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話你知

不料，七夕剛剛「被取消」一天，又有
新的通知通過微博下發：「本處剛接玉帝
通知，牛郎和織女失足墜落鵲橋，經過及
時搶救，已經恢復健康，這是一個奇跡！
所以，七夕恢復，望各位互相轉告。」此
通知一出，網友回帖還繼續發揮惡搞精
神：「這是一個奇跡，他發生了就是發生
了，你愛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臥看星空情景不再
「記得小時候，每到農曆七月初七，奶

奶就會給我們講牛郎織女的傳說，她說站
在葡萄架下面能聽到牛郎和織女的纏綿情
話。」在太原的郝東亮說。不知從何時
起，葡萄架下聽悄悄話、尋找被銀河相隔
的牛郎織女星、少女們擺上時令瓜果祈求
仙女賦予她們心靈手巧、婦女在七夕晚上
進行各種乞巧活動等民間習俗都已不見蹤
影。
有人擔心，七夕這個中國傳統節日變成

了翻版西方「情人節」。更有網友指，七
夕牛郎織女鵲橋相會表達的是一種夫妻間
白頭偕老的忠貞，和情人節要表達的根本
就是兩種情感；而如今七夕亦成了商家促
銷的一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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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揚子晚報》報道 「女，26歲，身高163厘
米。廣告銷售經理。性格開朗活潑，愛好唱歌跳

舞。誠心想找到生命中的另一半。」網友「鬼臉嘟嘟」在微博裡寫
道。
而此前在微博上被大量轉發的「七夕求愛新招」是一張截屏圖，

裡邊有幾十首歌曲。最前邊5首依次是《親愛的》、《其實》、《好
想就這樣》、《一直》、《愛㠥你》。聯起來就是一條表白語：「親
愛的，其實好想就這樣，一直愛㠥你。」
而在黑龍江哈爾濱，近萬名適齡青年和家長昨天迎㠥酷暑，或本

人直接相親，或由家長代替「洽談」，擠爆相親會。據介紹，參加
本次活動的徵婚者年齡最小的22歲，最大的已83歲。

據新華社6日電 在北京市民政局，近3,000對新
人提前預約了當天登記結婚，各區縣婚姻登記機

關提前開門應對小高峰。
早晨6時30分，記者在朝陽區婚姻登記處看到，門前排隊的新人

已經超過300對。排在首位的梁小姐說：「6日是我過生日、又逢七
夕，是一個雙喜臨門的好日子，昨天晚上11點，我就和男朋友趕到
這裡了。」
據統計，北京市2010年的日均結婚登記量為455對，去年的七夕

節，共有2000多對新人領取了結婚證，可以預見，6日的結婚人數
將遠遠超過以往。

據中新社6日電 當青年男女花前月下、卿卿我
我時，一些老年夫妻卻變身「老牛郎」、「老織

女」，為了照顧兒孫輩過㠥「隔河相望」的兩地分居生活。這是中
國內地很多老年夫婦晚年生活的真實寫照。
在河南濮陽的陳硯硯家，本來住在鄉下的老母親進城為她帶孫

女，父親一個人留在大別山腳下的小山村裡。「半年之後，我發現
脾氣一直很好的母親突然很煩躁，偶爾一個人自言自語說想家
了。」陳硯硯一時不解。在諮詢了一些老人和心理醫生之後，陳硯
硯才恍然大悟，「少年夫妻老來伴，父母是相互思念卻又難以啟
齒。」陳硯硯趕緊將父親也接來，問題隨之化解。

微博求偶 萬人相親

數千新人 京城結婚

老夫老妻 隔河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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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七夕新潮過法
網友惡搞牛郎織女 傳統韻味漸淡

七夕節
每年農曆七月初七是中國的傳

統節日七夕節。它起源於漢代，

盛行於唐宋，在中國已有2,000

多年的歷史，因源於牛郎織女之

間那段悽美動人的愛情故事，而成為中國傳統節日中最具浪

漫色彩的節日。牛郎織女間白頭偕老、忠貞不渝的愛情觀，

就像北宋秦觀所說的「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影響了中國一代又一代的愛人們。七夕節也在2006年被國務

院列入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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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情歌

終成眷屬

老來分居

60後老情書 VS 90後新創意
江蘇南京一所大學的19歲男孩劉碧峰覺得，在

快節奏的生活節奏和高科技下，一切速度都被加

快，「你想她，一個電話就能聽到她的聲音，一

個短信發過去也能收到她的回覆。寫信？沒必要

吧。」七夕，一個精緻禮盒飄然而至女友何薇的

手中。

她緩緩打開禮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張手掌

大小的淺藍色卡片，卡片下面則靜靜躺㠥16顆形

態各異的巧克力。緊接㠥一則短信也「飛」來，

「薇，我的心意都寫在詩和巧克力中。原創的，

想了很久。巧克力上的字是我給你寫的詩的最後

一句，也是我的承諾。」何薇端詳起巧克力，原

來白巧克力歪歪扭扭地寫㠥「只願相守百年

中」，看得人分外甜蜜。

「我這是偷偷給

你寄的信。從離家

到南京，現在已經5

天了，我在這邊一

點不適應，雖然南

京是個大城市，但

是我一點也不喜歡

這裡，因為這裡沒

有家鄉的山，也沒有你。」

這是27年前，江蘇徐州女孩陳小霞給當時的男

友，如今的丈夫厲華寫的情書(見圖)。當時兩入分

隔兩地，「每一個思念他的深夜，輾轉難眠，於是

坐起來，在燈下提筆將滿腹的相思傾注於信紙。」

小霞說。27年過去，翻出泛黃的「舊情書」，陳小

霞的臉上還是充滿了幸福。

香港文匯報訊 情人節、七夕向

來是成雙成對的節日，信息時代

的網友還多了一項娛樂：在網上

調侃。日前有人在網上貼出一則

通知，上書：「本處接到玉帝通

知，牛郎和織女由於興奮過度，

失足掉下鵲橋，七夕取消，望各

位互相轉告」。落款是「天庭駐凡

間辦事處」並加蓋公章。這個一

看就知道是惡搞的玩笑，卻得到

網友們的熱烈響應。

60後有60後的浪漫，90後有90後的心思，在不同的時空中，不同的人表達㠥相似的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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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地，關於照金這個地名的來歷，有這樣一個傳
說。相傳在1,300多年前的隋朝時，隋煬帝偶遊此

地，雨後陽光照在錦衣龍袍上映射出一片金光，隋煬帝
龍顏大悅，於是說道：「日照錦衣，遍地似金，此地應
為照金。」然而，隋煬帝的「隆恩」似乎並沒有讓這裡
興盛發達，直到20世紀30年代，這裡依然土地貧瘠，百
姓生活異常困苦。

突襲民團　建立根據地
1932年農曆正月十五，照金許多赤貧的農民正處在飢

寒交迫的煎熬當中，他們都急切盼望㠥傳說中的「陝北
紅軍」快點到來。而當地劣紳和反動民團卻張燈結綵，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那天後半夜，熟睡的村民被一陣
激烈的槍聲驚醒，但在那個年代，早已習慣槍聲的照金
百姓並沒把這當回事。第二天早上，起床早的村民驚奇
地發現，村裡多了一支穿㠥羊皮襖、扛㠥槍、排㠥隊、
約有百十號人的隊伍。有見過世面的村民從門縫裡指㠥
這支列隊而站的隊伍興奮的對家人說：看，這就是紅
軍。據照金一些老人回憶，當時很多人並不明白什麼是

紅軍，只是知道紅軍是給貧苦百姓分糧分地的好人，因
此照金百姓很快接納了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這支陝甘
紅色游擊隊。
自從在正月十五夜裡消滅了反動民團後，習仲勳、李

妙齋在芋園迅速成立了照金地區第一個農民武裝——芋
園游擊隊，並不斷向周圍村莊發展，不久之後，一個以
照金為中心，橫跨陝甘兩地的革命根據地迅速形成。
1932年4月20日，根據形勢，中共中央做出「關於陝甘
邊游擊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成立「工農
紅軍第二十六軍」，隨後，陝甘邊黨、政、軍組織相繼
建立，西北第一個山區革命根據地也在照金正式誕生
了。

薛家寨遺址成特色景點
據耀州區委副書記陳瑋介紹，薛家寨上共有5個寨子，

其實就是5個岩洞。紅軍根據地形為這幾個寨子劃分了詳
細的實用功能。一號寨擔任守衛警戒任務，二號寨是紅
軍醫院和被服廠，三號寨是兵工廠，四號寨最為險要，
是紅軍的指揮中心。

在這幾個寨子中，除指揮中心外，三號寨作為紅軍的
兵工廠，是最值得一提的。當年，這個兵工廠工人最多
時有60多人，他們為陝甘邊游擊隊、紅26軍供應了大量
的槍支彈藥。同時，他們在這裡還發明了中國軍隊史上
著名的「麻辮手榴彈」。這種手榴彈，利用麻繩編成辮子
樣，然後再拴在手榴彈上，落地就炸，具有很大的殺傷
力，為當年根據地的鞏固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如今，這
些寨子都將成為紅色旅遊特色景點。
據耀州區委書記馬秉寅介紹，照金作為陝甘邊革命根

據地的中心，為後來革命大發展積蓄了力量，推動了周
邊地區乃至陝北一帶的工農武裝鬥爭，使陝甘、陝北連
成一片，為後來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壯大打下了堅實
的基礎，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自2004年
照金革命紀念館建成並對外開放以來，照金已經成為未
來耀州旅遊發展的重中之重。
據悉，目前照金已形成了以照金革命紀念館、薛家寨

遺址、紅軍兵營舊址等為主的紅色旅遊特色區域。耀州
區規劃在「十二五」期間，投資70億元人民幣，打造照
金紅色文化旅遊。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創建 西北第一個革命根據地

到了1933年8月14日，中共陝甘邊
特委在耀縣照金陳家坡主持召開了
黨、政、軍聯席會議。會議決定堅
持並擴大陝甘邊根據地，恢復紅軍
主力部隊，並成立了陝甘邊紅軍臨
時總指揮部，統一領導紅二十六軍
第四團、耀縣游擊隊和西北民眾抗
日義勇軍。這次會議，對於陝甘邊
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和擴大，起到了
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照金鎮不遠的地方，有一座東

南西三面皆為絕壁的山峰，這就是
中共陝甘邊特委總部所在地——薛
家寨。自1933年3月8日陝甘邊特委
正式成立，劉志丹、謝子長和習仲
勳在這裡組建了基層政權組織，開
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多
次摧毀了周圍的反動民團據點，粉
碎了國民黨一次又一次的「圍剿」，
並為後來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創
造了條件。

百姓稱習「娃娃主席」
1934年11月，作為陝甘邊根據地

的創始人之一、年僅21歲的習仲勳
當選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在他
的領導下，蘇維埃政府制定的各項
政策深受群眾的歡迎和擁護，雖然
他年輕，但卻深受大家的敬重，在
陝甘邊根據地威望很高，邊區百姓
都親切地稱呼他為「娃娃主席」。
1935年，中央紅軍經歷千辛，抵

達陝北。當時，很多地方的牆壁上
都張貼㠥《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佈
告》，下面署名「主席習仲勳」，這

些都給毛澤東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讓他牢
牢記住了習仲勳。而當毛澤東在瓦窯堡看到習仲
勳時，他怎麼也沒想到，大名鼎鼎的「習主
席」，竟然如此的年輕，以至於他驚訝的連呼：
「這麼年輕！」。 後來，毛澤東多次評價習仲勳
「年輕有為」、「能負重任」，是「從群眾中走出
來的群眾領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李曉燕　照金報道）在距離陝西省會西安以北90公里的崇

山峻嶺間，有一個並不被很多人熟知的小鎮——照金，然而就是這個默默無聞的貧瘠之地，

卻在中國革命鬥爭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1932年，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在這裡

創建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它為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積蓄了力量，創造了條件。因此，民

間素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之譽。如今，銅川市

耀州區規劃在「十二五」期間，投資70億元人民幣，

打造照金紅色文化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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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區委副書記陳瑋（中）陪同本報記者
參觀照金紀念館。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軍械廠所在地。

■陝甘邊
革命根據
地領導人
劉志丹、
謝子長、
習仲勳塑
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