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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四川旅遊(香港)大型攝影圖片展優惠多
多。憑本報可在展覽現場領取精美紀念品，
每天限量500份。還有更大優惠！持三張參觀
券到現場蓋章，即可參加港中旅組織的「乘
香港航空——百個家庭優惠遊四川」的活動，
一個家庭（三人行）可優惠1000元。

時間：2012年6月13日至17日

地點：香港國際會展中心B3會議廳

另：中旅各門店可免費領取參觀券

由《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和四川省旅遊局共同

主辦的「東方之珠獻大愛 熊貓故鄉感深情——四川

最美的地方大型旅遊攝影圖片展」 將於6月13日—

17日在香港國際會展中心B3展覽廳隆重舉行。

■樂山大佛之夜 袁蓉蓀 攝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六
月
閃
耀
香
江

﹁
四
川
最
美
的
地
方
﹂
大
型
旅
遊
攝
影
展

此次大型旅遊攝影圖片展旨在借香港
回歸十五周年之際，向廣大香港公

眾展示四川災後重建成果及旅遊發展情
況，推廣四川旅遊線路產品。四川省旅遊
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將以大愛四川、大
美四川、人文四川和風情四川4個主題概
念，用一張張精彩的圖片，全方位展示四
川豐富的旅遊資源和精彩的旅遊線路。」
據了解，在「大愛四川—災後重建 輝煌
崛起」主題中，將重點展示由香港同胞援
建的臥龍發展情況。

在「大愛四川—災後重建 輝煌崛起」
主題中，香港市民將全面了解到北川、雅
安、廣元等地的災後新貌。「大美四川—
大山大水 大象無形」主題，將讓香港市民
與峨眉山、樂山大佛、青城山、貢嘎山等
美麗絕倫的四川自然風光來一次深入接
觸。如果對巴蜀大地、天府之國的歷史和
文化感興趣，那麼「人文四川—千年古蜀
人傑地靈」中展示的杜甫草堂、三蘇祠、
文殊院等人文景點絕對不能錯過。到四川
旅遊，美食、美酒、美人一個都不能少，

「風情四川—麻辣鮮香 千姿百態」主題將
成為香港市民的四川自由行攻略。為了方
便觀眾現場進行線路諮詢，此次圖片展將
把每一張主題圖片所涉及到的景區（點）
串成旅遊線路圖，香港市民可以輕鬆了解
如何前往喜愛的「四川最美地方」。

東方之珠獻大愛，熊貓故鄉感深情—6
月13日到17日，「四川最美的地方」大型
旅遊攝影圖片展期待您的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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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貓疊羅漢 鍾紹華 攝

溫州市區的蔡先生回想當時的一幕，仍心有
餘悸。8日，他開車不慎將一騎車路人刮倒，
且將她捲入車子前底部，所幸該婦女只是腿部
骨折，並無生命危險。

記者在監控畫面看到，蔡先生駕車在黎明西
路上，自西向東行駛，途經國貿中心大樓時，
突然來了個調頭，駛入了對向車道，然而他剛
調頭完成，車子就撞上了騎車人。

蔡先生說，自己也並不清楚是怎麼將騎車人
刮倒，而在發生事故後，他立馬下車查看。誰
知當他打開車門之後，發現自行車已被轎車的
左前輪壓扁，接㠥他再抬頭一看，騎車人竟已
在自己車前底部時，當場就蒙了。之後，在路
人的幫助下，將被撞婦女移出了車底，接㠥趕
來的120將被撞婦女送往了醫院，經檢查，該
婦女僅僅是腿部骨折。

蔡先生說，幸虧被撞婦女個頭小，大概1米5
左右，又是個女的，柔韌性也不錯，如果換成
個小伙子，就很難說了。目前，交警正在對事
故做進一步調查處理。 ■溫州網

嬌小保命
被壓車底無大恙

在廣州南岸
路有一個報刊
亭，經常無人
看管，檔主為
方 便 街 坊 購
報，特設木箱
讓顧客自覺投
幣 。 難 得 的
是，多年來顧
客都十分自覺，極少發生不投幣的情況。73歲
的檔主歐祥妹婆婆說，「誠信值千金，絕大多
數顧客都會自覺，買賣全憑良心。」

記者在南岸路內環路匝道邊上，找到了這家
無人售報的報亭。報亭裡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報
紙雜誌，還有地圖、零食等，唯獨不見檔主影
蹤。在報亭正中，一個木箱上的告示寫㠥：檔
主有事離開，購報請自覺投幣，謝謝！

梁女士是附近的街坊，她說自己經常在這裡
買報，經營報亭的是一位老婆婆。老人家經常
會走開，為了方便街坊能及時買到報紙，就搞
起了無人售報。「大家都是講一個『信』字，
婆婆信得過我們，我們當然要自覺給錢。」

■《廣州日報》

無人售報亭
付錢全憑良心

1983年6月11日，中國當代傑

出的大寫意花鳥畫家、書法家、

人民的美術教育家李苦禪逝世，

享年86歲。李苦禪出生於山東省

高唐縣李奇莊的一個貧農家庭。

少年時，在民間藝人的影響下，

走上了艱苦的藝術征途。

李苦禪在藝術上吸取石濤、

八大山人、揚州畫派、吳昌

碩、齊白石等前輩技法，

在花鳥大寫意畫方面獨樹一幟。

他的畫筆墨雄闊、氣勢磅礡、自

成風貌。李苦禪常言：「字畫如

其人，藝術及人品之體現，人無

品格，行之不遠，畫無品格，下

筆無方。」儘管命運多舛，備歷

艱辛，李苦禪始終以鍥而不捨

的精神，執藝不輟。曾為人民

大會堂作巨幅《盛夏圖》，又

作巨幅《松鷹圖》，以象徵祖

國 之 未 來 。 其 傳 世 作 品 有

《盛荷》《群鷹圖》《蘭竹》《芙容》

《秋節風味》等。
■本報1983年6月

13日報道版面。

大寫意花鳥畫家李苦禪逝世

1938年10月21日，日軍佔領廣州，國民
黨當局下令武漢軍民緊急疏散。

葉劍英根據中央指示，組織辦事處分批
撤離，安排撤退後的善後工作。11月5日
凌晨，在漢口淪陷前數小時，他和周恩來
送走了最後一批撤離同志，然後從容離
去，27日，輾轉到湖南長沙。

國民黨無心抗戰 市民人心惶惶
歷史古城長沙，湖南首府，這時已取代

武漢三鎮，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但由於
日寇進逼，一片混亂。蔣介石和國民黨政
府的要員們無心抗戰，在長沙召開高級軍
事會議，作點官樣文章，幾天之後就匆匆
轉移到南嶽衡山去了。市民得知這一消
息，更加人心惶惶。

在長沙危急的日子裡，葉劍英和周恩來
在長沙，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有關部
門召開的軍事會議，接洽各界友好人士商
談抗戰救國事宜。葉劍英還致信香港《救
國時報》，控訴日軍侵略暴行，動員港澳
同胞、海外同胞和廣大軍民一起堅持抗
戰。同時與中共湖南省代表一起會晤湖南
省主席張治中，商談協助國民黨軍進行敵
後游擊戰問題，葉劍英受張的邀請，同意
擔任省高級顧問，指導游擊戰。

葉劍英在長沙期間，繼續協助周恩來籌
備組織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改善項英與葉
挺的關係，加強與新四軍的工作聯繫。

「長沙如失陷 務將全城焚燬」
但是，出乎意料，一場大火從天而降。就在周恩

來、葉劍英等日夜為抗戰奔忙的時候，蔣介石密謀
「焦土抗戰」、「火燒長沙」。11月12日上午9時，蔣介
石密令張治中：「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燬。望
事前妥密準備，勿誤！」張治中當即召集會議，負
責籌備。周恩來、葉劍英對此事全然不知。12日上
午，他們出席第三廳在離開長沙前舉行的孫中山誕
辰紀念會，然後幫助第三廳及八路軍辦事處人員繼
續向湘潭縣分批撤退。直至深夜，送走李克農、童
小鵬等離開長沙後，準備睡上一覺，第二天早晨再
撤離長沙。臨睡前，葉劍英還打電話給張治中，詢
問敵情。張回答，國軍仍堅守在汩羅防線，敵人沒
有過河。葉劍英又照例檢查了人員、車子等情況才
上床睡下。誰知就在這時，長沙火起，八路軍辦事
處也被火燒㠥。

在危難中葉劍英首先想到的是周恩來的安全，急
忙帶㠥辦事處人員從火海中脫險。葉劍英後來回憶
當時的情景，說：「那天夜裡，我們睡在辦事處的
樓上。為了防止有人偷汽車，就把汽車放在大門
口，派個警衛員睡在汽車裡頭。沒過多久，來了幾
個放火的人。他們砰、砰、砰地敲汽車，說：『他
媽的，你們還不走，燒死囉！』警衛員邱南章起來
一看，城內已是滿天紅光，馬上咚、咚、咚跑到樓

上來報告：『參謀長，參謀長，大火燒來了！』
我一看，火都燒到我們房子了，就喊快
救火。說㠥我走下了樓，到外面一
看，滿天紅光，趕快跑回樓上找恩來
同志。我們一起下樓來，出了大門，
從一個巷子往外走。火已經快燒到巷

子裡來了，四面都是火。」（二之一）

■摘自《葉劍英在關鍵時刻》，作者：范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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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參加2012H1中國熱氣球挑戰賽的代

表隊在海口市萬綠園進行夜間豎球表演，

為椰城的夜晚增添一道靚麗風景。 新華社

■一名學生自覺投下買報錢。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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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北京大學C14同位素測年，成人頭骨為6200年前的測定結論，以及明

代當地人的墨書題記，日前在山西吉縣人祖山媧皇宮女媧塑像下發現的「皇

帝遺骨」，可能屬於傳說中史前「三皇時代」的「媧皇」遺骨。 ■新華網

這是近日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張柏、故宮博物院副院
長李文儒等23位考古、歷史、神話、民俗專家考察

人祖山後形成的共識。
人祖山位於黃河中游，據不完全統計，山中歷代廟宇約達200

處，其中最負盛名的是建有「媧皇宮」和「伏羲皇帝正廟」的人
祖廟。

明代墨書記載 稱「皇帝遺骨」
早在1984年，媧皇宮遭人破壞時，考古工作者就在女媧塑像下

發現遺骨，包以黃綾，盛於木函。「木函」墨書寫道：「大明正
德十五年（1520年），天火燒了金山寺，皇帝遺骨流在此，十六年
上梁立木。⋯⋯皇帝遺骨先人流下」。明代人的墨書記載把該人骨
稱為「皇帝遺骨」。

從2011年8月13日至10月9日，考古工作者對人祖廟進行了「搶救

性」整理，發現戰國、漢唐、宋元、明清、民國時代遺物291件
（套），並在媧皇宮積土中找到人頭骨、木函殘片和距今2100－900年曾
作祭品的動物骨頭。這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祭祀女媧的考古遺跡。

母系社會首領 後人尊稱「女媧」
專家認為，在漫長的母系社會中，女媧首先是原始氏族的名號，同

時也成為氏族首領的名字，不會只是一個女媧，會有一代又一代的女
媧產生。木函題記中「皇帝」之說，可能是某代或最後一代女媧，是
後人對母系社會首領女媧崇高地位的追稱。因此，這個遺骨無疑是明
朝人認為的「媧皇」遺骨。

「皇帝遺骨」及其他考古發現，可能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填補了上
古無文字記載的歷史斷層，說明山西吉縣人祖山是中華文明的主要起
源地之一，為吉縣人祖山區域是中華婚育文明、農耕文明、八卦和古
代曆法起源地之說提供了實物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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