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州媽媽網一條網帖《晒晒一個家庭的最低消費》
近日引發熱議，網友「鐘村遷遷媽」細算了一家

三口每月開支，指出即使不供房、不養車，廣州一個家
庭的月開支也要7K多元。網友列出的支出項目一共有20
項，從上網費到衣服鞋子再到柴米油鹽，羅列的十分細
緻。其中包括：上網費：平均每月140元；有線電視：17
元；物業水電：400元；電話費：200元；社保：880元；
贍養父母：600元；一家三口衣服：200元；鞋子：210
元；孩子學費（高中）：350元；孩子生活費：600元；
孩子住宿費：平均每月150元等等20項花銷，總共7,200
元。

三口家月入5萬才會幸福
「還沒有包括喝酒吃飯什麼的，還是在我沒有車不供

樓的情況下，這個數字是差不多2年來的統計結果。接下
來孩子讀大學估計每個月要增加1,000元左右，到時每個
月還得要8K基本消費。」網友「遷遷媽」感嘆，「難怪
老公天天哀嘆工資不夠平均工資的10倍，沒有幸福感。

廣州
平均工資5K，也

就是月入5W（5萬）才會幸福。
按照這樣計算，我還差4倍。」

「鐘村遷遷媽」的感嘆引發眾多網友共鳴。網友
「engel0603」表示，8K元在廣州只能滿足基本生活。還有
不少網友附和，覺得在廣州生活越來越累。不過，也有
網友並不贊同要月入5萬才會幸福，「心態最重要，富豪
也不見得就幸福」。

「月光族」贊同「啃老」
有當地媒體統計了廣州近年來有關生活成本的網帖，

發現從2007年每月1,500元能夠基本維持生活，到2011年
每月需要三至四千元，廣州的生活成本確實在不斷地提
高。一項調查顯示，當前廣州青年人的平均月收入為
3,163.45元，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在1K元到4K元之間，而

「月光族」佔了35%。不少「月光族」需要通過各種方式
彌補支出，在廣州有7%青年人公開表示贊同「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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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宓(1894-
1978)，陝西涇
陽 縣 人 。 字 雨
僧、雨生，筆名
餘生，中國現代
著 名 西 洋 文 學
家、國學大師、
詩人，有中國比
較 文 學 之 父 之
稱。圖為年輕時
的才子吳宓。

日記就是一個人生活的殘骸。魂
魄已經出竅，活力歸於僵化與黯
淡。《吳宓日記》不然。它是一面
見微知著的鏡子，照出20世紀中國
現代學人的心靈史之外，更反映人
性深層的優長和弱點。

《吳宓日記》起自1910年，止於
1974年，前後歷經半個世紀。其中
前十冊記錄了他1910年至1948年的
優裕、華麗、紛繁的生活，於1998
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留美，與陳寅
恪及湯用彤並稱為哈佛三傑；創辦
並主編《學衡》；錢鍾書考入清華
大學外文系成為他的得意門生，師
生詩詞唱和，等等。《吳宓日記．
續編》後十冊記錄了他1949年至
1974年的歷程，2006年仍由三聯書
店出版。先後均由吳學昭彙編註
釋。不過在上世紀60年代以後，他
在文字中調子逐漸滄桑、沉鬱，顯
得淒苦而無助，似乎被陰霾壓得喘
不過氣來。

本性浪漫 苦追妻子閨蜜多年
吳宓固然是一個嚴謹的學術大

師，但他的婚戀生活令人不敢恭
維。當年他的著名的三角戀鬧得眾
人皆知，令其生活變形，心靈不
安，反反覆覆，持續多年。簡言
之：1921年8月，留美歸來的吳宓與
陳心一結為伉儷，但同時愛上陳心
一的閨密毛彥文。情感斷斷續續，
心緒時好時壞。陳寅恪對他看得透
徹，說他本性浪漫，不過為舊禮教
道德所「拘繫」，感情不得抒發，積
久而瀕於破裂。「猶壺水受熱而沸
騰，揭蓋以出氣，比之任壺炸裂，
殊為勝過。」

他終於離婚，但仍不得要領，用
情於枝枝蔓蔓。內心複雜，斷亦不

能斷，續亦不能續。如，他1930年4月日記中即
對婚姻充滿感傷，因寫道：「以往賞心樂事，都
不曾知。及與心一結為伉儷，鮮結伴出遊。只自
幽居傷感。今已離婚，而舊事不可磨滅。即使有
合意之人而再結婚，相偕來遊，亦必為他人側目
指數，內心亦多傷悲，終難有快樂歡愉之一
日。」

被父指斥 無情無禮無法無天
他苦追毛彥文多年，所作所為超乎常規、離經

叛道，如，將給毛的情詩公開刊於報章，被其父
指斥為「無情無禮無法無天」。其間又多愁善
感，患得患失，反覆無常。如，他在日記中，曾
懷疑毛「曾被棄遺，情苗已枯」，甚至說，「蓋
女子之嫁，多為經濟之有人供給。苟性慾不強，
必致失望。」云云。（二之一）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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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胞弟骨灰與妻兒合葬
周恩溥（1899－

1945），是周恩來的
大弟弟，1945年1月
初，在山東被國民
黨抓起來，讓說出
周恩來的去向，但
他始終不說，嚴刑
拷打後沒幾天即含
恨去世。本月25日
中午，周恩溥終於
和妻、兒「團圓」，
他們的骨灰合葬在
河南焦作鳳凰山公
墓。

後人從不炫耀隱居54年
1957年起，周恩溥唯一兒子周榮慶一家一直居住在河南焦作

市，他的伯父正是開國總理周恩來，他們卻從不炫耀自己的身
世。如今，周榮慶已去世，他的愛人晉菊清——一個73歲的老太
太和大兒子周志勇生活在一起。周榮慶、晉菊清育有兩男一女，
孫輩也是兩男一女，孫女已結婚成家。目前，祖孫三代11口人
中，只有周榮慶的大兒子周志勇有正式工作，其他人均靠做些小
生意、打工維持生活。他們就這樣平凡、平靜、平常地在焦作度
過了54個春秋。

周恩溥的孫子周志勇告訴記者，爺爺的骨灰葬在山東，奶奶和
父親的骨灰葬在焦作北山，如果不是焦作鳳凰山公墓特意照顧，
將親人的骨灰安放在一起還真有些困難。焦作鳳凰山公墓的成主
任說，為了表達對一代偉人周恩來的敬仰，同時也為其後人提供
一個祭奠追思先人的場所，陵園特免費為周恩溥先生及其家人建
造了墳墓。

生活清苦從未向人抱怨
周志勇說，他奶奶王蘭芳、三爺周恩壽，都在戰爭年代落下嚴

重傷病，新中國成立後不能正常工作，周總理每月從自己400元
的工資中，拿出100元給三弟，拿出50元給二弟媳。看病吃藥錢
也是總理根據需要另給的。周總理專門交代周榮慶：「這50元
錢，是給你媽媽的，你們誰也不要用。你們花錢，自己掙。」這
種資助，一直持續到周恩壽的6個子女參加工作，持續到王蘭芳
去世。

記 周總理的囑託，周志勇這些後代，現在的住房雖然寒酸、
生活雖然清苦，但從來沒向組織上伸過一次手，也從來沒向誰抱
怨過一句。 ■中新社

三 口 家 嘆 穗 消 費 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廣州一向被認為

是內地生活成本較低的城市之一，不過，一則晒窮網帖近

日引發網友共鳴，稱廣州消費水平逐漸走高，月入

8,000（8K）仍然不夠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雨馨　理縣報道）

以「賞紅葉、浴溫泉、看寨子，體驗藏羌風情」
為主題的中國．四川米亞羅紅葉溫泉節，25日
在「藏羌走廊，吉祥理縣」盛大開幕。

據了解，此次活動將向公眾推介獨具藏羌風
情魅力的東方神秘古堡—桃坪羌寨、盛唐歷史
文化古鎮—薛城古鎮、博巴森根故鄉—甘堡藏
寨、歐洲風情村落—古爾溝丘地村等一大批精
品旅遊村寨，以及精心推出的「一廊四情」魅
力遊、自然風景觀光遊、避暑養生休閒遊、歷
史文化體驗遊、紅色文化尋跡遊5條精品旅遊
線路。

當地還將在「東方古堡—桃坪羌寨」舉行
「藏羌民俗文化論壇」，來自四川省、阿壩州內
外的旅遊、藏羌民俗文化專家、學者將圍繞

「如何有效傳承和開發理縣獨具特色的藏羌文
化資源，促進理縣文化旅遊產業不斷發展壯
大，促進理縣經濟和各項事業可持續發展」等
方面暢所欲言、交流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亞權　上海報

道）猶太攝影師Sam Sanzetti上世紀20年代
在上海經營影樓，他留下的200多張人物
照片，一個月前在以色列被意外發現。近
日，以色列駐滬總領事館正通過各種渠
道，在上海尋找這些老照片的主人。

據了解，Sam Sanzetti於1927年在上海南
京路開設了一家影樓，由於技術精湛，很
快便成了上海最受歡迎的攝影師之一，影
樓也擴展至4家。期間，很多中外人士在

他的影樓留下了精美的照片。
以色列駐滬總領事館官員介紹，通過照

片中人物衣 推測，他們中不少人是那個
年代的名流，攝影時間應在1930年至1950
年之間。「這些照片保存完好，是Sam
Sanzetti的繼子一個月前無意中發現的。」

這位官員說，從本月24日起，以色列駐
滬總領事館在官方微博上陸續公佈了這
200多張老照片，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並
認出這些照片中的人物。

川米亞羅紅葉溫泉節盛大開幕

猶太攝影師遺作 以駐滬領館代尋影中人

月入8K

■一名猶太攝影師上世紀20年代在上海經營影樓，留下「美得讓人說不出話」的照
片，你是他（她）嗎？你認識他們嗎？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25日在焦作鳳凰山陵園舉行周恩來胞弟周恩
溥骨灰安葬儀式。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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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的月光族。

■藏羌民眾載歌載舞，以羌紅哈達歡迎參加紅
葉溫泉節的來賓。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雨馨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