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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過年不
單單是人類的「專利」。年關將至，動物園中亦洋
溢 濃濃的節日氣息，豐盛的年夜飯同樣必不可
少。

為了讓動物們分享節日的喜慶，上海野生動物園
的大廚們動足了腦筋，早在前幾周，就開始採購新鮮優
質的「年貨」。除了雞鴨魚肉、蔬菜水果、玉米雜糧等常
規食物外，還另外添置了紅棗、白糖、雞蛋、奶粉、黃
豆、花生和餅乾等幾十種食品。

據園方介紹，目前已為200餘種上萬隻的動物準備了
近40種、3噸多重的食物。從昨日起，動物們就開始享
用年夜飯食譜。動物們圍在一起享用美食，其樂融融，
過年的熱鬧氣氛絲毫不遜色於人類。節尾狐猴吃上了紅
棗乾；金剛鸚鵡享用了葵花籽、花生；麥哲倫企鵝吞食

新鮮的黃花魚；黑猩猩用餐更是「一人一個標準間」
實行分餐制，菜譜相當豐富，不僅有水果蔬菜，還有零
食紅棗、花生等。

在北京一家媒體供職的小劉，前段時間剛舉行過
婚禮。去年5月領證的她，本來打算2013年的「五
一」或者「十一」大婚，但是被家裡的長輩否定
了。理由是「蛇年沒立春，是寡婦年不能結婚」。

像這樣因為「蛇年無春」、「寡婦年」而提前婚
期的，並非個案。據悉，在龍年即將過去的這段時間
裡，一些地區出現了爭在「龍尾」扎堆結婚或將婚期
推後一年的現象。

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按照傳統的農曆，即將到來
的癸巳蛇年沒有「立春」節氣，俗稱「無春年」、「寡
婦年」，民間有不宜婚嫁、生子之說。對此，民俗專家
蕭放表示，這只是一種民間俗信，並沒有科學依據。

「娛樂可以，但不要當真」。　 ■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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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冰把杜媽媽當作親生母親一樣孝順。　

網上圖片

動物過春節
齊吃年夜飯

蛇年不宜嫁
專家斥迷信

■大熊貓的年夜飯離不開竹子。　 本報上海傳真

靳冰是江蘇泗洪人，2006年底的一天，她突然看
到電視上一則特殊的尋人啟事，一個老農民在尋找
自己多年前由於家裡窮，不得已送走的小女兒，

「你媽媽癌症晚期已經不行了，只想見你一面」。讓
靳冰不能忘記的是，鏡頭裡的母親，滿眼的期待與

痛苦。這種表情讓靳冰想起了自己的母親。而且她發
現，電視上杜家大女兒的照片跟自己很像，自己和送人
的小女兒又都是1981年出生的。當時她就決定要冒充這
個女兒，而且一扮就是6年。

去年國慶節期間，杜媽媽離世，送走「媽媽」後，兩
家並沒有疏離，她把更多的感情轉移到了「爸爸」身
上。杜爸爸現在已經是肺部疾病晚期，心頭揪 的依然
是未見的小女兒。　 ■《揚子晚報》

「百年老店，特色經營，追求
品牌，崇尚誠信」。大同

路上，騎樓之中，建成百貨的牌匾依
然保留 上個世紀獨有的純樸風格。
大至棉胎，小至鈕扣，有成衣出售，
也可以扯布料當場製作。這裡的店員
很少用計算器，更難找到電腦這樣的
現代化電器，大多是用手中的算盤來
計算總價的。

師傅手藝精細 物美價廉

79歲的莊老太太，從做姑娘開始，
就在建成扯布製衣。「便宜又舒服，
師傅都剪裁得很仔細，以後真不知道
去哪裡找這樣的商店了。」說 說
眼眶又紅了。

據廈門文史專家何炳仲介紹，建成
商店是在1930年由幾位泉州人創辦，
專營綢布批發業務；1938年，遷往鼓
浪嶼龍頭街，除了綢布，也出租結婚
禮服，還特聘上海名師裁製時令西
服、外衣、童裝。抗日戰爭勝利後，
遷回大同路舊址。1947年春，又在附
近另設一家百貨商店，經營日用百

貨、鞋帽、文具、五金交電等商品，
並更名為「建成商店」。上世紀50年
代，建成商店經歷公私合營。2002
年，該商店由之前老員工承包經營至
今。

曾在港設商行 發行股票

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四十年
代，廈門建成還與泉州、上海的建成
布店共同在上海聯合組建「建成公
司 」， 並 在 香
港、菲律賓設立

「建新」、「建勝」
兩商行，為公司
籌集資金，發行
股票，當時的廈
門建成布店，便
有股東30多人。

儘管很多人不
捨，但商店租約
到期、租金高漲
的 現 實 難 以 改
變。建成商店一
位資深員工告訴

記者，由於店舖銷售的多是薄利多銷
的商品，主要顧客群，又是中老年
人，購買力有限，所以利潤一直很
薄。這些年，隨 越來越多老客戶搬
離老城區，以及新興百貨店的不斷興
起，老店生意愈加不好。也因此，建
成商店目前的經營者放棄了參加新租
約的競標，也無意另尋地點重開。這
家對於「老廈門」而言有 特殊份量
的老字號，可能就此「消失」。

陌生人扮親女 盡孝癌婦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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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長隆野生動物世界養育了12年的

「蛇王」水蚺昨日重出江湖，首度與遊客見面。「蛇王」身

長近8米、重達200斤，有成人腰粗，全身呈現優雅的墨綠

色，牠已經懷孕，春節期間，牠將攜腹中的蛇寶寶齊齊向

遊客拜年，祝福廣大遊客「多子多福」。　 中新社

蛇王有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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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年歷史的建成百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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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顧客們紛紛上門，希望珍藏老店

的最後時光。 本報記者林舒婕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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