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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菩萨“米拉”
不久，这位德国大夫就名声大

震。一天，土河坪卫生学校的一名学
员不慎摔伤了尿道，由于小便阻塞、膀
胱肿胀，小伙子又急又痛，呜呜直哭。

在用木板架起的简易手术台
上，米勒第一次使用了从瑞士带来
的手术器械，由中国医生做助手，局
部麻醉后，米勒果断下刀，迅速找到
断裂的尿道，敏捷地做了缝合。尿道
接通了，尿排出了。几天后，小伙子
欢蹦乱跳地出现在土河坪，成了新
闻人物。他不厌其烦，绘声绘色地讲
述自己身上发生的奇迹。
从此，米勒名声大震，在缺医少

药的敌后根据地，来了一位外国菩
萨的消息引起了轰动。人们纷纷前
来向他求助。这可忙坏了米勒。他除
了在医院为伤病员治疗外，还为周
围的老百姓治病。甚至远近的妇女
生孩子，也请他接生。无论刮风下
雨，或是三更半夜，米勒对群众有求
必应，与百姓亲如家人。当地老百姓
都叫他“米拉”大夫（山西武乡的农
民把“勒”字读作“拉”音）。
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们，对这几

位真诚来到中国的外国朋友发自内
心的欢迎与感谢。米勒提出，想体验
一下有当地特色的“抗日饭”。朱总
司令欣然允诺。于是，当地农民为几
位贵宾做了一桌“太行饭”—黄澄澄
的南瓜和香喷喷的小米饭。
不久，米大夫他们再次坚决地

要求到战地一线从事救护工作。八
路军总部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安排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和巴苏华
随一二九师一个团参加战斗。爱德
华因为病倒了，必须送回印度治疗。
米勒则留在八路军总部医院工作。

与日军周旋反扫荡
!"#!年底，为了适应战争环境

和作战需要，一二九师卫生部决定

缩小休养所，由师部医务顾问米勒
大夫组建一支医疗技术较强的手术
队，在太行山区各根据地巡回医疗。
手术队一共九人，到过邢台，去过濮
阳、内黄地区，往返在辽县、榆社、武
乡，进入过太岳区。尽管日军对太行
山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疯狂的
扫荡，原位于麻田的八路军总部都
不得不数次撤离，米勒敬佩的左权
将军也不幸牺牲。
但是米勒根据自己参加反“扫

荡”的经历，摸索和总结了一套对付
敌人的办法：一是不能跟随大部队
走，因为部队是日军寻找、攻击的主
要目标；二是不能追随大批村民走，
因为他们目标大，容易成为日军发
泄的对象；三是不能同日军开进的
方向一致，因为容易被日军追上；四
是不要进还没有被敌人扫荡、洗劫
过的村子，因为这些村子很可能成
为日军进攻的地方。

尽管日军的“扫荡”非常残酷，
但是米大夫率领的手术队比较精
干，行动自由，与敌人玩起了捉迷
藏，穿梭奔波于日军扫荡部队之间，
活跃在广阔的太行山区。
米勒自豪地对中村说过，他参

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黄崖洞保
卫战”“五一反扫荡”，也曾经一次紧
急转移 $%%多名重伤员。“百团大
战”时，米大夫在战地医院救治伤病
员，日夜奋战，接收一批一批从战场
上抬下来的伤病员，顾不上吃饭和
休息，有时一天之中抢救伤病员
!%%多人。
“百团大战”结束后，一二九师

组建了一所重伤病员医院，把 &%%

多名重伤员集中手术。虽然医院人
手少、药品缺，医疗条件差，但米勒
他们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用老百姓家的门板当手术台，点蜡
烛照明，就这样抢救了许多重伤员。
由于米勒个子大，在低矮的门

板上连续做手术、换药，腰累得直不
起来，就干脆跪在地上干。
有一天，米勒正在做手术，一个

老乡来报告说，日本鬼子就要到村
里来扫荡了，大约还有八里路的距
离，时间相当紧迫！
情况紧急，伤病员 $%%多，其中

危重病人 '%多，而所有工作人员加
起来也不到 $%人。米勒当机立断马
上转移，把所有伤病员转移到山上。
米勒一边指挥护士搀扶着轻伤

员上山，一边亲自与老乡一起用门
板抬着重伤员。重病人要四个人抬，
山路又窄又陡，磕磕绊绊的很难走。

他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为了与敌
人抢时间，米勒与大家竭尽全力，把
伤员一个个地藏在山上的石头缝或
山洞里。他山上山下不知来回跑了
多少次，背了多少伤病员，心里只有
一个念头，不能让伤病员落到敌人
手里。在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下，$%%
多名伤病员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地
带。最后一名重伤员刚抬上山，日军
就到了村里，真险！这次行动仅有一
名姓王的重伤员在山洞里牺牲，$%%
多伤员全部获救，但米勒却累倒了。

一切为了病人
一切为了病人，是米勒的原则。

这个感人故事是中村同事的哥哥蔡
培森告诉中村的。
蔡培森在百团大战时被日军瓦

斯弹击中，身负重伤，被担架抬到了
一二九师野战医院，为他治疗的正
是米勒。
与蔡培森一起送来的共有五个

特重伤员，都是肢体里有诸多弹片。
当时，战事紧张，医药紧缺，一般对
难治而没有生命危险的伤员往往采
取截肢手术，这样伤口愈合快。
可是米勒没有这样做。与蔡培

森同病房的一个病人，是陈锡联旅
的战士，膝盖里有弹片。米勒为了保
住他的腿，反复考虑治疗方案，设法
既能取出膝盖里的弹片和碎骨，又
不加重关节的损伤。经过一天的细
致手术，米勒取出了弹片和碎骨，保
住了这个伤员的腿。
蔡培森也是膝盖里有弹片和碎

骨，米勒同样用了大半天时间进行

手术，取出了弹片和碎骨。但是，由
于身体虚弱，伤员全身麻醉后休克
了，处于生死的边缘。米勒及时注射
强心针，挽救了他的生命，也保住了
他的肢体。五名重伤员全部保住了
肢体，重返战斗岗位。
蔡培森在治疗期间，亲眼看见

米大夫在缺少医疗用品的情况下，
反复使用经过蒸煮消毒的用过的纱
布和棉球。
当时领导照顾国际友人，给米

勒一些营养品，可他舍不得吃，全给
了重伤员补营养，空闲时还与工作
人员以及轻伤员一起上山背柴。

彭德怀赠皮夹克
自从米勒来到第十八集团军，

三年的奔波转移，繁重的医疗任务
加上缺乏营养，他壮实的身体逐渐
被拖垮了。除了消化道疾病外，还患
上了细菌性痢疾，生命一度垂危。刘
伯承得知后立即要求卫生部关心米
勒的健康，把当时治疗痢疾的最好
的药给他用上，指示一定要治好他。
米勒与彭德怀的感情很深厚，当

年在延安，米勒曾与彭德怀在土炕上
通宵聊天。彭德怀看到米勒变得如
此瘦弱，立即从身上脱下自己的皮
夹克，披在米勒身上。彭德怀说，皮
衣虽然旧了些，也短了些，但还是可
以挡挡风寒。不久，米勒又感染了伤
寒，高烧持续不退。
军区卫生部长钱信忠亲自带领

最好的医生给他会诊，在万分困难
的条件下，想方设法调来了葡萄糖，
并派了特别护理，用鸡蛋羹、小米稀
饭、白糖等来给米勒滋养身体。八路
军总部经常来电询问米勒的健康状
况，再三命令一定要尽一切力量使
他脱离险境，恢复健康。邓小平还专
程来看望米勒。

(")%年代，中村陪同米勒重返
太行山，在彭德怀当年住过的窑洞
里，米勒久久不肯离去。

战斗在太行山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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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讨之后，哈丁决定亲自治疗比利，并要
求同事们在医院里不提及或谈论其他人格的
名字，特别是当着其他患者的面。第一天就参与
和比利对话的伊佳护士，现在已加入了比利的
治疗小组。她在 &月 $)日的护士日志中写道：

在一个月内& 争取让比利承认别人证明

他曾经做过的事' 计划()!*他否认会弹钢琴

时& 应告诉他工作人员看到或听过他

弹钢琴&让他面对事实+)"*他否认自

己写过字条时& 应告诉他工作人员的

确看见那是他写的+)#*当他自称是另

一个人格时&应提醒他的名字是比利'

哈丁医生向亚伦解释了他的治
疗方法，因为病房的其他患者经常听
到不同人格的名字，对此大为不解。
“那有些人还自称是拿破仑或耶

稣基督呢。”亚伦说。“那不一样，如果
我或医院的其他工作人员今天叫你
丹尼，明天又叫你阿瑟、里根、汤姆或
亚伦，我们都会被搞糊涂的。我建议
在医护人员和其他患者面前，所有人
格都使用比利这个名字，而……”
“他们不是‘人格’，哈丁医生，他们是

人。”“有什么不同？”“你称他们为人格，就
是说你不相信他们真的存在。”

'月 )日，在特纳进行一系列心理测试
后的几天，伊佳看见比利生气地在房里走来
走去。她询问出了什么事，比利用英国腔回答
道：“谁知道！”
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比利的脸色突然变

了，走路姿势和说话方式也全都变了。
她知道一定是丹尼出现了。她此时清楚

地看到了不同人格截然不同的表现，开始相
信比利具有多重人格。现在，她是护士中唯一
“相信”这一点的人。

过了几天，比利气哼哼地来找她。她很快
便察觉眼前出现的是丹尼。他注视着她，感伤
地说：“我怎么会在这里？”
“你说的‘这里’指的是哪儿？”她问道，

“你指的是这间病房，还是这个建筑？”他摇摇
头：“有些病人问我为什么会到这家医院来？”
“特纳医生为你检查时，你可以问问她。”她
说。当天晚上，特纳完成所有检查后，比利便
一言不发地跑回自己的房间，走进浴室洗脸。

几秒后，丹尼听见房门被推开然后又关上的
声音，他瞥了一眼，发现是一位名叫多莉妮的
年轻女患者。
他虽然很同情她，但是对她并不感兴趣。

“你有事吗？”他问道。“我想问问，今晚你为
什么生气？”“你不该来这儿，这样做违反规
定。”“但是你情绪不好！”
“因为我发现有人干了一些非常可怕的
事，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此刻，有
人走近，接着传来敲门的声音，多莉
妮见状立刻冲进浴室将门关上。
“你干什么？”他严厉地低声说，

“我就要有大麻烦了，全都乱了！”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好了，比利、多莉妮！”护士伊

佳高声叫门，“你们两个人准备好了
就出来吧。”

*"+"年 '月 "日，护士伊佳记
录道：发现比利和另外一位女患者
在浴室里&灯关着' 问他为什么&他

说必须单独与她谈谈& 因为他发现

自己做了一些事' 特纳博士做心理

检查时& 比利得知自己曾强奸过 #

名女士' 他为此痛苦地流出了眼泪&并说,让

里根和阿达拉娜去死吧- . 哈丁医生打来电

话&我们向他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比利后来被

安置在特别监护室接受监护'几分钟后&我们

发现他坐在床上&手里握着浴衣腰带&两眼仍

在流泪&他说要杀了他们' 经过开导&他交出

了浴衣腰带&腰带原来绑在他的脖子上'

特纳的测试结果表明，不同人格的智商
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特纳发现，丹尼在接受测
试时表现出潜在的敌意，亦即他需要借助外
力来抵消自卑感和缺失感。汤姆比丹尼成熟，
能将压抑的情感具体表现出来。他的精神分
裂症状明显，而且对其他人最漠不关心。里根
的暴力倾向则最强。

她还发现阿瑟最有智慧，或许就是因为他
有智慧，所以能够指挥其他人。虽然他拥有优势
地位和优越感，但也会情绪不安，总认为自己受
到了威胁。就情绪而言，亚伦似乎比较理智。

特纳还发现这些人格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即：具有女性身份认同和强烈的自我超越
感。她并未发现他们有精神病倾向，或精神分
裂症状。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王唯铭

! ! ! ! ! ! ! ! ! ! ! ! $%&韦尔斯大桥

时代进入到 $,世纪 $%年代。这时期的
上海，以我个人说法，它正处于白银时代的
初始阶段。必须解释一下“白银时代”。白银
时代也就是银元时代，亦是民间的“大洋”时
代，一个银元，一块大洋也。*"$%年，整个中
国尽管混乱不堪，各路由镇守使转变而来的
大小军阀都在做着一统天下的黄粱美梦，但
经济的发展却是循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
轨迹而稳步前进，尤其南方，尤其上海。那
年，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了“费两改元”的建
议，即将通用的银两改成银元，北洋政府一
口答应了，即使是所谓的军阀，也有他们锐
利的眼光。

现在，我要逐一说说那些架设在上海白
银时代的苏州河上的座座桥梁，这些桥梁倘
若脱离了白银时代，是决然没有可能建成的。
先来听听苏州河史专家之一的郑祖安先

生对苏州河所建桥梁的一个统计：截至 *"'"

年，恒丰路桥以东 &-./公里的苏州河下游河
道上，工部局共建造钢筋混凝土或钢桁架桥
共 **座，恒丰路桥以西至中山路桥的 "-&/

公里的上游河道上，有木桥 .座、铁桥一座。
郑先生特别强调了这么一点，这说明华洋两
界在财力、技术能力上的悬殊差别，苏州河
东、西部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郑
先生还指出，华界当局建造的第一座桥是汇
通桥，今日恒丰路桥，时间是 *"%&年。

现在，让我们开始穿越，从苏州河河口到
圣约翰书院，在这一段苏州河最经典的河道上
凌空而去，逐一俯视那一座座苏州河上的桥。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或许还要从上海被唤

醒的黎明时分？是的，上海史这时也早已定格
了那个时期：那时，英帝国领事巴富尔与大清
国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在 *)'/年 *%月 $"日
达成了《上海土地章程》，划定了租界范围，确
立了“永租”原则，还规定了那张“上海道契”必
须经上海道台的核查并加印方能够生效。

道光二十四年，也就是 *)'+年 *$月 &*

日，西方洋行的宝顺、怡和、和记、仁记、义记、

融合等，各自得到了上海道契，
在黄浦江边租得了土地。那时，
获得上海道契的还有了不起的
麦都思。

如要说得更加细致一点，
宝顺是上海第一个与原住民达成草签协议的
洋行，时间是 *)''年的 /月至 .月，租地面
积为 *&-)亩，宝顺洋行的道契为英册第一
号，在第八号分地上，租地人就是宝顺洋行的
老大，那个因自己过于嚣张的举止而在中国
近代史上留下不佳名声的颠地·兰士禄。在
《*)'"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中，宝顺洋行
租地的具体位置是今日“九江路以南，四川中
路以东，中山东一路以东，第九分地以北”。
宝顺洋行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与颠地

先生的眼光老到毒辣有着相当关系，那宝顺
洋行所北临的公路，即后来的九江路，为一个
斗鸡场。开埠前，这里是外滩一地原住民的公
共娱乐场所，也是农闲时分原住民赶集热闹
之地。上海开埠后，西方人逐一进入，此处又
经营起将轮船拖拉进港的纤绳实业，因而又
被叫做“打绳路”。
外滩头块租界的九分地中，第一分地是

被“万行之王”的怡和洋行所租用，年份与宝
顺洋行完全相同，也是道光二十四年，只不过
月份晚了点，它是在 *)'+年的上海秋天，拿
到第三号的上海道契。
“一郡之要害在上海，上海要害在黄浦，

黄浦之要害在吴淞所，吴淞所之要害在李家
口。守李家口以据贼上游，守黄浦口以遏贼横
渡，守御不出此”，李家口作为扼守苏州河与
黄浦江的要冲之地，无论哪个上海道台都是
十分清楚的，因它的东端是清军炮台，它的西
侧是清军哨所，宫慕久将英租界划在李家口
以南，盖因如此。
苏州河一部壮美无比的桥梁史，它的发

生，是在这李家口；它的成长，有赖于上海的
白银时代。现在，我将叙述之指指定一个人
物，他的出现，是在上海还没有进入白银时
代，换一种说法，则是上海还在使用本洋、鹰
洋，但龙洋使用却还有待时日，这个人出现在
了李家口，也叫李家庄，李家场。

时间大致应该在 *)/. 年 *% 月的某个
上午，当然也可以是下午。他叫韦尔斯，国籍
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