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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鍋狗肉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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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西方文化或遊牧與
農耕民族文化中犬或

狗具有迥然不同的意
義。農耕文明與遊牧
民族對狗或犬的態度
也明顯不同，直到
現在狗仍然是部分
日本、韓國和中國
人的肉食來源之
一，但這在遊牧民
族或印歐人看來完全
不可思議。
2010年11月25日，陝

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專
家在西安咸陽機場二期考古

工地上清理一座戰國秦墓時，在其

壁龕中發現了一件青銅鼎。在這件
高20厘米、腹徑24厘米的銅鼎中竟
然發現了半鼎骨頭湯。據陝西省考
古研究院科技考古部部長胡松梅介
紹，經考證為狗骨頭湯，在此之前
陝西商洛東龍山遺址（夏商時期）
出土過4隻完整的狗骨，這次發現的
尺骨與此前的標本幾乎一模一樣。
因為骨骨后未癒合，應為一隻未成年
的小狗。兩千多年前的「骨頭湯」
之所以沒有完全揮發，與墓葬良好
的密閉條件以及銅鼎密封較好有
關。

疆兩千年前小米麵亦上榜
在新疆蘇貝西墓地，另一組考古

學家發現2,400年前由
小米製作的完整麵條，
基於這些考古發現，考
古學家可以很快復原中國
古代人所吃的食物。
其實早在2002年，考古人員

就已在青海喇家遺址發現了小米
麵條，那應該是目前所知的人類
最早的麵條。青海喇家遺址的年
代距今約4,000年左右，是目前中
國唯一的災難遺址，有「東方龐貝」
之稱。當時在20號房址地面出土了
一碗麵條狀遺物：一個紅陶碗倒扣
於地面上，碗裡積滿了泥土，在揭
開陶碗時，發現碗裡原來存有遺
物，從直觀地觀察看來，像是麵條

狀的食物
已經風化成非常

微弱的狀態。麵條全部附㠥
在後來滲進陶碗裡的泥土之上，

泥土使陶碗密封起來，陶碗倒扣，
因此有機會和條件保存下來。考古
隊對此發現非常重視，將這一遺存
輾轉帶回北京進行鑒定，最終確認
了食物成分是小米。

美國《考古學》雜誌近期評選了

2011年度十大考古發現，中國

考古工作者在陝西發現的戰

國時期食物狗肉湯和在新

疆發現的小米麵條入選。

同時入選的還有蘇格蘭埋

葬的千年北歐海盜船、約

旦南部發現的類似競技場

的1.2萬年前新石器社區中

心、瑪雅神秘女統治者的墓室

等等。這其中兩千年前的中國食物

緣何入選？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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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

者 盧 麗

寬 ， 特

約通訊員 吳

德祥龍岩報道）閩西客家人都
有舞獅拜年的習俗，在龍岩連
城四堡也不例外。客家鄉民相
信，舞獅能夠驅趕邪魔煞氣，
保佑來年順利。

自古以來，四堡民間就有習武之
風，清代霧閣村還是著名的武術名
村，出過15個武舉人，許多村莊都
有家族舞獅武術隊。
每年正月，舞獅武術隊便走家串

戶進行舞獅武術拜年。從年初一開

始，至元宵節結束。期間，各村的
家族武術隊走村串巷，一路鑼鼓喧
天。凡需要舞獅驅邪的人家一聽到
鑼鼓聲，便打開中堂大門，神案上
點燃香燭，主人手裡拿㠥一串鞭炮
站在門口迎候，一見舞獅隊便點燃
鞭炮，舞獅隊即知道這家需要舞
獅。於是舞獅人就舞動獅頭來到門
口，向中堂以獅頭拜上三拜，算是
致禮，然後一步一跨地向中堂步步
舞進，後面的武師們跟㠥魚貫而
人。
進了中堂，舞獅者在中堂上隨㠥

鑼鼓聲伸縮騰挪使勁舞動布獅，其
餘的武師們分坐中堂兩旁。待舞完
了獅，舞獅者將獅頭端放在神案

上，獅頭面向中堂大門，便開始進
行武術表演。
表演完畢，舞獅者從神案上取下

獅頭又舞起來，這時主人就會捧上
一個紅包恭敬地交到帶隊的長者手
裡，算是對他們的酬勞，並說一些
感謝和祝福的話。舞獅者退出門
後，就可停止舞動，並從頭上放下
獅頭，向另一家走去。

財神形象
深 入 民
心，廣東
有 團 體

欲將農曆年
初五「財神日」申報非物質文
化遺產，以還原春節的傳統文
化內涵。廣東省旅遊文化協會
認為，財神爺曾是春節文化中
最關鍵的人物，地位不亞於西
方的聖誕老人。

每逢春節，家家戶戶懸掛財神
像，希冀財神保佑以求大吉大利。
在順德長鹿農莊內，25日就有「財
神」巡遊，遊人爭相拍照留念，更
有遊客當場穿上財神服，扮一回財

神爺。
「今年春節，我們舉辦財神節，

目的就是還原春節的傳統文化內
涵，留住中國年味」。活動組織方
負責人馮洪萍表示，財神節活動結
束後，該景區將㠥手梳理相關資
料，為財神日申報非物質文化遺
產，「首先是申報區級、市級，一
步步來」。

「財神地位媲美聖誕老人」
廣東省旅遊文化協會副會長武旭

峰表示，財神是中國春節傳統文化
中最關鍵的人物，地位不亞於西方
聖誕節的聖誕老人。
每年的正月初五是舊俗「財神

日」，人們為了搶先把財神請到自
己家中，從零時左右就開始燃放爆
竹，祝願財源廣進。

■《南方都市報》

從蘇州市政府獲悉，被
譽為「世界最大門型建
築」的「東方之門」在
該市順利完成建設難度

最大的結構合龍施工，即
將進入50多米的頂層施工階段。

「東方之門」項目總高度301.8米，

約相當於法國凱旋門的6倍。除「世

界第一門」外，「東方之門」在其88層頂

樓將建造兩座蘇式園林景觀，兩座大樓下

部裙樓架空連接處還將建成威尼斯風格的

空中水廊，再加上地下五層的酒窖、200

米以上的室內游泳池等設計，「東方之門」

創下「中國第一大高樓」、「中國結構最

複雜的超高層建築」、「中國單位用鋼量

最大的建築」、「中國最高的蘇式園林」、

「中國最深的私家酒

窖」、「中國最高的過

街天河」、「中國最高

無邊際泳池」等7項全國之

最。

據項目開發方總裁鄭東輝介

紹，這幢融酒店、購物、辦公等

多種業態於一體的建築將於2013年竣

工。為確保安全，大樓用去了相當於建造8

艘航空母艦的鋼鐵。 ■新華網

春節長假，許
多市民都選擇
「逃城」，結果
不少家庭、辦

公室唱起「空
城計」，無人看管。他們只
好有的把家托人照看，有的
把寵物寄養在別人家，有的
托同事澆花澆草，有的甚至
把老人托付給親朋好友照顧

⋯⋯於是，「托族」應運而生。

「托工」專門幫客戶「看家」
家住天河區的張姨春節參團到

美國旅遊，索性就列了張清單把
外甥女喊到自己家住。
張姨說，她在清單上詳細列明

了陽台各種花草的習性，哪些需
要拿到房內保暖，哪些是隔幾天
澆水的；魚缸裡的魚怎麼餵；洗
衣機怎麼用等，極其詳細。「希
望外甥女能照顧好，回來再給她
一封大利是」。
據了解，隨㠥選擇在春節出

行的人越來越多，把家托給別
人照料的人也多了起來。在一
些小區內的家政公司，甚至還
出現了「托工」，專門幫客戶
「看家」。廣州市體育西路育蕾
小區的某家政公司負責人表
示，「托工」是近一年才興起
的新工種，遇到長假時需求旺
盛。「一般僅局限於常到客戶
家打掃衛生的阿姨，其他人客
戶也不敢請，所以春節的人工
可以去到300至500元。」
除了托屋子以外，最常見的還

有托寵物、托花草。

養老床位難求唯有「托人」
家住廣州市荔灣區的林先生今年春節遭

遇難題。年前才把老父從老家陝西接到廣
州，準備好好過年，誰知從事外貿工作的
他突然接到通知，春節期間要到國外「出
差」，老婆是醫務工作人員，又是廣州人，
有好幾天都得24小時在醫院。家裡的老人
怎麼辦呢？
「我找了好幾家口碑比較好的養老機

構，早就沒有床位了，但要我把父親獨自
留在家，我是無論如何也放心不下的。」
後來他就把父親托付給一位各方面條件都
比較好的好友家裡，「他們家有老人、小
孩的，特別是大年除夕也在家裡吃飯看春
晚的，希望父親也能享受天倫之樂。老婆
一不用上班就帶父親出外玩，自己每天都
打長途電話給父親」。
據了解，在春節期間有臨時托管老人需求

的市民大體分為3類：因各種原因要離開
廣州，而家中老人要獨自留守的；
老人身體不好，找不到人照顧
的；住房有限，老人需要清靜
環境的。由於有需求，而多數
養老機構本來就床位緊缺，所
以有這樣需求的人大多都只
能托付給別的親戚或好朋
友。

金庸聽說，「四人幫」在政治局會議上

圍攻鄧小平，而鄧小平不動聲色，不予理

睬，使「四人幫」一次又一次氣急敗壞、

無可奈何。「鄧小平如此剛強不屈，又有

㠥如此豐富的鬥爭經驗和駕馭能力，真令

人敬佩！」他說。

鄧公風骨金庸敬佩

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主張搞經濟建設。

此主張得到了金庸的極大擁護，他在《明

報》熱烈支持鄧小平主張的改革開放政

策。

他認為：「鄧小平有魄力，有遠見，在

中國推行改革開放路線，改革了以前不合

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並不

取決於他打下多少江山，而要看他能不能

為百姓帶來幸福。」

金庸對中國未來充滿必勝的信心，多少

個不眠的夜晚，他激動難眠，有鄧小平領

航，他相信中國這艘巨輪一定能夠駛向輝

煌的明天。因此，在中共領導人中，他最

想見的就是鄧小平。

他不無感慨地說，幾十年了，我最想見

的就是鄧小平。我一直佩服他的風骨。這

樣剛強不屈的性格，真像我武俠小說中描

寫的英雄人物。

鄧通過金庸傳遞對台政策

金庸《明報》的社論，鄧小平是知道

的。1981年6月27日舉行的十一屆六中全

會上，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

史問題的決議》，黨的中心工作已調整到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了，和平統一祖國

也成了正式議題。

鄧小平決定通過金庸向海內外傳遞中央

新的對台工作思路。為何一定要通過金

庸？鄧小平認為：金庸具有深厚的國學功

底，在華人世界有號召力。他多年和林

彪、江青筆鬥，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聲，台灣對他也

有好感。

1973年春，金庸到台灣，蔣介石因為重病在身，未能見

他，但蔣經國就各種國是與他進行了深談。金庸也主張和

平統一，曾在視察殺氣騰騰的金門之後感歎道：「我一生

如能親眼看見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實在是畢生最大的願

望。」

金庸發出的愛國心聲得到了回應。1981年夏，北京邀請

金庸到大陸訪問。金庸提出想見鄧小平，報告很快送到了

鄧小平那裡，他在報告上批示：願意見見查良鏞先生。

1981年7月18日上午，鄧小平會見了香港《明報》社的創

辦人和社長金庸。7月流火，北京天氣炎熱。要見心儀已

久的鄧小平，金庸當然十分興奮。

金庸鄭重其事，早早起床，梳洗一番，

穿好西裝，打好領帶，帶㠥妻子林樂怡

和一對子女，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廖承志的陪同下，驅車來到人民大會

堂。鄧小平穿㠥短袖襯衫，已站在福建廳

門口迎接。（三之二） ■來源：《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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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當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金庸。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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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財

神」趙公

明畫像。

網上圖片

■客家鄉民相信，舞獅能夠驅趕邪

魔煞氣。 網上圖片

■蘇州「東方之門」合

龍。 網上圖片

正月初三（25日），

雪後初晴的黃山風

景區彷彿變成一個

銀裝素裹童話般的

冰雪世界。景區內

霧 、冰掛猶如玉

樹瓊枝，在陽光的

照射下耀眼奪目；

四處蒸騰湧動的雲

海，神奇美妙，如

夢如幻，令1.6萬多

名中外遊客大飽眼

福，讚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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