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这样的大领导，他的工作餐一定丰
盛无比”，笔者看到网上有人这样揣测。

事实上，邓小平的工作餐不仅谈不上丰盛，
而且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下面就列举
邓小平的几次工作餐，让大家感受一下。

专列上的正餐
据统计，从1951年到1994年，因到全国

各地出公差，邓小平共乘过专列78次，乘车
796天，视察了24个省、市、自治区。这些数字
表明，累计起来，相当于在这43年中有2年多
的时间邓小平是在专列上度过的。

如此说来，邓小平因工作需要在火车
上呆的时间挺长的，需要在火车上用“工作
餐”的时候也挺多的。那么，他的工作餐中
都有些什么样的菜呢？

事实上，邓小平的火车“工作餐”给当
年的列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时任
专列列车长的齐文明回忆说：“邓小平的工
作餐都是一些家常便饭，吃得特别简单，没
有特殊的要求。经常是炒青菜、西红柿炒
鸡蛋、砂锅豆腐等等这样的下饭菜。有时
吃剩下的菜，邓小平还叮嘱工作人员不要
倒掉，下顿热热再吃。

一次，邓小平行程比较紧，工作安排特
别密集，专列上的餐车乘务员想为首长补
充点营养，便准备了一小桶鲍鱼，想给邓小
平做。邓小平知道后，明确表示鲍鱼太名贵
了，不准做。

专列上的工作早餐
专家常说，早餐一定要吃好。邓小平在火车

上的早餐，常吃的是什么？就是吃油条、喝豆浆。
关于邓小平在火车上吃油条，列车长齐文

明还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一次，餐车厨师在制作
油条时把盐放多了。如果重新做，时间紧张，又
怕会造成浪费，于是厨师急中生智，将不放盐的
面同盐多的面混在一起，扔到了油锅里。结果
炸出来的油条，颜色和味道就不太均匀了。

没想到，邓小平吃到这份油条时很开心。
他还风趣地说：“我们今天吃了一顿鸳鸯油条。”
对于厨师这种节约的做法，邓小平特别赞许。

时下，“鸳鸯火锅”这种红白相间的四川火
锅已火遍全国。把咸淡混杂的油条叫“鸳鸯油
条”，也是邓小平的一个新发明了。

一种特殊工作餐

1961年4月，正是“大跃进”之后国民经济困
难时期，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
的邓小平积极响应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的号召，赴北京顺义开展调查。

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大中和顺义
县委第一书记李瑜铭回忆说：“邓小平在顺义时和
普通干部一样，顿顿吃的都是‘瓜菜代’。河里打
上来的水草，煮一煮也摆上了总书记的饭桌。

“瓜菜代”，这个特定历史名词已有半个世
纪的历史了，很多人都不清楚它到底是一种什
么东西。其实，它就是当年为了应对粮食极度
短缺的情况，以产量高的红薯、萝卜等食物代替
粮食作主食，有的地方也根据本地情况用当地
其他可食用的植物当主食，而出现的一种简称。

当然，严格说来，邓小平的工作餐里“河里
打上来的水草”，也就是些可以食用的水生野
菜，也是“瓜菜代”的一种。

回老家的工作餐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常到各地调研考
察。1980 年 7 月，他回老家四川视察。当时负
责邓小平伙食的厨师翟文斌回忆说：“当时通
知只做四菜一汤，多了不行，不能铺张。”擅长
做川菜的翟师傅用心做了四川豆花、红烧雪魔
芋、凉拌红椒嫩姜、峨眉泡菜和苦笋酸菜汤。
他相信，这四道正宗的川菜，老乡邓小平一定
会喜欢。

翟师傅回忆说，做完四菜一汤后，他有点
担心菜量不够，于是还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烩
菜。不过，这多出的一道菜并没有端到饭桌
上，因为被邓小平身边的后勤人员善意地阻止
了。

到了饭点，在一桌简朴而富有地方特色的
便餐前，邓小平举起筷子，欣然说道：“四菜一汤
好！什么也不再要了。”他吃得很开心。

事实证明，邓小平的工作餐没有什么“珍馐
美 馔”，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家常菜而已。

（摘自《党史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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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拉特恰赫利山位于前苏联北乌拉尔山区。
在当地曼西人的语言中，“霍拉特恰赫利山”意为

“死亡山”或者“死人山”。传说远古时代有9名猎
人在此被杀，从此人们便不敢再上山。这个传说
已经慢慢被遗忘，直到1959年伊戈尔·迪亚特洛夫
率领8名旅行者来到这里。

那年 2 月 1 日到 2 日夜间，9 名登山者（7 男 2
女）突然跑出搭在山坡上的帐篷。在零下30度的
寒冷黑夜中，只有两个人跑出时穿了鞋。没有人
活过那一夜。“迪亚特洛夫旅行团”就这样离奇死
亡，至今无人知晓他们为何不顾一切地跑出了帐
篷。

搜救队于 2 月底、3 月初在帐篷下方约 1.5 公
里处发现了5名年轻人的遗体。另外4人的遗体
于5月雪融化后被发现。调查人员发现，有3人死
于“巨大力量形成的”重击，其他人则是被活活冻
死。一具女性尸体被发现时，眼睛和舌头不翼而
飞。死者一些衣服样品上发现了超出标准两倍的
辐射痕迹。

天灾人祸？
负责调查“迪亚特洛夫案”的苏联刑侦人员

最初怀疑，游客们因踏足曼西猎人的圣山被曼西
人杀害，或是被附近监狱的逃犯所杀。然而，这
些假设均被推翻，因为曼西人的圣山位于迪亚特
洛夫旅行团的路线之外，而事发前几个月，附近
监狱也并未发生越狱事件，而且尸体上并未发现
武器造成的伤口。侦查结果还显示帐篷是从内
部被割破的，也就是说 ，死者是自己从帐篷中走
出去的。

1959年5月底，侦查人员宣告结案。官方给出
的登山者死亡原因含混不清：“游客们遇到了无法
克服的自然力”。

对于官方给出的结果，很多人显然不买账，
于是种种猜测不断涌现。一种最流行的推测是
游客死于雪崩或滑坡，但搜救人员并未发现任何
自然灾害的痕迹。此外，令人费解的是，几名游
客是向山下奔跑，而不是奔向山侧，有经验的登
山者都不会这样做。

还有一种推测认为，是苏联的军事试验导致

的 9 名登山者死亡。1959 年 2 月到 3 月，几名目
击者曾经待在距离事发地不远处的大山中，他们
表示看到天空中有移动的“大火球”或者“光
斑”。加上遇难者衣服上的辐射痕迹，部分调查
者怀疑苏联在事发地附近进行了秘密火箭的试
验。

因此有人认为，遇难者是被运载火箭所排出
的有毒气体云笼罩，因此跑出帐篷。不过，这种
猜测也有不合理之处，那就是为何遇难者跑了很
长时间？那段时间山口在刮风，有毒烟雾应该很
快就会被吹散。

特工谋杀？
俄罗斯的任何神秘悲剧事件都免不了被染

上特工阴谋的色彩，迪亚特洛夫旅行团死亡事件
也不例外。在名为《如影随形的死亡》的调查报
告中，作家阿列克谢·拉基金提出如下猜测：游
客们是被美国特工所杀。

拉基金认为，旅行团中有克格勃秘密特工，
需要与美国间谍见面，转交放射性服装的假样
品。

然而，骗局在最后时刻被识破了，愤怒的西方
间谍杀死了苏联特工，顺便也杀死了其他的游
客。批评者对拉基金提出的主要疑问是：为什么
苏联特工要在乌拉尔山深处见美国间谍，大城市
中不是更容易隐藏吗？此外令人不解的是，为什
么美国人只是杀人，而没有毁尸灭迹？

还有一种猜测认为，游客是被克格勃特工杀
死的，他们的任务是除掉看到导弹试验的目击
者。还有人认为，苏联内务部特种部队将这些游
客当成了逃犯，因此误杀了他们。

除了上述猜测外，还有“精神病发作说”“野兽
攻击说”等假说，不过每一种猜测都有其不合理之
处。

将近 60 年过去，霍拉特恰赫利山上到底发
生了什么我们至今无从知晓。斯维尔德洛夫斯
克州前州长埃德瓦多·罗谢利今年初指出，即使
是今天，关于这一事件的档案仍属“联邦级机
密”。

（据《环球时报》）

1959年前苏联
“死亡山”事件的未解之谜

像刘备那样聚拢人才靠谱吗

说起三国用人，清代著名学
者赵翼说：“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

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
说刘备以性情相契，确实眼光独到。所谓

性情相契，是指双方性格情感都相当契合。
相对于权术驾驭来说，性情相契更具有感召力，

更能发挥人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另一方面，非
凡“性情”的外在展现是个人魅力。刘备受人爱戴的性

情是其重要来源。可惜的是，这种个人魅力却无法像其国
君之位一样得到有效传承。

《三国演义》中的生动描绘，让三顾茅庐的故事深入人
心。刘备求贤若渴，不顾劝阻，顶风冒雪，拜访孔明。草

堂之上，宾主倾心，一篇《隆中对》，为刘备的事业做
出了规划性设计。直到刘备死后，诸葛亮仍苦心

孤诣，为汉室兴复鞠躬尽瘁。君臣相知相得，
成为历代佳话。然而，三国之中，蜀汉人才

衰微，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仅仅
依靠英主名臣的友情、欣赏，吸引的

人才终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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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贤者兴，人才是一个国家和政权走向强大
的重要条件。历代有为君主都不遗余力地招揽人
才。因为环境、对象、目的、手段等的不同，他们的
人才策略也呈现不同的特点。三国时期是群雄逐
鹿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谈及三位雄主的用人特点
时，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概括为“曹操以权术相驭，
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曹操和
孙权暂且不论，说刘备以性情相契确实眼光独到。

所谓性情相契，是指双方性格情感都相当契
合。相对于权术驾驭来说，性情相契更具有感召
力，更能发挥人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刘关张桃园

三结义是小说虚构的情节，但是《三国志·关张马黄
赵传》中确有记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
弟。”又《三国志·先主传》中说刘备“少言语，善下
人，喜怒不形于色。好结交豪侠，年少争附之”。他
任平原相时，“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
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能够
做到同床而卧、同席而坐、同簋而食，不仅说明彼此
间的相处真的是相当契合，也说明是本乎性情，毕
竟凑合和伪装是很难做到这些的。

与人相交 有情有义

刘备不同寻常的“性情”不仅表现在日常相
处，还体现在待人与容人等方面。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徐庶是刘备很看
重的谋士，但是曹操扣留了徐庶的母亲，所以徐庶
不得不向刘备辞行去曹营。虽然刘备非常需要徐
庶这样的人才，然而终究没有阻拦，放了徐庶离
去。刘备能理解黄权、徐庶的苦衷，尊重他们的选
择，说明他是真正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虽份为
君臣，相交相处却是有情有义的。

容人有量 延揽士人

《三国志·庞统法正传》记载，刘备取益州的计
划进展顺利，在涪城举行宴会，置酒作乐。结果庞
统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刘备
发怒将庞统赶出宴席。不久刘备后悔了，又将庞
统请回来，二人“宴乐如初”。“性情相契”也难免会
有摩擦和过失，如果君主没有宽宏的器量，就算招
得来也很难留得住。

虽然性情更多是先天的，但是考察刘备“性情相
契”这一用人特点的形成原因，可以发现跟刘备后天
的环境和出身不无关系。曹操拥有曹氏和夏侯氏家
族众多精英子弟的支持，孙权拥有父兄打下的江东

基业。刘备只是一个织席贩履的落魄皇族，可谓是
白手起家。然而正是因为出身低微，又平易近人，所
以跟底层士人没有隔阂，可以做到与他们同床而卧、
同席而坐、同簋而食。从三国臣僚群体的出身背景
来看，曹操任用的大多是汉臣，孙权依靠的是江东大
族，而刘备招揽的则多是出身不高的士人。也许正
是共同的出身使他们有了更深的共鸣。

得于性情 失于性情
刘备“性情相契”的核心是“性情”，他的一生事

业可谓得益于此也失之于此。得益于此，是指刘备
以其非凡的性情配合其广施仁义的指导思想，成功
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仁义之君的形象，为其赢得了卓
著的声望，所产生的强大政治凝聚力与感召力，在
他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徐州牧
陶谦病重时嘱咐糜竺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
于是陶谦死后，糜竺便带人迎接刘备入主徐州。荆
州刘表和益州刘璋也因为刘备的声望，对刘备的到
来在一开始都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失之于此，是因为这个人才策略有一个致命
缺陷，就是成败全系于刘备一身。

一方面，如果刘备头脑清醒，便能把“性情相
契”的效果发挥到最大，吸引更多人才前来效力，
那么蜀国的事业便蒸蒸日上。一旦刘备纵情任
性，则后果不堪设想。如著名的伐吴之战，赵云劝
谏刘备不要伐吴时就把局势分析得相当清楚，他
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
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
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
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
因为性情相契，刘备拥有了关羽张飞两位铁杆帮
手，为他的起家兴业出了大力。但他为了替关张
报仇而置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于不顾，倾举国之
力兴兵伐吴，最终大败。经此一役，蜀国国力遭受
重创，从此由盛转衰。

另一方面，无法有效传承。非凡“性情”的外
在展现即是个人魅力。刘备受人爱戴的性情是其
个人魅力的重要来源。可惜的是，这种个人魅力
却无法像其国君之位一样得到有效传承。《三国
志·先主传》中说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
然而当刘备故去，继位的刘禅和辅政的诸葛亮都
不具备刘备这一独特魅力，所以蜀国后期人才凋
零，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局面，其国
势日衰便是难以避免的了。 （据《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