻，
势如破竹，所向无敌。’”日记

当然是比较简洁的，但刘亚楼
讲述苏军这次行动时的那份
心情，已从汪东兴的文字叙述
里间接表达出来了。

这里也有一支小插曲。
刘亚楼随苏军行动时，险些
身首异处，死于不白之冤。事

情是这样的：苏联红军向日
本关东军盘踞的 “满洲”进
攻，其中一路经虎林—佳木
斯奔向哈尔滨、长春。苏军指
挥所里，身着苏军制服、佩戴
少校军衔的刘亚楼，正紧张
有序地工作着。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他
的沉思。电话听筒里传来司令
部参谋长维曼诺夫少将清晰
的声音：我空军部队轰炸佳木
斯外围日军控制的 “407高
地”的时间定为6时50分，地
面部队据此相机进入，正式命

令随即送到地面值班室，依命
令通知各有关部队。

放下电话没多久，作战
命令正式送到了。刘亚楼看
看手表，时针指向两点。他拿
起电话，要通了空军及地面
有关部队司令部，传达了维
曼诺夫少将命令的内容并记
下了对方接听电话的值班参

谋姓名。
7点钟，刘亚楼下岗，回

住处不一会儿，几名苏军士
兵突然闯将进来，强行将他
扭送到禁闭室关押。刘亚楼
急问为什么，军务参谋马卡
维奇上尉恼火地说：王松(刘

亚楼在苏军的化名)，你贻误
军令，造成我军重大损失!

刘亚楼对此指责十分诧
异。原来，进攻佳木斯外围据
点的苏军地面部队进展顺
利，先头分队于6时40分便占
领了“407高地”。空军轰炸

机6时50分准时将一颗颗炮
弹倾泻在高地上。前线指挥
员目睹了部队在自己飞机轰
炸下血肉横飞的惨剧，恼怒
万分，向上级指挥官告了状。
上峰严令追查这起严重的失
职事故。一查，当天值班参谋

正好是王松。
得知事因，刘亚楼连声

说：怎么会有这等差错？怎么
会呢？

情况属实，上级已令将
你就地枪决!

听完这话，刘亚楼一屁

股跌坐在地上。在苏军生活
了这么些年，他深知下级对

上级只能服从，上级认准了
的东西，又不容你解释，再说
军务人员也是执行命令。他
心中异常难过，思前想后，横
下一条心，对马卡维奇说：我
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派
赴贵国的，请转告上级，容我

在死前给家里写一封信，说
一说我这些年在贵国的体
会、见闻和经验，这样也对党
组织有个交代。

苏军同意了刘亚楼的请
求，死刑得以延缓一天。刘亚
楼花了足足一天时间，写完

这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
长信，末尾，工工整整地写
上：忠于党的刘亚楼。他请马
卡维奇在自己死后代为上呈
转交给中共党组织。

上断头台的时间眼看就
要到了，就在这时，一道“刀

下留人”的金牌从天而降：王
松少校无罪释放，恢复原职。
原来，一位对王松少校颇为欣
赏的苏军军官经过核实，在报
务员记录上找到了王松少校
传达口令的内容和时间，白纸
黑字，并无差错，王松少校对

这场“失误”可以不负责任。
这位苏军军官将实情向上禀
报后，上峰同意不加罪于王松
少校，而将对方那位接听电话
的值班参谋执行枪毙。

就这宝贵的一天，救了
刘亚楼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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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老三几乎每

个中午都到大妈家来，有时
睡个午觉，有时就跟静秋聊
两句。有时他会带些鸡蛋和

肉过来，让大妈做了大家吃。
不知道他在哪里搞来的，因为
那些东西都是凭计划供应的。
有时他会带些水果来，那也算
是稀有的。所以他每次到来，
都能让全家人大开其心。

有时，他叫静秋把她写的

东西给他看，他说：“作家同
志，我知道你们大将不示人以
璞，不过你写的可不是璞，是
村史，可不可以给我看看？”

静秋拗不过他了，就给
他看。他很认真地看了，还给
她，说：“文笔是没得说了，

不过让你写这些东西，真是
……浪费你的才华了。这些
都是应景的文章，一套一套
的，没什么意思。”

这些话总是把静秋吓一
跳，觉得他真的近乎反动了。
不过她也实在不喜欢写这些

东西，但不写又没办法。
他一见她为写东西犯

愁，就安慰她：“随便写写就
行了，他们要你怎么写你就
怎么写。写这些东西不用费
那么大脑筋。”

她见没人的时候，就问

他：“你总说‘写这些东西不
用费太多脑筋’，那写什么东
西才值得费脑筋？”

“写你想写的东西的时
候，就费点心思。你写过小

说、诗歌没有？”
“没有。我这样的人怎么

能写小说？”
他饶有兴趣地问她：“你

觉得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小
说？我觉得你是个当作家的料，
你有很好的文笔，而且更重要
的是，你有一双诗意的眼睛，你
能看到生活中的诗意……”

静秋追问：“你总说‘诗
意’‘诗意’，到底什么是

‘诗意’？”
“按以前的说法，就是

‘诗意’；按现在的说法，就
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有一天，他给她拿来一
本厚厚的 《约翰·克里斯朵
夫》。他把书留给她看，说这

只是其中的一集，你看完了
这本就告诉我，我再拿其他
的给你。后来静秋问他：“你
怎么有这些书？”
“都是我妈买的。我爸是

当官的，但我妈不是。你可能
听说过，解放初期，颁布了新
婚姻法，很多干部都把他们乡
下的老婆离掉了，在城里找了
年轻漂亮、知书识礼的女学生
做老婆。我妈妈就是这样一个
女学生，资本家的小姐，可能

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就
嫁给了我爸爸。但她觉得我爸
爸根本不能理解她，所以她内
心永远都是苦闷的，大多数时
间都生活在书本之中。她爱买

书，她有很多书，不过文化大
革命的时候，她胆小，就把很

多书烧掉了。我跟我弟弟两个
人藏了一些。这书好不好看？”

静秋说：“这是资产阶级
的东西，但我们可以批判地
吸收……”

他又像看小孩子那样看
着她：“这些书都是世界名
著。你还想看吗？我还有一
些，不过你不能看太多，不然

你的教材写不出来了。要不，
我帮你写？”

他信手帮她写了几段，
说：“西村坪的村史我熟得
很，先写几段，你看看你老
师、同学看不看得出来，看不
出来，我再帮你写。”

后来小组讨论的时候，静
秋把她那几天写的东西拿给
大家看了，似乎没人看得出那
几段不是她写的。于是他就成
了她的“御用文人”，他每天
中午帮她写教材，她每天中午
就看他带来的小说。

这一天，静秋跟教改小组

的人讨论编写课文的事情，一
直到下午两点才散会。静秋回
到大妈家，没看见老三，心想他
肯定来过了，现在又回去上工

了。但是到了第二天中午，老三
没有过来，静秋有点惶惑了。

接着有好几天，老三都

没有再出现。静秋开始失魂
落魄了，写东西也写不出来，
吃饭也吃不好，老想着老三
到底为什么不过来了。

LMNOIPQRS

绝大多数减肥者都希望

体重下降越快越好，越多越
好，最好“一天减成个瘦子”。
但是这样做往往收效甚微，甚
至危害身体，危及生命。

需要强调的是减肥要循
序渐进。肥胖是多年脂肪积
累的结果，要想恢复良好的

体形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不
能急于求成。

减肥的最佳速度和效果是

因人而异的。减肥的过程一般
可表现为三种类型：体重平稳
下降，每周或每月约减少
0．5-1公斤；减肥的头1-2个
月体重无明显变化，之后才开
始下降，而且速度较快；体重最
初下降很快，甚至每周达1-2

公斤，然后停止下降数周甚至
数月，接着体重又逐步下降。

显然，第一种类型比较
平稳而且顺利，不会发生太
多的危险。

良好的进餐习惯是取得
理想减肥效果的必要保证。

那些经历过困难时期的人，
往往不能容忍自己碗碟中或
者餐桌上剩下食物，拼全力
也要将食物吃光，这是一种
最容易导致饮食失调和肥胖
的不良习惯。最好一次只盛
少量食物，吃完为止。

以饭为中心，配上各种
菜肴，这样可以保证营养充
足，又能达到饱腹感。

对于吃饭较快的人，建
议每口咀嚼20次以上，细嚼

慢咽有利于减肥。
一定要保证每天至少三

餐，尤其是早餐，并鼓励少量
多餐，可以保证营养均衡，有
利于维持血糖的平稳。

养成添饭前先喝一杯茶的
习惯，等待一段时间，使饱感中

枢产生饱感，从而控制食欲。
不要边吃东西边做事。

一边做事一边吃东西，无法
集中注意力，容易在不知不
觉中超量进食。同时由于没
有专心品尝菜肴美味，可能
在饭后还想再吃，从而破坏

了节食计划。
不要养成随手取食食物

的习惯。身边不要放置容易
吃到的食物，尤其是零食。因
为零食不但没有太多营养，
而且很容易导致能量过剩。

T*UVIWXY

在节食减肥中，不当的

控食方法常常会导致身体的
不适，常见以下几种表现。

胃痛：严格限制进食可导
致胃容量过低而强烈收缩，产
生胃痛的感觉。最好的办法是
进食体积大容量低的蔬菜，以
多喝水来保持胃的容量。

口臭：许多节食者会发
生口臭，这可能与生活习惯
改变，体内化学作用发生变
化，或是没有摄取足够吸收
胃酸的食物有关。此时节食者

可以每天刷3次牙，或随身携
带无糖口香糖或薄荷糖，必要

时可服用适量的制酸药物。
眩晕：不当的过度节食，

可使身体失去大量的水分和
钠盐，而钠和水在维持血容
量和血压中十分重要。此外，
缺乏碳水化合物也可能使血
压急速下降，使人感到眩晕，

尤其是猛然站起时。这时需
要您立刻停止节食或回到科
学减肥的方法中。

头痛：如果在两餐之间、
用餐之前发生头痛，可能是
饮食中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不足而发生的血糖过低所致。

也有可能是减肥者过度的运
动，使体内小血管无法容纳急
剧增加的血液容量而使血压
上升，导致头痛。此时需要在
饮食中适当增加蛋白质、糖
类，同时运动量要稍减。

沮丧、抑郁：很多节食者

常会感到心烦意乱、情绪不
佳，或是有想哭的冲动，这可
能是因为他们血糖太低，节
食搅乱了血糖和胰岛素的平
衡所致。缺乏钙质或维生素
B1也是导致情绪低落的原
因。这就需要及时调整食谱，

均衡膳食。
疲乏无力：过低碳水化

合物的节食法，会使您感到
异常疲乏，因为您的身体被
迫燃烧太多的体内脂肪。这
时应多吃碳水化合物、蛋白
质、维生素B含量高的食物。

Z[I\]

夏言实在是个不错的老

头，他虽貌似古板，实际上胸
怀宽广，心存仁义。可是在权
力的擂台上，不折不扣的好
人注定是要完蛋的。

不久之后，这位老好人
就遇到了麻烦，在批阅御史
公文(告状信)的时候，他意

外地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
字———陆炳。陆炳兄实在是
个耐不住寂寞的人，虽说他
还有点原则，却也喜欢搞三
搞四，收点黑钱，搞点贪污。
慢慢地，事情也越闹越大，最
后捅到了御史那里。

于是夏言发火了，虽然
他和陆炳的关系不错，但对
于这个人的不法行为，还是
有必要加以惩戒的。然而就
在他打定主意之后不久，陆
炳就找上门了。

陆炳不是吃干饭的，他
是搞特务工作的，在他的英明

领导下，锦衣卫已经成为了最
为可怕的情报机器，但凡京城
里有什么风吹草动，他总是第
一个知道。这次也不例外。

惊慌失措的陆炳想不出
别的办法，只好走了严世蕃
的老路，上门求情。他不是空

手去的，还派人拿了三千两
银子和他一起走。他知道夏
言久经沙场，混了几十年，说
话是浪费感情，还不如来点
实惠的。

从这件事情上，就足以
断定，陆炳的水平不如严世

蕃，因为他跟夏言打了多年
交道，竟然不知道这位仁兄
不收黑钱。

所以当夏言看到陆炳，
以及他带来的那些东西时，
只说了两个字———出去。还
加上一句———从哪里带来

的，就带回哪里去。
陆炳也懵了，他情急之下，

只得用出了严世蕃曾用过的那
一招———痛哭流涕，下跪求饶。
当然结果还是一样，夏言依然
原谅了他，这似乎有点让人难
以理解，你既然不准备处理人
家，干嘛要这么穷折腾。

陆炳带着眼泪离开了夏

言的家，心中却已充满了怒
火，名声不重要了，原则也不
再重要了，无论如何，一定要
报这一箭之仇!

当陆炳受辱的消息传开
后，严世蕃找到了他的父亲，
说了这样一句话：“夏言的

死期不远了。”
严世蕃这样说是有把握

的，他已经找到了一个绝佳的
机会，必能将夏言一举铲灭。
严嵩还是一头雾水，朝廷里都
是夏言的人，插个脚都不易，
怎么动手？然而严世蕃告诉

他，不需要拉帮结派，培养亲
信，眼下有一件事，只要从中

略施小计，夏言就必死无疑。
夏言又一次在嘉靖的面

前发言了，内容和以往一样，

希望能够加强军备，恢复河
套。而嘉靖也一如既往地不

置可否。就在双方僵持不下
的时候，严嵩终于开口说话
了。“复套之举断不可为!”

然后他大幅陈述了反对
的理由，从军备到后勤，每一
句话都说到了嘉靖的心坎
里，皇帝大人听得连连点头。

旁边的夏言却没有注意到
这些，愤怒和震惊已冲昏了他
的头脑，他这才明白，在那次内
阁会议上，严嵩为何会违背一
贯的马屁精神，一言不发。
“你既然反对，当时为何

不说，现在才站出来归咎于

我，是何居心？”盛怒之下的
夏言决定反击了，在以往的
骂战中，他一直都是胜利者，
所以他认为这次也不例外。

可这次确实例外了，因
为他的真正对手并不是严嵩，
而是坐在最高位置上的嘉靖。

嘉靖的怒火也已燃到了顶点，
以往的一幕幕情景都出现在
他的眼前：不戴香叶冠、蛮横
无理、严嵩的谗言、太监的坏
话，这些已经足够了。

于是他喝住了夏言，给
了他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评

语———“强君胁众”。夏言打
了个寒颤，他很清楚这句话
意味着什么。

彻底失去皇帝信任的夏
言彻底完了，嘉靖二十七年
(1548)，他再次被迫退休，
离开了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