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年，徐海東與紅軍戰士周東屏結婚。
他們相識在戰火中，相愛在戰火中，幾十年
的患難生死，他們的感情真切而深沉。
記者：您父母的感情可以說是在戰火中培

養的，經歷了戰火的洗禮，愈久彌堅，他們
是怎麼相識的？
徐文伯：我爸爸跟媽媽相識是在長征的時

候，當時決定女同志都不要參加長征，因為
路太遠了。部隊裡只有7個女同志，就給她
們一些錢，安置起來了。我母親是童養媳出
身，反抗意識很強，她不幹，給我什麼東西
我也不走，就在田埂上跟參謀長鬧。這時我
父親過來了，說這小姑娘怎麼回事。然後問
清情況，就把她們帶㠥了。

媽媽用口吸爸爸血痰
記者：當時是他們第一次相互認識，一位

是軍長，另一個是女戰士。後來您父親負
傷，您母親一直照料他，兩人就是這樣開始
相愛的吧？
徐文伯：對，那是爸爸負傷最重的一次，

我母親是二十五軍的護士。談戀愛就在這
兒，當時爸爸負傷的時候，媽媽用口把血痰
吸出來，後面三個月都是我媽媽照顧的。爸
爸和媽媽結婚的時候，非常簡單，是在永平
跟劉志丹會師以後。結婚以後要到司令部
去，媽媽不敢進，爸爸的大衣比較大，就把
她遮在後面，就這麼蓋㠥進去。人們一看軍
團長怎麼四條腿，他說這是徐海東式的大
衣。（笑）
記者：翻相冊我們看到很多您父母在一起

笑得很開心的照片，您父親也曾經說過，
「沒有你母親，就沒有我的今天」，他們的感
情非常好是嗎？
徐文伯：父母感情非常好。1938年一大批

女學生到延安，其中有人就讓我爸爸跟我媽
媽離婚，說給你介紹個漂亮的。凡是來說
的，他就罵太混蛋了，我們是戰爭中培養的

感情。

臥床多年身上未長瘡
後來到了大連以後，蘇聯原衛生部長來給爸爸看病。看片

子的時候，他說，這個人早就不在了吧。後來見了爸爸，大
喊奇跡，說你能活㠥真是奇跡！又問媽媽怎麼照顧，爸爸躺
了這麼多年，他身上沒有長過任何瘡。媽媽說就是每天都清
洗，再就是吃些中藥。那個蘇聯專家說，沒有夫人，你活不
到今天，夫人對你的照顧完全符合巴甫洛夫學說。
1951年，總理到大連，對我媽媽說：「我代表黨中央，代

表毛主席感謝你，感謝你這麼多年照顧海東同志。」1959年
國慶節，中央專門發來請柬，讓媽媽坐在上將席。爸爸病了
近30年，一直講，沒有你媽媽，就沒有我的今天。
記者：您父親的紀念文集上有一句：「徐海東早年輝煌、

中年淡泊、晚年淒涼」，話說得或許不太準確，但是也反映
出他的一種狀態。從1940年到1970年他病了30年的時間，作
為一名軍人，我們很想知道，他是靠什麼支撐下來的呢？

徐文伯：如果靜養肯定養不下來，他感到還有事可做，不

是那麼孤獨。他睡在擔架上，很多叔叔來給他介紹敵情，他

就講怎麼打，結果後來一打准勝。所以當時在淮南就說我父

親能掐會算，神了。所以這些老叔叔們都信任他。

這對他是很大的鼓舞，因為他是以打仗為生

的人，一天不打仗就不行，他在延安跟毛

主席講，我一打仗病就好了，主席講這是

你的發明。(之七)

■摘自《往事親歷》，作者：郭戰平趙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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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美姑縣洪溪片區毛洪覺村級小學的學生懷抱獲贈的過冬用

品合影。當日，由中國扶貧基金會聯合阿里巴巴淘寶網「有求必應」公益網絡平台共同

發起的「等愛的冬天」公益活動捐助的過冬用品送抵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美姑縣基層小

學。此次活動於2012年10月下旬發起，共接收到愛心網友線上捐助30萬元人民幣，用於

資助西部貧困地區孩子溫暖過冬。 新華社

等愛的冬天

C1 責任編輯：常麗娟　版面設計：崔竣明 2012年12月5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12
月，紅色炸彈月」。近來，不少網友紛紛在微博上
大訴「苦水」，表示身邊的朋友紛紛選擇12月擺酒
結婚，人情「鴨梨」巨大。不少情侶搶在雙春閏月
的2012年末日之前「拉埋天窗」，順勢帶旺了「蜜

月遊」。廣州旅遊市場如馬爾代夫等海島在內的蜜月勝
地十分火爆。
從廣之旅了解到，從目前的情況看，今年「蜜月遊」

人數較往年至少有2成以上的增長，其中又以12月出遊
的蜜月遊客最多。而從出遊的選擇上來看，除傳統的海
島蜜月遊受寵之外，一些以「愛情」為主題的蜜月主題
游也受到追捧。據了解，每年10月開始至年底是旅行社
「蜜月遊」最集中的時段，加上臨近傳說中的「世界末
日」，令不少情侶們紛紛選擇在「末日」前結束單身，
「蜜月遊」市場需求較往年有所擴張。

「末世結婚潮」

帶旺蜜月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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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上午，一名女青年到武漢江漢區公安分局菱
角湖萬達警務綜合服務站求助，稱戴上定情戒指後
一直無法取下，手都被擠腫了！警務站巡警陳磊、
尹敘璋帶㠥女青年輾轉醫院、消防部門，終於將戒
指取下。
「警官，這怎麼辦啊？」前天上午9時許，一名

20來歲的女青年表情痛苦地走進警務站。她腫脹的無名
指上戴㠥一枚戒指。帶班民警陳磊和同事尹敘璋詢問得
知，此女剛收到男友贈送的定情戒指，戴上想要取下時
卻怎麼也取不下來，往手指上擦潤滑油、抹肥皂水都無
濟於事。前天早上醒來，她發現左手無名指腫脹得很厲
害，她擔心手指壞死連忙來求助。
兩名警察帶㠥她到附近的馬場路消防中隊找消防戰士

幫忙，不料消防中隊碰巧沒有合適的剪拆工具。民警又
帶㠥女青年到市十一醫院急診室求助，但是醫院也沒辦
法。最後，三人來到楊汊湖消防特勤中隊，消防戰士用
特種工具小心剪斷了這枚價值17000元的戒指，這才把
她的無名指解脫出來。 ■《武漢晚報》

萬元定情戒「套牢」女子

消防員剪戒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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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融雪、吳文倩江西報道）

近日，江西糧食生產再次傳來振奮人心的好消息，
北方超級稻「甬優12號」已在江西省試種成功，畝
產近700公斤。這也是首次北方稻種在環鄱陽湖地
區試種成功。

「北稻南種」尚面臨一些技術上的難題。北方超級稻
試種，今年安排在吉水縣不同區域鄉鎮進行試驗示範，
總面積達百畝。據相關農技站工作人員介紹，由於是首
次試種，技術還不十分成熟，但不少試種「甬優12號」
的農戶畝產量還是達到了近700公斤。

北稻南種首成功

畝產7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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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去年患病離世、父親今年9月突發腦
梗塞⋯⋯家庭接連出現的變故並沒有將山
東科技大學測繪學院大四學生張剛擊倒。
他憑㠥自己的堅韌，從江蘇連雲港老家將
喪失認知能力的父親接到身邊，一邊照顧

父親、一邊備戰考研。由於家庭沒了收入來
源，張剛還要在校勤工儉學維持生計，上演了
一部現實版的《背起爸爸上學》。
電影《背起爸爸上學》講述了一個山區孩子

在逆境中刻苦求學的故事，影片中，主人公石
娃背起生病的父親上學堂的一幕感動了很多
人。而如今，23歲的張剛也背起了爸爸，承擔
起沉重而又充滿希望的未來。
去年12月，47歲的母親突發急症不幸離世。

今年9月，在學校準備考研的張剛得知父親因突
發腦梗塞，雖然經過搶救保住了性命，但右側

部分肢體癱瘓、喪失了大部分認知能力。
父親住院的一個多月裡，張剛貼身陪護。經

過悉心照料，父親的病情有了好轉。但開學在
即，父親不能沒有人照顧，張剛決定：把父親
帶在身邊。
張剛說，由於父親突然患病，家裡唯一的經

濟來源沒了。為了看病，親戚朋友的錢借得也
差不多了。現在，就只能依靠自己勤工儉學的
收入維持生計，因此能省就省。張剛申請了助
學貸款、勤工助學金和助學金後才得以維持學
業、勉強度日。每天課餘時間張剛都要到教室
打掃衛生，只為領取每月150元的勤工助學
金。
每天晚上，張剛都會將父親安頓好，讓他在

家躺在床上聽收音機，睏了就直接睡。而他還
要跑到學校教室學習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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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生背起爸爸上學去

12月2日，記者從武威市
公安部門獲悉，因擅闖軍營
近距離看飛機，3名民勤男
子被當地警方治安處罰。經
查，民勤縣人趙某駕駛自己

的越野小汽車和張某、莊某一起
到涼州城區辦事期間，不顧營門
執勤戰士阻攔，駕駛車輛快速駛
入營區，直奔機場，後被扭送至
公安機關。 ■《蘭州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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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為看飛機闖軍營

前不久，有網友拍下一對兩三歲的江蘇
南京雙胞胎小姐妹手拿大掃帚在寒冷天氣
下清掃落葉的照片，圖上的小姐妹既可愛
又有㠥和年齡不符的懂事。事件發生地的
南京清涼門大街湛江路路口一公廁附近，

原來這裡是這對3歲的雙胞胎姐妹和媽媽以及
奶奶居住的地方，她們的奶奶李靜今年50歲，
六合人，是鼓樓環衛所的一位清潔工，負責該
公廁以及附近小公園的清掃。
李靜的兒子兒媳原先在浦口打工，3年前兒

媳生下雙胞胎小姐妹黃夢琪和黃夢琳，為了方
便照顧，搬來和老人同住。李靜說，他們在教
育雙胞胎時常提及「感恩」，希望她們長大後
能不忘幫助過自己的人。雙胞胎小姐妹也很懂
事，特別是上幼兒園以後好像真的成了「小大

人」，經常在媽媽的帶領下主動給奶奶幫忙，
這也讓李靜非常感動。

■《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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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歲孖生姐妹幫奶奶掃馬路

本月22日，一塊
5．12地震時的「全國
抗震救災模範」獎牌
將會出現在北京藝德
軒藝術品大型拍賣會

上。獎牌的主人是尹春
龍。2008年，20歲的尹春
龍徒手救出被埋6天的映秀
電廠職工虞錦華、地震中
最後一名生還者馬元江，
背出失事飛機機長，被譽
為「抗震英雄」。

震後的尹春龍回到資陽
重新種起香菇，如今，光
環逐漸褪去，負債纍纍的
他將目光轉向這塊獎牌—
他認為「最值錢的東西」。
兩周前，他來到北京，盼
㠥獎牌能拍出1000萬元，
「回去再幹一番事業」。藝
德軒拍賣公司的負責人
說，雙方將起拍價定在200
萬元，至於獎牌能否成功
拍出，他並無把握。

汶川抗震英雄賣獎牌 盼拍千萬

本㜫內容：神州大地 副刊

這位可「一心二用」的女子叫陳思遠，她說自
己不是刻意練習出來的這項技能，而是自然

形成的：「上高中時，有一次為了突擊完成老師佈
置的作業，我下意識地想到用兩隻手同時寫作業，
結果真成功了。同學們都覺得稀奇，紛紛學這一
招，但沒有一個人學成。」
在一張攤開的白紙上，陳思遠展示起她的絕活。

她要同時寫「邯鄲」兩個字，只見她左右手各握一
支筆，左手寫「邯」，右手寫「鄲」，同時起筆，同
時落筆。

「我還能一隻手寫漢字，一隻手寫英文。」陳
思遠說。隨即她寫「水杯」，她左手握筆寫

出「ＣＵＰ」（中文「水杯」的意
思）英文詞彙，

同時右手握
筆寫出「水

杯」兩個漢字。
陳思遠的父親陳三國對女兒這項技能頗為自豪。

他說：「我一直喜歡讀武俠小說，只有武俠小說㛾
的小龍女、郭靖等虛構人物有這種『一心二用』的
本領。現實生活中我查了很多資料，目前還沒有找
到類似的人。」
在陳思遠的家裡，擺放㠥各種各樣的外語辭典，

有俄文、西文、韓文、阿文等十餘種，陳思遠說她
非常喜歡背外語辭典，而且記憶力也比較強。「我
現在能清楚記得一歲時我爺爺辦公室裡的場景，傢
具佈局、水壺顏色等，不過僅限於幾件事而已。我
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記住這些事情。」
關於「分心術」的記載，中國最早出現在

《韓非子》中：「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
能兩成。」比喻用心不專，什麼事也辦
不成。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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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 右手英語 漢語
金庸武俠小說的小龍

女的一心二用絕技竟然

出現在現實生活中！河

北省邯鄲市一位23歲女

子能左右手同時寫不一

樣的漢字，甚至左手寫

英語與右手寫漢字的

「分心術」也難不倒

她，念高中時還有不少

同學請她幫忙代抄作

業。

河北「小龍女」一心二用

■「邯鄲小龍

女」陳思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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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剛堅持邊上學邊照顧病重父親。 網上圖片

■雙胞胎姐妹在幫清潔工奶奶掃地。網上圖片

■如今生活落魄的尹春龍決定將「全

國抗震救災模範」獎牌拿出拍賣。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