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漢百年建築「走」70米抵「新家」
湖北省武漢市「漢口義勇消防聯合

會舊址」前日只花了4分鐘，便完成最
後20厘米的平移，在原址以東70米處
停駐。該建築自4月25日開始的平移
工程順利正式完成。
武漢市文化局文保處副處長張頌明
表示，此次「漢口義勇消防聯合會舊
址」的平移，實現了「確保古建築安

全」和「最大限度保護歷史信息」兩
個目的。平移後，舊址方向和朝向沒
變，位置仍在漢正街地區。

將建消防博物館
下一步，老建築將與澆築好的新地

基結合起來。未來，老建築本身將修
繕建成武漢近代消防博物館，圍繞它
將建設總面積1.3萬平方米的消防主題
公園。
平移百年老建築就如同把一位百歲老

人放在輪椅上向前推。技術人員通過在
老建築的樓底澆築一個近300噸的鋼筋
混凝土托盤，並用3,000根鋼管、2萬個
扣件打造的鋼鐵外衣將大樓打包加固成
一個整體，沿着六條軌道向前移動。
據悉，4月26日以來，舊址平均每天
移動7至8米，作70米距離的平移。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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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旺」花

山東「書醫生」
巧手續命40萬古籍

川現世界最長昆蟲

南京大屠殺《紫金草》叢書首發

京紫禁城內現元代遺址

四川成都華希
昆蟲博物館發現
一個竹節蟲新物
種——長達62.4
厘米的巨型竹節
蟲。牠刷新了世
界上已經被人類
發現的 807,625
種昆蟲（去年9
月28日數據）中的最長紀錄，是新發現的世界最長昆蟲種類。之
前世界最長昆蟲是在馬來西亞發現的56.7厘米長曾氏竹節蟲，現
保存在英國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
華希昆蟲博物館此次發現的竹節蟲，身體長度達到36.1厘米，

包括足全長超過62.4厘米，比英國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曾氏竹
節蟲全長還要長5.7厘米，而身體則比前者長0.4厘米。 ■新華社

由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
遇難同胞紀念館編撰的
《紫金草》叢書前日首
發，今年年內擬出版發行
6輯。據紀念館館長張建
軍介紹，叢書所涉及的內
容包括紀念館建館歷程、
抗戰老兵、南京大屠殺史
實、「慰安婦」等題材。
二戰期間，一位名叫山口誠太郎的侵華士兵，從南京紫金山
下採集了花種帶回日本，取名為「紫金草」。為表達對侵華戰
爭的懺悔，山口誠太郎和他的家人致力於普種此花，宣揚和
平，終於使這種紫色的小花開遍了日本列島。在日本，它被稱
為「和平之花」。據悉，叢書將通過免費贈閱、義賣募捐等方
式進行推廣。 ■香港文匯報記者田雯南京報道

故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前日在京
公佈多項研究成果，包括首次在紫
禁城內宮廷建築考古中發現元代遺
址。這也是近兩年來故宮考古的突
破性發現。
據該所所長李季介紹，在隆宗門

以西發現的一組遺存，層位關係由
晚及早分別為：清中期的磚鋪地面
和磚砌排水溝；明後期的牆、門道
基址、鋪磚地面、磚砌磉墩和明早
期的建築基槽；最下層的素土夯築
層和夯土鋪磚層基槽。「最下層的
這組遺存從層位關係判斷為該遺址最早的一組堆積，結合其包含
物推斷其年代指向為元代，是故宮考古的首次重要發現。」

■新華社

母親節將至，各類造型的鮮
花銷量大增。圖為山西太原一

家花店的員工正在修剪鮮花。 中新社
■武漢市「漢口義勇消防聯合會舊址」
昨日完成最後20厘米的平移。圖為平
移工程啟動情況。 網上圖片

修復一冊古籍，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輕
度受損的古籍大約兩三個月就能修復完

畢，但像修復《山堂肆考》可能需要長達半年
時間。「這冊書被水浸泡、發生霉變、頁面酸
化，已是屬於重度受損。一個修復師一天也就
修兩頁。」從事古籍修復工作已有7年的侯妍
妍說，這還不算是最費工夫的，為修復一套宋
刻版《文選》，僅準備工作就長達一年。
修復師的任務總量數以萬冊計、每天進展卻

不過十幾頁，懸殊比例帶來的是「稀薄」的工
作成就感。有時候，它會比社會的成見、古籍
電子化，更衝擊修復師的工作熱情。

「它們有生命有溫度」
對此，侯妍妍有自己的看法。在修復師的
眼中，每冊古籍都有自己的命運起伏，能夠
歷經水火侵襲、鼠嚙蟲穿、兵荒馬亂流傳至
今，本身就是一個傳奇。
「在我們看來，它們是有生命的、是有溫

度的，即使是氣息奄奄。但我們的工作就是
延長它們的壽命，工作的樂趣也在於此。」

侯妍妍說，當這樣一本古籍纖毫畢現地擺在
眼前，被舒展的皺痕、被補齊的蟲蛀，都會
令人心生「今人重見古時月」的感慨。這種
觸動，是隔着電子屏幕所不能獲得的。
此外，修復師的古籍修復技藝已被列入山

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山東省圖書館

的歷史文獻古籍

修復室裡，修復師侯妍妍正全副精

力對付着明刻本《山堂肆考》中的

一頁，該古籍距今已有三四百年歷

史。漫長的時間洗禮，讓這冊書傷

痕纍纍、脆弱不堪。在山東省圖書

館，約80萬冊古籍被妥善保管在恒

溫恒濕的書庫裡，其中近40萬冊正

等待修復。這對於侯妍妍等9人組成

的山東省古籍修復中心團隊來說，

的確是一個浩瀚的工程。 ■新華社

■對齊版框
很不容易。
網上圖片

■古籍修復
師展示殘破
不 堪 的 書
冊。
網上圖片

■■一冊嚴重破損的一冊嚴重破損的
明朝刻本明朝刻本《《山堂肆山堂肆
考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故宮首次發現元代地
層，位於隆宗門以西。

網上圖片

■叢書的
裝幀設計
師速泰熙
刻製了紫
金 草 印
章。

記者
田雯攝

■紅圈內是四川發現世界最長昆蟲。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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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筆刺日寇 副刊勵國人
獨家披露「日汪密約」 重慶大轟炸下堅持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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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8月 13 日在皇后大道中 33號，《大公報》發行了在香港
的第一期報紙。在發刊詞中，《大公報》總
經理胡政之寫道：「在這一年的民族神聖自
衛戰之中，我們在津在滬的事業都玉碎以殉
國……今後需要南華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
切。所以我們更參加到港粵同行的隊伍裡
來……雖然備歷艱危，而一支禿筆，卻始終
在手不放。」當天《大公報》就突出報道了
香港人紀念「八一三淞滬抗戰」的活動。
胡政之希望《大公報》能借助香港的特殊
位置，讓全世界了解中國的抗戰。在受到港
英當局的種種限制後，《大公報》決定將文
藝副刊作為抗日輿論宣傳的主陣地，陸續發
表了沙汀的報告文學《記賀龍》、丁玲的
《陝北風光》等很多來自延安的文學作品。
此外，《大公報》還引爆了一顆「重磅炸
彈」。1940年2月22日，《大公報》全文刊
登了一份總編輯張季鸞從秘密渠道取得的文
件——《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又稱「日
汪密約」），簽署者分別為大漢奸汪精衛和
日本陸軍、海軍、外務省的代表。文件中，

汪精衛向日本承諾禁止一切抗日活動，承認
偽滿洲國獨立，日軍可以長期佔領華北、長
江中下游和華南地區。獨家消息刊出後，舉
世震驚。

創作抗日名篇《我們在割稻子》
1938 年 12月，重慶《大公報》發刊。
1939年，日本開始對重慶進行長達5年的大
轟炸。《大公報》老報人張炳富至今依然清
晰地記得那些悲慘的歲月：「重慶李子壩的
報館被炸，死了3人。」為了繼續出版，報
館員工將印刷機搬到了防空洞裡，但仍免不
了遭到炮火的蹂躪。張炳富說：「屍體從防
空洞裡就像堆柴火一樣堆、架起，用卡車把
屍體拉走。」
為了繼續出版，《大公報》不得不將印刷廠

搬到距離重慶兩百多公里外的一個農家院落，
印刷出版後再運回重慶市區，從未間斷。
在日寇持續的大轟炸之中，張季鸞提出，
讓編輯部主任王芸生寫一篇題為《我們在割
稻子》的稿件，以長國人志氣。1941年8月
19日，稿件見報，王芸生用激勵的筆觸寫

道：「讓無聊的敵機在肆擾吧，我們還
是在割稻子，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等大
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
鬥，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
天。」

榮獲美國密蘇里新聞獎
1941年5月15日，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
院將年度「最佳新聞服務獎」授予堅持抗戰
的《大公報》。頒獎詞寫道：「在中國遭遇
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
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
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國內輿論
者至巨。」
1941年12月8日，日軍猛攻香港，25日香

港淪陷。炮火中，香港《大公報》匆匆停
刊。隨後，胡政之帶着同事前往桂林。當
時，桂林已成為中國抗戰文化繁榮發展的重
鎮。茅盾、巴金、夏衍、田漢、艾青等千多
位文化界名流都齊聚桂林。
在日機轟炸之下，《大公報》被迫進入桂

林七星岩後面的溶洞中繼續出版。它與堅守

在桂林的文藝界人士休戚與共，催生了抗戰
文藝事業的新高峰。

披露豫災實況為民發聲
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大公

報》記者張高峰成為首個深入災區採訪的記
者。1943年2月1日，重慶《大公報》刊登
了張高峰的長篇報道《豫災實錄》。第二
天，《大公報》又刊登社評《看重慶，念中
原》。《大公報》的報道與社評引起社會強
烈反響。這一切觸怒了國民黨當局，《大公
報》被勒令停刊三天。
抗戰時期，《大公報》相繼捨棄天津、上

海、武漢、香港、桂林五間報館。這也是一個
孕育未來的時期，《大公報》贏得了讀者敬
重，成為當時全國發行量最大的一份報紙。

上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大公報》輾轉

香港、重慶、桂林三地，堅守新聞陣地。其間，香港《大公報》揭露汪精

衛的投敵賣國陰謀，「文藝副刊」成為全國抗戰文藝的重要舞台。重慶

《大公報》在遭受日寇大轟炸的日子裡，始終堅持出報，刊出了《我們在

割稻子》等抗日名篇。桂林《大公報》則為這座抗戰文化城留下了燦爛群

星。1941年，《大公報》因在抗戰期間的卓越貢獻，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

聞學院榮譽獎章，是迄今為止唯一獲此殊榮的中文媒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1944年，《大公報》記者孔昭愷隨「中外
記者西北參觀團」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接
見。毛澤東請參觀團吃飯時，讓孔昭愷坐首
席。他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把我們當
人看。」

回到重慶後，孔昭愷發表《西北紀行》，
描述延安的面貌：「過去兩年，陝甘寧地區
通過大生產運動，開墾了數百萬畝良田，工
農業取得豐碩成果，讓全國人民看到了未來
中國的希望。」

《大公報》配發社評《延安視察的感想》
指：「我們看到延安進步的情況，中共的努
力成績，毋寧以喜悅的心情，而引以為慰，
因為這些努力與成績畢竟是中國人幹出來
的。」

毛澤東請《大公報》記者坐首席

胡玫（《大公報》
總經理胡政之孫
女）：
《大公報》在
新豐街、李子壩
的報館都被轟炸
過，損失非常慘
重，但《大公
報》在山洞仍然
繼續用九台平板
機堅持印報，一
天也沒有停刊。
商娜紅（廣西大
學教授）：
抗戰期間桂林

文化城的繁榮，
大部分原因是由
於《大公報》作
為主流在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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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大公報》》抨擊汪精衛通敵賣國抨擊汪精衛通敵賣國。。

■重慶《大公報》報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