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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記者來到李紹光家，「20多年前她
是我家的保姆。」李紹光向記者介紹身邊的王順先，

她中年喪夫，無兒無女，靠給別人當保姆為生。1987年，
王順先到李紹光女兒家幫忙照看剛出生的外孫。而外孫上
幼兒園後，李紹光準備辭退王順先。不料王順先突發腿
疾，不久就癱瘓了。

王順先回憶說，當時無家可歸，又沒積蓄，不知道該去哪
裡，幸好有李紹光照顧她。李紹光把她送到了醫院，從自己
不多的薪資中拿出錢給她治病。住院一個多月，王順先的腿
絲毫不見好轉，李紹光又把她接回家做康復鍛煉。剛開始的
幾年，除一日三餐外，李紹光每天要幫王順先端屎端尿。幾
年過去了，王順先漸漸可以用手撐着兩把椅子「走路」了，
可雙腿依然不見好轉，反而逐漸在萎縮。

起居飲食 關懷備至
2012年，李紹光出門摔了一跤，從此腿便使不上力，女兒
請來一位保姆照顧老父親。保姆馬立第一天上班，李紹光就提
出要求：「要像照顧我這樣照顧好王婆婆。」這些年，王順先
變得有些多疑敏感，經常焦躁不安、亂發脾氣，李紹光常和馬
立說：「王婆婆腿腳行動不便，幾十年都沒有下樓，只在小屋
子裡活動，脾氣差是難免的，我們不要和她計較。」
照顧無親無故的癱瘓保姆26年，李紹光身邊的反對聲和質

疑聲不是沒有過。王順先剛患腿疾時，李紹光身邊一些朋友
建議他解除和王順先的僱傭關係，畢竟，李家沒有照顧她的
義務。「她照顧我外孫3年，有恩情，不能就這麼趕出門。
再說了，她能吃多少，我順便就把她照顧了。」李紹光當時
這麼想，沒想到這「順便」，是26年。

北大山鷹社料後年登珠峰

魯漢單騎萬五公里亞歐行
48 歲的山東青

島男子苟煥強昨日
從成都啟程出發，
開始他1.5萬公里
從四川成都騎車到
葡萄牙的跨洲騎
行。如果挑戰成
功，他將成為最短
時間持續騎車從成
都到葡萄牙的第一
人。

在簡短的出發儀式過後，苟煥強便踏上了成都到葡萄牙
的騎行之旅。沿途將經過在騎行界中以難度大著稱的川藏
線全線，以及穿越巴基斯坦南北全境等。而他的全部行囊
和裝備，只是一輛單車、一個挎包。苟煥強計劃在88天內
完成1.5萬公里的騎行，這意味着他每天至少騎行170公
里，一天也得騎8.5個小時。 ■央廣網

湖北十堰收藏者
羅先生收藏有一張
1999 年版百元紙
幣，百元紙幣上水
印竟是「300」。
經鑒定是錯幣，估
價高達百萬元。
記者近日聞訊趕

到羅先生家中，現
場反覆試驗後，確
認水印是「300」
字樣。記者與羅先生一起前往當地幾家銀行，給出了同樣
的鑒定結果：錯版真幣。當晚，羅先生將這張「300」水印
的百元錯幣上傳網上，立即被上千名錢幣收藏愛好者熱
議，同時被不少國內知名收藏專家看好，有多位專家給出
了高達一百萬的估價。 ■《楚天都市報》

北大山鷹社將聯合具備登山經驗的校友於2018年5月，
即北大120周年校慶之際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
峰。
據悉，珠峰登山隊成員由山鷹社在校學生和有登山經驗

的校友組成。北大擬從在校生隊員中組織20人預備隊，由
中國登山協會專家對他們給予體能、心理、技術訓練，並
在兩年時間裡完成慕士塔格峰、四川雪寶頂、珠穆朗瑪峰
北坳、卓奧友峰等高海拔雪山攀登實踐，從中選拔素質過
硬的隊員組成衝頂隊，計劃最終從北坡登頂。 ■新華社

一張百元錯幣估價百萬

搶救紅色記憶 南京為老兵拍紀錄片
江蘇南京鼓樓區挹江門街道為搶救
和保護抗戰老兵們的紅色記憶，日前
製作了一部特殊的紀錄片，主角是生
活在街道轄區內的9位抗戰老兵：索心
忠、鄭海亭、戎克勤、李全貴、馬保
軍、張愛華、陳家壽、高尊禮、劉述
光。這些老兵中最年輕的88歲，最年
長的99歲，有的參加過長征，有的親
歷過渡江戰役。

製作雖粗糙 但貴在真實
96歲的老紅軍戎克勤，詳細講述了
1941年秋，他和戰友把棉花絮弄濕綁
在八仙桌上自製了8台「土坦克」，一
小時不到就攻佔了日軍一座碉堡，還
活捉了7個日本人；「我們堅持了7天
7夜，敵人前後進攻六七次都被打了回
去……」而97歲的李全貴不到18歲就
參加了八路軍，說起自己親歷的「百

團大戰」，他如數家珍……
「為搶救和保護抗戰老兵們珍貴的

紅色記憶，街道決定拍這部紀錄
片。」挹江門街道相關負責人介紹，
去年初，他們就着手拍攝轄區9位老兵
的口述抗日史，今年初，近50分鐘的
紀錄片《老兵的故事》正式完工，刻
成光盤免費贈送給轄區居民觀看。街
道相關負責人表示，這部紀錄片的腳
本由街道工作人員自己撰寫，拍攝和
後期製作也沒有請專業機構，雖然相
對粗糙，但貴在真實，居民觀看後反
響強烈。
據了解，《老兵的故事》是挹江門街

道「講述『我們的故事』」系列紀錄片
的第一部，今年街道還計劃出一部關於
轄區內文化名人的紀錄片，目前已開始
新一輪梳理和資料整理工作。

■《南京日報》

由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成都青蘇職業中學共同
主辦的「弘揚愛國主義、傳承杜甫精神——『五四』成
人儀式」主題活動於昨日在杜甫草堂博物館大雅堂前舉
行。百餘名學生、教師、家長代表參加這一儀式共迎
「五四」青年節。圖為成人儀式上嘉賓為男子加冠、女
子及笄。

■文/圖：新華社

九 旬 僱 主 報 滴 水 恩

照料癱保姆照料癱保姆廿六載廿六載

「
五
四
」
成
人
禮

重慶市渝中區大

溪溝街道華福巷社

區，一棟老住宅裡

住着一對特殊老

人——同為90歲的

房東李紹光和「保

姆」王順先。王順

先曾經在李家當了

3 年 保 姆 ， 癱 瘓

後，李家認為她照

顧孫兒有恩情，

「順便」照顧她一

下，想不到，這一

照顧就是26年。

■人民網

■1999年版百元人民幣鈔票上，明
顯可見寫有「300」的水印。

網上圖片

■■李紹光李紹光（（右右））為報答王順先為報答王順先
照料孫兒三年之恩照料孫兒三年之恩，，用用2626年照年照
顧癱瘓的她顧癱瘓的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出發儀式上，騎友前來為茍煥強
（右二）打氣。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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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繪華北殘 腳探西北苦
趙望雲開創素描報道 范長江調研民生艱難

手繪慘象 開《大公》先河
1933年5月，日軍侵佔長城各口，華北門

戶洞開，平津危急。這一年夏天，大公報旅
行記者趙望雲來到張家口，將每天的見聞用
畫筆畫下來，用素描的手法表現了華北的面
貌，發回報社，真實感不亞於新聞圖片。
趙望雲之子趙振川說，趙望雲那時「每天
是坐大車、走路、坐大車、趕夜店，然後在
夜店裡歇下來，第二天天亮吃點兒早點，繼
續趕路，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基本上都畫出
來。農村凋敝，災民遍地的淒慘景象，通過
繪畫的方式表現出來了。在當時的《大公
報》來講，是首創。」

一手調查 展西北困狀
1935年9月20日，《大公報》發表了一
篇稿件，題目是《成蘭紀行》，作者為「長

江」，而後這位作者又陸續從西部發回了系
列遊記。由於這次遠行，作者范長江開始成
為中國新聞史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范長江1935年加入大公報。1935年6
月，他從成都出發後，開始了漫長的旅行。
一路跋山涉水，兩個月後到達蘭州。范長江
之子范蘇蘇說：「他走的那些地方很多是荒
蕪人煙的原始森林……到處是野獸，生活亦
很困難，經常連住的地方都沒有；爬雪山到
達頂峰時，因為空氣稀薄，挑夫便倒在地下
死了。」
從蘭州開始，范長江又繼續西行，翻過祁

連山，到河西走廊，他看到在軍閥統治下，
西北經濟凋敝，民眾生活困苦，而日本特務
沿長城一線向西，已悄然滲透到各地。
1936年8月，《大公報》將范長江西北考

察的系列通訊彙編出版，書名叫《中國的西
北角》。范長江的西北行歷時十個多月，行

程達一萬兩千公里，用一手的調查報告向國
人講述了西北的真實面貌。

刊劉志丹消息 引毛澤東重視
從成都到蘭州途中，范長江與紅軍隊伍若

即若離。他一邊開展社會調查，一邊了解紅
軍長征的情況，因此作出了中央紅軍即將過
草地北上，與劉志丹、徐海東會合的判斷。
到達蘭州後，范長江又到甘肅慶陽一帶，調
查了陝甘根據地的情況。
1935年9月18日，紅軍長征抵達了甘肅

南部的一個小鎮哈達鋪，將士在當地郵政代
辦所找到一批報紙，在這批報紙中的幾份
《大公報》上，刊載了劉志丹與徐海東會師
的消息。這些內容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
視。
四天後，中共中央在哈達鋪召集會

議。在會上，毛澤東抖落着《大公
報》，宣佈了他的決定：「我們要到陝
北去，那裡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
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到陝北
去，改變了紅軍的命運。

1933年長城抗戰失利，日本進逼華
北。大公報旅行記者趙望雲用一支
筆，描繪了華北的殘破，開創繪畫
「報道」的新方式。范長江徒步上萬
公里考察西北，介紹了紅軍的長征及
陝甘根據地的情況，深刻影響了外界
對「中國的西北角」的認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推西安事變解決 作用積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今

天，在西安華清池的紀念館內，仍
保存着一份蔣介石「密囑」。「密
囑」的內容是要陝西省政府主席邵
力子，通過駐陝大公報記者發表以
下消息，要罷黜張學良和楊虎城的
兵權，由衛立煌、蔣鼎文取而代
之。落款日期是1936年12月9日。

張季鸞撰文籲和平
這份「密囑」在第一時間送到

了大公報記者的手中。但在公開見
報之前，便被張學良提前獲知。12
日，「密囑」見報的當天，西安事
變爆發，張學良、楊虎城扣押了蔣
介石。南京政府亂成一團，部分國
民黨要員提出轟炸西安。
身在上海的大公報總編輯張季

鸞憂心忡忡。他連續撰寫了四篇社
評，呼籲和平解決。其中，12月
18日，《大公報》刊出《給西安
軍界的公開信》。國民政府把《大

公報》翻印數十萬份派飛機空投西
安。據張季鸞的兒子張士基回憶，
1988年他到台灣拜訪，耄耋之年
的張學良竟仍能背誦這篇社評。

范長江報「統一戰線」主張
1937年初，范長江進入動盪不安的

西安城。在楊虎城公館，他見到周恩
來。范長江提出希望到延安採訪，得
到同意。經周密安

排，2月7日，范長江秘密進入延安。
2月25日，《大公報》全文發表了范
長江關於西安事變的獨家報道—《動
盪中之西北大局》，詳述事變的起因和
經過，向國人通報了中共建立民族抗
日統一戰線的主張。
范長江之子范蘇蘇說：「文章發表

後，毛澤東給范長江寫了一封親筆
信說：『你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深
致謝意！』當時毛主席很謙虛，稱『弟
毛澤東』，實際上主席比我父親要大
很多。」

方漢奇：（中
國新聞史學會名
譽會長、中國人
民大學教授）

毛澤東就是在
哈達鋪看到了《大公報》……
才決定去陝北，陝北有劉志
丹、有紅軍。這是新聞史上的
一段佳話。大公報功不可沒。
李惠民：（蘭州大學新聞

與傳播學院副院長）
范長江的用意和意圖，不

在於表現破敗或者醜惡，而
是想通過他的報道來影響國
人對時局的看法，表達對中
國未來的一種擔憂。
劉暢：（范長江獎獲得

者、中國青年報高級記者）
范長江精神，就是一種

不顧個人安危，去推動社
會進步的一種責任感和使
命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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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第
2集鏡頭：
甘肅哈達鋪
紀念館裡展
出 的 當 年
《大公報》
的版面。

■曾任大公報總編輯的張
季鸞，被譽為「報界宗
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