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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顺妈"

黄爱莲

! ! ! ! !"# 冀朝铸叔叔是最早为周恩来担任翻

译的地下党员

“小莲，快穿好看一点的衣服，我们要去
华侨大厦，有人请吃饭！”原来真的来了冀爸
爸的亲戚，过去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要我叫
她“!"#$伍”，现在这个已是上了年纪的 %"&$

伍从美国回来探亲，就在华侨大厦等我们一
起吃午饭！

%"&$伍拉着我的手，亲切地看着我说：
“吃完饭，我能不能请你留下来和你单独谈谈
话？”到了 %"&$伍的房间，她坐得离我很近，
仍旧拉着我的手，一边摸着一边说：“你知道
你有两个哥哥吗？”“啊！我当然不知道！”“他
们是美国人，住在纽约。是你的亲父冀朝鼎和
他的美国犹太人太太生的。你的亲父冀爸爸
在 '(年前就告诉了他的大儿子冀中田：‘你
有一个中国妹妹在中国，去想办法把她找
到。’”“啊？！”
“你父亲很伟大，但私人生活很令人同

情。自他的美国太太带了两个儿子在中国解
放前回美国后，他就很少有机会再见到他们，
有一次在你父亲出国去巴黎开会的时候，还
是我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巴黎去见了他一
面，我想就是那次你父亲把你的事告诉了他
的大儿子，那时他的小儿子冀中民还小。”
“哦？！”

“现在形势变了，中美关系改善了，你大
哥中田被你们父亲的母校清华大学邀请，将
来任教一年。”“啊！啊！”
“中田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电脑博士，他和

夫人、三个女儿会一起来，他想借这次机会来
中国找到他的中国妹妹———你。他知道我这
次要来中国，就请我先带一个口信给你，问你
愿不愿意见他？”“我？我当然想见他———我
的———哥哥！”我不经思索也无从思索地回
答。“那好极了！”!"&$伍的脸放松下来，露出
笑容。“但你也不必抱什么幻想，他是个纯粹
的美国人，何况你哥哥的美国犹太人母亲还
活着，他们从来没有在法律上正式离过婚（冀
爸爸后来在中国和同是清华老同学的老共产

党员罗静宜女士结了婚），因
为中美断交后就没了外交往
来，但是这位美国冀太太从来
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你———
她丈夫的一个中国私生女。”

我得知大哥中田要到北京
的日期居然还是我的大翻译家冀朝铸叔叔告
诉我的。冀朝铸叔叔是我国杰出的翻译家和外
交家，是我的生父冀朝鼎最小的弟弟，同父不
同母。他们的父亲、我的祖父冀贡泉是留日的
爱国乡绅，曾任山西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北
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加上我的生父是早期加入
中国共产党的留美清华学生，冀叔叔的爱国情
感和对共产党的信念始于父兄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大哥冀朝鼎的带领

下，又得到那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建议，全家
从山西汾阳搬到汉口、重庆，由昆明到法国巴
黎，再到了美国纽约，冀叔叔因此从小在美国
受教育，直到去哈佛大学学习化学。
抗美援朝开始后，冀叔叔坚决要求退学回

国，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开城板门
店和联合国的谈判，以“中国第一英文速记员
和打字员”的身份又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和万隆
会议，担任过中国驻英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
中国侨联副主席。联合国的刊物说冀叔叔是
“了解中国过去四十年发生的大事”的人。

冀叔叔说：“我为周总理做英文翻译十七
年，总理高瞻远瞩的外交胆略和英姿绰约的外
交家风采至今令人难忘，而我的成长离不开周
总理的培养。”当时因为他的大哥冀朝鼎在 ')

世纪 *+年代中就和周总理在一起，也是最早
为周恩来担任翻译的地下党员，总理晓得他有
一个弟弟，在美国长大，所以叫冀朝铸为“洋娃
娃”。从 ,-(.年开始，冀朝铸担任周总理的第
五任翻译，直到 ,-/0年，共十七年。

现在我的这位冀叔叔给我打来电话，他
说：“我看你就来我家东单外交部宿舍，我来
当你们的翻译！”于是，我又换了一身整齐的
衣服去赴约。这位是曾给毛泽东、邓小平、陈
毅等人担任过翻译的我的冀朝铸叔叔，板门
店谈判他是翻译；万隆会议他是翻译；天安门
城楼上毛泽东会见斯诺，他是翻译；基辛格秘
密来华他是翻译；邓小平复出后首次访美，他
以半百之年仍任翻译。但是这次站在他身边
的不是毛主席和尼克松，而是我的美国哥哥
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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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五一节，李晓强收到修丹莉寄给
他的一封贺卡：“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祝李
医生五一节快乐！”正当他拿着贺卡回手术
室时碰到了韵霞，她问：“美滋滋的，这贺卡
一定充满着爱恋吧？”李晓强解释：“没有，
这是你同学修丹莉一张节日贺卡。”韵霞暗
暗吃惊，说：“她给你寄贺卡，至少
有一个暗示吧。”李晓强递上贺
卡，说：“那你看看吧。”韵霞假装
推辞道：“她给你的贺卡，我怎么
能够看。”李晓强坚持道：“她对我
能有什么心里话啊，你看看就知道
了。”韵霞这才打开贺卡，看了看，
问：“很不好意思，只怪自己学识
才浅。”然后，腼腆地说：“这悬壶济
世究竟出自何处啊？”
李晓强解释道：“这是来自一个

美好的中医典故，传说晋代费长房
在集市上遇到一位在树上挂着葫芦
的老人，他卖的药功效奇特，引起他
的好奇，他开始仔细观察这位老人。
这一观察还真让他发现惊人之处，原来，那位
老人等天黑人散之后便跳入葫芦中休息。为
了一探究竟，费长房热忱款待老人，虚心探问
其中奥秘，他的诚恳和执着感动了老人，他邀
请费长房隔日再来，随他一起进入葫芦，呈现
在他眼前却是厅亮丽堂，佳肴满桌。费长房立
刻拜老人为师，学习医术。数年后，终获成果。
由于这故事传奇，人物生动，人们就喜欢将行
医称为‘悬壶’。”看到韵霞满意地笑了，他展
开了话题：“其实，葫芦不仅可以盛药，而且本
身还能够为药，医治病患。又有传说讲唐代
《千金药方》作者孙思邈平时就必挂一个大葫
芦，即使在八仙过海的神话中，铁拐李就常背
一个盛满灵丹妙药的药葫芦，云游四方，治病
救人。”
韵霞调皮地说：“难怪人家喜欢说你葫芦

里卖什么药。”李晓强不服气讲：“我哪有什么
神秘之药可卖，这只是中医博大精深，文化灿
烂。”
“这倒是。”韵霞肯定他的感悟，“我认同

这观点。老师，你再给我讲讲咱们中医还给我
们留下什么美妙传说啊？”李晓强高兴地说：
“再给你一个‘橘井泉香’故事吧，传说郴州西
汉时瘴病流行，民不聊生，一代名医苏耽掌握

了治疗瘴病的草药，热诚地为百姓治病。他的
药方主要一味就是橘叶，并用家门前的井水
煎熬，救济前来求诊的病人，不仅药到病除，
并且分文不取。久而久之，他的治病传奇给世
人留下了这美妙传说。”
对护士的持续培训是护理部的常规运作

机制，许多护士再忙再辛苦也得花精力费心
思去应付，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些护士
会在考核中掉队。这次考核深静脉穿
刺护理，黄兰在护理部主任、病区护士
长们面前颇感紧张，手不断在发抖，紫
兰在一旁为她焦急。可就这时候，突然
看到黄兰对自己的手狠狠打了一下，
呵斥道：“叫你别紧张，你怎么又紧张
了？”这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事后，紫
兰和黄兰在回病房的路上，悄悄在她
的耳边骂道：“你真笨，笨得好笑。”黄
兰一听不高兴了，猛地停下步伐，抬起
头，双眼瞪着紫兰，紫兰很愕然，等待
她辩护，不料，却被黄兰狠狠地打了下
屁股，还非常不服输地说：“我比我们
那个生活委员好多了。”“她怎么了？”

黄兰神情得意地描述：“她最近在病房做了件
非常搞笑的事。”“是吗？什么事啊？”紫兰情
绪高涨。
黄兰笑了笑，开始她的故事：“那天，她给

一个非常挑剔的病人扎静脉针，由于他的静
脉很细，打了三针后，终于扎进了，输液通
畅。当她正为病人固定静脉针时，这病人怒
气冲冲对她说：‘我可以断定你是世界上扎
针最痛的护士。’你知道她听了以后怎么回
答病人吗？”紫兰摇了摇头，说：“我怎么知
道，你快说呀。”黄兰边演示边笑道：“她就很
难为情地拔掉针头，急急忙忙用棉球压住针
眼后小心谨慎对病人说：‘非常不好意思哦，
我现在就去叫一个比我打针打得轻的人来
给你扎针。’”

再说，在急诊室行骗的那个“疑似医生”
诈骗得手后，便去酒吧里花天酒地，被几个
吧女灌得酩酊大醉，摔倒在酒吧门口，跌得
头破血流，不省人事。路人见状，急忙拨打
,'+。

,'+救护车来了以后，发现他是酒精中
毒，就马上把他就近送至东华医院急诊室救
治。真是无巧不成书，从急诊室跑了出来准备
迎接病人的护士正是那晚的值班护士小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