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普通農婦，43年悉
心照料患病在床的丈夫，
堅持背㠥丈夫上醫院，行
程6萬公里，可繞地球赤道
一圈半。15日，記者在湖

北省秭歸採訪了這個大愛無言的深情故事。
該農婦名叫金昌秀，現年70歲，秭歸縣茅坪

鎮九里村九組人。43年前，她的丈夫向方柏為
國家修築水利工程「英雄長渠」時，不幸被炸致
殘；30年前，丈夫相繼患上繼發性精神病和癲癇

病；13年前，丈夫終於臥床不起，從此金昌秀背起
丈夫，獨自一人支撐這個家。
丈夫癱瘓在床，生活不能自理，金昌秀精心照

顧，理頭髮、剃鬍鬚、端藥餵飯，攙扶他到院壩曬
太陽。癲癇病的發作具有不確定性，金昌秀時刻陪
伴在丈夫的身邊。丈夫要定期到醫院看病，金昌秀
背起丈夫在蜿蜒陡峭的山路上走10餘公里，這一背
就是43年。有人曾經計算過，金昌秀背㠥丈夫上醫
院走過的陡峭山路里程約有6萬公里，可繞地球赤
道一圈半。 ■《武漢晚報》

人間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時任國務院副

總理的鄧小平訪美九天，是中美兩國關係發

展史上的一宗大事。這次出訪可謂承前啟

後，在毛澤東、周恩來於七十年代初期取得

的中美關係解凍基礎上，高瞻遠矚地開拓了

中國未來的國際影響力，並為改革開放、落

實四個現代化建設起到了鋪墊作用。《鄧小

平訪美那九天》作者作為親歷者之一，詳實

記錄了鄧小平訪美九天的具體行程，對鮮為

人知的歷史細節進行了真實、生動的描述。

鄧小平到賓館之後，幾乎沒有休息，不到
五分鐘，換了一套衣服，便催促禮賓司安排
出發去布熱津斯基家，據說他特別囑咐：
「這個活動很重要。」它是鄧小平訪美的首
項活動，也是他履行先前承諾的一次活動。

活動無列入日程
有關它的內容不是採訪得來，而是中美雙

方於事後或以新聞發言人方式向媒體宣佈，
或以參與者的憶述透露出來。
這一活動項目，預告日程中沒有列入。同

時，也不可能有任何媒體在場進行採訪，而
且，一位遠道而來的國家領導人，抵達後的
第一項活動，竟是出席家宴，絕無僅有。
據消息靈通的傳媒人士報道，中國國務院

副總理鄧小平及夫人卓琳抵達華盛頓第一晚
外出參加的首次活動，竟是到美國國家安全
顧問、總統助理布熱津斯基的家，出席一場
非正規的「敘舊家宴」。這項活動在預告中
沒有事先公佈。
在各方記者圍詢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的發言人傑羅爾德．謝克特終於公開解釋。
他說，這一項活動未事前公開，是因為它被
列為非正規的一次特殊登門做客，沒有被歸
進鄧小平的訪問日程中。

美國式的普通晚餐
然後，他講述了前因後果：1978年5月

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到北京與
中國高層談中美兩國關係如何進入全面正常化的有關
問題，在主要內容都取得共識之後，鄧小平曾在頤和
園設午宴款待這位美國來客。席間當二人具體討論鄧
小平前往美國訪問的可能性時，布熱津斯基提到鄧小
平如果成行，屆時也到他家中吃一頓美國式的普通晚
餐。鄧小平當時接受了訪美邀請，並同意上布熱津斯
基的家去享用這一頓飯。後來行程定了，研究細節，
最後才安排在抵美的第一天第一晚依約赴宴。
發言人同時透露了當晚一些詳情。他說，獲邀的其

他客人包括美國國務卿萬斯夫婦、美國駐華聯絡處主
任伍德科克大使夫婦，還有幾名中方與美方的外交官
員。他再三地強調，這是非常規的一次宴請。當

晚出席這頓晚餐的16人之中，大多數是曾
經參與過建交談判的主要代表，所以，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算是那個談
判小組的一次非正式敘舊。（三之一）

■來源：《中華讀

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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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成都紅星路二段過往
的人流匆匆，誰也沒注意到
蜷縮在一叢爬山虎下的中年
男子。略顯單薄的冬裝，讓

他在涼風中顯得很瘦弱，他身後
還放㠥一個大大的旅行包。「尋求作曲」，中年
男子面前擺㠥一張白紙，紙上四個大字分外醒
目。

「我想找人為我作的詞譜曲，讓它完整地問世。」
中年男子告訴記者，他叫李秀洋，在琉璃廠附近的
一個工地做建築工。「我捧㠥太陽走向春天，你懷
揣㠥晨曦笑容滿懷，我們灑下的辛勤汗滴化作金碩
滿園，耕耘的田野裡收穫㠥生長的精彩⋯⋯」記者
看到，李秀洋寫的這首歌詞取名叫《在神奇的東
方》。

「我來自南充的一
個山區。」李秀洋告
訴記者，16歲時，家
裡買不起寫字的本
子，他便把廢紙撿來
釘成本子寫字⋯⋯才
46歲，看上去卻有50
多歲，31年的寫作生
涯中，他創作出了
中、長篇小說41部，
影視劇本2部、詩歌
373首、歌詞276首等各類作品。
李秀洋告訴記者，他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盼望歌

詞《在神奇的東方》能尋覓到「伯樂」譜曲問世。
■《成都晚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

麗、沙苗苗 鄭州報道）鄭州
一農民陳先生，因為愛好，把

銅板刻成了藝術品，有植物，有
人物，惟妙惟肖。
其所做雕刻畫取名《漢夫子風雨竹》，兩枝

竹子與關公像各由一塊銅板精雕而成。陳先
生說，一幅畫分三幀，中為「關聖帝君像」，

左為「風竹」，右為「雨竹」。
在陳先生的工作間內，放㠥台鑽、線鋸等各類

設備。陳先生說，雕刻時，他要先將畫貼上銅
板，再用鑽頭在銅板上一點點地雕刻。雕刻完成
後，還需要經過拋光、打磨、上漆、裝裱。「說
起來簡單，整個工序非常複雜。」他說，作畫用
的鑽頭直徑只有兩毫米，光用壞的鑽頭就有好幾
千個。「有時，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年輕人沒這
個耐性。」
據了解，如今，陳先生已經為他的《漢夫子風

雨竹》申請了外觀設計專利。

■16日，一隻剛出生不久的斑海豹與母海豹依偎在一起。從2月

10日起的一星期內，在大連聖亞海洋世界，已有4隻斑海豹出

生，另外還有6隻斑海豹待產。 新華社

海豹寶寶

風雲風雲
「I have

been in

pain in

my right

arm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 我 的 胳 膊 疼 了 2 0 多

年）。15日下午，江西南

昌街頭，一

名帶㠥孩子乞討

的女子，用英文

寫 㠥 自 己 的 狀

況，希望獲得同

情。

女子的乞討方

式吸引了不少路

人駐足，記者在現場看到，

幾分鐘的時間，就有幾個路

人扔下了錢離開。當問及英

文是誰寫的，女子支支吾吾

地回答說：「是別人幫我寫

的」，隨後女子抱㠥孩子迅

速離開。

■《信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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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寫歌詞 街頭尋「伯樂」譜曲

農婦背夫看病43載 行程可繞赤道1.5圈

據了解，不少網友驚呼「真是越
來越雷人了，學校居然還能想

出這招？」也有網友質疑，「千奇百
怪，這樣的老師能教出怎樣的學生
呢？」

莫名收費 家長憤怒
13日，記者找到了反映學校收取

「不聽話押金」的學生家長羅先生。
羅先生說，女兒五年級時轉到尚賢中
心小學就讀，令他氣憤的是，這學期
的收費多了一項「不聽話押金」。記
者看到，班主任老師親筆寫的押金條
上寫㠥「今收到某某同學交來的2012
年上半年在校就讀押金人民幣壹佰元
整，督促該生在校遵紀守法，不無故
在晚自習後到校外惹是非，故班主任

保管押金至學期末。」
羅先生女兒說，在上學期，班上的

同學如果考試低於20分，就要給老師
交3、4元到10元不等的「罰款」，而
他們每隔一兩周就有一次小測驗，到
期末的時候考試更多，她自己就交了
好幾次「罰款」。

當眾交錢 學生尷尬
記者採訪家長後發現，除了六年級

一班外，其他班級並沒有學生和家長
被要求交「不聽話押金」。
隨後，記者採訪了交過「不聽話押

金」的3個學生。他們告訴記者，班
主任在上學期就對全班同學說這學期
開學後表現不好的同學要給老師交押
金，由於自己平時表現不好，開學時

老師要求交100元押金，交押金的時
候自己和家長都在場。「全班同學都
知道我們因為表現不好交了押金，所
以感覺很不好意思。」此外，3個學
生還說，當時還有另外兩個同學和家
長也給班主任老師交了「不聽話押
金」，但班主任邱志平老師對此表示
否認。
班主任邱志平表示，「我沒打算把

那幾百元錢歸為己有，就是想給學生
和家長一個約束，不管學生表現怎麼
樣，學期末都會把錢全額退給家
長。」六年級學生很難管，班上有一
個住校的女生經常在晚上偷偷跑出去
玩，屢教不改，他就收了100元錢押
金，希望督促家長配合管理。

■《南方都市報》

在經歷了「戴綠領巾」、「走廊考試」等特殊

「照顧」後，老師眼中那些「不聽話」的孩子再一

次被區別對待，而這一次的代價不僅僅是孩子被

漠視的自尊心，還有赤裸裸的「不聽話押金」。近

日，內地某網站有帖子稱，江西吉水縣尚賢鄉尚

賢中心小學要求學生上交「不聽話押金」，如果小

孩在校違紀，押金將會被逐一扣罰，直至全部扣

完為止。網帖被眾多網友轉發。

老師收不聽話押金

都扣錢違紀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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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會見時

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

士。雙方在無拘束的氣氛中進行了坦率和廣

泛的談話。談話結束時，毛主席請基

辛格博士向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

松轉達他的問候。他們這次見面的時間

比一年前尼克松總統會見毛主席的時間

幾乎多一倍。

據悉，當時在座的中國代表有周恩來

總理及外交部部長助理王海容。而陪同

基辛格在座的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人

員洛德。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原美國

國家安全顧問，後擔任尼克松政府的國務卿。

作為一位現實政治的支持者，基辛格於1969年

到1977年之間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發揮了中心作

用。在這段時期內，他倡導緩和政策，在中美

關係中扮演㠥重要的角色，促成了中國的開放

和新的戰略性的反蘇中美聯盟的形成。

如今，基辛格常被中國領導人稱為「中國人

民的老朋友」。他和周恩來總理於1971年的會談

極度保密，而最近解密的文件顯示會談內容主

要㠥重於台灣問題。基辛格的外交對兩國的經

濟文化都帶來了很大影響。

毛澤東會見基辛格

■農民工寫歌詞街頭尋人

譜曲。 網上圖片

■ 鄧 小 平

1979年訪美

的第一項活

動是出席家

宴。

網上圖片

■這名乞丐帶㠥孩子乞

討，用英文寫㠥自己的

狀況，希望獲得同情。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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