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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內，工人們在施工中挖出大量古代動植物
化石，其中一塊化石內的動物像一隻大鳥—

疑似翼龍化石。
據洛川縣博物館劉館長介紹，新發現的化石

種類很多，化石上的圖案有樹葉、竹子、珊瑚

等動植物形狀，大小尺寸各不同，但顏色大多
呈黑褐色。「化石發現後，我們曾經找縣上幾
個讀地質學的研究生看過，幾個學生認為的確
是古代動植物化石。其中最大的一塊化石重約
20噸，另外有一個化石上面呈現出一隻大鳥的
圖案，好像是恐龍時代的翼龍。如果真是翼龍
化石，那可是首次在陝北地區發現。」劉館長
興奮地說，此次發現的還包括一些恐龍蛋化
石。■

備受關注的龍年生肖票《壬辰年》
特種郵票將於1月5日正式發行，此
前，其圖樣早已通過網絡等媒體面
世，並引起眾多郵迷和網友的議
論。有人說這龍的造型看起來有點

「兇神惡煞」，有人則說是種霸氣，
還有人覺得這枚龍票很像清朝的大龍

票，並猜其源於九龍壁。一時間，
2012年生肖龍票被各方議論得沸沸揚
揚，設計者陳紹華也通過網絡與網友進行
了交流。昨天，中國郵政集團公司郵票
發行部負責人馮舒拉表示，「壬辰龍」
威嚴莊重，㠥色喜慶，一身正氣，給
人以信心和力量，其形象的確是受到
郵政部門和社會評委廣泛認可的。
網友「大刀集郵」乾脆直接通過微博

向設計者發問：「我怎麼感覺似曾相
識，有點像1871年中國發行的第一枚郵票
大龍郵票啊，只不過您這次設計的龍票比

大龍郵票更兇了一點。」陳紹華回覆道：
「龍是十二生肖中的神，神不能隨意更改
異化（如現代化、卡通化），在民間，龍
的主要功能是辟邪、驅魔、避災、降福，
故兇也。」 ■人民網

■2日，一名年輕人在北京一家「馬桶主題餐廳」內就餐。

這家「馬桶主題餐廳」裝修佈置類似洗手間，用形似馬桶的

容器盛裝飯菜，吸引不少好奇的食客前來體驗。 新華社

張錦芳之子張伯駒—變賣家產，收集
國寶。有人評價，即使是半個世紀後的今
天，故宮博物館收藏的字畫中，無論是藝
術價值，還是市場價格，都「罕有能超過
1956年張伯駒無償捐獻之物」。這8件捐獻
珍品中，包括現今傳世墨跡中的「開山鼻
祖」、被收藏界尊為「中華第一帖」的陸
機《平復帖》，還有隋代畫家展子虔所繪

《遊春圖》，距今1400多年，被公認為是中
國現存最早的一幅畫作。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時局混亂，許多古
董商惟利是圖，致使大量國寶流落國外。
張伯駒曾以一己之力，盡力阻止。他曾自
言，「不知情者，謂我蒐羅唐宋精品，不
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其實⋯⋯黃金易
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賣錢，是怕
它們流入外國。」以《遊春圖》為例，張
伯駒變賣了自己那處佔地15畝、原為晚清
大太監李蓮英住所的豪宅，作價220㛷黃
金，又賣掉妻子首飾，才以240㛷黃金的
價格，從文物販子手中購回。

1941年，張伯駒曾遭人綁架，綁匪向張
家索要300萬偽幣，否則撕票。張家並無
太多現金，欲賣《平復帖》折現。妻子潘
素設法去探望張伯駒，張卻偷偷告訴她：

「那是我的命，如果賣掉換錢來贖我，我
絕不出去。」僵持了8個月，綁匪妥協，
將贖金從300萬降到40萬，張伯駒才得以
脫困。

在旁人描述的文字中，這個「面龐白
皙，身材頎長，舉手投足間，不沾一絲一
毫的煙火氣」的「翩翩佳公子」，似乎

「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
曾是某銀行最大股東的他，認為談錢「太俗氣」，便掛個
虛職，請來3個得力助手（私下裡還是唱京戲的搭檔），自
己不干涉銀行業務，助手們有什麼事來找他商量，只管

「一百個點頭即是」。

在向故宮無償捐獻字畫後，中央政府欲獎勵張伯駒20萬
元，被他婉言謝絕。1956年7月，時任文化部部長的沈雁
冰，特為張伯駒頒發了一張褒獎令。但文革中，紅衛兵來
抄家，將他收藏的卷軸丟到院子裡焚燒，還讓張伯駒跪在
火邊挨烤。張伯駒還哀求道：「你們要燒就燒我吧。」

84歲的張伯駒突患感冒住院，因級別不夠，不能住單人
病房，與7人共擠一室。待女兒費盡心力，終

於拿到調換病房的批令，張伯駒卻因感冒
轉為肺炎，離開人世。據傳，張伯駒死
後，有人跑到醫院門口叫罵：「他是國
寶！」「我告訴你們—他一個人捐獻給國

家的東西，足夠買下你們這座醫院！」
（四之四，完） ■來源：雅虎

近日重慶有一
位熱心交警，在
寒冷的深夜裡背
㠥老婦人就醫，
這幕溫暖的畫面

感動人心，網友還為
這名交警取了個「最給力交警」的
封號，稱：「哥，你背的是民心。」

這則名為「凌晨驚現最給力交
巡 警 」 的 帖 子 ， 網 友

「wendy87522」發帖稱：2011年12月
30日凌晨4點過，自己在江北望江
醫院看到一名年輕的交巡警背㠥一
名老人，急匆匆地走進醫院。當時
天氣非常冷，這名交巡警「略顯疲
憊，喘㠥粗氣，大汗淋漓」。在簡
短的文字後，配有一張模糊的照
片。照片的背景是一輛閃㠥警燈的
警車，交巡警背㠥老人正在前行。

據了解，這位給力的民警叫李哲

犀，今年31歲，是郭家坨交巡警平
台副大隊長。當天晚上，他當時正
和同事在值班，忽然兩名女子匆忙
跑來詢問是否有附近醫院電話，但
最近的醫院已無救護車，李哲犀於
是決定到病患家中，用警車送去醫
院。對於記者採訪，李哲犀則婉拒
說：「哎呀，這算啥子事嘛。我們
交巡警經常都會做。」

■

靜謐的上海紹興路上，曾

經的杜月笙公館，如今的老

洋房花園飯店可謂知名，

落地窗、留聲機、露天花

園，以及地道的上海本幫菜，

都成為上海準新人鍾情於此的緣由。在這

裡，儘管每桌婚宴價格在3800元人民

幣，每月依然能吸引到近20對新人，在婚

宴舉辦地中算是熱門。

濃濃的老上海味道、流金歲月的記憶，

在「老克勒」（意指老上海的上流紳士）

或新上海人的眼中，於充滿故事的老洋房

中舉辦婚宴，即便沒有多少奢華的裝飾，

也可享受復古又浪漫的情調。南陽路上的

貝軒大公館（曾是美籍華人建築大師貝聿

銘在上海的家宅）、與黃浦江相望的老碼

頭一號會館等知名所在，價格不菲，仍成

為此間不少準新人嚮往的婚宴舉辦地。

越來越多的滬上準新人鍾情這樣的

「洋房婚宴」。來自上海到喜啦婚宴網的

統計，1/4的受訪準新人選擇在洋房別墅

舉辦婚宴。

由於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因素，如今婚宴

價格「水漲船高」，上海到喜啦婚宴網的

數據顯示，2011年上海的婚宴消費水平

居中國內地最高，每桌平均單價為3360

元人民幣。同時，上海年輕人的結婚成本

越來越高，調查顯示，綜合買房、買車、

婚禮、婚戒、旅遊、服裝等眾多項目，上

海一對中等消費水平新人的結婚成本大約

在200萬元人民幣。 中新社

風雲

誌誌

鵬和馮玉夫
妻倆此行搭

飛機回武漢，是為
了回老家生產。考

慮到飛行時間只有1個多小時，丈夫覺得「預產
期還有半個月，應該沒什麼問題」。而根據相關
規定，像馮玉這樣超過7個月身孕的孕婦是不能
乘坐飛機的。由於馮玉身材較小，外披厚重大
衣，外貌體徵明顯，未引起地面人員的關注，
馮玉在機場很順利地通過了安檢。

這是馮玉第一次乘飛機。飛機起飛15分鐘
後，進入平飛階段。她漸漸感到腹脹，頻頻
去廁所。上午9點半，馮玉感到腹部隱隱作
痛，呼吸困難，等丈夫過來查看時，羊水已
經破了。

突發的情況被機上的空姐發現，她立即通知
了乘務長左蕾。馮玉事後回憶：「當時，我覺
得十分憋氣，受不了。」她緊緊抓㠥空姐給她
的枕頭，不停地扇風。乘務長左蕾立即將機艙
後排的乘客往前排疏散，空出最後幾排座位搭
起臨時「產房」。上午10點，飛機進入湖北空
域。由於遭遇亂流，飛機發生較大顛簸，馮玉
感覺下身一陣涼意。

突然，吳鵬大呼一聲：「嬰兒的腦袋已經出
來了！」

乘務組的4名空姐，最大的28歲，都沒有生過
孩子。好在大家都接受過專門的訓練——「機
上分娩」。空姐們拿出急救藥箱，並準備好了毛
毯、熱水和毛巾。「1、2、3，呼氣⋯⋯1、2、
3，吸氣⋯⋯」空姐杭蕾緊緊地握住馮玉的手。

隨㠥「哇」的一聲啼哭，孩子降臨了，「是
個女孩！」機艙內掌聲一片。左蕾擦去腦門上
的汗珠，看了一下腕上的手錶，「10點23分！」

「天使」在高空降生。

10點29分，飛機比預計降落時間提前8分鐘安
全降落。天河機場急救中心的急救車已在停機
坪等候。此時，孕婦和嬰兒之間的臍帶還沒有
剪斷，胎盤已經脫落。醫護人員在對孕婦母女
進行緊急醫學處置後，準備進行轉送。馮玉很
快被送上了急救車。「孩子6斤！母女平安！」
同濟醫院醫護人員告訴吳鵬。吳鵬禁不住喜淚
盈眶。「我給孩子取名為『吳安妮』，寓意天
使。」吳鵬說，他之前一直沒想好給孩子取什
麼名，經過這麼難忘的一天，答案找到了！

■《武漢晚報》

■網友拍到李哲犀背老人

進醫院的照片。 網上圖片

「那個給全
班買麥當勞的
班長真是弱爆

了！看看我們班長！
全班25個女生一人一
隻Dior的Addict淡粉
色 唇 彩 ！ 」 元 旦 當
晚，網友「青春逼人
Shirley Chow」發了一
條 配 圖 微 博 （ 見

圖），引來不少網友的羡慕嫉妒。而25支迪奧唇彩
價值不菲，網友調侃這位班長到底是賣腎了？還是
富二代呢？

原來這位男生班長並非富二代，買禮物的5000多
元錢是他演話劇賺的，送給25位女生的禮物，更是
包含了班長的美好祝福。「這可能是她們人生中第
一次收到這樣的禮物，我希望她們以後的人生能光彩
照人。」這位班長說。

元旦當晚，南京大學文學院2011級戲劇影視文學專
業的25位女生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禮物，在印㠥「Dior」
標識的精美禮物袋中，放㠥漂亮的迪奧Addict淡粉色唇
彩。女生們特別開心，有的甚至歡呼雀躍起來。

許多網友吵㠥要「求插班」「求轉系」等，話語中透
露㠥各種羡慕嫉妒。更有大學生直接在微博上呼喊自己
的班長，也希望能收到「給力」的新年禮物。也有網友
認為，班長的行為並無不妥，但不該提倡，要的是用
心，而不是花錢。■《現代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