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4年4月19

日，浙江省檢察

機關批准依法逮

捕在千島湖「海瑞」號遊船上搶劫縱火殺人的

案犯吳黎宏、胡志瀚、余愛軍。1994年6月12

日，3名罪犯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

搶劫罪、故意殺人罪，兩罪並罰，分別判處

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三名罪犯共劫取5000餘美元、15萬餘元

台幣、3000餘元人民幣以及戒指、照相機

和攝像機等。事件中共有32人遇害身亡，其

中24人為前往內地旅遊的台胞。

又十天之後，確實的消息還沒有盼來，
魯迅致信江紹原說：「季弗所談事迄今無
後文，但即有後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對
於該方面的感覺，只覺得氣悶之至不可
耐。」這段話恐怕是言不由衷，故作清高
之態。

多日無消息 魯斥蔡「無聊」
又七天之後，致信章廷謙云：「季弗本

雲南京將聘紹原，而迄今無續來消息，豈
蔡公此說所以敷衍季弗者歟，但其實即來
聘，亦無聊。」對蔡元培的人格表示懷
疑，而且指斥蔡公「無聊」。
此事又拖了一個月，在致章廷謙的又一

封信中，發洩了對蔡元培的不滿：「太史
之類，不過傀儡，其實是不在話下的，他
們的話聽了與否，不成問題，我以為該太
史在中國無可為。」蔡元培在清末曾做過
翰林，所以稱「太史」。
到了12月，魯迅直接向蔡公寫信，他借

為昔日的學生荊有麟寫推薦信的機會，巧妙地表達了自己
葵藿向陽之意。終於，12月8日，聘書來了。

魯不用上班 可拿300圓乾薪
到頭來還是由擔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於

1927年12月主動給魯迅送來一個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圓
乾薪的特大飯碗：中華民國大學院特約著述員(又稱特約著
述員)。
蔡元培曾在他的《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中說過：「大學

院時代，設特約著述員，聘國內在學術上有貢獻而不兼有
給職者，聽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補助費。吳稚暉、李石
曾、周豫才諸君皆受聘。」(收在《自傳之一章》書中)
這個「特約著述員」，在商務版的《第二次中國教育年

鑒》中，有它的自1927年12月起至1948年1月止的20多年中
共有124人的名單，稱作「專門人員」中的「特約編輯」。
其第一批是五個人，即吳稚暉、李石曾、馬夷初、周豫
才、江紹原。
現在的《魯迅書信集》中，也有三封信談到此事，不過

稱作「特約撰述員」罷了：(1)昨由大學院函聘為特約撰述
員，已應之矣。(1927年12月19日致邵文熔信)
(2)紹原經濟情形，殊可慮。但前兩星期(即18日，實際上

只隔9天。因為18日是星期天，25日又是星期天，信是26日
寫的，所以這裡是倒數上去的第二個星期天之意)，有一個
聽差(我想是蔡「公」家的人)送大學院的聘書到我這裡
來，也有紹原的一份，但寫明是由胡適之轉的。問他何時
送去，他說已送去過了，胡博士說本人不在滬不收。我本
想中途截取轉寄，但又以為不好，終止了。後來打聽季
弗，他說大約已經寄杭了，星期二(十九)付郵的。莫非還
未到麼？倘到，則其中有一筆錢，可以過年。(1927年12月
26日致章廷謙信)
(3)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為之設法，
實深感激。惟數年以來，絕無成績，所輯書籍，迄未

印行，近方圖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
而又突陷兵火之內，存佚蓋不可知。教
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當，受命之
日，沒齒無怨。現北新書局尚能付少許
版稅，足以維持，希釋念為幸。（1932

年3月2日致許壽裳書）（四之二）

■摘自：《魯迅時代何以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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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與魯迅。 網上圖片

「幫忙看望、慰問朋友；尋找二師的某個人；向某人表
白；5元/小時。」「幫忙代課(遇上自己有課又有重要的事要
辦)，負責記筆記，5元/節。」17日，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大一
學生趙曉芳又在校內貼出一批廣告單，公開「販賣」自己的
課餘時間。
趙曉芳是該校2011級建材系建築裝飾班的專科生，浙江溫

州人。她說，清明節的時候，她幫舅舅搬家，無意間發現幫
人做事，也可以賺錢。回到學校後，她便和同學鄒俊傑一
起，在校內貼了很多廣告單，將同學們平時可能遇到的一些
問題羅列出來，然後明碼實價販賣。
記者了解到，雖然趙曉芳的業務聽起來有點荒誕，但在校

內有一定的市場，得到不少學生支持。 ■《武漢晚報》

一大早出門踩一腳狗
屎，一般人遇到這樣
的情況雖然覺得特別
厭惡，但會找個地方
蹭一蹭就該幹啥幹啥

了。可是，家住大連市中
山區青泥窪橋街道天津社區的白領孫雨(化
名)13日上班一出門踩到狗屎，卻請一天假不
上班在家躲「晦氣」。
孫雨今年28歲，在開發區一家日企做管理

工作。孫雨母親白女士告訴記者，女兒工作
非常辛苦，早上6點就要出門，晚上7點才到
家。13日，女兒剛出門沒有5分鐘就又回來
了，說是「不順」請假不去上班了。白女士

仔細一問才知道原來女兒一出樓道的防盜
門就踩了一腳狗屎，自認為「不順」
請假一天在家躲「晦氣」。
孫雨告訴記者，日企領導要求比較

嚴格，一點小事做不對就會挨領導批
評，工作壓力比較大，她和同事都
有每天晚上上網查第二天的星座運
勢的習慣，然後根據星座運勢，安
排第二天的活動。
孫雨說，「根據頭一天查的星運指

數，雙子座的我本月13日整體運勢不
好，上司或是同事對我的工作很挑剔。 」
「不如請假把『晦氣』躲過去。 」孫雨請
假不去上班有自己的理由。 ■東北新聞網　

17日下午，陝西西安東門
外某市場內，一場特殊的
「追悼會」吸引了不少人圍
觀，「追悼會」悼念的不是
某位名人，而是一隻普通的
護衛犬。3天前，市場多名
商戶面臨危險時，這隻護衛
犬衝出護主，卻遭對方20餘
人持刀砍死。
「你的出現使歹徒原形畢露，你的犧牲

使業主免遭血洗⋯⋯」17日，該市場部分
商戶自發為這隻護衛犬開追悼會。主人的
幾句悼詞，讓很多圍觀群眾感歎不已。
據狗主人周先生介紹，13日下午，一夥

身份不明的壯漢進入市場，強行清理商
戶，因經濟糾紛問題與商戶發生爭吵。就

在這時，護衛犬「樂樂」突然衝出並朝對
方吠叫。見有狗跑出來，對方後退兩步，
但當即有人叫囂㠥「砍死牠」。對方20餘人
抽出砍刀追砍「樂樂」。大家急忙將狗拉回
商舖，但「樂樂」還是被對方砍傷背及頭
部，次日不治身亡。周先生傷心地說，這
隻狗是商戶們的好朋友，如今發生這件
事，讓他們十分痛心。 ■西安新聞網

1名女性上
班族每次月經
來時都覺得腸
胃不適，以為
是腸胃問題，
求診檢查才發
現是「子宮內
膜異位症」，
醫師表示，症
狀會越來越明
顯及惡化，也
可能造成不
孕，呼籲及早發現及治療。
台北中山醫院婦產科醫師郭安妮18日表示，約2%

到5%女性患子宮內膜異位症，其中約有35%患者會
有嚴重經痛並會腹瀉、便秘，然而卻未尋求婦產科
醫師幫助，使病情更加嚴重。
郭安妮表示，若長期忽視子宮內膜異位症問題，

則身體廢物會持續在體內累積造成腸道梗阻、腸蠕
動越來越差，而導致腸穿孔、腹膜炎等嚴重併發
症，且可能造成不孕。
她提醒女性朋友，「子宮內膜異位症」屬漸進發

展型疾病，症狀會越來越明顯及惡化，還有可能造
成不孕，建議患者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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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賣時間」
幫表白5元一小時

忠犬護主遭砍死眾人追悼會送行

出門踩到狗屎白領請假躲「晦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菁 上

海報道）曾有「遠東第一遊樂場」
之稱的上海「大世界」修繕工作
正在規劃之中，未來的大世界將
以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為重點。

據上海市政協人資環建委副主任駱新介紹，大世界將
集傳統戲劇戲曲、雜技魔術、民風民俗和中外優秀歌舞
表演為一體，去除功利主義和泛娛樂化的特徵，既注重
歷史風貌保護，體現文化傳承，又展露時代氣息和地域
特色，從而形成彰顯海派文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
與人民廣場周邊的上海大劇院、上海博物館、上海美術
館、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等組成「環人民廣場文化
帶」。

滬「大世界」將成非遺文化中心

■本報1994年4月20日

報道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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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台州市的出租車司機近日興高采烈地參加了

一個「枕頭大戰」遊戲。由於油價上漲、天氣轉熱等

原因，使得原本就競爭激烈的出租車行業面臨更大的

壓力，當地出租車公司特意舉辦該活動，為「的哥」

們紓解情緒。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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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在花圈中間寫上了「犬」字悼念愛犬。 網上圖片

■上海「大世界」

夜景。 網上圖片

■醫生提醒經痛兼腹痛要及早治

療。 網上圖片

養生經

「千島湖」搶劫縱火案主犯被捕

小學生答「我不讓」老師打 叉大
一道小學一年級的語文

閱讀題，素材是「孔融讓

梨」的故事，題目中有一

道是 「如果你是孔融，你

會怎麼做？ 」學生回答

「我不會讓梨」，被老師打

了一個大大的叉。這張試

卷被孩子父親發現後，拍

成照片發到微博上，一天

時間裡就被轉發近2000

次，評論400多條。孩子

父親想不通：這就是如今

的教育嗎？如果是你，會

怎麼回答？■《新聞晚報》

記者聯繫上孩子父親，他告訴記者，孩子是一年級的學
生，當他看到試卷後也問過孩子，孩子說自己不是搞惡

作劇，「我問：你為啥寫『我不會讓梨？ 』他答：我認為4歲
的孔融不會這樣做的。我問：為什麼呢？他答：因為他只有4
歲。 」他還說，孩子十分堅信自己的答案，所以這道題他沒有
訂正，在父親跟他溝通時，孩子非常確定地說要問一下老師後
才訂正。

反對：不應要求人人做聖人
在網上熱議中，大部分網友認為 「老師判錯了」。一位網友

說，這是一道好題，但需要老師去引導孩子。這個紅叉很粗
暴，其實孩子答案原本無可厚非。第一，孩子是講規則的，嚴
格按照年齡大小來分，自己的比弟弟的梨大，可以不讓。道德
教育不應該要求人人都做聖人。第二，這個孩子至少說了真
話，比那些口是心非回答「讓梨」的好。
還有不少人認為，這道題出得有問題，「教改這麼多年，語

文仍偏重於德育，真正的語文知識卻很弱，文言文、世界文
學、閱讀能力、獨立思考能力⋯⋯這些核心點反倒沒人重視。」

贊成：小學語文和德育無法脫節
並非所有人都認為這道題有問題，也有不少網友認為，

在小學階段，語文課和思想道德課其實無法完全脫節，在
語文試卷裡出現這樣的題無可厚非，「這題本身就包含了
對孩子是非觀的培養和引導，和教人說謊根本無關。教孩
子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搶最大的，就是釋放人性嗎？」

家長：德育應在生活中教導
讓記者有些驚訝的是，這位孩子家長也不完全認為問

題出在老師一方，「語文老師在試卷上打叉沒有錯，
正因為是語文課，教會孩子如何閱讀，正確理解短文
中心思想很重要，我也認為這樣回答確實是錯的。 」
不過，他對題目本身，即「是否需要用這個典故來教
育下一代中華美德」這件事，則持保留意見。他認
為，德育課和語文課很難完全分開，但德育教育是
貫徹在所有行為習慣和細節方面的，不是喊口號，
不僅可以在語文課上體現，也可在日常生活中教
導。

孔 融 讓 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