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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共中央

顧問委員會主

任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

深入闡明「一國兩制」方針。他說，香港回歸

祖國後它的現行制度50年不變，50年後更沒有

變的必要。這個精神同時適用於澳門，也適用

於將來按「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的台

灣。台灣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

後50年也不變。

在吃的方面，宋美齡講求精緻，但
是，在官邸做客的話，大概沒有人不
怕她奉菜的。就以蔣緯國來說，他就
對老夫人夾菜給他感到非常「痛苦」，
因為老夫人自己為了保持美好身材，
本人吃得很少，她就拚命夾菜給緯國
先生。

自己保身材 夾菜給別人
通常官邸若有老夫人在的場合，家

宴或對外宴客，常常吃西餐或中餐。
官邸聚餐比較考究，每位面前放一個
大盤子，進餐時，只見宋美齡不斷在
席間給緯國先生夾菜吃，明明他已經
吃飽了，可是宋美齡還是不停給他夾
菜，夾了幾次，緯國將軍已肚腸飽
脹，再也吃不下了，可已經夾在面前
的菜餚非把它吃完不可，這是他一向
的習慣，絕不浪費；所以他經常開玩
笑，在士林官邸吃飯，從來沒有不吃
撐肚皮的。吃的東西不多，可是特別
精緻是宋美齡最為講求的原則。

冰箱巧克力 幾年吃不完
常有人說，宋美齡自幼就喜歡吃

糖，這個習慣即使到了老年，還是不
改舊習。這大概是誤傳的結果，事實
上我很少看到她吃巧克力糖。但外面
愛拍她馬屁的人比比皆是，聽說她喜
歡吃糖，自然投其所好，送禮總是送
些當時台灣還不多見的外國進口巧克
力。士林官邸的特大號冰箱，經常是
塞滿了各式各樣的巧克力，有時候，
別人送的糖根本來不及吃，擺得一整
個冰箱都是巧克力。
有的巧克力，一方面是老夫人沒有

來得及吃，一方面也實在是太多了，
根本吃不完，放在冰箱內幾年都沒動

過，最後發現的時候有的都已經黏成一團了，已然不
能食用，她卻像是對下人多大的恩寵似的：「這些糖
你們拿去吃吧！」試想，有誰會去吃她的快發霉的巧
克力？
另外還有好幾次，記得是過聖誕節的時候，她吩咐

我們從官邸送一些水果蛋糕去給華興育幼院的小朋友
們吃。可是，我們很清楚，這些蛋糕有些都已經放在
冰庫裡邊好久了。甚至有幾次過聖誕節，她叫我們從
大冰箱裡，搬出一些去年用白蘭地酒製作的聖誕蛋
糕，給華興或是振興育幼院的院童送過去，有時候也
送些糖果去給院童吃。可是，通常她總是把最精緻的
東西留給自己吃，普通的東西才給育幼院的兒童

吃。
因而，官邸就有人私下批評她實在太

小氣了些，自己都已經一大把年紀了，
還和小孩子搶糖果吃，連好一點的都不
捨得拿給孩子們享用。（三之二)

摘自：《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四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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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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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江蘇省蘇州市有商家舉辦接吻大賽，

15對年輕情侶在比賽過程中擺出各種造型，盡

顯各自的創意。這是蘇州市近年來首次舉辦接吻

大賽，吸引了很多市民前來觀看。 網易新聞

■本報1987

年4月17日報

道版面

在很多人眼中，「85後」甚至
「90後」是尚未長大的代名詞，
但事實上，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
悄悄「升級」。14日，內地有機
構調查顯示，擁有1至3歲寶寶的
媽媽76%為「80後」，這一人群
中，「85後」更是由去年的12%
猛增至今年的28%，足可見1985
年以後出生的中國女孩正加速進
入「媽媽」的角色。
數據顯示，中國年輕媽媽們每

日上網時間達到6至7個小時，尤
其在一線城市，這一數字達到峰
值7.29小時。母嬰類網站(86%)和
購物網站(63%)是年輕媽媽們光顧
得最多的地方。

81%的媽媽在遇到育兒問題的
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通過問答網
站或者母嬰網站的問答頻道，向
有經驗的網友尋求幫助。73%的
媽媽在購物時，最相信的是網絡

口碑和親朋好友的評價，而並非
專家或者廣告推薦，但同時他們
也認為，「網絡信息質量參差不
齊，需要篩選才能確認答案」。

■《新民晚報》

12年前一次偶然的義務獻
血，他知道了自己的血型是
被人們稱為「熊貓血」的
RH陰性AB型血。從此以

後，每當血站需要，他都隨叫
隨到，前去獻血。12年來，他默默地無償獻血
5000多毫升，挽救了一個又一個生命，被同事
親切地稱為獻血「功夫熊貓」。他就是河南省
濮陽市供電公司輸電部一名普通巡線工人、今
年43歲的孫文傑。

2000年，孫文傑第一次參加了獻血時，發現自己
血型是非常稀有的RH陰性AB型血。對於像孫文傑
這樣的稀有血型獻血者，平時血站都不捨得讓他們
獻血，而是等到臨床有稀有血型患者需要救治了才
通知他們，讓他們的血發揮最大作用。於是，孫文

傑就向血站工作人員表示，只要需要，儘管通知
他，他一定隨叫隨到。一句隨叫隨到的承諾，孫文
傑至今堅持了12年。12年來，孫文傑獻血至少每年
一次，已經獻血5000毫升，比他全身的血液總量還
要多。

為獻血錯過頒獎
今年1月7日，濮陽市為無償獻血者舉行隆重的頒

獎儀式，獲獎的孫文傑要上台領獎。可是當晚新聞
播出來以後，妻子和孩子卻沒發現孫文傑上台。
面對妻子和兒子疑惑的眼神，孫文傑淡然一笑。

原來，他去參加頒獎大會的時候，正好需要獻血，
孫文傑就決定先去獻血再來領獎。但是，等他獻完
血，頒獎環節已經錯過了。

■《中國青年報》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趙臣 合肥報

道）《李鴻章宗
族六修本頒譜

典禮暨「故鄉情」文
化活動》15日在合肥
市磨店社區舉行。據
是次活動組織方合肥李氏宗譜六修委員會介紹，
以晚清重臣李鴻章為代表的合肥李氏家族，一世
至今，已歷數16代。目前，李氏總人口為7282
人，年齡最大的103歲。其中，李氏子孫旅居在海
外總人數達2000多人，主要分佈在台灣、美國、
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地。

李氏源自許姓
據介紹，合肥李氏源自許姓，自一世祖慎所公

由許家過繼到李家後，合肥李氏便進入了自己的
歷史。李家先世無譜，首次纂修《合肥李氏宗譜》
是1809年（即清嘉慶十四年）。輩分的前8個字是
「文、章、經、國，家、道、永、昌」。目前，李
氏現存輩分最高者為「國」字輩，最低者為「壽」
字輩。其中「道、永、昌」三代人，正是李家的
中堅，總人數達6412人。

風雲風雲

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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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16代
李鴻章子孫逾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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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賊
夜偷萬斤水泥

身淌「熊貓血」電工12年隨叫即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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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宿松一中年男子身體
好、力大如牛，然而他卻
將渾身的蠻力用在邪路
上，專門獨自在夜晚潛入

建築工地偷偷搬運笨重的水
泥和瓷磚。有一天晚上他竟然

偷偷從一處工地搬運了上萬斤水泥到三
輪車上運走。
去年以來，宿松縣破涼、二

郎、涼亭等鄉鎮的數十戶居民先
後報警，說他們擺放在施工工地

上的水泥、瓷磚等材料一夜之間被
人盜走。小偷力大如牛，竟然在一
天夜裡從二郎鎮的一處工地搬走了
上百包50公斤裝的水泥。
接警後，宿松縣刑警大隊抽

調精幹力量展開偵破工作，最
後鎖定破涼鎮40多歲的無業人
員張某有重大作案嫌疑。據張
某交代，自去年3月份以來，
他先後四十餘次潛入破涼、
二郎、涼亭等地盜竊路邊的建
築材料，每次他都是獨自一人
作案，開 三輪車搬運水泥、瓷
磚等建築材料。經調查，涉案總價
值達4萬餘。目前，張某已被宿松警
方刑事拘留。 ■《安徽商報》

■《合肥李氏宗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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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後晉級媽媽 網絡育兒走俏

■網上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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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蘇志堅 劉靖

宇 長春報道）愛好攝影的人很

多，收藏相機的人卻很少，而能

夠自己製作相機的人更是鳳毛麟

角。吉林省長春市有位71歲的老

人，憑一己之力自造了131台42款

的WASAI牌YS-1型612寬畫幅相

機，獲得了三項國家新型實用

專利，該機被攝影發燒友稱為

中國的「阿爾帕」。而這樣的榮

譽背後，最讓人感動的，是我

們從這位老人身上，看到

了一個人對夢想的執迷

與堅持。他就是原吉

林省攝影家協會副

秘書長趙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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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27歲的趙永生到原長春市體委
廣播室工作。那時體委有兩台德國

祿來牌相機，趙永生由此愛上了攝影。1973年，
趙永生被調到原長春市群眾文化館，業餘時間給
培訓班主講。那時一個局長的月薪不過107元，
而他一節課能賺5元錢。收入多了，趙永生花了
90多元購買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機——前蘇聯生產
的非特二型相機。從此以後，趙永生開始收藏相
機。他曾經以15元的價格淘到一台美國上世紀初
的相機，也曾經為了一台德國林哈夫相機舉債
1000元，而在當時1000元就能買一處平房。

靈機一動：自製相機苦與樂
1998年，趙永生迷上了瑞士生產的
阿爾帕相機，13萬的天價卻讓他望
而卻步。於是他萌生了一個大膽
的想法：自己製作。

說時容易做時難，相機
零件繁多，取景器、對
焦屏、引閃器、手
柄。靠 一台電
鑽，一個台鉗，一

把鐵鋸，幾把鐵銼，
趙永生每天忙 鑽眼、

攻絲、打磨、拋光，創可

貼與雲南白藥則成了必備之物。
阿爾帕的山毛櫸木手柄出自瑞士最著名的槍托

廠。為了向其看齊，趙永生想到了中國人最推崇
的紅木，但是市場上的紅木價格高昂，他只好在
舊物市場尋覓，為了一個舊佛龕的立柱他花費了
900多元，也曾經為了一小段黃花梨跑了20多
次。

苦盡甘來：欲建相機博物館
2005年，中國北京第八屆影像器材博覽會上，

趙永生自製的相機大受好評，《照相雜誌》發表
文章重點推介，稱其為中國的阿爾帕。
當製作到50多台的時候，由於缺乏資金陷入了

進退兩難的境地，還是老伴初蘭英看出了他的糾
結，「人難得有個夢想，老伴我支持你，我把退
休金拿出來給你折騰。」
整整四年多，就是靠 老伴的退休金，趙永生

一步步走向成功。去年年末，131台42款的相機
全部完工，並先後獲得國家新型實用專利。
曾經有個日本人要出高價購買趙永生的相機，

但是考慮到專利保護的因素，趙永生婉言謝絕
了，英國皇家攝影學會視覺藝術小組的居之光對
於趙永生的壯舉讚不絕口。目前趙永生準備開設
一家相機博物館，讓更多的人能領略中國阿爾帕
的風采。

自製百台「中國阿爾帕」
七旬相

機迷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蘇志堅、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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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永生自製的

帶有調焦環的新

型618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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