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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法医班
女生周姝有一个特殊的家， 爷爷袁
双麒、奶奶熊秀英、妈妈朱美蓉、小
姨朱祥凤、 弟弟吴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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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庭成
员来自三家人，如今，他们组成了一
个幸福家庭。 虽然这个家没有像样
的家具，甚至没有齐全的家用电器，

但在这里， 却能让人感受到阵阵暖
意。

机缘巧合组成家庭
上海彭浦新村

152

号是一幢建
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老公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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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一间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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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小屋就是周姝的
家，一台老式电视机、一台老式冰箱
是房内全部的家电， 一大一小两张

床占据了房间大部分面积。 周姝一
指那张两尺余的小床：“每天我和妈
妈就挤在这张床上睡， 弟弟和阿姨
睡大床。”

十多年前，周姝还在上初中时，

家里突遇变故。先是父亲离开了，后
来，母亲朱美蓉成了下岗工人。家里
全部的经济来源只有母亲一点点的

下岗补助。就在这时，朱美蓉的远房
侄女朱祥凤也有相同遭遇， 带着儿
子前来投奔。于是，一对母子、一对
母女开始共同生活。 朱祥凤其实与
周姝同辈，由于年龄的关系，周姝称
她为阿姨， 称朱祥凤的儿子吴泽宇
为弟弟。

几乎在同一时刻， 周姝所在的

彭浦中学与当地福利院结对子，她
认识了袁双麒、 熊秀英老人。 周姝
说：“这是一种缘分，我有了爷爷、奶
奶。”此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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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无论寒暑，她的
身影经常出现在福利院里。

逢年过节阖家团聚
周姝告诉记者，每年过年，包括

春节、国庆、中秋，她和弟弟都会把

老人接回家里团聚。 平常时不时地
去问候一声，虽然没有贵重的礼物，

没有漂亮的新衣， 但那一声声亲切
的嘘寒问暖， 却温暖了两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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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心。

有一次，袁老的腿骨折了，周姝
拿着刚刚获得的复旦一等奖奖学金
去了福利院给袁老。 两位老人感动
得热泪盈眶。他们说，有这样一个孙
女是他们的福气。

明年就要毕业了，周姝最大的心
愿是找一份好工作：“这样我能更好
地照顾爷爷、奶奶，也能照顾好妈妈、

阿姨。我会一辈子关心爷爷、奶奶。”

（摘自《新民晚报》张炯强
/

文）

丰子恺鲁迅同译《苦闷的象征》

《苦闷的象征》是日本学者
厨川白村

(1880

—

1923)

的文艺
理论著作，

l924

年
2

月在日本由
改造社出版。当时，我国“五四”

新文学作品主要抒写了觉醒的
知识分子的众多苦闷，《苦闷的
象征》的问世，从某种角度而言
是对中国“五四”“苦闷文学”的
一种艺术理论总结。

1925

年
3

月，丰子恺、鲁迅翻译的《苦闷
的象征》出版后都一版再版，拥
有众多的读者， 这从一个侧面
也反映出，《苦闷的象征》 在当
时中国所受到的欢迎程度。

l924

年
4

月
8

日， 鲁迅买到
日文版《苦闷的象征》，

9

月
22

日
便着手翻译，

10

月
10

日译完，第
一、第二部分还连载于

l0

月
1

日
至

31

日的《晨报副刊》上，

1925

年
3

月作为《未名丛刊》之一出
版。而与此同时，丰子恺翻译的
《苦闷的象征》先是由《上海时
报》连载，后列入“文学研究会
丛书”于

1925

年
3

月由上海商务
印书馆出版。 两位译者几乎同
时翻译同一本日本文艺论著，

并同时出版， 这在当时的中国
文化界并不多见。 尽管丰子恺
后来成为一个学贯中西的艺术
大师，在漫画、文学、翻译和艺
术教育等许多方面都卓有建
树，但由于《苦闷的象征》是他
出版的第一部译著， 因而略显
稚嫩，只有译文，没有译者的前
言或后记。 而鲁迅其时已卓然
成家，他专门写了《〈苦闷的象
征〉引言》，既简要介绍了原著
者厨川白村， 又对《苦闷的象
征》的美学观点进行了论述。

那么，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
中译本在翻译质量上，究竟哪一
本更好呢？丰子恺曾说过：“他的
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 这当然
是谦词，但一些读者包括鲁迅本
人对此似乎有较为实事求是的
评说。如季小波

(

丰子恺的学生，

与鲁迅也有交往
)

就在比较后认
为，在翻译的某些方面，鲁迅不
如丰子恺，但鲁迅的文章却无疑
是大家手笔。并且指出，丰子恺
的译本“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
采”，鲁迅的译文诘屈聱牙，有些
句子还长达百来字。为此，他给

鲁迅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将厨川
白村的原文及鲁译、丰译的同一
节、同一句译文互相对照，表达
了自己的看法， 还谈到直译、意
译和林琴南文言文译的不足之
处。几天后，季小波收到鲁迅寄
来的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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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的回信。鲁迅不仅
表示同意季小波的看法， 认为
自己的译本不如丰子恺译的易
读， 还在信中幽默地说：“时下
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
译， 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
种译法。”由此，也充分表现出
鲁迅的谦逊和坦诚。

据说， 鲁迅和丰子恺的两
个译本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
后， 鲁迅还特别安排北新书局
将他的译本推迟一段时间上
市， 让丰子恺的译本先在书店
出售。 因为自己是已成名的作
家，丰子恺当时刚走上文坛，是
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 如果自
己的译本先上市， 必然影响丰
子恺译本的销路。后来，丰子恺
每每提及此事， 总是由衷地称
颂鲁迅先生对文学青年的爱护
与关怀， 并在很多文章中谈到
这个细节， 以感谢鲁迅对他在
起步阶段的扶持。

丰子恺第一次见到鲁迅是
在内山书店后的会客室里，内
山完造向鲁迅介绍了丰子恺，

两人一见如故。此后，他们经常
到内山书店买书、见面，有时还
用日语畅谈文艺， 十分投机。

1927

年
11

月
27

日， 丰子恺由画
家陶元庆陪同去景云里拜访鲁
迅，当谈到《苦闷的象征》一书
的中译本同时在中国出现时，

丰子恺不无歉意地说：“早知道
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敬仰
之意溢于言表。 可鲁迅却对丰
子恺说：“哪里，早知道你在译，

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没什么
关系的，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
种译本也不算多呢。” 鲁迅认
为， 一本外国书完全可以有几
种译本同时存在，以取此之长，

补彼之短。 鲁迅的这一态度消
除了丰子恺的顾虑， 他俩之间
的距离因此缩短了许多。 这件
事后来传为文坛佳话。

（摘自《中华读书报》周惠斌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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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廖政国（

1915-1972

）， 河南息县人，

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历任副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
长、代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
任新四军营长、支队长、团参谋长、团长、旅
参谋长、旅长、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

先后任师长、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历
任副军长、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舟
嵊要塞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等职。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
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在廖德强幼时的记忆中， 爸爸廖政国
有点儿怪，“他吃饭、 写字， 甚至和别人握
手，都是用左手。”爸爸的右手怎么了？当父
亲将右臂那段戴着白手套的假肢卸下来
时，廖德强就会好奇地凑过去看个究竟。他
看到爸爸的小臂只剩下一半，细细的、软软
的，一点力量也没有。爸爸为什么没有右手
呢？廖政国是这样回答孩子们的：在战争年
代被手榴弹炸掉了。 在这个看似轻描淡写
的回答中，隐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在父亲
去世多年后， 长大成人的廖德强才渐渐知
晓了这个故事的全部。

潜心研究加大手榴弹威力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

1940

年
10

月，廖政国所在的部队，在黄
桥决战后，驻扎在黄桥镇整训。此前，廖政国
曾听部队指战员反映，当时用的那批手榴弹
不好使。手榴弹扔出去时，有时候爆炸威力
很大，有时候却只是一破两半，根本没什么
威力。武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战斗的胜败，

带着这样的武器打仗， 心里可就没底啦。为
此，廖政国决定，一定要弄清，这批从伪军手
中缴获来的手榴弹，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当兵之前的廖政国， 是个只有小学文
化水平的农家少年，参加红军之后，他利用
战斗之余， 努力学习文化， 有了很大的进
步。面对这些又笨又大，有着长长木柄的家
伙，廖政国用心琢磨了起来。最终，他搞清
楚了问题的原因所在： 引线的长短决定了
手榴弹爆炸的时间；还有，手榴弹的质量决

定了手榴弹爆炸时的威力。

保护同志高举起冒烟的手榴弹
问题找到了！廖政国把部队干部召集到他的屋子里，给大家

讲解这批手榴弹的构造原理和爆炸性能。讲着讲着，他手中的那
颗手榴弹突然冒起了白烟。意外发生了！危急时刻，只见廖政国
一边高喊“注意安全”，一边迅速跨上身边的桌子，站起来，右手
高高举起了手榴弹。

轰然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周围的人都安然无恙，廖政
国的右臂却被炸飞了。廖政国为什么不把手榴弹扔出去呢？他的
二女儿廖颖这样对记者说：“因为当时爸爸讲课的屋外院子里有
人正坐着晒太阳，窗台上趴着警卫员和马夫，也正入神地听爸爸
讲课，隔壁里屋团政委正在休息。爸爸周围的每个方位都有人。

在那一刹那，爸爸判断，手榴弹一旦扔出去，不管哪个方向，都会
有人伤亡。于是，他选择了站上桌子，高高举起手榴弹，尽量拉开
自己与周围同志的距离，让手榴弹在自己手中爆炸。 ”

从此，廖政国就成了有名的“独膀子”。

1955

年，解放军授
衔，毛泽东在谈到解放军的伤残将领时说：“中国从古到今，有几
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的红军部队，才能培养
出这样的独特人才！” （摘自《现代快报》白雁

/

文）

女子举债40万元收养重病弃婴

资助孤儿直至上大学

“她哺乳弃婴、资助孤儿再造天
伦之美， 她以一己之力在乡间播撒
真爱，守护良知。”河南省驻马店市
泌阳县花园乡曹庄村农民张喜凤手
捧
2011

年“感动中原” 年度人物奖
杯，喜极而泣。

2003

年起， 正在给儿子哺乳的
她，听说孤儿院里面的孩子可怜，就
经常抽空到孤儿院去给孤儿哺乳。

2006

年春， 张喜凤和家人抱着几个
月大的女儿到县医院看病， 在医院
门诊楼前抱起一个残疾弃婴。

“这个孩子是先天性脊椎裂，且
神经受损导致了大小便失禁和身体
部分溃烂。”医生告诉张喜凤，孩子
即使治好也会留下后遗症，“对这个
弃婴，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呀，别花

了冤枉钱又找个麻烦。”

“不管结果如何，我也要给孩子
治病。”张喜凤坚定地把弃婴送进病
房， 并为弃婴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王安梦”。医生说，出生才几天的孩
子，母乳喂养有助于孩子病情好转。

于是张喜凤狠下心来， 给自己亲生
女儿断奶，把奶水留给小安梦。

张喜凤在县城开了一家精米商
行，收入还算不错。但是为了给身患
重病的小安梦治病， 辛辛苦苦积攒
起来的钱很快花完， 她又借钱继续
给孩子治病。

2006

年秋天和
2008

年冬天，又
分别有两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哮
喘病、 先天性鼻塌陷和唇腭裂的婴

儿被放在了张喜凤的家门口。 丈夫
王和平对张喜凤说：“咱已经收养安
梦了，你撂下生意不管，我不说啥，

你贷款给孩子看病我也不怪你，但
这俩孩子咱说啥也不能再管了。”可
张喜凤还是义无反顾地收养了她
们，并给她们治病。

随后，带重病孩子到医院打针、

吃药、输氧、输液成了张喜凤生活中
的主要内容。 张喜凤辗转西安、太
原、郑州等各地医院，为孩子治疗。

几年中， 除了将家里的积蓄花完之
外，她一度欠下

40

余万元的债。

多年来， 张喜凤的事迹在当地
被广为传颂， 她家的生意也非常兴
隆。 但她和丈夫挣的钱基本上都捐
给了别人。 除了家里收养的几个孩
子， 张喜凤还是孤儿院

10

多名孤儿
的“妈妈”。在泌阳县孤儿院，从小学
到初中和高中， 甚至到大学都有张
喜凤资助的孤儿学生。 泌阳县付庄
乡李岗村廖海娜姐弟三人在张喜凤
的支持和帮助下， 均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大学。

（摘自《中国青年报》韩俊杰刘盾
/

文）

□社会看台

男子徒手接住5楼坠落110斤重男孩

称“对得起良心”

28

岁的哈尔滨男子谢尚威徒手
接住

5

楼坠落的
15

岁男孩，称“不认
为自己高尚”。

杭州吴菊萍徒手接住
10

楼坠落
的
2

岁女童被网友称为“最美妈妈”。

1

月
27

日，哈尔滨也出现了这样一位
英雄人物，他叫谢尚威，今年

28

岁，

他徒手接住了
5

楼坠落的
15

岁男孩。

幸运的是，男孩仅是左腕骨折，颅内
轻微出血，并无生命危险，而谢尚威
只是后腰和尾骨受轻伤， 已回家休
养。

男孩
5

楼坠落
被救的孩子名叫付佳伟， 是哈

尔滨市双城市韩甸镇中学初二学
生， 与母亲宫玉娟和继父刁广军在
韩甸镇农民新居小区

A

栋居住。

1

月
29

日，宫玉娟回忆起当天的

情景：“早上
8

点多，我一边煮饺子一
边告诉孩子起床到楼下放鞭炮，过
了两分钟突然听到‘啊’一声，我跑
到孩子的卧室，当时吓坏了，孩子两
手把住窗框，头朝里，而身子已经不
在屋里了。”

“一看出事了，我马上跑到窗户
那，两手拽住孩子的手腕，拼命喊救
命。” 宫玉娟说，“这时看到

B

栋的谢
尚威了。我求他接我孩子一下，他跑
过来时， 我也没劲了， 孩子掉了下

去。整个过程也就两三分钟。”

徒手接住男孩
谢尚威，韩甸镇人，身高

182cm

，

不算魁梧，但很结实。他回忆说：“那
天早上我借楼下大舅哥的面包车出
去串门，

8

点
40

分左右回来还车时隐
约听到有人喊救命，摘掉羽绒服帽子
后看到对面楼的宫玉娟正双手拽着
窗外的孩子喊我， 我马上跑过去，挪
开楼下的摩托车，刚伸出双手，孩子
就掉下来。 我当时只觉得胸部一震，

肚子一胀，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

目击者刘女士说， 当时她正在
一楼的麻将馆打麻将， 听见外面有
人喊救命，向对面的楼上一看，五楼
的窗户上吊着一个小孩， 此时只见
谢尚威正飞奔过去，一眨眼的工夫，

小孩就掉了下来，“嘭”的一声，两个
人就都倒在了地上。

称“对得起良心”

经过医生检查， 谢尚威仅是后
腰和尾骨受了轻伤， 打了消炎针当

天中午就回家休养了。 而付佳伟转
到双城市骨伤科医院做了接腕手术
后，因颅内轻微出血，又回到双城市
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观察治疗，目
前病情稳定，已无生命危险。

男孩的继父刁广军说：“孩子身
高一米七四，体重

110

多斤，下落的
力度相当大， 谢尚威真是舍命相救
啊。”

目前谢尚威行动还有些不便，

但说起救人时怎么想的， 谢尚威很
平淡：“当时哪有时间想这些， 连危
险都没想。 我也有个

7

岁的女儿，为
人父母的， 遇到这种事肯定都会冲
上去的。我也不认为自己有多高尚，

虽然有人说我傻， 但我对得起良
心。”

（摘自《新京报》尚德
/

文）

生命只剩6个月

“深情丈夫”让植物人妻子活过6年

妻子中风成了植物人， 医生告
知家属：照顾得好也就多活半年。

武汉
62

岁的刘迎松却好似妻子
每天都会醒来一样，精心加以照料，

甚至一直用妻子昏迷前喜欢的化妆
品为其护肤。

6

年过去，卖掉
130

平方
米大房，租住

20

平方米小屋，他的背
有点驼了，妻子的皮肤依然白皙。

刘迎松退休前是市商业系统职
工，现租住武汉江大路附近一私房。

记者在狭小的房内看到， 刘迎松和
儿子住客厅，妻子胡长珍睡单间，唯
一的取暖炉为她开着。“以前儿子是
特保，现在老婆是特保。”刘迎松说。

2006

年
8

月，

56

岁的胡长珍因脑
血管破裂陷入深度昏迷。“高压氧一
般做两个疗程， 我要求做

6

个疗程。

催醒针打了
1

个月，全部自费，花了
1

万多元。”刘迎松想尽办法，但还是
没能让妻子醒过来。医生说，护理得
好可能还能活半年。

妻子回到家时， 鼻腔里插着胃
管，脖子上还有气管插管。刘迎松将
一天主食四餐、零食六餐用搅拌机打
成糊糊，再用高压锅蒸透，放成温热，

亲口尝过，再用胃管输给妻子。刘迎
松长期观察发现，正常情况下，妻子
可以吃

4

管，吃多了不行，吃少了营养

不够。妻子爱吃财鱼，他把刺都细细
挑过再打成糊糊； 鸡蛋只用土鸡蛋；

担心牛奶不安全，选用品牌奶粉。

2008

年初，刘迎松把
130

平方米
大房卖掉，“当时房价不行， 但急等
着钱用，没办法”。妻子刚病不久，新
婚的儿子离婚了。

长航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杜鹏
惊讶，胡长珍

6

年没长褥疮，皮肤舒
展，比健康人还干净。刘迎松说，她
也长过五六个褥疮， 但在萌芽时就
被消灭了。为消除疮口流脓，刘迎松
摸索出一个办法———用

10

瓦左右的
小灯泡轻轻烘。 杜鹏向好几名瘫痪
患者的家属推荐了这个办法。

刘迎松说：“不奢望妻子能站起
来，最大的愿望是能让她恢复意识，

亲口告诉我，菜好不好吃，还有哪里
照顾得不好。

6

年都闯过来了， 也许
她就快醒来了。”

（摘自《长江日报》刘睿彻
/

文）

78岁老太晕倒路上路人旁观

“85后”姑娘上前搀扶

日前，南京常府街复成桥附近，

一位家住后宰门的老太太路经此处
时， 在前后无任何障碍物和无人无
车碰撞的情况下， 突然仰天摔倒躺
在地面上。这时，一位骑车接小孩的
徐女士下车帮助报警， 她说亲眼看
见老人跌倒的。 随后一位年轻姑娘
上前搀扶起老太太， 并买来水给她
喝。随后赶来的

120

急救车赶到准备
送老太去医院检查， 但老太太不肯
去，称自己是低血糖晕倒，坐一会儿
就好了。据悉老太太独自一人居住，

身边无人照顾。

目击者兆先生称， 下午
4

点许，

他走到常府街复成桥附近时看见，

一位家住后宰门的老太太走过这里
时， 在前后无任何障碍物和无人碰
她的情况下，突然仰天摔倒，头朝南
脚朝北躺在地上， 围观市民不敢妄
动。

这时， 一位骑车接小孩的徐女

士下车帮助报警， 兆先生和徐女士
都说亲眼看见老人跌倒的， 周围没
有人，当时她跌倒时响声很大，因为
是后脑勺着地， 老太太后脑勺肿了
个包。 随后， 一位年轻姑娘路过这
里， 弯腰将老人扶到路边坐下并打
了
120

，又给老人买来一瓶康师傅绿

茶给她喝下， 老太太渐渐感觉好些
了。老太太告诉她，自己姓韩

(

音
)

，家
住后宰门附近，独自一人居住，儿女
不在身边。接到报警的南华骨科

120

急救车和五老村派出所的民警赶到
现场查看， 准备带老太太去医院检
查， 但老人坚持不肯上救护车去医

院，说自己是老毛病，坐一会儿就好
了，警方也没有办法。

那位搀扶老太太的姑娘只肯说
自己姓王，是个“

85

后”，其他什么都
不愿说。 她不顾旁边一些围观者劝
说，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安慰她，

跟她说话，让她喝水歇歇，老太太感
动地说：“你心真好， 世上好心人还
是有的！”王小姐说：“看您的年纪可
以做我奶奶了，奶奶摔倒在路上，做
孙女的哪有不管的呢？ 再说人人都
会老，等到我老得跟您一样，也希望
有这样一个年轻女孩来搀我一把！”

（摘自《扬子晚报》范晓林
/

文）

北京密云县一家好心人

勇 救 落 水 母 女

1

月
30

日，家住北京密云县十里堡
镇双井村的张玉梅带着丈夫和女儿，来
到县城长安小区，向救了自己和女儿一
命的张全德一家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四天前，也就是大年初五，张玉
梅和女儿经历了一场噩梦。“那天，

我们娘儿俩打算去县城逛逛， 心想
从密虹公园冰面上直接穿过去，抄
个近道……”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四
十几岁的张玉梅仍心有余悸。

正当母女俩走到河中心时，

16

岁的女儿突然一脚踩空， 掉进了冰
窟窿里！慌乱中，张玉梅上前想拽住

女儿，可冰面太薄，自己也开始往下
沉，不到半分钟，冰水已经没到了脖
子，惊恐的母女俩大喊“救命”。

冰面上的呼救声惊动了岸边的
游人。 正在河边和家人遛弯儿的张
全德，当时距离冰面有二十几米。听

到叫声，他三步并作两步直奔冰面，

儿子张赛、 张赛龙以及妹夫赵文革
也紧随其后。

面对落水的母女， 四人先是手
拉手连成一道直线， 试图把她们拉
上岸，可由于落水地点距岸边较远，

四人手拉手怎么也够不着她们。情
急之中， 张全德顺手从冰面上拿起
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棍， 再次和家人
手拉手， 形成了一道将近

10

米的长
线， 张全德站在最前面探下半个身
子，让小姑娘抓牢木棍。

5

分钟后，母

女二人终于脱离险境。

身体恢复后， 张玉梅几次联系张
全德，想登门感谢，却被婉拒。一直到

1

月
29

日，第
6

次打电话后，张全德才不好
意思地答应张玉梅一家“上门看看”。

据了解， 今年
50

岁的张全德是
密云县高岭镇芹菜岭村人， 春节到
县城儿子家过年， 逛公园时偶遇落
水的母女， 于是就有了上面救人的
一幕。“其实也没啥， 别人看见一样
会救。”面对笔者的采访，张全德没
再说更多的话。

（摘自《北京日报》于思洋吕吉
/

文）

九旬爷爷无力送孙女

列车“邮寄”六岁女孩

2012

年
1

月
22

日，由南昌开
往北京西的

T147

次列车迎来了
一位特殊的旅客———一名年仅
六岁的北京女孩刘娜。然而，对
于孤身旅行刚才还胆战心惊的
刘娜来说， 踏上列车后她感觉
像是到了家里……

六岁女孩要独自回家
今年

1

月
22

日，也就是农历
大年二十九这天中午， 一名年
逾九十的老人领着一名五六岁
左右的女孩来到北京西客站，

找到正在站台上迎接旅客上车
的
T145

次列车列车长邢军和乘
警， 用颤巍巍的手拿出一张写

在便笺纸上的纸条， 递到邢车
长手中。

原来， 这名北京女孩名叫
刘娜，自幼与爷爷生活在北京，

父母却在江西萍乡工作。 今年
春节，她的父母因工作繁忙，无
法回北京， 便想让女儿来萍乡
相聚。 年迈的爷爷无法送小孙
女回萍乡，便将女孩送上火车，

让她独自回乡。

由于实在放心不下孙女，

爷爷只得将刘娜的座位号、目
的地以及父母的姓名等信息写
在便笺纸上， 请求

T145

次列车
的乘务人员予以帮助。

列车上的大年夜也很温馨
看着小刘娜眼中祈望的眼

神， 列车长和乘警一口答应了
老人的要求， 并承诺一定将女
孩平安送达目的地。

为确保小刘娜的安全，

T145

次列车从北京西站开车后，邢车
长特意将女孩从硬座安排到了
卧铺，并指定了一名乘务员全程
照料她。时值大年二十九，晚餐
时分，餐车的大师傅还专门为女
孩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饺，让
女孩度过了一个温馨的大年夜。

1

月
23

日
7

时，

T145

次列车
到达萍乡车站。小刘娜的父母早
已等候在站台上。当从邢车长和
乘警手中抱过小刘娜时，终得团
圆的一家人不禁相拥而泣。

（摘自《南昌晚报》肖勇朱明
刘星

/

文）

龙

有

雌

雄

壬辰龙年，有关龙的话题自然多起来了。龙是有雌雄之分的。史前社会，

人们对生命的渴望、对生殖繁衍崇拜，与龙的关系非常密切，无论是龙图腾还
是鱼图腾，繁衍能力是必不可缺的，万物阴阳交合不二法则，同样适用于“人
文动物”龙，所以中国人早就认定龙有雌雄。

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最初雌
雄论定龙为雄，蛇为雌，在《水雅·斯干》有类似说法：“吉梦为何，维熊维罴，男
子祥，维虺维雌，女子祥。”由此看出后世传说蛇化美女是有根据的，如白娘
子、小青等历史故事。到了南朝，蟠螭龙中的螭龙应为雌龙。今天流传着“龙生
龙、凤生凤”说法，龙若无雌雄何以有后？何以龙王、龙母、龙子、龙孙一应俱全
呢？总之龙家族不可没有雌雄，否则不符合古人创造龙的本意。

文物中也有实物佐证。汉唐时期墓道壁画和画像石，就刻有伏羲、女娲画
像，仍以龙为雄，蛇为雌；而昭宣时期的伏羲、女娲各作人面龙身和人面蛇身，

两者成交尾状，更妙的是两者之间增一小儿，手曳两者衣袖，更反映了龙祖有
传后功德。唐代修定寺塔门额浮雕龙为雄，蛇为雌，其工艺特征是：龙头生双
角，立眉怒目，巨唇作吸水状，曲肢有力，三爪尖锐，遍身鳞甲，出没于水浪中，

称腾蛟为雌，头无角，身无鳞，腹有圆圈纹，并有四爪，龙目羞柔，龙体缓慢滑
动，水势平荡无奇。龙在晚唐、五代、宋处于一个转变期，后逐渐以龙为雄，以
凤凰为雌。此后一幅象征男女美好幸福爱情的龙凤图，在民间渐渐流传，成为
家喻户晓、喜闻乐见一种装饰图案，且广泛用在婚嫁礼品、家具制作、建筑设
计、舞台道具和陶漆器中。 （摘自《新民晚报》吴德宏

/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