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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破例”

（1992年）1月23日，天气
晴朗，春风习习。小平同志今
天就要离开深圳到珠海。省
市领导和陪同人员、工作人
员都抓紧吃好早餐，不到 8
点就到桂园别墅前面等候。

这几天，在跟随邓小平
视察过程中，我深感老人家
的谈话不但对深圳特区、而
且对全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
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应该
尽快地报道出去。吃早餐的
时候，我向深圳市委书记李
灏、副书记厉有为汇报，极力
主张深圳的媒体要尽快把邓
小平在深圳的重要谈话的精
神报道出去。两位市委领导
听后都很同意我的意见。

吃完早餐，李灏拉着我
说：“走，去向邓办汇报。”

我们在桂园门前等了一
会儿，约早上 8点钟，王主任
出来。李灏马上向他汇报我
们的想法。

不一会儿，邓小平穿着
浅黄色的夹克，在老伴卓琳、
女儿邓榕的陪同下，从大厅
漫步到门口。李灏快步迎上
去，先向邓小平和卓琳问好，
然后就抓紧向邓小平汇报关
于深圳媒体报道的事情。

邓小平面带笑容，态度
和蔼，却没有听清李灏说什
么。“啥？”他笑着问李灏，又
望望女儿邓榕。

邓榕对着父亲的耳边，
大声地说：“李灏同志他们
说，您的讲话很重要，加上香
港有的报纸对您的讲话乱猜
测，希望深圳的报纸能做正
面报道。”

邓小平“啊”了一声，略
停顿一下，摆摆手，说：“不破
这个例。”

“不破这个例”，也就是
不同意我们公开报道。1989
年 11 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
会之后，邓小平辞去所有党
政军的重要职务，“正式与政

治生涯告别”。邓小平并要
求对他的活动也不做宣传报
道，以后也就成了“惯例”。

“大胆地干”

邓小平和家人从桂园出
来后都坐上中巴。谢非、李
灏、郑良玉、厉有为也乘上邓
小平坐的中巴，坐在邓小平
的旁边。我们其他人则很快
按照指定编号，坐上自己的
中巴车。

李灏汇报说，深圳办经
济特区，虽然中央给了一些
特殊政策，我们心里很明白：
在政治上一定要同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一定要认真贯彻
您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后10
年，深圳要深化改革，加快发
展，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大力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
业；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
革，放开一线，管好二线，把
深圳经济特区建成第二个关
税区。

邓榕接着说，“也就是
说，逐步过渡到在经济上与
香港更加紧密合作，甚至将
来可以与香港自由往来。”

李灏说：“对，对。这个
办法有利于深圳与香港的衔
接，有利于促进香港的顺利
回归。再有，就是我们要加
强特区的法制建设，通过建
立完善的法制，加快特区经
济与国际市场接轨；要改革
和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从根
本上打破大锅饭；要采取更
加灵活的政策吸收海内外的
更多优秀人才；我们还要改
革宝安县的农村建制，改为
深圳市 3 个郊区。以上，就
是我要向您汇报的今后发展
的规划。”

邓小平说：“你们的这些
计划，我都赞成。”他抬起右
手，有力地打了一个手势，

“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总
结经验，看到不对的就赶快
改，看到问题出来了要赶快

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这样，
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看一看谢非、李灏等
人虔诚、认真听讲的样子，又说：

“我刚才说了，第一条是不要怕
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尽
快改正。不要搞形式主义，更
不要搞什么大规模运动。当
领导的凡事要冷静考虑，才不
会耽误工作。”谢非、李灏马上
表示：“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
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

接着，李灏抓紧向邓小
平汇报关于深圳进入国际市
场，参与国际竞争的问题，说
深圳已经办起了保税工业
区。保税生产资料市场，做
了一些小规模的试验，如果
成功的话，将来进一步发展
到整个经济特区。要按照小
平同志说的，要敢试、敢闯。
此时，车上有陪同人员说，我
们很快就要到蛇口了。

“快一点”

9：30，车队到了蛇口客
运码头。邓小平走了几步，
突然回过身，向我们走来。
李灏、郑良玉马上迎上去。
我也立即跟在李灏他们后
边。老人家将右手抬到齐胸
位置，挥一下，语重心长地
说：“希望你们搞得快一点。”
这实际上是邓小平对深圳的
最后嘱咐。

李灏和郑良玉都激动地
表示：“我们一定会按您的指
示办。”邓小平上船以后，李
灏书记问我：“松营，刚才小
平同志说的话你听清楚了
吗？”我说：“听清楚了。他希
望我们要搞得快一点。”李灏
吩咐说：“这话很重要。你一
定要在记录稿里写出来。”

邓小平要离开深圳了。
海岸边、码头上的人们都深情
地挥手向他告别，许多人的双
眼滚动着泪珠，直到轮船的影
子越来越小。邓小平走了，可
是历史的轨迹还在延续。

1992年1月23日邓小平即将离开深圳前谈话

“不破例”和“快一点”

在纪念邓小平
同志南方谈话发表
20周年之际，《邓小
平南方谈话真情实
录——记录人的记
述》近日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发行。该
书 作 者 吴 松 营 为
1992年邓小平视察
深圳时的全程记录
人，曾任深圳特区报
社长兼总编辑等。

本报摘编该书
部分内容发表。

2012年1月，商务印书馆再版毛彦文回忆录
《往事》。本书涉及20世纪中国知识女性命运及社
会名流的诸多话题。1935年2月10日，66岁的熊希
龄和33岁的毛彦文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举行婚礼，
采用基督教仪式，轰动全国，新闻报道，数月不止。

熊希龄与毛彦文婚礼

熊希龄，湖南凤凰人，
16 岁中举，19 岁中进士，
21 岁点翰林，与张謇同
榜。1913 年 9 月，熊希龄
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兼财
政总长。后退出政坛，致
力于慈善。

毛彦文，浙江江山人，
曾赴美留学，后在暨南大
学、复旦大学任教。毛彦
文与其表哥、东南大学的
教授朱君毅有十几年的婚
约， 后朱毁约。此次婚
变，毛彦文受伤至深，“我
自幼至青年，二十余年来
只爱你一人，不，只认识一
个男人，这个人是我的上
帝，我的生命，我的一切，
现在你竟如此无情，所有
对你美丽的幻想，完全毁
灭， 我感到自身已无存
在的必要，我全部身心崩
溃了”，“有了这个惨酷的
经验，我对于婚事具有极
大戒心，遗志久延不决。
青春逝去，年越三十许，不
能不找一归宿。”

于是，有了轰动一时
的熊希龄毛彦文大婚。

毛彦文与熊希龄家族
断断续续有一些联系，她
在湖郡女校的同学朱曦是
熊的侄女，熊的侄子朱经
农曾与朱君毅和吴宓都是
同事。毛彦文与朱君毅解
除婚约的集会还是熊夫人
朱其慧提议并召集的。

当朱曦向毛彦文说到
这门亲事时，毛彦文的震
惊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
当然是年龄悬殊，辈分也
不同，另一方面，两人的社
会地位更无法相比。令人
意想不到的是，自朱曦提
亲那天起，熊希龄就由北
平南下上海，坐镇沧州饭
店，仿佛发了誓似的不娶
毛彦文不返北平。他不但
每日派人给毛彦文送信，
信中常附有他自己即时创
作和手抄的诗词，情意之
浓厚，措词之恳切，既有少
年的轻狂和激情，亦有老
人的持重和柔情。他还发
动数位亲友登门劝说，甚
至连他的亲生女儿也腆着
大肚子由北京到上海劝说
毛彦文。在两个多月的爱
情攻势中，熊希龄仿佛再
次回到了青年时代。

仅仅两个多月，吴宓
10年未攻破的堡垒便被熊
拿下。熊对毛的称呼已由

“彦文小姐”，改为“彦文吾
爱”，二人结婚水到渠成。

毛彦文回忆这一过
程，其实要简单得多，因为
在她这个年龄，需要求得
一个好的归宿，她不想再
在情感和生活中颠沛流离
了：“当时反常心理告诉
我，长我几乎一倍的长者，
将永不变心，也不会考虑
年龄，况且熊氏慈祥体贴，
托以终身，不致有中途仳
离的危险。”在经历了朱君
毅的背叛、吴宓的若即若
离后，与熊希龄结婚，在外
人看来颇不可思议，在毛
彦文的心里，却再顺理成
章不过。

毛彦文与熊希龄的婚
礼于 1935年 2月 9日在上
海西藏路慕尔堂举行(因
熊为基督教徒)，来宾五百
余人，把慕尔堂挤得水泄
不通。婚后两人相亲相
爱，毛彦文辞去了教职，迁
居北平，专心辅助熊氏经
营香山慈幼院。从熊氏婚
后写的许多诗词中可以看
出 ，熊 对 毛 彦 文 十 分 宠
爱。毛彦文以为找到了归
宿，熊希龄想要“长久享清
福”，未料美满婚姻却在
1937 年 的 香 港 被 粉 碎
——熊希龄突然病逝于香
港，这段以争议开始却颇
为美满的“奇缘”，以如此
刻骨铭心的方式结束了。

熊氏去世时，毛彦文
未满 40岁。此后，她继承
熊氏事业，在战争动乱年
代四处奔走，艰难维持香
山慈幼院运作，成为这个
著名慈善机构的精神支
柱。而她对熊氏的感情，
不但没有因为熊氏的离去
而消逝，反而愈加炽烈。

熊氏死后毛彦文未再
嫁人，两人无子女。抗战
胜利后，毛先后当选国民
党北平市参议员和“国大”
代 表 ，1949 年 去 台 湾 ，
1950 年赴美国，先后在加
州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任
教 ；1959 年 返 台 定 居 ，
1999年去世,享年10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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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初春，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