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 《我 是 中 国 人 》
——张 明 敏是怎 样成名 的

张天杰

通过 中 央 电 视 台
举办 的 迎春 晚会，香
港歌 星 张 明敏 已 为 我
们所 熟 悉 ，他 那 真
挚、深 沉 的歌 声 使人

久久不 能忘 记。他 的歌 声 是 动 人
的，而 他 的 成 功之路，却 比歌 声 更
加动 人 。

几年 以 前，香 港 电 视 台 举 办
“歌 曲 比 赛 大 赏”，张 明 敏 以 各 种

不同 风 格 的歌 唱 击 败 对 手 ，连 任三
年“台 主”。在 争 夺 第 四 届 台 主 时 ，
他遇上 了 强 手 ，如 果 败 北 ，将要 退
出台 主 的 宝 座。在 这 关 键 的 时 ，
他从 容 自 信 地 出 台 ，用 普 通话 唱 了
一曲 《我是 中 国 人 》：“……我不
管生 在 哪里 ，我是 中 国 人，不 管 死
在何 处 ，誓 做 中 国 魂l”他 那 质 朴
的感 情，淳 厚 宏 亮 的 音 色 使 四座 皆
惊，继 而 在 爆 发 的 掌 声 中 又 以 满 分
获得 大 胜 。在 他 重 唱 这 支 歌 的 时
候，观众 和评判 员 跟 着 一 起 唱 了 起
来，激情 四 溢，盛 况 空 前。他每 次
演出 ，都 身 着 中 山 装 ，保 持 着 中
国人 的 形 象 ，以 “龙 的 传 人”自

珍自 重 ，也 引 起 了 听众 的 好 感 和共
鸣。

我国 是一 个 历 史 悠 久 、有 着 光
荣的 革 命 传 统和优 秀 历 史遗 产 的 伟
大国 家。“上下五 千年，英 雄万 万
千”。象 伟 大 的 爱 国 诗人屈 原 热 爱
祖国 ，竭 诚尽 智，“虽 九死其 犹 未
悔。”象 南 宋 的 民族英 雄 文 天 祥 ，
即使 以 身 殉 国 ，也 愿 “化作 啼 鹃 带
血归！”。他们 是 中 国 人 的 骄傲 ，
是民 族 的 骄 儿 ，是 无疑会 赢得 世界
的尊 重 的 。

祖国 是神 圣 的。作 为 一 个 中 国
人更 是值 得 无比 骄傲和 自 豪 。张 明
敏的 歌 声 ，正 是拨 动 了 埋植在 炎黄
子孙 心 底 的 那 种 对祖 国 、对人 民 的
深沉 热 爱 的 感 情，从而 引 起 香 港听
众的 强 烈共 鸣 ！

在中 外 几 千年 的 文 明 史 上，大
凡有 所 建树者，无一 不把祖 国 的 命
运和 自 己 的 命运 紧 密 地 联 系 在一
起，在 他们 的 胸膛 无一 不 跳动着一
颗真挚 、纯 洁 的 爱 国 之心 。张明 敏
的成 名 之路启 示 我们 ，只 有 热 爱 中
华，才 能 在 事 业上 大 有 作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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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研制飞
机和最早上天 的
人是清朝末期 的
冯如 。

▲最早一支航
空队的创始 人是
杨仙 逸 。

▲最早的航空
训练班是我红军
时期陈云同 志创
建的 。

▲最早的航空
学校是一九四六

年三月 一 日 在东北建立
的，负责人是常乾坤 。

▲最早击 落 敌 机 的
人，是我 中 国人民志愿
军空军大队长李汉。

▲最早飞 越 世 界 屋
脊，通航拉 萨 的 人 是
韩兴华、韩占钧、李嘉
谊、潘国定。他们也是
世界上第一批飞越世界
屋脊天险的人。

（ 洪 辑 ）

科学巨人

李冰 和 都 江 毒

马洪 良

李冰 ，是我 国战
国时代的杰 出水利 专
家。他领导人民修筑
的都江堰，是我 国现
存最早的水利 灌溉工

程，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
之一 。

在二千二百多年前 的战 国时代 ，
蜀郡地方 （今四川 省西部 ）常 闹水
灾，秦昭王派李冰到蜀 郡做地方长
官——郡守。李冰为 了 根治水患造
福人民，不 辞劳 苦沿着岷 江到上游
做实地考察，同 时四处征求 当 地人
民意见，做 出了 领导人民修治岷 江
的计划 。为了 把岷江的水 引入内 江 ，
李冰领导人民在沙滩筑成了 内金刚
堤和外金刚堤两 条堤坝，把岷江分
成内 江和外江两 条支流 ，并在 内 金
刚堤 设计了 滚水 坝 ，也叫作飞沙堰。

从这里看 出 ，在那个时 候我 国就 能
运用 回旋流的理论来部署工程 。

为了 随时控制 内 江的水量，李
冰在水边上凿了 三个石人，用 以测
量水位的 高低。除此，还制定了每
年淘滩修堰的制度。都 江 堰 修 成
后，从内 江下来的水 能灌溉三百多
万亩的土地，连接十几个县 。

人民为了 纪念李冰 ，在都江堰
建筑了 一座伏龙观，又在分水鱼嘴
东边，修了 一座二王庙 ，庙墙上还
刻着李冰的治水遗训：“深 淘 滩 ，
低作堰”。

最近，以 李冰修建都江 堰为 题
材的大型宽银幕影片 《李冰》（上
下集 ）已 由 长春 电影制片厂摄制完
成，不 久，我们从银幕上可以 看 到
李冰为 民治水造福的伟大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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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阿 美 族 的 奇 异 风 俗
晓彬

阿美族是台 湾省少数 民
族高 山族中 人数最多 的一个
民族，主要分布在花莲、台
东等县 ，人 口 约八万余。占
高山族人三分之一。

由于常期处 于 社 会 底
层，阿美族迄今仍保持着 以
祖母为 中 心，由二、三代女
性及其同 居一家的母系 社会
习俗。过着半渔猎 、半农业

的生活 ，但其 社 会生活较多
受外界影响 ，部分 已汉化。
阿美族男 人身 材高大，体格
健壮 ，喜爱运动，少女身材
苗条 ，体态健美 ，每年都有

“ 阿美公主”的竞 选。
青年男女 自 由 恋爱 ，男

子有了意 中 人，便趁黑夜到
女家院里吹 口 笛，女 子闻声
而出 ，向笛声走去 ，于是两

人倾吐衷情 ，情投意
合后，各 自 征得父母
同意 ，便可以结婚。
婚后通常男到女家。
如果女方 讨厌 男方 ，
不愿一起生活时，就
将他的腰 刀、皮箱放
在院 子里 ，男方就会
毫无怨言地离去。

阿美族每年农历
中秋节前后的收获季
节，举行一次 “丰年
祭典”，各部落的 男女
老幼 都 身穿 传 统 服
装，集中 起来载歌载
舞地加 以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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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三 大 名 楼 之 首

黄鹤楼
鄂讯

黄鹤
楼，居江
南三大名
楼之 首

（ 三大名
楼系 指黄鹤楼 、岳 阳楼 、
滕王 阁 ），雄踞武 昌 ，
俯瞰长江，是我国古建
筑中一颗璀灿的 明珠。

黄鹤楼的得名 有许
多传说，据 《报恩 录 》
载：有一辛姓酒家，待
人宽厚。一个穷道士多
次喝酒，辛不 索 资，道
士临别，取桔皮画鹤于
壁，拍手 引之，黄鹤飞
舞侑 觞，飘若欲去。酒
客闻 之，接踵而之 ，辛
氏大富。越十年，道士
复至，吹所佩铁笛，须

臾，白 云 自 空 中 飞来，
鹤亦下舞，道士乘鹤而
去。辛氏 即 于 其 地 建
楼，名 为 黄鹤楼。

黄鹤楼的驰名，还
当归功于唐 代 诗 人 崔
颢。历代诗 人在黄鹤楼
上题诗者不 胜枚举，其
中，崔颢的 诗 最 为 著
名，诗云：“昔人已乘
黄鹤去，此 地空余黄鹤
楼。黄鹤一去不 复返，
白云千载 空悠悠。晴川
历历汉 阳树，芳草萋 萋
鹦鹉洲。日 暮乡 关何处
是，烟 波江上使人愁。”
既写 出 了黄 鹤 楼 上 所
思所见，又暗 含黄鹤楼
得名 的典故，真是淋漓
酣畅，挥洒 自 如。

黄鹤楼的修建，不
晚于公元五世纪的南北
朝时期，正史上 《南齐
书·州郡志 》中 已有记
载。因为年代久远，黄
鹤楼曾 屡焚屡建，最后
一次被焚是在 晚清光绪
年间。由 于政治腐败，
战乱频仍，此后 再未修
建，所 留 名 胜，在武汉
长江大桥修建时全部拆
迁。三 中 全会后，人民
政府决定在蛇 山原址百
米外 山头上 重 建 黄 鹤
楼。经各方努力 ，主体工
程现已告竣，正在绘彩
描金 ，增其 旧 制 ，不 久，

可望迎广大游客光临。

工人 运 动 的 先 驱 者——施 洋 大 律 师
征远

在武汉市风景秀丽 的洪 山上，埋葬着一位中
华民族的英雄，他是我们 中 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
之一——施洋大律师。

施洋 ，字伯高，1889年 6月 13日 出生于湖北竹
山县杨家 湖的 一个世代 书 香 家 庭。他 自 幼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 救国救民、振 兴 中 华 的
伟大抱负。他不但刻苦好学，而且雄辩惊人，在

“五 •四”运动前 夕 结业于政法学校，从事律师
业务。他刚 走上社会，就为武汉学生运动奔走宣
传，并积极参加和领导新文化运动 、平 民教育运
动，到处发表爱国反帝 的讲演，联合武汉各界人
士，发动 了 “驱王 （军 阀王 占元 ）自 治运动”。
1921年他加入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 中 国共产
党的 预导下，在汉 口 “租界”区域发动六千余名
人力车工人反对增加车租的大罢工，又领导汉阳
铁厂罢工，均获胜利。从此 以后，武 汉 工 人 运
动与 工 人 组 织 日 趋 统 一，成立了 “武汉工团
联合会”。施 洋 为 该 会 法 律 顾 问，并负 责工
会的文告通 电的起草工作。施洋 身兼多职，任劳
任怨，深受人们爱戴，被誉为 “劳动者律师”。

1923年 2月 ，施洋参加 领 导京汉铁路工人反
对北洋军 阀 的 “二七”大罢工。这一革命壮举 ，
使帝 国主义及其走狗军 阀吴 佩 孚 、肖 耀南之流惊
恐万状 ，在帝 国主义的授意下 ，二月 七 日 下午 ，
反动军 警 围 攻了 江岸 总工 会，当 场杀害 了 工会领
袖林 祥谦及工人五十 多人，当 晚 ，又逮捕了 施洋
等解往武 昌监狱。反动派头 子吴 佩 孚 在 狂吠 ：

“ 不 杀施洋，工潮不能平静！”的同 时下达了秘
密杀害施洋的命令。

十五 日 凌晨七时 （阴 历 除 夕 ）施洋被刽 子手
押到武 昌 洪 山脚下的刑场上，他两眼炯炯发光 ，
怒视群敌，痛斥反动派祸 国殃 民 的 罪 行，说 ：

“ 你们杀 了一个施洋 ，还 有千百个施洋 ……。”敌
人恼羞成怒 ，连忙开枪 ，施洋振臂高呼：“劳工
万岁！”第二枪响 时，他仍然屹 立，再呼 “劳工
万岁！”

1953年，党 和政府在武汉修建 了 烈士陵 园 ，
1957年元月 ，董必武同 志题诗赞扬：“二七工仇
血史留，吴肖 贻臭万千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
殉名 存烈士俦。” 小镇一 角　（木刻 ） 郭义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