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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说完，朝大门外走去。
以往，明德每次回城里，金丽春都是一直把他

送到大堤上，看着他上了车，才回来。这回，金丽
春想，要不一会把明德送到大门口？金丽春犹豫
着，还没动地方，明德就走出了大门，转眼不见
了。

金丽春渐渐缓了过来，只是，她变得不那么爱
说笑了。

晴天的时候，她会跟以往一样去滩里干活。婆
婆不让她去，说她病刚好，要在家歇着。金丽春勉
强冲婆婆笑笑，也不说什么，扛了工具，就下地了。
金丽春不愿闷在家里，只有到了滩里的庄稼地里，
看着庄稼绿绿的叶子，看着河里流淌着的河水，她
的心里，才会舒展一些。

不下地的时候，金丽春照样是编她的花篮，只
是编着编着，她就会走神。不像以往，一边编着，心
里一边盘算着，再编几个，就够去城里看明德的路
费了。这样算着的时候，心里是甜的。现在，她不
用在心里算这些了。能编几个是几个吧，多编些，
能多买点钱。但钱多一点或少一点，好像已经没什
么意义了。

明德常打电话回来，问金丽春的身体，问豌豆
的学习。金丽春都一一回答他。但只要他说“丽

春，我想你了。”电话里就会出现短暂的停顿，这时
的金丽春，不知应该怎样回答明德。

金桃也常打电话来，除了问金丽春的身体和
不厌其烦地问豌豆外，就是开导金丽春。她们
俩的电话，一打就是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小
时，有好几次，都把金丽春的电话打没电了，才
罢休。金桃总是有那么多话要说，叽叽喳喳没
完没了。有一次，金桃兴奋地告诉金丽春，续金
宝终于被她给拿下了，同意跟她生个孩子。她
问金丽春，你说，我是生个闺女好呢还是生个儿
子好呢？问完了，也不等金丽春回答，就又说开
了别的。

金丽春为金桃高兴，努力了这么多年，金桃终
于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了。

金桃说，她从现在开始不喝酒了，也不让续金
宝喝酒。金桃还说，她已经开始在网上搜宝宝用品
了，有喜欢的，就拍下来。她兴奋地说，金丽春，等
你过来，到我家里来看看，那间专门的大房子，就是
一个超齐全超高档的宝宝用品商店！

金桃年纪也不小了，金丽春盼着她能快点怀
孕，尽快生个宝宝。

“我要生个女孩呢，咱俩往后做干亲家。要是
个男孩呢，咱俩直接就做亲家算了。”金桃热烈地说

着。
“你可真能瞎想。”金丽春忍不住笑了，“做干亲

家没问题呀，做亲家肯定不合适，你家儿子八字还
没一撇呢！”

“这怕啥，想生也快。再说了，现在姐弟恋正流
行呢，咱没赶上，就让下一代赶赶时髦呗！”

金桃这张嘴，咸的淡的，黑的白的，真是够全货
的。

金丽春被金桃说得笑起来。
现在，只有金桃和豌豆，才能让金丽春的脸上

露出一丝笑容。
婆婆对金丽春是越来越好了，好得让金丽春喘

不过气来。
以往，婆婆对她也不错。婆婆是个热心肠的

人，说话也直，心里藏不住话的。但自从金丽春这
次从城里回来后，婆婆就像变了个人。

婆婆每次跟金丽春说话，都像是事先考虑好
了的，有时，甚至像个在老师面前背课文的小学
生。

吃饭的时候，婆婆看到金丽春往哪个菜碗里多
夹了几筷子菜，立马就会把那个菜碗挪到金丽春跟
前。婆婆守着锅，守着馒头篮子。金丽春碗里的饭
刚刚见了碗底，婆婆早已拿起勺子，重新给她盛上

了。金丽春手里的馒头还没吃完，婆婆已把另一个
馒头朝金丽春递了过来。金丽春觉得很别扭。她
不敢在一个菜碗里连续夹两次以上，哪怕再喜欢吃
的菜。碗里的饭还剩下一半的时候，她就开始观察
着婆婆的动静，趁婆婆不注意的时候，自己匆忙先
把碗舀满。

从前，到了该做饭的时候了，婆婆就会走到金
丽春的门口，大声喊她出来做饭。有时，金丽春正
编着的花篮就剩下收口了，可婆婆不愿意等，就说，
等吃了饭再接着编还不是一样啊？那时，婆婆馏馒
头，金丽春炒菜，娘俩在厨房里一阵叮叮当当，不多
会儿，饭菜的香味就飘满了院子。

可现在，金丽春每次想到厨房做饭，婆婆都找
各种理由拦住她，说：你病刚好，回屋歇着吧；就这
几口人的饭，哪用得着两个人做呀。去编你的花
篮吧；陪豌豆去写作业吧，学习的事，我又干不了，
只能做做饭。俺孙女的学习要是上不去，俺可要
怨你呢！去吧，快去吧……每回，只要金丽春想迈
进厨房的门，婆婆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不让她进
去。

看着婆婆整日又忙碌又小心翼翼的样子，金丽
春心里又别扭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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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长期存在着一个观念，即国际油价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的对外腰板强硬与
否。而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则来自于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国际石油价格“塌方”式暴跌，对苏
联坍塌解体造成的致命影响。

石油红利支撑苏联全球扩张
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苏联由于

粮食政策出现一系列失误，谷物等农作物的
产量元气大伤，外加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和
军事工业，导致国家工农业结构失调，甚至
无法保证粮食自给。从1972年起，苏联已成
为美国粮食的长期主顾。幸运的是，从上世
纪 60 年代初开始，苏联在西伯利亚发现 60
余个超大型油田，石油产量突飞猛进。1975
年苏联石油产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
一大产油国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在很大程
度上实现了进出口平衡。此时苏联已沦落
为世界最大谷物和消费品进口国，40%以上
的食品依赖进口。从 1973 年至 1985 年，苏
联 80%的外汇收入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
一半以上的外汇储备用于进口粮食和消费
品。

对于苏联而言，更好的机会还在后面。
1960年至1970年期间，国际油价保持在每桶
1.8至2美元的水平。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
爆发后，国际油价暴涨到每桶12美元，引发西
方经济危机。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再度引
起油价上扬，1981年国际油价一度高达每桶
39美元。

在此背景下，苏联能源出口的收入增长
了14倍，外汇像海水涨潮般汹涌而来。凭借

“石油红利”，苏联大肆挥舞硬通货购买西方
先进技术设备和消费品，轻而易举地在国防
建设、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强硬性格此时
也得到充分发挥，凭借出售石油的庞大收入，
苏联野心勃勃地推行军备竞赛和全球争霸战
略。在 1988 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
中，尼克松精心统计了苏联上世纪80年代对第
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惊人数字：
每天 3500 万美元！全年累计更高达 128 亿美
元（不包括苏联对东欧卫星国的援助）。其中
每年援助亚洲的越南35亿美元；拉丁美洲的古
巴49亿美元，尼加拉瓜10亿美元；非洲的安哥

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30亿美元。而陷入
经济萎缩的美国则“屋漏偏逢连夜雨”，接连遭
遇越战失败和水门］丑闻，冷战对抗明显出现
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

里根瞄准苏联“命根”
很多人都熟悉美国里根政府1983年用“星

球大战”计划制造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的经过，

然而里根更早启动的另一项对苏举措却少有
人注意。美国着名冷战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施威泽在专著中披露，面对
咄咄逼人的苏联，里根上台后迅速与中央情报
局局长凯西等要员在对苏政策方面达成共识：

“冷战前30年，美国一直遵守游戏规则，没有越
过雷池半步。但这种寻常手段无法赢得冷战
竞赛，美国必须扬长避短。”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时，里根的
经济顾问罗恩献计说：“美国应该把军备保持
在高水平，诱使莫斯科全力追赶我们，同时停
止供应苏联经济赖以生存所必需的东西，美

国在十年内就会看到苏联体制如何垮台。”当
时世界经济衰退并伴之以石油价格下降，里
根政府决定趁火打劫：首先，美国严格限制向
苏联出口开采和精炼石油的高技术设备，阻
挠和破坏苏联与西欧的天然气管道合作项
目；其次，里根秘密授权凯西访问沙特，与法
赫德国王达成绝密协议，凭借“市场力量”压
低国际油价。2002 年 11 月，俄罗斯联邦原第

一副总理盖达尔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
所演讲时承认：“苏联解体的时间，可以追溯
到 1985 年 9 月 13 日。”正是在这一天，沙特政
府石油部长依照与美国的秘密协议，宣布停
止保护油价，大幅增产石油。1985 年至 1986
年，沙特石油日产量由 200 万桶猛增到 1000
万桶，导致国际油价从每桶35美元一路狂跌，
1986 年跌破十美元大关，跌幅之大史无前
例。美国则紧密配合、遥相呼应，在国际市场
抛售石油战略储备，造成油价持续暴跌。

军火是苏联继石油之后的第二大出口换汇
商品。上世纪70年代油价高涨时期，苏联向中

东产油国出售的军火增加五倍。油价暴跌后，伊
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大量购买苏联军火的产油
国立刻面临外汇捉襟见肘的窘境，导致苏联军火
销售收人暴跌，沉重打击了苏联经济的第二大支
柱军事工业。

苏共中央政治局曾致信法赫德国王，谴责沙
特发动石油经济战。但沙特凭借美国的支持不
为所动，外加苏军入侵阿富汗对沙特造成重大威
胁，使其更坚定了与美国联手抗苏的决心。由
于沙特的油田在海湾沙漠，开采成本低廉，海运
出口便捷；而苏联的超大型油田在西伯利亚冻
土严寒区，加上设备落后、开采和运输成本高
昂。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油价暴跌后，沙特的
石油收入仍然增加了1/3，而苏联的石油工业
入不敷出，濒临破产。

油价崩盘引发塌方式溃败
里根政府在国力衰退、苏攻美守的困境

下，通过逼迫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同时秘密操
纵国际油价暴跌，终于在数年内就使苏联陷
入巨大困境。

1990年，苏联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有95%
以上经常短缺，年通货膨胀率达到90%以上，预
算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更要命的是，
1988年世界粮食歉收，美国趁机限制粮食出口，
国际粮价从1989年起持续暴涨，小麦价格的上
涨尤其迅猛。

苏联的全球争霸战略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
才能维持运转。油价崩盘掏空了苏联从西方进
口先进技术设备、粮食和消费品的财力，急剧削
弱甚至瘫痪了苏联向各加盟共和国、东欧卫星
国以及越南、古巴等盟国和世界战略要地输血、
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实力，迅速造成国内外

“塌方”式全面溃败。
施威泽认为：“把克里姆林宫推下灾难的

深渊，并非哪个事件或者某一项政策。如果
当年克里姆林宫没有面临美国的军事挑战在
波兰军管和阿富汗战争的地缘政治挫折在石
油出口方面因油价暴跌蒙受数百亿美元硬通
货损失，以及无法获得西方技术等综合因素
所造成的累积效应，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可
以闯过风暴。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并不是
一种在任何国际环境中都命中注定会自我毁
灭的体制。里根政府的秘密战略能够、而且改
变了苏联的历史进程。”

（摘自《环球时报》）

国际油价：美国”肢解“苏联的利刃

龙云自 1927 年夺取云南的统治权，到
1945 年被蒋介石武力解除云南省主席之职，
统治云南长达 18 年，是名副其实的“云南
王”。那么，蒋介石是如何在抗战刚刚胜利时
动手拿下这个“云南王”的呢？

龙云不听话令蒋介石愤怒
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不但对偏远的云

南无力顾及，还需要龙云的支持来牵制桂系和
四川军阀的力量；龙云也需要依靠蒋的支持维
持自己在云南以至西南的地位。两人各有需
要，维持着相安互惠的局面。全面抗战爆发
后，蒋、龙间的关系急转直下。

当时，随着战争的进程，国民政府开始将
政治军事重心向西南转移。龙云支持抗战，但
出于控制地方实权的地方实力派本能，又坚持
保证云南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力阻中央力量
进入云南，不愿意让渡自己控制地方政治经济
的实力。云南作为大后方和接受国际军事。
援助的重要基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蒋介石
很想控制云南，龙云的不听话令他十分愤怒，
因而决定搬掉这块绊脚石。

抗战一开始，蒋介石就假公济私地把滇军
主力调出云南。1940年，日军入侵越南，龙云
趁机要求把滇军调回来守卫云南。但蒋介石
仅仅允许卢汉带原六十军的两个师回援，另派
自己嫡系关麟征率五十二军开赴云南布防，使
得中央军开始进入云南。随后，蒋介石利用入
缅远征作战之机，不断把军队开进云南。1943
年，他还在楚雄成立以陈诚为首的远征军司令
长官部，除指挥远征军外，还把原属龙云指挥
的一部分军队划归陈诚指挥，从而形成了控制
龙云的军事力量。

龙云被杜聿明武力围困
蒋介石要解决龙云是迟早的事，只是碍于

抗日大局才迟迟没有动手。1945 年，日军失
败已成定局，蒋介石开始谋划解决龙云的方
案。7月27日，蒋介石召见昆明防守司令杜聿
明，告诉他，拟调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但龙
可能不服从命令，要杜作好军事解决的准备，
在调令下达同时，即解除龙的全部武装，并限
龙在3日内到重庆。不久，蒋介石又把要解决
龙云的意图告诉了驻在昆明的中国战区总司
令何应钦。何应钦找杜聿明商量，认为如果能
劝龙云自动辞职的话，就可以免于动武。从5
月到7月，何应钦与杜聿明从多方面劝龙云自
动辞职，但毫无效果。

1945 年 8 月 9 日，蒋介石电召杜聿明到重庆面授机
宜，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杜聿明立即遵照蒋的指
示积极准备。10 月 3 日凌晨，杜聿明命令包围攻击龙
云的住宅。龙云仓促从公馆逃到位于五华山的云南省
政府，拒不接受解职令。他在城里的部队由于猝不及
防，部分投降，部分虽作稍许抵抗，怎奈寡不敌众，仅五
十多分钟，战斗即告结束。杜聿明因蒋介石事先一再
严令必须保证龙云生命安全，不敢放手进攻，双方一时
形成僵持局面。

杜聿明替蒋介石背黑锅
为让龙云就范，蒋介石不断派人规劝龙云。10月4

日，代理云南省主席李宗黄和云南；省政府委员胡瑛前往
龙云处劝驾。李宗黄向龙云递交了蒋介石亲笔所写的劝
慰信，并一再担保龙云全家亲属和在云南的利益不受侵
犯。10月5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应蒋介石的命令飞到昆明劝驾，给足龙云面子。明白大
势已去的龙云最终顺坡下驴遵命解职，前往重庆。

龙云到重庆后，对蒋介石抱怨道，他本来很想到中央
就职，都怪杜聿明邀功求战，诉诸武力，搞得昆明血流成
河，不严办杜聿明不足以平民愤。10月16日，蒋介石发
布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置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这个
命令还特别在《中央日报》上以头条消息登载，但其实不
过是掩人耳目，平息一下龙云的愤怒罢了。很快，杜聿明
就升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蒋介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解决龙云，使其形象大
损。美国的报纸以《小偷式的袭击》为题，批评蒋介石，说
这是中国抗战胜利后的内战第一枪。

龙云摆脱蒋介石的控制
龙云到重庆担任的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不过是个虚

衔而已，实际是被软禁。1946 年 5 月，龙云被蒋介石接
到南京。他曾和中共地下党联系，想经上海投奔解放
区。但因山东战事吃紧，蒋军封锁了吴淞口所有船只，
计划落空。1948年秋，蒋介石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出现
了蒋要挟持龙去台湾，以便利用他的影响去西南组织
力量负隅顽抗的消息。龙云获悉后，开始加紧筹划出
逃事宜。

1948年12月，龙云经过一番辗转抵达香港，摆脱了
蒋介石的控制。一到香港，龙云就同民主人士联系，参加
反蒋活动。他还联系旧部，策动卢汉发动云南起义。
1949 年 8 月，龙云发表声明，表示要脱离国民党反动集
团，归向人民。蒋介石对此极为忌恨，指示特务头子毛人
凤暗杀龙云，但未成功。1950年1月，龙云离开香港投人
新中国的怀抱，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

（摘自《贵州都市报》《党史天地》）

我国古代名人辈出，他们不仅德行超迈成
就斐然，而且还有幽默戏谑的一面，而且，这幽
默透着智慧和博识，幽默的背后更体现了他们
的傲然风骨。

文天祥讲故事明志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文天祥担任临

安知府：元兵大军压境，他问幕僚们有何打算。
幕僚们说，一团血。文天祥问啥意思。幕僚们
说，您要是先殉国了，我们跟着您一起殉国。

文天祥听后，笑着讲了个故事：“有个叫刘
玉川的，没有发达时，一位声妓耗尽家财供养
他，谢绝一切入幕之宾，两人相约同生共死。
后来刘玉川中举了，上任时声妓要跟他一起
去。 刘玉川怕这位女子影响他的前程，就骗她
说，我带着你有所不便。我宁愿和你死在一
起，也不愿自己一人赴任。于是找了一杯毒酒
让声妓先喝。天真的声妓先喝了一半，把剩下
的一半留给 了刘玉川，刘玉川却顺手把酒倒
了。可怜的声妓死掉了，刘玉川一人上任了。
就现在的情势来看，我就是那个殉节的声妓，
希望你们不要学刘玉川啊。”幕僚们听了哈哈
大笑。

文天祥是借这个故事表明了他面对危机
局势的态度，以及对意志不坚定的同僚的警
告。后来文天祥兵败被俘，这帮幕僚大多数都
投降了敌人，而文天祥凛然赴死。

谢铎题诗扶弱
明代浙江黄岩人谢铎，官至礼部右侍郎兼

国子监祭酒。某年元宵节，黄岩知县贴出告
示，晓谕百姓：今年元宵节要大闹花灯，家家户
户都得挂灯结彩。

正月十五上午，城北一间卖炭铺还没有挂
灯，捕快闯入铺中，将卖炭老倌一通臭骂，拳打
脚踢，勒令黄昏前必须挂丁。正在卖炭倌凄惨
大哭时，谢铎路过，闻知经过，说道：“不要哭
了，我是纸扎匠。我这里还有一点钱，你快去
买几张大红纸和油烛来。”

老倌买来后，谢铎指着许多装过炭的空炭
篰（竹篓）说：“你家现成的这么多灯壳，外面糊
红纸，再用稻草绳做流苏，岂不很好看！

不一会儿，一对奇怪的炭篰灯挂上了店门

口。谢铎又在上面题诗，上联：纸糊炭篰，哪知
我苦？何人取笑，你娘脚肚；下联：元宵佳节，
拳打脚踢。谁欺我婿，一两一记。署衔：国子
祭酒谢铎。

黄昏时分，捕快们再次来巡查，看到这对
怪灯，立刻火冒三丈，扯下灯盏，将老倌拉入衙
门。知县仔细一瞧，落款是“国子祭酒谢铎”，
顿时吓坏了：误杖了谢祭酒的女婿啊！师爷低

声说：“不要紧，诗上已有价格一两一记，你把
他打几下，就付给他几两银子，保管无事。”不
得已，知县只好携带银子，恭敬地把卖炭老倌
送回炭铺。

爱新觉罗·长麟智审贪官
爱新觉罗·长麟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

进士，他上任浙江巡抚后，听说仁和县令贪污
成性、声名狼藉，于是到该县微服访察。

一晚，长麟在路上偶遇县令，冲撞了县令的
仪仗队。衙役正在训斥长麟，县令见他是巡抚，
赶紧下轿谢罪。长麟决定戏谑他一下，就问他到
哪里去。县令明明要回家，却扯谎说去巡夜。

长麟知道其中有诈，便微笑说：“这时才二
更天，巡夜不太早了吗？你也不用巡夜了，还
是和我一起走吧。”

县令遣散众人，二人边走边谈。经过家酒
店，他们便进去喝酒。长麟边饮酒边和酒家聊
天，问近来得利多少。酒家苦笑说：“利甚微，加
上官府科派，动不动就得亏本。”长麟又问：“你是
个小百姓，官府科派怎么会落到你的头上？”酒家
现出愁苦的样子说：“父母官爱财如命，不论茶房
酒肆，每月都要征税，下面的役吏又狐假虎威，加
倍征收，人民何以聊生？”

酒家哪里知道他们是巡抚和县令，以为是
过往客商，便把积压在心中的愤懑和盘托出，
列举了县令害民的罪行几十条。

县令如坐针毡，又不敢发作。出了酒店，
长麟对县令说：“百姓说话难免夸大其词，我不
会轻信，你也不要生气。”又走了一程长麟才
说：“现在正好去巡夜，咱们分头走吧！”县令如
释重负，赶紧一溜烟跑开了。等县令走后，长
麟料定他必然要来报复酒家，便赶紧返回酒店
等着。

不久，县里的衙役便拿了朱签来拘留酒
家。长麟挺身而出，说：“我就是店东。”就这
样，长麟被抓进了县衙。县令升堂，二看被带
上来的是长麟，慌忙滚下堂来叩头求饶。长麟
当即升堂摘去他的官印，把他投入监狱候审。
消息传出，大快人心。 （摘自《华兴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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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名人的幽默与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