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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實集團旗下北京東方廣場自2000年開業以來，一直
為北京的地標建築，其匯聚國際知名品牌的商場、雲集
財富500強企業的寫字樓以及提供五星級服務的酒店和服
務式住宅，十年來為國內外人士提供購物、商貿、住
宿、消閒娛樂的最佳選擇。為慶祝十周年，北京東方廣
場今日特別舉行十周年活動揭幕禮，並推出「十周年閃
亮優惠」。
由即日起至2011年1月15日，每人以人民幣1,000元（最

少兩人同行）即可入住「東方豪庭公寓」一晚及於「北
京東方君悅大酒店」內享用豐富早餐和健身游泳設施。
於「東方新天地」消費滿人民幣1,000元，更可參加抽
獎，有機會贏取10克黃金。此外，東方廣場並安排免費
導賞團，由專人介紹東方廣場各部分。
北京東方廣場坐落於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1號，佔地

10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80萬平方米，是目前亞洲最
大的商業建築群之一。項目由四部分組成，包括「東方
新天地」購物商場、五星級的「北京東方君悅大酒店」、
「東方豪庭公寓」服務式住宅以及「東方經貿城」甲級寫
字樓。此外，東方廣場地底更設逾1,800個車位的室內停
車場，切合駕車人士需要。

世界華人藝術家振興中華藝術 長實旗下北京東方廣場
開業十周年推多重優惠

薈萃中華藝術瑰寶

展覽秉承弘揚中華文明精
髓，展現中華藝術瑰寶，

促進國際藝術交流的宗旨。揚州
雕版成為眾多參展作品中的亮
點。來自揚州市廣陵古籍刻印社
的李江民，帶來二十多件雕版印
刷作品參展。他是雕版印刷傳承
人，祖宗留傳下來的雕版他加以
發揚光大，作品有《金剛經》及
《釋迦牟尼圖》等。展覽會上他
以餖板，即席示範作為世界「非
遺」的人手雕版印刷技術，用朱
砂印製《四美圖》，據稱是中國
最早的雕版裝飾畫。
是次展覽由香港中國國際交流

出版社發起，與世界藝術家協
會、世界華人交流協會、世界文
化藝術研究中心、世界華人集團
及世界日報社（香港）主辦。

「第十三屆世界華人藝術大會」展覽於近日在香港大會堂開幕。是次參展作品來自世界各

國及地區，精品薈萃、精彩紛呈，雲集山水、花鳥、工筆仕女、水彩畫、油畫及數碼影像

等。各地藝術家遠道而來，帶來多幅作品參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陶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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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東方廣場有限公司總經理蔣領峰手持香檳，與多名
進駐東方廣場十年的租戶共同慶祝東方廣場十周年。

■（左起）朱屏慈善基金會主席朱屏博士、香港太子獅子會會長賴妍彤博
士、澳門美術研究院主席伍志杰教授、香港玉器商會永遠名譽會長邱斌博
士、世界藝術家協會副主席方三馨博士、雕版印刷大師李江民、世界華人
藝術大會組委會主席周建、世界華人交流協會秘書長趙雷，一同出席「第
十三屆世界華人藝術大會」開幕禮。

第十三屆世界華人藝術大會在港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平 鹽城報道）有
豐富港口、土地、海岸線、「風光」資源

的江蘇鹽城市近三年投入300億元以上用於城
市基礎設施建設，帶動產業能級擢升。截止
10月底，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增長44.4%，預計
年內地區生產總值將突破2000億元。
鹽城堅持精細化原則推動城市建設，先後擴

新建了機場、火車、汽車站，城市主次幹道幾
乎全部進行新一輪改造，公共交通BRT的投入
使用，使其擁有了蘇北第一條城區快速公交系
統。鹽城迎賓館、國際會展中心、水城度假酒
店一批服務業集聚區和重點項目投入使用，文
化藝術中心、體育館、圖書館和博物館社會公
益事業項目相繼落成，鹽城一躍成為近年來江
蘇省內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
產業發展在原有的紡織、機械、汽車、化

工四大產業為主要支撐的工業體系基礎上，
重點培育了風電及風電裝備製造、節能環
保、電動汽車、海洋生物、電子信息、新材
料、新醫藥等7個新興產業和石油機械、船
舶、節能電光源、鹽化工、綠色食品加工24
個特色產業。目前，國家批准在鹽城沿海地
區建6個20萬千瓦的風電場，已完成風電裝機
55萬千瓦；正在建設中的新能源汽車產業
園，被江蘇授予首個「新能源汽車產業基
地」，香港協鑫與江蘇悅達已達成意向，計劃
投資3億美元開發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及管理
系統項目；節能環保產業園與復旦大學、南
京大學等數十家大院大所建立了產學研合作
關係，引進億元以上項目37個。業內人士估
計到2015年，鹽城24個特色產業都將達到百億
元銷售規模，佔全市工業比重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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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還善於在國際交往中，使用
詼諧幽默、生動形象的語言，來闡明
深刻的思想，讓人們樂於接受，易於
接受，牢記在心。
1957年11月，十月革命40周年到來

了，毛澤東受蘇方邀請來到莫斯科參
加慶典活動。在慶典活動期間，毛澤
東還借助莫斯科大學的講壇，面對在
場的三千多名中國留學生，即席發表
了一段經典名言：「世界是你們的，
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
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
寄托在你們身上。」風趣而深邃的話
語，博得留學生陣陣笑聲和掌聲。

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美國前總統老布什敘述了毛澤東同

他會見的一個片段：「基辛格點點
頭，然後轉了話題：『我們非常重視
我們之間的關係。』毛的反應是，舉
起一隻拳頭，伸出另一隻手的小指。
他指 拳頭說：『你們是這個』。又伸
出小指說：『我們是這個』。『你們有
原子彈，而我們沒有。』由於中國10
多年前已有核武器，毛顯然指美國在
軍事上比中國強大。」
但是，對於任何強大的敵人，毛澤

東從來都沒有表現出膽怯，而是勇敢
地面對。早在1946年8月他在與美國記
者斯特朗談話時，就提出了關於帝國
主義和一切反對派都是紙老虎的論
斷。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舉行的
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發言中，
毛澤東再次提到這一觀點。他說：1946
年蔣介石向延安發動圍剿時，「我們
有一條信心。那時一個美國記者到延
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我同她談話的時候談了許多問題，蔣介石、希特勒、日
本、美國、原子彈等。我說一切所有號稱強大的反動派統
統不過是紙老虎。原因是他們脫離人民。」

嘲諷高段 入骨三分
毛澤東的幽默、詼諧，在國際偉人中是出了名的。究竟

是什麼因素造就了這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幽默的性
格？國際著名作家韓素英在作了仔細觀察後說：「毛澤
東幽默來自辯證法。在任何情況下，他都能一眼看到事
物的對立面。正是這一點成了他的語言的特色，也是他
所制定的方針政策的特色，他的幽默有時真是鋒芒逼
人。他雖極不喜歡殺人，可如要嘲諷起人來，卻是入骨三
分。」（二之二，完）

■《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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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實習記者 邊慧娟、劉林

子 鄭州報道）12月18日中俄跨國尋親節目《等 我》播
出後，62歲的黎遠康跨國尋親故事深深打動了中國億萬
受眾。
當年，黎遠康的父親黎懷鈺在新疆與蘇聯姑娘瓦蓮金

娜結婚，並在1948年生下黎遠康。1955年，由於長期兩
地分居，黎遠康的父母離婚，母親帶 姐姐回了蘇聯，
後來中蘇交惡，黎遠康失去了與母親的聯繫。
55年來，黎遠康從沒有放棄尋找母親，自從中蘇關係

解凍後，只要有人去蘇聯，都托人給當地紅十字會帶封
信，信裡加一張泛黃的全家合影。他說：「55年來，我
家一直給媽媽留把椅子，這椅子是我給母親準備的，逢
年過節，全家團聚，我多麼希望，忽然有一天，母親突
然出現在這裡，她就坐在這把椅子上。」
2009年，通過俄羅斯的公益尋親欄目《等 我》，黎遠

康與自己的媽媽和姐姐見了面。2010年，黎遠康的母親
和姐姐來到中國，與黎遠康重享失去了55年的天倫之
樂。

冬至，廣東素有「冬至大過年」一說，受糯米漲價影響今年湯
圓價漲一成。
據江門街市檔口老闆介紹，糯米粉賣3.5元/包，單價漲了5毛

錢，比去年漲了近兩成，好一點的賣到5塊以上。「糯米粉漲
價，湯圓進貨價也比去年貴了一成。」沒餡的5元/斤，有餡的則
要6塊一斤，但大部分採購的師奶因平日買得少，因此也不太介
意。
據資深師奶介紹，三口之家買一包糯米粉就夠了，煮好湯圓拜

祭祖先後，家人圍桌共食湯圓，取閤家團圓之意。除閤家共食
外，還要分贈鄰舍，共慶豐收。 ■《南方都市報》

四川人在冬至有喝羊肉湯的習俗。近日，成
都的兩大羊肉湯鍋聚集地三官堂和小關廟的羊
肉價格飆漲，從一周前的每斤50元飆到現在每
斤70元，可是仍舊抵擋不住民眾冬至吃羊肉湯
鍋的熱情。在小關廟，老闆們均表示，已經準

備好了冬至前後兩天48小時不打烊。
21日，三官堂的眾多羊肉湯鍋店一座難求，

門都要被擠爆了。店門口，進不了的客人排起
了長隊，開始了「排位戰」，等上一輪吃完再
安排。店裡面，客人基本上是坐得背靠背。而
當天小關廟的羊肉湯店預訂率也已經超過了
80%。有食客下午4點就從家裡出發前來佔
位。
據悉，冬至當晚羊肉價格可能衝上100元一

斤。 ■《華西都市報》

在北京生活了十年的王先生這幾天一直想買
些紙錢，按照家鄉江蘇的老規矩在冬至給

先人們燒些紙錢，然而轉遍了住所附近的幾個市
場，都沒有買到。「北方大部分城市都沒有在冬
至這天給先人燒紙的習慣。」王先生有些遺憾。

江蘇人冬至祭祖
土生土長的北京市民張瀟從來沒有「冬至買不

到紙錢」的煩惱。「北方一般都在大年三十或者
清明節那天給先人燒紙，冬至我們北京人沒有這
個習慣。」
據中國民俗學會副秘書長鄭土有教授介紹，冬

至祭掃和清明祭掃雖然都是祭奠先人，但最初起
源有所不同。冬至以後，中國就將進入數九寒
天，經歷一年中最冷的一段時期。冬至祭掃的最
初起源是為了給先人「送寒衣」。「一般在南方
部分地區有這樣的習俗。」鄭土有說。

北吃餃子 南吃湯圓
張瀟指21日那天商場裡出售速凍水餃的冰櫃前

圍了很多人，買餃子皮的地方也是，都是來給冬
至做準備的。「北方有句俗話兒叫『冬至不端餃
子碗，凍掉耳朵沒人管。』從我小時候開始，冬

至這天就必須
得吃餃子。」
張瀟說。
在北京一家

沃爾瑪超市工
作的王小姐告
訴記者，冬至
是速凍食品開
始熱賣的一個
重要節日，從
這天開始，元
旦、春節大家
都少不了速凍
食品了。「除
了餃子以外，
賣的最火熱的就是湯圓了，不過聽顧客們在買東
西時說話的口音，有的能很明顯地聽出來是南方
人。」她說。
「冬至吃湯圓是我們蘇北的老習慣了。我們南

方人吃東西比較講究，除了湯圓之外，我們還有
吃青菜豆腐，喝雞湯的傳統。」江蘇人王先生
說。儘管在北京生活了十年，但他還是堅持 家
鄉的習俗。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邊慧娟 鄭州報

道）在民間早有用體溫孵化鳥蛋、蛇蛋的
故事，但是河南安陽老翁喬金山卻用體溫
把珍稀樹種—鳥柏的種子暖發芽了，這種
珍貴的植物連北京林業專家在實驗室裡研
究3年都沒有育苗成功。

實驗室3年育苗沒成功
據了解，喬金山在2000年初從北京一所

林業學校的師生的口中得知，安陽內黃二
帝陵有「一雄一雌」兩棵鳥柏。師生多次
努力，想培育樹苗，但是在實驗室研究了
3年都沒有成功。從那以後，喬金山一直

關注鳥柏的生長，並下決心要培育鳥柏幼苗。2003年，喬金山查閱資料得知，鳥柏種子要發
芽，必須在實驗室恆溫中才有希望，於是他就把自己的身體當作一個恆溫實驗室，把種子放在
腰間貼身保存。一個月後，種子真的發芽了！經過7年的努力，喬金山先後培育出3代鳥柏共千
餘棵。

■油畫《毛澤東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澤東在此
次會面中講出「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 網上圖片

■喬金山培育的鳥柏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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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翁體溫孵出珍稀樹苗花甲翁跨國尋母55載終得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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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北方有吃餃子的習俗，京
城各大飯店的餃子生意十分紅
火，圖為工作人員準備煮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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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華人有傳統在冬
至吃湯圓，圖為在新加
坡一戶人家，兩名小朋
友在吃湯圓。

本 內容：神州大地 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