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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好友、與周作人在日本有
同住情誼的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
象記》中說：「作人的妻羽太信子
是有歇斯台裡性的。她對於魯迅，
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
糊塗，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
曾經是周氏兄弟學生的俞芳也回憶

說，朱安夫人曾「很氣憤地」向人說
過：「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
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
『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
兩個『孤老頭』冷清死。」

二人暗示 事因信子
顯然，在知情人看來，羽太信子

對魯迅和他的元配夫人朱安是非常
不滿的。關於這點，魯迅、周作人
雖聲明「不說」，但暗示卻是有的。
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
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

月，在所作《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復仇
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
一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
從出，從放，也就是說「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
出的」。這個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關於這點，周作人在自己的晚年也有承認。1964

年11月16日，他在給鮑耀明的信裡又說：「魯迅事
件無從具體說明，惟參照《五四點滴》中所說及前
次去信，約略已可以明白。」但是，翻閱趙聰《五
四文壇點滴》中有關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證
魯迅日記中有關兄弟失和的記載外，也僅有如下幾
句：「許壽裳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
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
願同他一道住。」看來，周作人肯定了一點：兄弟
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願同魯迅一道住。但
是，為什麼「不願」呢？周作人卻沒有說。

闊手當家 魯迅不滿
另一種說法認為，魯迅兄弟失和，起因於經濟上

的糾紛。持這種觀點的人羅列了一些與魯迅、周作
人關係密切者的看法。
周建人回憶說：「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

北京後，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
節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是個例外。她並
非出身富家，可是派頭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
土。家中有僕人十幾個。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
來潮，飯菜燒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
飯菜退回廚房，廚房裡趕緊另包餃子；被褥用了一
兩年，卻不要了。這種種花樣，層出不窮。魯迅不
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
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魯迅曾感歎地對我說，
他從外面步行回家，只見汽車從八道灣出來或進
去，急馳而過，濺起他一身泥漿，或撲上滿面塵
土，他只得在內心感歎一聲，因為他知道，這是孩
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請的都是外國醫生，這一下
又至少得十多塊錢花掉了。」
俞芳在《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魯

老太太曾對人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
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
大先生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
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
去借，是不好的。」(六之三)

■摘自：《解密歷史：民國十五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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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烏長成人形不足為奇，可
蘿蔔也長得和人一樣，稀奇不？
27日上午，在江蘇徐州白下路賣
蘿蔔的安徽小販包先生，就向附
近居民展示了自己種植的一個人
形紅蘿蔔(見圖)。
包先生在路北擺了一個攤，三輪車和地上擺的都是蘿蔔。在

三輪車內顯眼位置擺 一個人形紅蘿蔔：只見這個蘿蔔長 粗
壯的「四肢」，「四肢」最前端長 根鬚；「雙臂」張開，類似
歡迎的姿勢，有明顯的「胸」部，「雙腿」之間還有「男根」。
由於形狀很像人，這個紅蘿蔔引起了行人們的注意，大家紛

紛圍過來觀看，有人還掏出手機拍照。有人問這個紅蘿蔔用的
是什麼肥料？包先生稱用的是農家肥，多為雞糞，長成這個樣
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這個蘿蔔拔出來的時候還長 蘿蔔纓
子，就在『頭』那個位置，可是鄰居們過來看的時候給拽掉
了，否則更像人。」 ■中國江蘇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廣州的女老師葉萬紅，教了12年書並曾任小
學校長，卻摒棄當下教育模式，希望讓自己
的孩子在「愛與自由」中接受教育。
為了給孩子找到合適的幼兒園，葉萬紅曾

搬過四五次家，卻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學
校。這位被稱為「現代孟母」的女老師葉萬
紅，從去年開始，辭職在家，專心教育孩
子，開始扮演起母親和老師的雙重角色。她
的行為得到丈夫的大力支持。
為了滿足有共同需求的家庭，夫妻倆建立

「六月小學堂」，目前已有3個小孩加入該學
堂。這3個孩子非常有代表性，一個父母是白
領，一個父母是公務員，而另外一個父母則
是小企業主。
葉萬紅給自己的學堂設置的規模是8個人。

她把自己的行為定義為一場教育的實驗，按
照設想，她打算讓孩子至少在這裡讀完小
學。如果那個時候沒有其他好的出路，那麼
回體制內的教育也並非完全沒有可能。她為
此諮詢過教育部門，出路並沒有問題。

不滿教育呆板「現代孟母」自辦學堂 殘疾鄉村教師 兩指執教十三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虎靜 綜

合報道）貴州水城縣野鐘鄉發射
村59歲鄉村教師高學堂，1996年
因燃放煙花爆竹發生意外，以致
左手肘關節以下被截肢，右手僅
剩大拇指和食指。但是，慘遭噩
夢的鄉村教師在家休養兩年後，
毅然拿起課本走向講台，一教就是13年。
慘遭斷臂之痛的高學堂最初幾年吃盡了苦頭，拿粉筆的右手

總是顫微微的，由於長時間用力過猛，他僅有的兩根手指骨骼
均已彎曲變形，無法伸直(見圖)。
據了解，高學堂所有的上衣，左邊都有一個口袋，裡面別有

一支紅筆，每當攤開學生的作業本，他熟練地用右手僅有的兩
根手指夾出上衣口袋中的紅筆，再遞到嘴邊，然後用牙齒咬緊
筆帽，便拔出了紅色簽字筆，最後再將筆帽吐在辦公桌上。高
老師的下嘴唇也因此有幾段紅色的線條，有的還延伸到下巴。

28日，北
京 京 港 地
鐵 公 司 與
國 家 圖 書

館在北京地鐵4
號線聯合推出以

「同享閱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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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波是韶關市始興深渡水瑤族鄉橫嶺村下村組
人，06年他考入廣東商學院市場營銷系，成

為讓村裡人羨慕、父母驕傲的一名大學生。不料09
年，張波決定孤身遊歷全中國。

且遊且掙錢 兩個月掌握藏語
他的第一站從雲南開始，隨後遊歷了廣西、雲

南、海南、四川、西藏、青海等16個省。為了不讓
父母操心，張波在此期間沒有向父母要一分錢。
「我每到一個地方就會在餐館做一段時間服務生，
還有教老外中文，做翻譯，甚至當『黑導遊』。」
「西藏是我停留時間最長的一個地方，在那裡呆

了4個多月。我在一家餐館打工時，僅用了2個月時
間就初步掌握了藏語，在探險的過程中，許多藏民
無私地給我提供了吃喝、指路、借宿。」

有驚亦有喜 無人深處鬥群狼
長達2年的探險生活，充滿 生與死的考驗。最

驚險的3次，他可謂已經一腳踏進了鬼門關。
一次是今年9月，張波正在西藏一處無人區深

處，陶醉於雪山日落那壯美的景觀。突然一隻野狼
悄無聲息地從身後撲了上來偷襲。他強忍 劇痛，

抽出匕首反手就朝狼身上猛扎過去。野狼哀嚎 ，
身上連中4刀，落荒而逃。
10月20日，張波隻身進入被人稱為「死亡之海」

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當他走到沙漠深處時，突然
發現自己唯一指明方向的指南針壞了，只能按照日
出日落辨別方向。他艱難地在沙漠中掙扎 ，「走
了4天4夜，水已喝乾了」。然而，求生的慾望支持
他深一腳淺一腳憑 感覺往沙漠公路的方向走。

可到了第6天，還是一望無際的茫茫大漠。「這時
我已經3天沒喝過一口水了，我留下了一段自拍視
頻和臨終遺言，喝完最後一口二鍋頭，等待死神的
到來。」
接近崩潰的他出現了幻覺，恍惚間他依稀看到了

草原、河流，他瘋了似的往前跑 。走了整整一夜
後，已經接近虛脫的他終於看到了象徵 生命的胡
楊林⋯⋯
還有一次，他徒步去扎達高原，正在帳篷中休息

時，突然發現自己被狼群包圍了。後來他用白酒點
燃了衣服製成火把，這才嚇退了群狼。

穿越生死線

為了追求遊遍中國的夢想，廣東商學院

2006級學生張波在大四那年突然作了一個出

乎所有人意料的決定：背個大包，探險中國。

在長達2年的探險過程中，張波徒步4000多公

里，完成了孤身翻越5400米的崑崙山脈、用

雙腳丈量無人區、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瑪

干沙漠等一系列壯舉。本月初，張波結束了長

達2年的探險歷程回到了廣州。 ■《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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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波在西藏和小藏民合
影。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 張波於川藏高原留影。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葉萬紅和學生在室外上課。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雞糞育人形蘿蔔 路口引圍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