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隨 溫度
遞升，各大醫院
胃腸道疾病接診
量不斷上升。而
其中，因冰箱使

用不當，患有「冰箱性胃腸炎」的病人
更引起了醫生的注意，因為他們是吃了
從冰箱裡拿出的含過量細菌的隔夜菜引
起的。
很多人誤認為冰箱有冷凍功能可以殺

毒。事實上，冰箱的冷凍箱溫度一般在
零下18℃左右，可以抑制或殺死很多細
菌，對食品起保鮮作用。但冷凍不等於
完全殺菌，一些耐低溫細菌可在這種環

境下迅速增長繁殖，如果食用感染了這
類細菌的隔夜陳菜，就會引起腸道疾
病。所以我們不能把冰箱當作消毒櫃，
把所有食物都往裡面放。　
專家建議，冰箱溫度要控制在4攝氏

度以下，冷藏食物時間最好不要超過24
小時。食用必須加熱，因超過70攝氏度
時細菌才能被殺滅，所以必須把菜餚燒
熟燒透後再吃。
冰箱消毒至少每月一次，特別是夏季

更應勤洗。消毒時不要忽略了冰箱門的
密封條，因密封條上的十幾種微生物很
容易傳染到食品，導致人體各種疾病的
發生。 ■《華西都市報》

養生經

「活 ，就有希望。」為了能使
患肺癌晚期的丈夫更堅強樂觀地面
對病情，妻子連續15個月都執 地
去複印店裡修改幾乎宣告死亡的化
驗報告單。善意的謊言不僅使丈夫

多活了一年，也讓他在生命最後的一程
依舊充滿了笑容。

林芸和丈夫祝偉（化名）19年前在杭
州，經人介紹認識、相愛。婚後，小兩
口的日子很美滿。令人惋惜的是，不到
50歲的祝偉前年被查出患了肺癌，而且
已經到中晚期。即使動了手術後，情況
依舊不容樂觀。
林芸明白，對癌症病人來說，信心特

別重要，她擔心丈夫看到化驗單報告後

會主動放棄，於是打算在報告單上「動
手腳」。
林芸來到單位附近的一家複印店，店

老闆了解情況後被她感動，同意免費幫
忙。就這樣，從去年１月起，林芸每月
準時來店裡，不過為了不讓丈夫起疑
心，如何改化驗單也讓她費了不少腦
筋。「要可信但又能鼓勵丈夫。」林芸
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店內的工作人
員每次要花１個多小時來做這個工作。
這個善意的謊言，祝偉在臨終前也沒

有知道。15個月中，他在妻子的鼓勵下
一直樂觀地與病魔作鬥爭。林芸說，老
祝最後走得很坦然，她作為妻子也盡
心、盡力，沒有遺憾。 ■新華網

妻改化驗單 編謊言撐癌夫

夏天吃陳菜 當心「冰箱性胃腸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戰宏、通訊員

劉海文 潮州報道） 7月18日晚，備受
關注的新編古裝潮劇《曹營戀歌》在
國家大劇院獻演，為觀眾帶來一場精
彩的視聽盛宴。
有 「南國奇葩」之稱的潮劇，作

為地方劇種首次在國家表演藝術最高
殿堂獻演，演出成為潮劇藝術發展史
的里程碑，也成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潮州在京城對自身深厚歷史文化底蘊
的一次精彩展示。國家一級演員、潮
劇名家鄭舜英、唐龍通通過蕩氣迴腸
的唱腔，自然細膩的表演，在演廳裡
獲得觀眾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
潮劇，又名潮州戲，是廣東四大劇

種之一，流佈於粵東、閩南和東南亞
一帶，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歷史，以優
美動聽的唱腔及獨特的表演形式，融
合成極富地方特色的戲曲而享譽海內

外，有「南國奇葩」之稱。
近年來，該市潮劇團不斷創作排演

了《益春》、《曹營戀歌》等一批好
戲，湧現了眾多優秀演員。曾先後20
多次應邀赴港澳、泰國、新加坡等國
家和地區演出，均贏得很高聲譽，為
弘揚潮劇傳統藝術、促進中外文化交
流做出積極貢獻。

新編潮劇 揚譽京城

1982年7月20日，我國成功用冷凍精液人工授

精繁殖大熊貓。大熊貓是世界的珍稀動物，僅產

於我國，被稱為「活化石」。

大熊貓繁殖力低，在人工飼養條件下，大熊貓

雌雄本交的可能性極小，1936年至1986年的50年

間，在世界動物園內，人工飼養的大熊貓已超過

200隻，其中，雄性具有求偶交配能力的卻不到

10隻；雌性具有產仔能力的也不到30%；雌性

懷孕產下的幼仔，活到年歲以上的僅有三分之

一。

故此，1978年北京動物園首次用人工授精取

得繁殖成功。這是世界上第一次為大熊貓人工

授精獲得成功的紀錄。而1982年成都動物園用

冷凍精液進行人工授精，更使以後採用自然交

配與人工授精並用的辦法，提高了熊貓人工繁殖

的成功率。

用冷凍精液成功令熊貓授精

日前，江蘇揚州8對新人共同舉行一場以「低碳」為主題的中式集體婚禮。婚

禮的迎親隊伍由8輛三輪車組成，新人們身 古裝「穿越時空」，演繹了一場時

尚環保的中式婚禮。圖為身 古裝的新人們乘坐三輪車前往婚禮現場。

新華社

北京有條王府井大街，這是中外
皆知的，據說還是「中華第一
街」，比上海的南京路更顯赫一
點。不過，大多數人所不知道的
是，這條街在民國年間時還有個洋
名，那就是「莫理循大街」，在1949
年前，王府井大街南口路西店舖的
牆上還釘有「莫理循大街」的英文
路牌。這位莫氏並非他人，正是百
年前英國《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
者、袁世凱的洋顧問莫理循。
1912年5月17日，莫理循寫信給

《泰晤士報》主編白樂爾，他在信
中回顧從1895年開始的記者生涯，
特別是報社所給予的經濟收入。據
莫理循自述，他任職之初，年薪只
有500英鎊，1900年後才加到1,200
英鎊，但其中包括了辦公費和必要
的旅行費用（除非到樸茨茅斯採
訪，費用才另外開銷）。莫理循在
信中算了一筆賬，從1895年11月1日
至1912年5月1日的這段時期裡，

《泰晤士報》共為其支付了19,000英鎊，但讓他
不能忍受的是，從1900年開始，他的薪水即一直
保持在1,200英鎊，而這樣的收入已經無法支付
其開銷，特別是當時的匯率變動，已經讓他不堪
承受（辛亥革命前，一英鎊兌換11.15美元，但
革命之後，一英鎊只能兌換9.55美元）。

17年的記者生涯收入6萬元
這一年，莫理循年屆五十，他對記者生涯已感

到厭倦，而他寫這封信的主要目的，主要是向
《泰晤士報》索取一筆退休費。據他自己所說，
這些年幹下來，除了在北京城裡擁有一所即將翻
修的舊房子和城外一座小別墅外，他身邊只剩下
250英鎊的現金存款。在隨後寫給朋友的信中，
莫理循認為他在城內的房子價值3,000英鎊，至
於那所鄉下的小別墅，因為莫理循並未提及，可
能價值不會太高。
莫理循的月薪應為2,000元（無特別說明的

話，以下「元」均指銀元），他在中國工作17年
的資產似在6萬元上下。與任職45年的海關總稅
務司赫德相比，這實在不算什麼，據莫理循推
測，赫德於1911年9月去世時，其名義收入為40
萬英鎊，實則至少獲取了75萬英鎊的收入。
莫理循自己也承認，作為《泰晤士報》的駐外

記者，他在北京是絕對的「高薪人士」，事實上
也確實如此。同時期的中國名記包天笑在上海
《時報》任職，每月80元的薪水已讓其非常滿

意，而據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在《變化中
的中國人》中的調查，當時傳教士
每年的收入大概只有100美元，只
及莫理循的十分之一。當時廣東
諮議局的議長，月薪也不過140
銀子（一銀元相當於0.72 ），

常駐議員收入更低，一個月只有50
。（之一） ■摘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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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的洋顧問莫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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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運動、聽音樂，吃的是螺
旋藻，還有專用的「豬廁所」，這
種內地首家用螺旋藻餵養的高端
生態豬肉昨天從海南省澄邁縣走
上北京人的餐桌。其價格聽上去

也令人「驚歎」：頂級部位「梅肉」
(上肩肉)的價格高達每斤398元；即使
最便宜的部位也要50多元一斤。
據生產廠家介紹：豬種選自瀕臨滅

絕並受國家重點保護的五指山香豬；
全程飼餵的是獲得國家專利的有機飼
料，飼料中含螺旋藻、茉莉花、構樹
葉、昆蟲等營養物質；生長全程無需
使用任何抗生素，肉質膽固醇含量低
並且散發清香。
藻花香豬從出生到出欄，飼養周期

是普通豬的兩倍以上。香豬每天要運

動、聽音樂、在果林放養，有專用的
「豬廁所」，通過放養，充分吸收當地
水土中的硒元素，因此其肉質中也含
有大量硒元素。如此「嬌生慣養」的
豬怎能不貴？ ■《北京晚報》

天價豬肉進京 1斤398元

台中19歲男子蕭宇程在父母及
鄰里眼中，是個一事無成、內向
自閉的宅男，直到警方日前上門
拘人，其母才驚覺兒子竟然是月
騙近千萬元(新台幣，下同)的「騙

壇新星」。
蕭落網後坦言，因兩年前應徵暑期

工慘遭詐騙集團所利用，淪為人頭
戶，更險些惹上官司，其後再被另一
詐騙集團羅致為專責取款的「車手」。
「與其被人騙，不如我來騙」，蕭男不
甘取款一次只賺1000元，在摸熟集團
運作模式後，自行「創業」，自年初帶
領起10多名車手，以健保局查詐保為
由行騙。
蕭稱很多同業都是因為炫富、成員

不睦，或者被女人出賣而敗下去的，
所以他不僅低調生活，與家人同住公
寓，駕二手車，甚至與戀愛多年的女

友分手，亦與成員建立良好信任關
係，不惜將數百萬元的贓物、現金分
存於其他成員家中。
蕭稱，自「創業」後就不近女色，

並常對成員三令五申，要求新成員不
要炫富。但他拒絕向警方透露詐騙細
節，笑稱這是「商業機密」。■中通社

宅男不甘被騙 自「創業」成「千王」

■新編古裝潮劇《曹營戀歌》在國家

大劇院獻演。 深圳辦

■海南天價豬進京，最貴1斤3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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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動物園研究人員在對大熊

貓進行人工授精。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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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抗戰老兵目前在汕頭市區孤
獨生活。1922年，他的父親在

上海虹口經營一家藥材舖。1938
年，藥材舖在日軍轟炸中變成了
廢墟。

郭予廣一家就這樣成為了難
民。18歲的郭予廣報名參
軍。兩年後，加入了地方部
隊—蘇北地區國民抗日指
揮部。郭予廣在第五小組
負責狙擊和運送彈藥、
藥品。

球場一見鍾情 私奔香港
1945年抗戰勝利，郭予廣回到了上海。

1947年的冬天，郭予廣這輩子唯一一次戀愛
發生了，地點是上海南市女子中學（記者
註：援引老人講述，實際名稱或有出入）。
已經90歲的郭予廣清晰記得那天的一切，他

把自己在25歲的時候與她的那次會面描述為
「一見鍾情」。

「我一眼就喜歡上了，她是學校球場上最
漂亮的一個。」90歲的郭予廣笑起來。
女孩叫周玉林，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那

一年，她19歲，小郭予廣6歲。但是女孩的
父親極力反對這門親事。過了元旦，這對熱
戀的男女偷偷地登上了上海到香港的飛機，
私奔了。
1950年，他與懷有身孕三四個月的妻子在

香港分別，潛回上海。回上海後第3天，因
歷史原因郭予廣被公安人員抓捕判刑，再也
沒有妻女的消息。唯一一次，有獄警告知他
妻子來信，說生了一個女孩。1982年，郭予
廣回到了故鄉汕頭。

上海尋人無果 至今未再婚
郭予廣住的公租房在汕頭老市區南海路，

狹小簡陋。郭予廣直到中年時，身姿挺拔，

也曾有人相中，但他再也沒有結婚。
1988年，郭予廣最後一次去上海尋她，整

整一年都沒有結果。從那以後，他就回到汕
頭，一個人孤獨生活。
「我總想念我的妻子，我對不起她，她一

生都(為我)犧牲了。」年已90的郭予廣說。

「我總想念我的妻子，我對不起她」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
如今已90歲的郭予廣，汕頭市潮陽

區銅盂鎮人，十多歲時在戰火中

淪為難民，而後投筆從戎參

軍抗日。他在上海的校園

裡，遇到了他這輩子唯一

深愛的女孩。他和她，因為

遭遇家庭的反對，私奔出

走。2年的愛情，在紛亂的年

月結束，他再也沒見過

她。可他的心中，卻

無時不想找回自己

失散已逾60年的妻

女。

■《廣州日報》

尋親線索：

周玉林，1928年生，上海人，南市

女子中學學生，家中有其他兄弟姐

妹，父親從事金融業，家庭住址在地

豐路一帶(經查，此路為1943年前現上

海靜安區烏魯木齊北路的名稱)居住。

1950年產下女兒，至今杳無音訊。

九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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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予廣老人和

他年輕時的照

片。 網上圖片

失散60年妻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