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1年4月，孫中山和家人在美國檀香山合影。後

排左四及五為孫眉和孫中山。 網上圖片

風雲

面對廣東各界舉薦其兄孫眉擔任廣東
都督的電文，孫中山並未「順水推
舟」，而是堅決予以反對。近日公布的
南京臨時政府遺存珍檔顯示，孫中山以
身作則，一改封建王朝「一人得道、雞
犬升天」的陋習，堅持任人唯賢，為當
時的政壇輸入了一股清風。

粵各界推孫兄任都督
據報道，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近日公

布的南京臨時政府檔案中以總統府電報
房來電最多。這批電文涵蓋自1911年12
月14日至1912年4月7日，編號從1號至
554號，比較完整地記錄了臨時政府閱
覽及處理的政治、外交、軍事、內政、
經濟等方面的大事。

在眾多電文中，有一些是廣東各界舉
薦孫中山哥哥孫眉擔任廣東都督的。其
中一件收於1912年年2月13日晚9時的電
文是這樣寫的：「⋯⋯陳督（陳炯明）
退志已決，眾舉孫壽屏（孫眉）先生繼
任⋯⋯中山先生俯念眾情，即加委任，
大局幸甚。」整件電文共三頁紙，由廣
東地方人士與52個社團聯合署名。

孫眉威望或可堪大任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副主

任孫武介紹，當時，孫中山為粵督一事
久決不下之際，廣東地方人士與社會團
體致電南京臨時大總統府，提議選舉孫
中山長兄孫眉為廣東都督，這使本來就
很棘手的粵督舉薦風潮平添了一個插
曲。按說，孫眉是同盟會南方支部的負
責人，一直支持、協助孫中山的革命事
業，論其威望確實可以擔任廣東都督。
孫中山如果「順水推舟」也未嘗不可。

孫公堅拒稱其太老實
但讓人佩服的是，中山先生堅決予以

反對。他於2月21日致電廣東各團體，
稱「家兄質直過人，而素不嫻於政治，
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即承認孫
眉為忠厚老實之人，易於被政客欺騙和
利用。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孫中山
對於利用孫眉者立即洞燭其奸。還致電
勸解孫眉，勸其勿任都督：「粵中有人

議舉兄為都督，弟以為政治非兄所熟習。兄質直過
人，一入政界，將有相欺以其方者⋯⋯」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主任郭必強表
示，對於這次事情的處置，中山先生做的是
非常審慎和得當的。通過力排眾議，堅決
不讓其兄孫眉擔任廣東都督，也向眾人傳
遞了民國政府「任人唯賢」而不「任人唯
親」的信號，這在當時是非常有意義的。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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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有關丟失iPhone 4s丟失的微博
日前在網絡上熱傳。原來，失主丟失的
iPhone 4s是具有icloud功能的手機，一個
女生撿到手機之後，沒有物歸原主，反
而興致勃勃地玩起了自拍，可沒料到，
此手機的icloud雲服務功能，自動將照片
同步到了雲端的照片流裡，然後又同步給
了失主。於是，失主同時發現了此「撿拾

者」用iPhone 4s自拍的照片，憤怒之下，
於4日將其自拍的照片上傳到了網上。 失
主小陳是南京外國語學校一位90後女孩，
94年出生。她說自己是在元旦期間丟失了
手機，當時自己還曾去新街口附近的派出
所報案，由於手機裡有很重要的東西，一
時心急束手無措，後來剛好看到拾到手機
的人自拍照片，照片流通過icloud服務被

自己看到，一時氣憤才發到網絡上。不過
考慮到肖像權問題，她已經將相關照片都
刪除了。

眾多網友對iPhone 4s這一功能表示讚
歎。網友說，作為電腦盲，蘋果真是一個
好東西。在高科技面前，讓拾金而昧者顫
抖吧。網友星球說，同樣丟過東西的人就
不會覺得很過分。不過江蘇藍海律師事務
所的周友權律師告訴記者，小陳將「拾到
女孩」的照片上傳有悖民法，侵犯了「拾
到女孩」的個人隱私。

■《揚子晚報》

從廢品裡淘金，這不是神話！天
津南開大學化學院的一名大四學

生，就用廢舊的電腦CPU煉出了金子。日
前，一組「老武的CPU提金小菜一碟」圖
片在網上流傳，引來網友們一片驚呼。

網上圖片直播了網友「老武」用CPU提
煉小金珠的過程。最後，「老武」還興奮
地貼出了其利用學校光譜設備對三顆金珠
進行分析鑒定的結果「三顆金珠，ICP-
AES分析在99.99%以上哦，沒有別的元素
的雜質峰哦」。

「老武」其實是南開大學化學院化學系
大四的一名學生，叫李殿武。談到為何想
到「硫尿提金術」，「老武」說自己想法
很簡單，就是覺得把電子產品直接當廢品
論斤賣，太浪費了。在課餘的社會實踐
中，「老武」曾給一家廢品收購企業做技
術指導，接觸到不少貴金屬回收的辦法。

而對於這次的實驗，「老武」再三強調，
這種方法是無毒、高純度、低成本的，而
且技術已經非常成熟，並不是所謂的「王
水法」。「老武」說，他用這種方法從5塊
CPU裡，最終
提煉出4顆小金
珠。
■《城市快報》

當地漁民3日上午在浙江湖州安吉
縣高禹鎮天子崗水庫，捕撈出一條
青魚，身長1米92，體重達208斤(見

圖)！這條魚的魚鱗比人的拳頭還
大，捕到牠的漁民說，活了60多歲
才第一次見到這麼大的魚。

1月2日中午，4個漁工在天子崗水庫提
網驅趕魚時，看到一條大魚，雖然他們
以前也捕撈過一些一百多斤的大魚，但
這麼大的，他們從未見過。大魚在水裡
的力量驚人，尾巴一甩，可以把小船給
弄翻，如果打在人身上，估計會受傷。4
個漁工折騰了一個下午和晚上，終於將
這條大魚拉上岸，摁在了船上。

據悉，這條魚的魚鱗比人的拳頭還大，一條三斤半的青魚，在牠
邊上放肆地游蕩，甚至從牠肚皮上滑過，讓人有龍擱淺灘任蝦戲的
感慨。負責管理天子崗水庫漁場的王百平說，已有酒店老板願出價1
萬元購買，不過漁場的老板不打算賣。

浙江自然博物館魚類分類學的博士袁樂海說，這次的大青魚，應
該是老年了。 ■《都市快報》

春節臨近，各種應酬、聚會多起
來，在一家房地產公司做營銷的陳先生酒量不

錯，老闆經常派他在酒桌上「搞定」客人。但
客人不喝，你真還是不好辦。而網友「悶騷

豬豬」在網上求助：「不能喝，別人逼你
喝酒，該怎麼面對呢？」他說自己「天

生不能喝酒」，但總有人勸酒，弄得
「每次都為喝酒的事頭疼」。該帖一

出，兩天內就吸引了3000多人次圍
觀，有100多條跟帖。網友的辦法五
花八門，躲酒、辭酒不一而足。

躲酒：以開車、生病等為由脫身。網友cowry708
說：「開車去吃飯，一般說開車了，別個都不會

勸了。」網友 freeman127說：「隨身包裡放個藥
瓶子，就說正在喝藥，醫生說了要禁煙酒。」

蒙酒：演場戲來蒙混過關。網友大妞子李說：
「你喝一口，再找個茶杯子，拿起來假裝喝茶，再
偷偷吐進去。」網友wowcwq77說：「喝一點裝
醉，然後到旁邊睡覺。」

新穎「辭酒令」勸退敬酒人
除了「擋酒令」外，最為令人接受的是「辭酒

令」，酒喝一點，意思就了，但是絕不多喝。供職
某教育機構的小周在網上學來一句「辭酒令」，屢
試不爽。

對方勸你：「喝！寧傷身體，不傷感情；寧把

腸胃喝個洞，也不讓感情裂個縫！」這是不理性
的表現，小周說，可以這樣回答：「我們要理性
消費，理性喝酒。沒有身體，
就 不 能 體 現 感
情；沒有感情，
就是行屍走肉。
為 了 不 傷 感
情，我喝；為了
不傷身體，我喝
一點兒。」如此，
敬酒者一般都能接
受。
■《武漢晚報》

水庫208斤青魚 鱗片拳頭大

大學生廢電腦煉金「腳踏道專用車」
台大錯字出糗

撿iPhone  不歸還 玩自拍
照片自動「找」失主

有網友在台大批踢踢上發文，指台灣大學校園
醉月湖附近的路面標示寫成「腳踏道專用車」，引
發話題。台大表示，昨天（5日）已經塗掉，是廠
商一時失誤，校方還未驗收。

有網友在台大批踢踢上po文說，台大校園內醉
月湖附近的路面標示有誤，把「腳踏車專用道」
寫成「腳踏道專用車」，引發網友熱烈討論。

去年初，台大發生校園看板內將前校長「傅斯
年」寫成「傳斯年」，「傅鐘」寫成「傳鐘」後，
這次又被網友發現錯誤。

台大總務處表示，這是廠商施工一時的錯誤，
字是前天畫上去，昨天已經塗掉，等到天氣好時
會再畫上去，目前校方還沒驗收。 ■中央社

小店引領潮文化
英漢京城

上貼 「男左女右」的瓷磚，桌

上放 鐵皮暖壺，牆角擺 臉盆

架，架子上掛 一排排「又潮又懷

舊」的T恤衫，這裡就是位於北京

南鑼鼓巷的創意店舖「創可貼8」。

店主江森海是位會說一口流利漢語

的英國人。雖說生在英國，但「老

江」39歲的人生中有將近20年待在

北京的胡同裡。如今，老江的公司

營業額已超過600萬元。現在，他

正忙 裝修位於北京藝術區「798」

的新店。

6年前，老江用僅有的4萬元人民幣積蓄在南鑼
鼓巷租下一間店舖，專賣自己設計的T-

shirt。糧票、白瓷缸、紙質地鐵票、「好好學
習」、「辦證」等具有時代感和中國特色的物
件、口號、小廣告等元素成了T恤衫上最特別的
圖案。「愛設計愛北京熱愛生活」，老江在微博
上這樣描述自己。

成文化地標 「80後」慕名來
老江的T恤衫喚起人們對往昔的集體回憶，特

別在中國「80後」群體中產生了共鳴。店員崔阿
姨介紹說，每天都有很多「80後」慕名前來。西
安的史小姐就是專程來南鑼鼓巷找到這家店的。
她說，「他家的衣服既潮又懷舊，非常適合『80
後』。」

店員老阿姨 領養中國女
老江的T恤衫對外國人來說也相當有吸引力。

北京奧運會期間，很多外國遊客拿 報紙專程來
店裡「淘寶」，那時的「創可貼8」儼然成了北京

的一處文化地標。
「創意」是最常從老江嘴裡冒出的詞。他覺得

自己不是什麼「企業家」，只是有滿腦子稀奇古
怪想法的「小老板」。他說，「當我決定創業
時，我腦子中的『原子彈』爆發了，各色各樣的
點子都出現在腦海裡，於是我決定非開店不
可。」

老江店裡有好幾位「阿姨」級的店員，她們都
是老江的老鄰居。在店裡工作了快5年的崔阿姨
名叫崔繼紅，她的另一個身份是老江的房東，老
江的店面就是租崔阿姨家的房子。老江說，請這
些阿姨店員的好處是她們的「根兒」比自己深，
省去了自己不少「麻煩」。

老江的妻子勞拉是公司白領，他們在北京相
識、相戀、結婚。老江家裡一共有四個寶貝女
兒，閨女名字的諧音加起來正好組成「甜美家
庭」，其中小女兒張一婷是他和妻子從中國一家
孤兒院領養的。老江說自己不能停下創意的腳
步，因為他要給孩子樹立一個好榜樣，要用自己
的行動教會女兒守護夢想的重要性。 ■中新社

父母親過世後，湖北潛江市民楊遠林自辦
「雙親紀念館」，將父母親的遺物精心收藏，以示紀
念。1月5日，楊遠林一件一件地展示了他父母親的遺
物，共計500餘件。

楊遠林在潛江從事建築裝飾行業，從2008年起，他
利用一年半的時間，從鄉下老家搜集父母親用過的收
音機、馬燈、魚簍、行李箱、手跡、照片等遺物，逐
一精心清理、歸納、裝裱。隨 遺物越來越多，2009
年底，他乾脆將書房整理成了「雙親紀念館」。

「每一件遺物，都烙 那個時代的痕跡。」楊遠林
介紹，他的父母在鄉供銷社上班，母親1997年去世，
父親2004年去世。將父母的遺物存放在書房，閒暇之
餘，睹物思人，覺得父母親依然還在，那份溫暖依舊。

楊遠林稱，小時候看見父母親對爺爺奶奶很孝順，自辦「雙親紀念館」，
也是為了教育自己的孩子，要懂得感恩。在武漢大學讀書的女兒很支持他的
舉動，她借假期帶同學回家參觀「雙親紀念館」，讓同學們感慨良多。

■《楚天都市報》

冏語 節日應酬多 網友支招過「酒關」

誌誌 「雙親紀念館」藏父母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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