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康寧醫院婦產科主任楊再
興近日在接受島內媒體採訪
時提醒說，過度減肥會造成
體內脂肪不足，從

而使女性產生皮膚粗
糙、毛髮濃密等男性化特徵。
據介紹，該醫院就診的一名37歲女瑜

伽教練，身高166厘米、體重43公斤，
卻因過度減肥而造成臉上長滿痘痘、皮
膚粗糙且情緒起伏大，並經常感到疲
勞。醫生檢查時，發現她體內脫氫
異雄固酮濃度低於正常。
這名患者平常吃素食，長期營養不

良但運動量非常大，讓身體深層脂
肪燃燒過度，無法讓體內男性荷爾
蒙順利轉化成女性荷爾蒙，造成男
性荷爾蒙堆積，且出現月經失調、
男性化及早衰症
狀。
此外，台灣醫生

警告，一些女性認
為生理期不會變
胖，在此期間大吃
大喝，雖然期間增
加的體重可能與生
理期過後甩掉的水
分相抵消，但長此
以往恐怕體重會越
來越重。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深圳一中學有學生日前曝出年級的重點班
裝了空調，而普通班學生卻只能吹風扇，
學生申請湊錢買空調被學校拒絕。消息引
起不少爭議，不少人指學校做法屬「歧視」

普通班學生。該學校辦公室主任則指，學校資
金有限，安裝空調的計劃也只能逐步推進。
消息出自深圳濱河中學高一的一名學生，日

前他發佈微博稱，夏天到來，班上越來越熱，
許多同學甚至因此上課專注力不集中。班上的

同學進行了一次民主投票，通過了集體出錢買
空調的提議。不過當班上同學向學校提出集資
買空調的時候，學校領導因不肯承擔電費拒絕
了申請。但當學生表示電費也由他們負擔的時
候，學校還是拒絕了。
該名同學質疑，同年級的重點班有四台空

調，而7個普通班一台空調都沒。重點班的空調
是學校出錢安裝的，電費也是學校負擔，但普
通班自願出錢買空調負擔電費還是不給通過，
學校有意「歧視」普通班學生。

近日傍晚，微博網
友「信望愛—大胸
北極熊」在微博上
發了一張照片：一

男生赤裸上身，蹲
坐在裝滿有半桶水的透明水缸裡，
而手裡握 電腦滑鼠，眼睛盯 電
腦屏幕。微博發出後，當即引來諸
多轉發和討論。
記者聯繫到了照片中的「解暑

哥」，廣東商學院華商學院的2011級的伍
同學，他告訴記者，天氣熱得實在受不
了，浴缸是室友特意上網買來解暑的。
廣商華商學院不少學生向記者抱怨道，
不僅學校宿舍無空調，圖書館、教學樓
等公共場所均無安裝空調。
對此，廣商華商學院學生處負責人解

釋，學校經費有限，學生宿舍可自行購
買空調安裝，該校新建宿舍樓明年或有
望裝上空調。　 ■《揚子晚報》

看 滿大街的姑娘伢，你能說出她們是來
自哪個地方的嗎？近日，淘寶網發佈城市百
態圖，以數據為基礎，將各地女性衣 特徵
一一呈現。武漢作為中部購買力最強城市，
愛買碎花裙的武漢女伢被直接冠名為「全國
最森女」(森女：崇尚簡單，喜歡民族風服
飾，不盲目追求名牌，生活態度很悠閒)。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女裝購買者

出手最大氣的是北京大妞；上海女除具有
「御姐範」(外表、身材和個性成熟的年輕女
性被稱為御姐)之外，還特別喜新厭舊；霸
氣的黑龍江女孩最注重品質；山東姑娘最為
持家；廣東靚女講究實用；南京女孩非常文
藝氣；杭州女很蘿莉；台北女生的特點是野
性；烏魯木齊的姑娘則最喜歡民族風。

■《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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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班裝空調 普通班吹風扇

降溫有新招
「解暑哥」泡水缸上網

內地女性衣 ：
北京炫富上海御姐

女性過度減肥
恐變「男人婆」

1997年5月18日，北京至九龍的97次直通旅

客列車從北京西站發車。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

出席開行典禮並剪綵。

為了給進出香港的旅客提供方便的鐵路運輸

條件，經北京、上海鐵路局與香港九龍鐵路公

司充分協商，就開行北京至九龍、上海至九龍

兩趟直通旅客列車的有關問題達成了一致

意見。北京至九龍的列車途經石家莊、

鄭州、信陽、武昌、長沙、韶關、廣州等城

市。上海至九龍的列車途經杭州、鷹潭、

株洲、廣州等城市。

北京、上海開出的這兩趟客車，購買到

九龍的車票須交驗護照、港澳同胞回鄉證

等有效證件；車票以港幣計價，在內地

以人民幣核收。旅客出入境手續在離深圳不遠

的常平口岸辦理。

京九直通車開行

黃陂大捷後，林彪、聶榮臻又率紅一軍團
和第二十一軍、第二十二軍及獨立第五師進
攻草台崗。戰鬥最激烈時，敵人派出飛機狂
轟濫炸，一顆炸彈落到前沿指揮所，「轟」
的一聲，林彪被爆炸的氣浪掀倒在地。但
是，林彪沒有受傷。

李聚奎率紅九師 拿下黃柏嶺
攻佔草台崗必須先佔領黃柏嶺。黃柏嶺是

緊靠草台崗南面的制高點，山坡陡峭，易守
難攻。紅四軍十、十一師強攻多次，都被敵
人居高臨下地擋回。紅一軍團中，有三位師
長負傷。戰鬥至下午三時，黃柏嶺還未得
手。這時，林彪決定使用預備隊。他對紅九
師師長李聚奎說道：「從拂曉打到現在，還
沒拿下來。現在命令你們九師從正面山埡口
突過去，限你們在兩個小時內把它拿下來。」
李聚奎想了想，對林彪說：「敵人只要兩

挺機槍就可以把口子封住，我們攻不上去。」
「那怎麼辦？」林彪問。
李聚奎建議以一個團正面強攻，以兩個團

從埡口左翼山樑攻上去。林彪聽了這話，把
李聚奎「轟」了一句：「你怎麼不早說？」
按照這一部署，李聚奎率紅九師迅速拿下

了黃柏嶺，然後又衝向草台崗。
草台崗戰鬥，紅一軍團獲得全勝，殲滅和

俘虜敵軍近四千人。
在黃陂、草台崗戰役中，林彪麾下的紅一

軍團又立殊功。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認為，
「一軍團在決戰方面作用很大」。林彪聽到這
話，十分高興，他把整個戰役的成果全部記
入了他的「功勞簿」。
第四次反「圍剿」鬥爭結束後，紅一軍團

政治部副主任李卓侯趕編了一齣《廬山雪》的劇本，內容是
寫紅軍打進南昌，殺上廬山，俘虜蔣介石的故事，寓意國民
黨反動統治就像廬山上的春雪，很快就會消融、瓦解。
這個劇本亦正亦謔， 重表現紅軍戰士的豪邁精神和樂觀

向上的人生態度。羅瑞卿飾演蔣介石，童小鵬扮作宋美齡，
兩人在戲中極盡調侃嘲弄之能事。如戲中有這樣一個細節：
紅一軍團眼看要殺上廬山，蔣氏夫妻慌作一團。
「蔣介石」色厲內荏地吹牛皮，說：「我有百萬大軍，還

有美國的鋼盔，我怕什麼！」
「親愛的，給你鋼盔。」「宋美齡」忙中出錯，遞給「蔣介

石」一個痰盂。
「蔣介石」把痰盂往頭上一戴，覺得不妥，摘下來，氣得

破口大罵：「娘希匹！怎麼把痰盂扣到我腦袋上了？」

羅瑞卿自告奮勇 邀林彪出演
劇本在綵排時，效果極好。周恩來笑得前仰後合，直不起

腰。李卓侯請他提意見。周恩來想了一下，說：「戲中敵方
主角是蔣介石，我方的主角是一個軍長，好像不太搭配，是

不是應該換成軍團一級？」
李卓侯苦笑道：「至少應該是軍團一級，

但是林軍團長那麼內向，誰有這大的本事讓
他上台表演？要不你幫助做做工作？」
周恩來搖搖頭，也沒有把握。
這時，羅瑞卿站出來說：「我來試試。」

（七之六） ■來源：《林彪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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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左一)和羅瑞卿。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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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提醒女性減肥應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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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歲的回族老人王承光是河南沁陽人，在他的記憶中，關於七
爺的描述一直是個謎。他的家譜中，一直沒有關於七爺的記

載，而對七爺的描述只是口口相傳。

比武惹官司 逃到寧夏
清朝末年民間尚武，河南沁陽西向鎮王家兄弟們也是如此。清朝

咸豐五年，王家老七在一次比武中出暗器將對方打倒，不想對方不
治身亡。惹了官司，為了不連累家人，老七帶 家裡最小的老八一
起離開了沁陽。老八去了山西長治，老七則到寧夏安了家，河南老
家的人只聽說老七到了一個叫「半個城」地方。
王承光的爺爺是兄弟八人中的老三，他臨終前告訴王承光等人要

找到「老七」和「老八」，讓他們重歸族譜。
2009年，「老八」的後人在山西長治被找到，他的後人已繁衍了

約750人。「我就更想找到七爺爺的後人。」王承光說，他打聽到，
半個城就是現在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同心縣。在寧夏的同心縣，「老
七」的重孫子王正福說：「只聽太爺說是從河南搬遷過來，其他的
不太清楚，今年一次偶然聽到河南有人尋親，回族、王姓、河南都
對得上，我就和河南聯繫上了。我太爺爺只生了我爺爺一個，我父
親總共有四兄弟，我們幾個兄弟去了趟河南沁陽。去了之後，發現
彼此的容貌都很像。」
為了慎重，他們覺得還是「驗證」為好，在西安工作的王正福的叔

叔王志福「獻」了幾滴血；王承光拔下三根鬍鬚，隨後他們將樣本
送往第四軍醫大學DNA分型研究中心。鑒定結果顯示河南王家和寧
夏王家是一個家族，王承光找的「七爺」就是王正福的太爺爺。

男性Y染色體 代代相傳
研究中心的的吳元明主任說，男性個體細胞的性染色體對為XY，

女性則為XX。Y染色體只在男性間遺傳。所有男性的Y染色體是可
以一直遺傳下去的。這次鑒定就是通過兩個男性之間的Y染色體來
確定的，「只要他們共有一個父系，Y染色體一定是相同的。即使
繁衍超過幾代之後，也可以通過DNA來實現「認祖歸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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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王磊、柴龍西安報道）清朝咸豐五年，老七在比武中失手把對手打死，為躲避官司，

和老八一起出走。以後的百餘年間，家人一直希望找到老七。近日，已經繁衍到第七代的老七後人通過「DNA」

的幫助找到了河南的親人。

助「認祖歸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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