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月十七日九時二
十二分，中國成功發射神
舟十二號載人飛船，將聶
海勝、劉伯明、湯洪波三
名航天員送上太空。十八
點四十八分，航天員進入
天和核心艙。這是中國航
天員首度入住自己國家的
第一個空間站。至此中國

已先後有十七名太空人勇闖蒼穹。這還是一
次致敬之禮！五十四年前，一九六七年的六
月十七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迄今，人類進入航天時代六十餘年，僅
有蘇聯／俄羅斯、美國和中國掌握了獨立自
主的航太技術。神舟起航、北斗環繞、嫦娥
奔月……每一次對太空的叩問，都充滿艱
辛，幾代人篳路藍縷書寫着中國航天史詩級
篇章。錢學森、鄧稼先、于敏……上世紀五
十年代一窮二白的歲月，科學家們從零開始
「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 ，創造了

科學奇跡。
我曾到過青海原子城。那是一個令人膜

拜的地方。它位於海北藏族自治州一個叫金
銀灘的草原，距省會西寧一百一十公里，王
洛賓的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創作於此。
名字好聽，但乾燥高寒荒涼。平均海拔三千
二百一十米，平均氣溫零下五度，年降水量
四百毫米，年蒸發量一千五百三十八毫米。
就在這片荒原，誕生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
第一顆氫彈。

一九五八年，面對西方核壟斷核訛詐威
脅，中央決定在這裏建立中國第一個核武器
研製基地，對外稱 「青海礦區國營二二一
廠」 。廣大科技工作者從四面八方奔赴荒
漠，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創業。二二一廠最多
時達一萬五千多人。他們住帳篷和地窖；在
草原上挖地下掩體作車間試驗場，指揮所建
在地下九米；以木箱作辦公室，用古老的算
盤計算資料；沒有自來水，喝的是融化的雪
水。糧食緊缺，每月二十四斤定量，一天只
有八兩，早飯是半個饅頭一碗糊糊；中午晚
上各一個饅頭一碗糊糊。就是在這樣的條件
下，一批又一批科研專家告別都市、告別親
人來到這裏，用了不到十年時間研製了中國
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多位後來獲得
兩彈元勳、兩院院士的科學家曾在這裏工
作，包括世界核子物理學家王淦昌，改名

「王京」 隱姓埋名十七年，家人只知他的通
信地址和信箱代號；還有彭桓武、郭永懷等
科學家……更多工作人員從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過來，獻了青春獻子孫，退休後也在青
海定居。一對夫妻在北京結婚後即分別調去
二二一廠，但互相保密，直到有一天在礦區
街上偶遇，才發現他們工作的地方僅相距幾
十米……

如今，原子城已成為歷史遺址，建成紀
念館對外開放，鐵路、學校、醫院等基礎設
施齊備，今非昔比。但即使八月高原最美季
節，自然條件仍然蕭索寒涼。天高地闊間，
回想激情燃燒歲月那些以身許國、捨家為國
的人們，撐起了中華民族的脊樑，令這塊遙
遠的高原充滿神聖。

二○一三年我到訪北京航天員中心。那
也是一個神奇的地方。我們見識了太空服
─重二百四十斤造價三千萬元，是中國的
自主品牌。因重量體積原因，返回時只能帶
回一雙手套。我們見識了返回艙─長約二
點六米直徑約二點四米，重量二噸多。它穿
越八十公里外太空、以每秒數千米速度、表
面溫度一千至二千攝氏度，因與大氣劇烈摩
擦而被燒蝕成深褐色。三名太空人以嬰兒般
的蜷縮姿勢躺卧返回。我們見識了降落傘
─面積約一千二百平方米（相當於三個籃
球場大），全長七十多米，重量還不到一百
公斤，收攏後體積不到二百升，可以塞進家

用冰箱。這些技術歷經幾十年發展，中國都
已實現了自主研發。

我們不知道的是航天員超常體能的訓
練。除了深奧的文化課，他們要承受超重、
失重、低壓等特殊環境訓練，每一項都是
對智力、體力、耐力的極限考驗。一個訓
練周期連續五天，每天進行十五分鐘連續
旋轉，很多人幾天吃不下飯；剝奪睡眠訓
練，三天三夜一個人在密閉環境中不休不
眠工作；模擬失重訓練，穿着二百多公斤
訓練服在水下練四個小時，出來後連筷子
都拿不住； 8G承重訓練，相當於自身八
倍體重壓在胸口，訓練中臉部會拉變形，眼
淚不由自主往下流……每次訓練，航天員手
裏拿着一個報警器，一旦承受不了可隨時按
下，實驗馬上終止。但自一九九八年航天員
大隊成立二十三年來，沒有一個人按過報警
器。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魔鬼訓練」 從未
間斷。每一名航天員都時刻為上天做準備。
而有的航天員，歷經千辛萬苦之後，因為年
齡過了黃金飛行期，直到退役都沒有機會執
行過飛天任務。

是什麼力量支撐着他們？是精神、責任
和擔當。 「一個國家總要有這麼一群人，他
們的生活要用另外一種標準來衡量。他如果
在生命周期中做出更多的事情，也是一種質
量。」 因為，他們代表着國家和民族。

藝術賞析

美國總統甘迺迪（JFK）曾
經有過這樣一句名言：不要
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
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美國的歷任總統
在奏起美國國歌的時候，都

會把右手放在左胸上，他們是要讓世人看到自
己是如何深愛着自己的國家。作為一個中國
人，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不去愛自己的國家。

香港作為一個屬於中國的城市，在歷史的
長河中，由於前朝滿清政府的腐敗，在鴉片戰
爭後，被迫接受了英國政府的不平等條約，割
地賠款，百年屈辱，幾代滄桑。但是，香港與
中國從來就是不可分割的，在被殖民統治的一
百多年當中，絕大多數香港人都是深愛着自己
的國家。

戰爭令中國割讓香港，同樣也是戰爭令中
國人民陷於水深火熱當中。在抗日戰爭中，四
萬軍民，愛國愛家，同仇敵愾，共抗倭寇。曾

祖父一介平民商人，毅然獻出了各為四千多噸
的當時兩艘巨輪，自沉於江陰口與寧波灣航道
以阻止日海軍長驅直入，沉船阻敵報國，為政
府爭取了黃金的撤退時間。

祖父從小深受曾祖父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
影響，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響應周恩來總理號
召，將大量外匯抽調回內地，並在上海建立
「新中國電瓷廠」 ，為建設新中國出資出力。
上世紀六十年代，為維護家族權益，在日本狀
告日本國政府，追討另兩艘於戰爭時期被日方
毀掉的巨輪損失。祖父自一九四八年移居香
港，直到一九九二年在香港離世。他一直都稱
自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居
住在香港的公民。他一直拒絕加入英國籍，而
且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都是手持一本 「香港
身份證明書」 （俗稱CI）作為旅遊證件。

家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在一個噴薄
着愛心的大家庭裏成長的。他從小就立志，要
為國為家奉獻自己。事實上在他的一生中做了
三件令他及他後人感到驕傲的事。在他領導主
戰下，打贏了一場跨越世紀的國際訴訟官司，
為民族家人出了一口氣。他深愛着自己的國

家，希望能在他這一輩人身上看見國共第三次
合作，國家和平統一。為此以香港民間人士的
身份奔走於兩岸，自一九八八年始，為兩岸破
冰之旅貢獻力量。一九九二年受上海宋慶齡基
金會之託將上海少年兒童的書畫作品帶去給台
北的小朋友，同年又組織 「愛心文化團」 ，帶
領一百多位台灣教師家長學生來內地參加六一
國際兒童節慶祝活動。他一生推崇孔子思想學
說，以忠代孝，先國後家。一九八九年在上海
文廟捐獻孔子銅像，並多次在兩岸三地的曲
阜、上海、香港及台北舉辦各項大型國際性孔
學活動。他也曾經說過，作為一個出生在上海
的中國香港人，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令滬港
兩地的距離更近了，兩地的發展一定能比翼雙
飛。

曾祖父，祖父，父親，他們三代人都已離
開了這個世界。但相信他們那種忠誠堅毅的愛
國精神，一直會影響着我和我的孩子們。

我除了要告訴孩子們祖輩的愛國愛家故
事，我更要告訴他們，看見國旗要尊重，聽到
國歌要肅立，我們無論是在哪裏，都是中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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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線
陳中威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放緩，不少朋友為
紓解生活的鬱悶，紛紛戴着口罩走出斗牆之
外，到郊區遠足遊玩，或到市區各處尋找佳
餚美食，以滿足口腹之欲。日前應好友的邀
請，隨眾到鴨脷洲尋找海鮮美食。不虛此
行，我大快朵頤之餘，還有機會重遊這個充
滿漁村風情的小島，看它今天的新貌，憶往
昔它的舊顏和事物，感到時光飛逝，心中不
無感慨。

位於港島南區香港仔對開的鴨脷洲，
中間相隔的海面是香港仔避風塘，面積僅一
點三平方公里，因為地形像鴨舌， 「舌」 字
的粵語讀音近似 「蝕」 ，不為人們喜歡，便
改為與 「利」 同音的 「脷」 字，以討個吉
利。由於鴨脷洲四面環海，早在明朝就有不
少漁民聚居島上，至今依然保留不少水上人
家的歷史痕跡。

我們那天到鴨脷洲尋找海鮮美食，目

的地並非島上的高檔酒樓，而是鴨脷洲大街
市政大廈二樓大眾化的熟食中心。它不像港
九各區市政大廈的熟食中心一樣，供應的多
是一般廉價飯菜，而是吃海鮮美食的好地
方。那裏最吸引食客的是除了價錢合理，還
有可先在樓下街市的海鮮檔選購，然後拿到
樓上熟食中心交給光顧的熟食店加工炮製各
種菜式，即買即煮即食。

幾家食店掌廚的廚師幾乎都是烹調海
鮮的高手，菜式注重鑊氣，色香味俱佳，所
以生意興旺，偌大的熟食中心經常座無虛
設，許多老饕們讚口不絕，認為可與西貢、
鯉魚門、流浮山等地的海鮮飯店媲美，但價
錢卻相宜得多。

我們那天在一位 「識途老馬」 朋友的
帶路下，先到市政大廈地下的街市選購海
鮮，那裏有許多海鮮檔，售賣的魚蝦蟹鮑魚
等生猛海鮮品種齊全，應有盡有，價錢相對

合理。一位同行朋友看到一盤油𩺬，食指大
動，當即選購了一條三斤多重的，每斤售價
八十元，所花不到三百元。此外還選購了鮑
魚、大蝦等海鮮，分量足夠填飽各人肚子。
隨後我們高高興興地拿到樓上熟食中心一家
相熟的店子加工，廚師很快就炮製出豆豉涼
瓜炆油𩺬、椒鹽鮑魚、白灼老虎蝦等幾個菜
式，濃香撲鼻，令各人食欲大振，再叫來青
島啤酒，大家興高采烈舉杯互祝健康快樂，
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這一頓海鮮午飯吃得
有十分盡興。

這個被譽為 「海鮮食堂」 的熟食中心
經營得如此成功，因素之一是它佔有地利。
避風塘對岸香港仔有一個魚類批發市場，每
日黎明前，無數漁船泊岸，一籮籮生蹦活跳
的魚蝦蟹被運到各大批發商的魚缸或車隊，
到中午前，批發商的海鮮陸續送抵鴨脷洲街
市，吸引川流不息的顧客到來選購。光顧的

除了鴨脷洲居民之外，隨着南港島綫港鐵利
東站在二○一六年落成，前往香港仔和鴨脷
洲變得更加方便，吸引許多居於港九新界各
處的居民慕名而來一飽口福，因此， 「海鮮
食堂」 的生意便越來越旺。

鴨脷洲除了海鮮美食馳名之外，島上
的新鮮魚蛋也受到好評。同行的一位朋友聽
從妻子的囑咐，特地到一家魚蛋專門店買了
一斤魚蛋回家 「孝敬」 另一半。鴨脷洲還有
一種傳統美食是別處所無，就是 「艇仔
粉」 。顧名思義，它是在艇上炮製的，配料
有叉燒、魚蛋、牛腱、鴨腎、雞肉等，風味
獨特。那天午飯後在鴨脷洲大街漫行，看到
一家食店招牌上有 「艇仔粉」 三個彩燈大
字，不知哪時搬了上岸經營？心中雖想品嘗
這款地道美食，但因肚子已飽，只好打消這
念頭，待日後有機會再遊此地時才償此心願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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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
一百周年，紅軍長征是其中
一段重要歷程。

香港篆刻家王泉勝因此
創作一系列作品，以賀百
年。

紅軍長征之
老山界、臘子口

五代同心，愛國愛家

袁振英還發揮其
英文好的優勢，積極
參與培養黨的優秀青
年幹部。一九二○年
九月，在上海共產黨
小組領導下，社會主
義青年團創辦外國語
學社。這是一所培養
共產黨幹部的學校，
招收上海、湖南、浙
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學習外
語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同
時參加一些革命活動。外國語
學社教員有楊明齋、李達、李
漢俊、袁振英、沈雁冰等，袁
振英擔任英文教學工作。社會
主義青年團發展的第一批團員
就是外國語學社的學生，有羅
亦農、劉少奇、任弼時、肖勁
光、柯慶施等二三十人，隨後
他們被送到蘇俄留學，絕大部
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幹
部。

一九二○年底，陳獨秀接
受陳炯明的邀請，到廣東就任
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袁振
英亦隨陳一同赴粵。一九二一
年一月，袁振英就任廣東省立
第一中學（現廣雅中學）校
長，積極支持陳獨秀教育改革
工作。作為 「陳獨秀的高
足」 ，在陳獨秀將《新青年》
雜誌社從上海遷到廣州後，袁
振英仍任 「俄羅斯研究」 專欄
主編。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
《新青年》第八卷第六號在廣

州出版發行，這一期
「俄羅斯研究」 專欄發

表了四篇譯文，其中的
《俄羅斯》、《列寧與
俄國進步》兩篇就是袁
振英的譯文。

袁振英在從事教育
並協助陳獨秀編輯《新
青年》雜誌的同時，還
積極與廣東原來的無政

府主義分子作鬥爭，肅清他們
的影響，建立真正的共產黨組
織。一九二一年春，在陳獨秀
的主持下，符合蘇維埃原則的
廣州共產黨小組正式成立，成
員有九人，他們是陳獨秀、譚
平山、陳公博、譚植棠、袁振
英、李季、沈玄廬、米諾爾、
別斯林，陳獨秀任書記。這是
中國共產黨最早建立的六個地
方組織之一。這樣，袁振英也
成為跨上海、廣州兩地的早期
共產黨組織的成員。

為了專事於教育及研究工
作，一九二一年八月，袁振英
辭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長職
務，赴法國里昂中法大學留學
攻讀博士學位。因此，就脫離
了黨組織。一九二四年畢業受
孫中山邀請返粵，就任廣東大
學（現中山大學）教授。此後
主要從事教育工作。新中國成
立後，得到周恩來、葉劍英等
舊友的關懷，擔任廣東省文史
館館員，直到一九七九年病
逝，享年八十五歲。

誰是香港最早的
中國共產黨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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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山界
位於廣西壯族自治

區桂林市興安縣，主峰海
拔二千一百多米，是紅軍
長征越過的第一座高山。

臘子口
位於甘肅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迭部縣東北部。臘
子口戰役是紅軍突破了長
征中的最後一道關口，為
順利進入陝甘地區開闢了
通道。

▲六月十七日，搭載着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的長征二號F遙十二運載火箭在酒泉衛星發射
中心點火升空。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