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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家女孩
从小就是全家的宝贝
萧明华 !"#$年 %月出生于浙

江嘉兴，祖籍为广东潮阳。萧明华的
父亲萧子山，本是广东省潮阳县歧
北墟（今铜孟镇）宅尾村的贫苦农
民。他从小在水稻田、甘蔗地劳作，
长年辛苦。他也曾读过几年私塾，和
弟弟萧子坚一起在苦水里泡大。在
他即将长大成人时，父母亲却因病
痛离开了人世。为了给双亲办丧事，
兄弟俩用完了全部家当。于是只得
走前辈的老路，离乡背井，到外地漂
泊，闯荡谋生。那是在清光绪年间，
萧子坚去了南洋，萧子山来到了上
海滩。他希望能依靠潮州的亲友，同
乡的援助，找到一个可以度日糊口、
养活全家的职业。

$&世纪前后的上海，失业的劳
动者到处都是。萧子山在亲朋好友
的帮助下，什么活都做，先从打工做
起，挑水、打捞、司厨、贩卖水果，最
后落脚到浙江省嘉兴县孝子桥河畔
的凤家桥，费尽心力，创办了一个小
小的家庭手工业织袜作坊。萧子山
是老板也是工人，妻子郭爱子做完
每天的家务劳动之后，也必须坐在
手工摇机房完成分配给她的份额。
这对勤劳夫妻，用自己的双手维持
着一家七口的清贫生活。
萧明华兄妹五人，三个哥哥和

一个姐姐，她最小。三个哥哥先后被
父母亲送进嘉兴最好的荐桥小学
（今东门小学），之后又升到季州中
学去读书，希望他们早日长大成材，
能分担一些家庭生活重担。明华的
姐姐由于幼年患脑膜炎留下后遗

症，丧失了自控能力，需要人照顾。
所以帮助母亲操劳家务和照料姐姐
的事便落到幼小的明华身上。明华
常常蹲在搭在后门外的跳板上洗
菜、淘米，或者坐在灶口的小木凳
上，将一把把柴禾填进灶膛，帮父母
亲烧火做饭。母亲心疼小女儿，盛夏
中午她总是搬一张小木凳放在后门
口，让明华躺着乘凉；寒冬的晚上，
母亲总是带明华一起睡觉，让孩子
得到母亲的温暖。“她是全家的宝
贝。”明华的父母亲和三个哥哥都十
分疼爱这个聪慧懂事的女孩子，全
家人都习惯称她为“华宝”。直到她
报名上初小时，老师才按当地的习
俗以及兄长的辈分，给她取了个学
名：明华。明华刚读小学不久，长兄
萧明新被调到河南开封工作。而此
时的嘉兴手工织袜作坊也早因军阀
混战破了产，萧子山举家迁往河南
开封。萧明华小学毕业后，就立志从
事教育事业，后来选择报考了河南
开封师范并被录取。抗日战争爆发
后，'"("年，随兄长陪同父母又辗
转到达重庆。她只有十七八岁，但样
样事情帮母亲操心，又非常周到地
照顾多病的姐姐，使父母、哥哥都很
放心。之后，明华考入白沙女子师范

学院，父母又随三哥远迁东山五桥。
从此，明华因为住校读书和家人相
聚渐少。漂泊的童年，父辈的艰辛，
曲折的人生，坎坷的道路，使明华过
早地懂得了人生，懂得了要靠坚强
的意志才能战胜人间的艰难险阻。

投身学运
遇上革命的引路人
)"*)年 %月，萧明华在重庆师

范学校毕业后，因学习成绩优异，被
学校选送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
青木关镇举办的师资训练班，专攻
国语注音符号的应用教学。当时的
重庆，白天常有日本鬼子的飞机前
来狂轰滥炸，学生们要坚持学习，只
能在防空洞里读书。重庆广大师生
抗日热情高涨，《黄河颂》《松花江
上》等抗战歌声此起彼伏。萧明华在
这时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开始
接受革命思想。

)"*(年秋，萧明华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了位于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
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进入
了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白沙
女子师范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
党统治区里一所著名的高等师范学
府，汇集了抗日以来陆续入川的许

多知名学者。陈独秀曾在此执教，国
文系更是荟萃了不少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具有影响的人物。仅鲁迅先
生的知友就有许寿裳、台静农、李霁
野，还有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
等。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对鲁迅先
生的敬重，深深影响着文学青年萧明
华。萧明华决心以笔作刀枪，她的第
一批散文、杂文、小说就是在这一时
期完成的。这之后，萧明华又结识了
《黄河》月刊的主编、著名女作家谢冰
莹。那时谢冰莹还不到 *+岁，她曾参
加过北伐战争，她的《从军日记》《一
个女兵的自传》等作品对萧明华产生
了很大影响。萧明华还将自己写的文
章请谢冰莹修改，有些文章就发表在
《黄河》月刊上，时间一长，她们成了
密友。谢冰莹曾赞扬萧明华，是“中国
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战时避往内

地的学校先后迁回原址，萧明华决
心北上，渴望能到她向往的北平师
范大学（前身是鲁迅执教过的北京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完成自己的大
学学业。!"*,年晚秋，萧明华来到
北平，进了北平师范大学。她一边读
书，一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不久，
她认识了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朱芳

春，朱成了她的革命引路人。朱芳春
的公开身份是北师大教育心理学教
授、兼河北省北平高级中学校长，秘
密身份是我冀中军区敌工部干部。
他身高 )米 %&以上，为人沉着老
练。他也是萧明华一家在重庆时的
老熟人。朱芳春曾给萧明华送来不
少进步书刊，其中有毛泽东的《新民
主主义论》、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
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
记得那天，当萧明华从朱芳春

的手中接过《新民主主义论》时，激
动地说：“啊，是毛泽东写的！”她翻
开稍加浏览，发现几乎每一页粗糙
的土纸上都画出了许多红杠杠，这
是朱老师划的重点。她抬起头来兴
奋地说：“谢谢朱老师，我一定一字
一句认真地读。”这段时间，萧明华
生活紧张而又有规律，她每周有几
天在北师大听课，做作业；另几天到
河北高中整理修补图书，学习革命
理论；周末则回家看望兄嫂侄女，或
者去拜访朱芳春老师，谈论读书心
得和国内国际形势。

)"*,年 )$月 $*日，在北平东
单操场发生了美国大兵强奸北京大
学女学生沈崇的事件，由此引发了一
场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
群众运动。)$月 $"日，北师大 "&&

多名师生在校内召开了抗暴大会，遭
到特务分子破坏捣乱。第二天，北师
大的同学们仍然坚持同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等高校的同学会合在一起，组
成了一支 -&&&多人的游行队伍，爱
国师生不断高呼“美军退出中国”，
“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萧明华义愤
填膺地参加了这两次活动，始终和同
学们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

潜伏台湾的女英雄萧明华（1） ! 姚华飞

"

!"#$年萧明华毕业照

如花的年龄，她肩负重任，潜伏台湾。她牺牲30多年后，家人才
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后来，她的骨灰被送回内地，安葬在八宝山公墓。
墓碑上没有她的生平，只有三个字：“归来兮！”她曾被著名作家谢冰
莹称为“中国最有希望的女作家”。她就是我党潜伏女英雄，牺牲时年
仅28岁的传奇红色特工萧明华。

!本文摘自"上海滩#%&!'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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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大酱腌肉成为张学良宴客必备菜

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酷爱红烧肉。一次
中国银行沈阳分行总经理卞福孙举办了一场
盛大的宴会，特别邀请张学良出席。席上张学
良很少动筷，于是卞福孙特意让家厨做了一
盘红烧肉上席。少帅夹了一块放进口中，但觉
甜软香糯、肥而不腻，赞不绝口。
回到府中，张学良意犹未尽，向赵四小姐

称赞晚宴中的红烧肉。赵四小姐当即提出欲
以帅府大厨与卞福孙交换那个家厨。清末民
初之际，家有良厨是一个人身份显赫的象征，
张学良明白这样夺人所爱非常不妥。但最后
还是给卞福孙写了一封信，提出很想再吃一
次“那盘红烧肉”，所以要借家厨一用。卞福孙
当然晓事，立即将家厨赠与帅府。
从此张学良很长时间都把这名家厨带在

身边，据说当时这名厨师的身价已经高达月
薪 ,&元大洋。赵四小姐是浙江人，所以十分
喜爱这道口味偏甜的红烧肉。后来赵四小姐
和张学良也都学会了这道菜，那是后话。

王宝田在大帅府还会做一道大酱腌肉。
这道菜也是张学良驻节北平时每餐必备的菜
肴。一次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南京政府来的
特派专员张群、何诚浚等要人，在席上摆满山
珍海味之后，又特意让厨师加上一盘大酱腌
肉，并让厨师当众介绍这道菜的特色。厨师
说，这道菜起源东北民间，由自制青酱腌制。
每年秋天为制作腌肉的季节，一定要将大块
新鲜猪肉或猪蹄髈煮熟，再装进纱袋密封，放
入酱缸腌泡。数月后，酱中精华尽入肉中，再
将肉从纱袋中取出蒸熟。过油后切片，便成了
盘中之物。一桌政要尝后齐声喝彩，从此大酱
腌肉成为张学良宴客的必备之菜。

南方人做酱肉是将酱直接刷在肉上，两
三天后再刷一次，一共要刷 (次。这种做法其
实无法让酱味充分浸入肉中。说到酱，即是调
味品，又可单独作为菜肴。先秦时有一种醢，
就是酱的前身。西汉史游著有《急就篇》，里面
写道：酱，以豆和面而为之也。东汉王充的《论
衡》中已有介绍如何做豆酱的内容，证明豆酱

当时已在民间普及。除了豆酱，当时还有枸
酱，为蜀地名产。在烹调中，南方多用豆酱，为
粤菜重要的调味料。而豆瓣酱则多用于西南，
是川菜最重要的调料之一，比如郫县豆瓣。北
方多用面酱，比如北京烤鸭、酱爆鸡丁、炸酱
面，用的都是面酱，而仿膳的炒四酱（炒榛子
酱、黄瓜酱、豌豆酱、胡萝卜酱）更是海内闻
名。由于酱料黏稠适度、味道鲜美，又有特有
的色泽，所以被各地厨师所喜爱。中医认为酱
味咸性寒，有解除热毒之功效，内服可解暑
热、内脏郁热及各种药毒、湿毒。张学良后来
活到 )&)岁，应该也和这种饮食偏好有关。
两次直奉战争，张学良都常住北京，因此

有机会接触到北京的谭家菜和宫廷菜。
谭家世代官宦，由广东南海迁至北京。谭

家菜是在清末谭宗浚时形成的，传到其子谭
篆青时已经誉满京城。谭篆青生于京城，宣统
年间任邮传部员外郎，辛亥革命后任议员。后
因家道中落，不得不偷偷操办家宴以补贴家
用。东莞人伦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中曾写诗描述谭家旧事。诗曰：“玉生俪体荔
村诗，最后谭三擅小词。家有万金懒收拾，但
付食谱在京师。”
谭篆青的谭家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文

化餐馆，深受文人政客的青睐。美食家张大千
在南京时曾空运谭家的黄焖鱼翅宴客，他盛
赞谭家的黄焖鱼翅、红烧鲍脯、白切油鸡是中
国美食中的极品。台湾美食家唐鲁孙更认为
谭家菜就是神品。谭家菜在民国初年还不出
名，在曹锟登上总统宝座之后，京城吃喝之风
盛行，才有人偶然发现谭家菜的精妙绝伦。
张学良最喜欢谭家菜中的白切油鸡。在

他看来，白切油鸡味道之鲜美，肉质之肥嫩，
是他吃到过的所有鸡菜都无法比拟的。这道
菜最早出自广东，食材要选那种自由散漫、一
边走一边啄食小虫的十五六个月大的仔鸡。
这其中选鸡也有技巧，在鸡的胸颈之间有一
块人字骨，摸上去如果软而有弹性，就恰到好
处。如果人字骨发硬，肉就会“发柴”，只能用
来调汤。做白切油鸡的时候，把仔鸡放到沸水
里滚 )-分钟就要捞出，这样才能保证它的肥
嫩。煮熟后的鸡要做到鸡皮爽脆、肉质软嫩。
然后将鸡去骨剁成小块，在盘子里码成整鸡
状上桌。蘸料的做法是将姜、葱、盐、蒜泥拌
均，盛入小碟。将油烧至微糊，淋到碟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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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糖尿病病人增多的主要原因

由于糖尿病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世界卫
生组织称之为 $)世纪的灾难。在发达国家，
糖尿病已成为导致人口死亡的第四大疾病。
在中国，它已经成为威胁健康的第三大杀手。

糖尿病本身危害一般，但它并发症发
生率高，造成多个组织器官毁损，导致严
重的致残性和致死性。首先，冠心病是糖
尿病的主要合并症，糖尿病并发或
引发冠心病的，高达 .$/(0；约 -+0

的!型糖尿病患者在确诊时已患有
冠心病。

权威调查表明：本病在中国的大
城市，合并各种心脑血管并发症者高
达 "(0。其中，高血压占 *'/%0，冠心
病占 $-/'0，脑血管病占 './(0，约
%+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血管并发
症，其中 .-0死于冠心病，为非糖尿
病患者死亡率的 $!*倍。而且，!型
糖尿病已被认定是冠心病的独立危
险因素。因此，防范心脑血管疾病，管
控血糖，治疗糖尿病是关键环节。此
外，约 $+0!(+0的糖尿病患者可发
展成糖尿病肾病。其中，相当一部分
将进展为终末期肾病，最后死于肾
衰。糖尿病又常诱发各种眼疾，严重的导致失
明。""0的 1型和 ,+0的!型糖尿病，病程迁
延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视网膜病变；不少
人最终将失明。糖尿病还可以导致足的溃疡，
严重者只能截肢。成年人中 *+0的足和下肢
截肢为糖尿病所致；且近年来有增加趋势。糖
尿病引起的急性并发症———如酮症酸中毒、
高渗综合征等，更为凶险，其病死率可高达
'+0!'-0。糖尿病还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
担。'"".年美国用于糖尿病的花费是 "%+亿
美元，其中 **+亿为直接的医疗消费，-*+亿
为间接花费。在中国，尚未见近期准确的数
据，但相信绝对不会低。而且，它还在快速增
加过程中。
可见，管控糖尿病，是防范健康大堤决堤

的关键性措施之一。
高热量、高脂肪饮食的增加、不规律的生

活方式以及体力劳动的大幅度减少等，是众
所周知的糖尿病病人增多的主要原因。换句
话说：库存大增，消耗骤减，导致了体内糖等

的堆积，是本病问题的关键。此外，还有一些
因素需要揭示。例如，已经明确：本病的发生
与遗传有关：人们早已发现糖尿病患者亲代
或同胞中，患病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因此，
可肯定遗传因素是本病发生的重要因素。其
中，1型和!型糖尿病都有遗传倾向。

自身免疫因素也在本病发生中起着作
用，人们在 1型糖尿病患者血液中发现胰岛

细胞抗体和胰岛炎性病变，表明本
病发病可能与自身免疫反应相关。
又如，已发现若干病毒感染可致实
验动物发生糖尿病。

然而，毋庸置疑，肥胖是!型糖
尿病发生的最重要诱因。
调查显示：体重指数（231）超过

#%（已经进入肥胖水平），两到三年
后有 "-0会发展成为糖尿病。!型
糖尿病好发于 *&岁以上成人，故年
龄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此外，
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一般比较拘
谨、情绪不稳，部分有固执、自卑或
抑郁、神经质及攻击性倾向。提示本
病患者情绪不太稳定，易喜怒无常、
焦虑，不容易适应环境，对外界刺激
常常反应强烈，并多数具有内倾性

格。
压力或应激可诱发糖尿病。研究者发现：

经历一场剧烈比赛的足球球员，或经历一场
有难度考试的学生，或观看一场比较恐怖影
片者，情绪高度紧张常可出现明显的高血糖
现象。临床上，糖尿病患者（主要是!型）发
病前或复发前也常有生活事件刺激，如人际
矛盾激化、个人生活失意、工作不顺及职场
压力、紧张，重大刺激等。可见，心理应激的
确可激发糖尿病发生。因此，结合糖尿病多
发于城市高压力人群，故压力、应激及情绪
因素被认为是促使血糖升高中及糖尿病发
生的危险因素。有人还提出了“情绪性糖尿”
的概念。另一方面，糖尿病患者遇到强烈的精
神刺激和情绪反应时，也会导致病情的反复、
血糖骤然升高。

此外，人们注意到约 #&0的抑郁症患者
尿糖呈现阳性，恢复期随之消失。总之，血糖
升高与糖尿病的发生，也有心理及压力因素
参与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