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駐中國的侵略軍——關

東軍，自行炸毀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

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借此突然襲擊

了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隨即在幾天內侵佔

20多座城市及其周圍的廣大地區。這就是當

時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以其製造的「柳條湖事件」

為借口，大舉進攻瀋陽。當時，正是內戰時期。日

本侵略軍乘虛而入，於9月19日佔領瀋陽，接 分兵

侵佔吉林、黑龍江。至1932年1月，東北三省全部淪

陷。1932年3月，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扶持下，傀儡政

權—偽「滿洲國」在長春建立。從此，日本帝國主

義把東北變成它獨佔的殖民地，全面加強政治壓

迫、經濟掠奪、文化奴役，使我東北3,000多萬同胞

慘遭塗炭，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九．一八」事變爆發

記者：為什麼這麼說呢？
加措：我前後共參加過三次絕

食活動，只有這第一次是我自願
參加的。所謂「自願」就是沒有
報酬。而第二次、第三次我是頂
替別人去參加的，要付報酬給我
的。
參加完第一次絕食後，有一

天，拉姆加急急忙忙來找我，說
參加第二次絕食的人不夠，讓我
去救急頂替，活動結束後給了我
500尼幣。第三次也是這樣。我後
來才知道，參加絕食的大部分人
都是拿錢的。
第二次絕食時，我餓得很厲

害。有一個參加絕食的人悄悄跑
回「三區聯合會」一趟，回來後
問我要不要吃點東西。我驚訝地
問他那怎麼可以！他卻回答我，
「三區聯合會」裡的人告訴他可以
偷偷吃一點。於是，我就吃了一
塊肉。
第三次在甘地墓前絕食，那裡

圍觀的人比較多，於是我只能偷
偷地吃了根香蕉。我這時也明白

了，絕食原來是演戲給外人看的，可以吃東西，
還可以領錢，這不是騙人的嘛！（說到這兒，加
措自己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

媒體誇大參加人數
這三次絕食，報紙上都說參加者有六七百人，

其實每次也就不到十個人。每次來看的人倒是挺
多，有很多人捐錢，捐的錢都被「三區聯合會」
的人拿走了。
在第三次絕食期間，拉姆加把我拉出去對我

說：「你還真不簡單呀，參加了三次絕食活動，
看起來你不是一般人。以前『西藏青年大會』發
動爭取『西藏獨立』的絕食運動時，有一個叫土
登歐珠的人以自焚的方式向中國抗議，在全世界
引起很大反響，他已經成為藏族人心目中的英
雄。現在我們也同樣應該發起這種運動，如果有
人能像土登歐珠那樣自焚，一定能產生很大的國
際影響。這個人就能成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

你敢不敢到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前面去自
焚？」
我說：「這有什麼不敢的！」拉

姆加聽了後特別高興，他對我說：
「你有這樣的決心，很好。你不用再
待在這兒了，現在就回去住在『傑沙內

類康』吧！」（連載30） ■作者：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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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匡時國際拍賣公司17日宣
佈，國內民間現存的最大一宗梁啟
超重要檔案即將在京公開拍賣。這
批檔案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
交、司法等諸多方面，有望填補近
現代政治史、經濟史、學術史等領
域的空白。
「南長街54號」由梁啟超、梁啟

勳兄弟二人共同營築並長期居住，
曾陪伴梁啟超走完生命最輝煌的時
光。據悉，「南長街54號」藏梁氏
檔案包括信札、手稿、書籍、傢具
等共計950件，其中287通信札包括
梁啟超胞弟梁啟勳收藏的梁啟超信
札240餘通、康有為信札23通等，通
信方涉及民國政壇風雲人物袁世

凱、馮國璋、孫傳芳等，
內容涵括梁啟超手書退出
進步黨通告、聲援五四運動
電報、講學社簡章、梁思成
和林徽因文定禮細節等，而
康有為信札則是保皇會在海
外的兩樁公案芝加哥「瓊綵樓」
案和廣西振華案的有力佐證。
目前，關於梁啟超的文物絕

大部分已捐給了國家圖書館和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此宗來自
「南長街54號」舊藏的梁啟超信
札、手稿、書籍、傢具，是目前
市場上僅存的規模最大、題材最
全面、內容最豐富的梁啟超檔案。

■新華社

中國運城第23屆關公文化節17日在

山西運城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千

餘名華人聚集在運城解州關羽廟

內，對關公進行秋日大祭。

記者在活動現場看到，來自

中國內地、港澳台地區、法國

等國家和地區的20多個朝拜團

的人士在此祭拜。民眾結合當

地民間祭祀傳統，精心編排

表演剛勁有力的「武功之

舞」，伴 歡快激昂的民間

古樂，再現關公忠義仁勇

的精神。

關羽是中國歷史上一位

知名人物，其「忠、義、

仁、勇」精神一直受到海

內外民眾的推崇。山西運城

是關羽的故鄉，當地有 豐富

的關羽生前活動的遺跡，以及歷

代後人修建的中國規模最大的關

帝廟、關羽家廟、祖塋等。　　

■中新社

關羽故里辦大祭
上千華人拜關公

猝死前「硬撐」
校車司機救38學生

啥是國民床
單，看右圖
就知道了！
是不是特眼

熟？網友們之
所以叫它「國民床單」，就是因為
幾乎每家每戶都有或者曾經有過，
有的直到現在還在「服役」呢！
近日，「國民床單」再次走紅，

純屬意外。原來，11日晚上，一位
名叫「阿茲海默症的柚子」的上海
網友發了條微博，配了張圖，抱怨
自己的耳機被貓咬斷了，可沒想

到，這張圖居然瞬間走紅了，幾天
之內被轉發超過3萬次。可走紅原
因不是耳機，而是耳機下面的床
單，這條橘紅色、印有牡丹花圖案
的老式床單引起了網友的瘋狂轉發
吐槽，並將之取名為「國民床
單」、「床單上的中國」、「那些
年，我們一起用過的床單」。
「這是當年的流行款啊！」「質

量很好，用了30年都沒壞，丟掉真
捨不得，就一直用 ！」⋯⋯網友
紛紛評論，並曬出自家的「國民床
單」。 ■《武漢晚報》

那些年，每家都用過的床單

誌誌

台灣高雄市三民區17日清晨發生
車禍，校車司機李志明載學生到校
前，疑似心臟病發、倒在駕駛座
上；但司機在最後一刻仍強撐打

空檔、降低車速，校車一路靠右，擦撞
滑行了200多公尺，最後卡在路旁一家民宅停下。司機經
送醫後證實不治，但車上38名學生毫髮無傷。警消據報趕
到現場，將李志明拉下車急救時，李已無氣息。
第一時間到場的警消表示，當時車身還在運轉，但看來

李志明是拚了最後一口氣，將車打到空檔，減緩車速一路
靠右，才未釀成大禍。多名學生獲悉李姓司機不治，非常
難過，但感謝他在生命危急和最後的時刻，仍然不放棄救
車上的學生。
有學生說，李姓司機昏迷斜躺在駕駛座時，一手還握

方向盤，「我們非常感謝司機救命，也很不捨他犧牲了生
命」。 ■中通社

人間

梁啟超京城故居珍檔首面世

■如今，「南長街54號」面臨拆遷。 網上圖片

■「武功之舞」表演。 中新社

■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焚燒北大營的情景。

網上圖片

■17日，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庫爾勒市，來自新疆和田地區的農民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二師二十

九團棉田採摘棉花。眼下正值新疆棉花收穫季節，眾多來自河南、四川、甘肅等省區的農民工赴疆拾花。與

往年不同的是，當地農村農民也加入拾花大軍，拓寬增收致富的渠道。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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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信札。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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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麻痹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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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立 用手走、爬 走、拄 枴杖走

⋯⋯咬牙堅持3個多小時，才能「走」

完上學路。這一切，顏玉宏每天都要經

歷的。而他，今年才剛滿10歲，這樣

的上學路無論颳風下雨，他已經堅持4

年多了。 ■四川在線

顏玉宏家住四川宜賓市屏山縣屏
山鎮蔣壩村，據顏玉宏的奶奶

介紹，在他還沒滿1歲的時候，有一
次發高燒，病情加重患上了小兒麻
痺症下半身癱瘓，失去了知覺。

手磨痛了 套上鞋繼續走
每天早晨7點15分，顏玉宏拄 枴

杖，姐姐拿 兩人的書包，奶奶跟
在身後，一行三人從家裡出發去上
學。有一條必經之路是很窄很滑的
田坎路，只得奶奶背 顏玉宏走。
走上公路後，他擔心奶奶累 了，
便叫奶奶放下讓自己走。
顏玉宏走路的方式有幾種：倒立

用手走、爬 走、拄 枴杖走⋯⋯路

上有很多小石子，手磨痛了就把鞋
子套在手上繼續走，實在走不動了
才讓奶奶背。
8時許，經過1個多小時的路程，

終於「走」完上學的路，放學回家
同樣如此。

好好讀書 將來報答奶奶
家裡四處借錢給顏玉宏看病，錢

用光了，父母只好出去打工掙錢，
留下奶奶和殘疾的爺爺照看家裡。
目前，為了更好地照顧孩子，父母
回到了家裡，以賣魚為生。
晚上，懂事的顏玉宏在燈下靜靜

地做 作業。他的鄰居鄧大嬸告訴
記者，他爬累了就會摔倒，但是摔

倒後會爬起來繼續「走」。
是什麼讓他執 ？「我要好好讀

書，讀書是我的理想，將來才能報
答奶奶。」顏玉宏說。
奶奶每天除了接送顏玉宏讀書，

還要做很多農活。奶奶年紀大
了，已經快背不動了。「我只
希望孫兒能多讀書，將來能
靠手養活自己，」
想 孫兒的未來，奶
奶李國香眼裡含滿淚
水。
當地政府為顏玉宏申請

了輪椅，並將從政策上幫助他。宜
賓春苗助學的志願者也正在搭建平
台，讓愛心人士伸出援手。

■上課最讓他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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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