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8年， 正是 “大跃进” 的年代。
体育界也卷进了这个年代， 但当时体
育设备数量有限。 即便这样， 群众对
体育运动的热情还是很高， 有时他们
还饿着肚子， 也要投入到体育运动中。
他们想方设法参加体育运动。

1947年， 国民政府通货膨胀， 货
币贬值， 老百姓常说 “拿着一口袋钱
买不到一口袋米”。 美国 《生活》 杂志
战地摄影师马克·考夫曼用镜头记录了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统治下通货膨胀
的奇景。

1956年， 美国举办了一场特别的
选美， 它不但要求选手比外表， 更要
比参赛者的站立姿势是否正确， 获胜
者被称为 “脊椎小姐”。 参赛的佳丽还
需和自己的X光片合影， 这场景实在
画面感太强， 无法直视。

有谁会料到， 邮票作为邮资的凭
证竟会引起各国谍报机关的青睐， 成
为传递秘密情报和策反敌方阵营的有
力武器。 邮票谍报战参与了第一次世
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抗日战
场上， 邮票谍报战也相对激烈。

1939年底， 国民党军在广西南宁
准备反击盘踞昆仑关的日军。 为防范
日本特务刺探情报， 军统加强队邮件
检查和电话监听等保密措施。 一个偶
然的机会， 军统南宁站特工在临近前
线的苏圩邮局发现一个奇怪现象， 有
位中年男人每天要向沦陷区广州投寄
信件， 而且每封信上面贴的邮票都有
所不同。 通过秘密搜查并没在信中找
到机密内容。 军统于是与桂林行营取
得联系， 将邮票种类数量与兵力布置
情况对照 ， 很快找到了内在的规律 。
比如4分面值的孙中山邮票代表驻扎4
个步兵团， 2分面值的帆船邮票代表驻
扎2个炮兵团， 1分面值的烈士邮票代
表驻扎1个战车团 。 军统据此开展行

动， 除掉了一个日本特务小组。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指

令北平日伪特务要千方百计策反根据
地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军政人员。 没多
久， 日伪特务在偏城县发现了合适目
标。 当地有位老人经常收到在八路军
总部当参谋的儿子的家书， 部队每次
转移， 儿子都会写信回家。 日伪特务
便以重金利诱邮局投递员， 要其抄下
每封信上邮票的邮戳地址。 通过分析，
日军掌握了八路军总部的转移路线和
规律， 并能较为准确地推测出下一个
转移地点。 1942年5月， 万余日伪军根
据邮票谍报和无线电定位， 突然合围
八路军总部， 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临时
暂住地。 尽管总部机关和大部分首长
历经周折终于脱险， 但八路军副总参
谋长左权壮烈牺牲， 是抗战期间八路
军遭受的最大损失。

新四军南通地下交通站的情报员
则更为隐秘地使用邮票传递情报。 表
面看， 情报员每天只是给乡下邮寄当

天的报纸， 但实际上是利用邮票齿孔
做文章， 记载日伪军的活动信息， 比
如一个日军中队出城， 邮票下沿的齿
孔就少一个， 两个伪军中队出城就少
两个， 邮票左沿的齿孔就少两个， 而
一个日军大队出城， 邮票上沿的齿孔
就少一个， 以此类推。 日本特高科尽
管也曾经怀疑过这些邮件， 但一直苦
于无法找到证据， 只得作罢。

1942年， 日本发行了纪念海军将
领东乡平八郎的5分面值邮票， 主要供
侵华日军官兵使用。 1945年初， 美国
战略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前身 ) 大批
伪造了这种邮票并投放中国战场， 用
于向日军官兵和家属邮寄反战信件 ，
动摇侵华日军的战争决心。 但遗憾的
是， 1944年4月1日， 侵华日军将普通
平信的邮资费率从5分提高到7分， 同
年6月15日， 日本又发行了面值为7分
的东乡平八郎邮票。 因此只需看一眼
邮票面值， 美国的反战信件很容易就
被甄别出来。 摘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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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水晶头颅是欧洲造， 出售给收藏家。
■安提凯希拉装置确是考古发现， 与史前无关。
■“晶洞” 并非50万年前， 而是一家美国公司制造。

三十九年前， 纪录片 《中国医疗
队在坦桑尼亚》 走红全国， 也让老百
姓知道了中国医疗队在非洲的工作生
活状况。 他们不仅是履行国际主义义
务， 同时也巩固和增加了各国的友谊。
他们也赢得了老百姓的尊敬和钦佩。

为更深入地了解人类发展历史 ，
现代人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
来的物质资料， 来探究人类在古代社
会的历史进程， 因而涌现出许多轰动
世界的考古发现。 但在这些惊人发现
中， 众多以假乱真的 “伪证” 也曾令
人类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玛雅水晶头颅曾是考古界轰动一
时的神奇发现。 1927年， 探险家米切

尔·海吉斯在中美洲鲁班埃顿古城发现
了玛雅水晶头颅。 这个水晶头颅精致
洁净， 是在非常了解人体骨骼构造和
光学原理基础上雕刻而成， 在形状与
构造上几乎完全等同于人的头颅。

2008年， 由英美两国科学家组成
的研究小组使用电子显微技术和X射
线结晶技术对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史密
森尼博物馆内珍藏的水晶头骨进行了
检测， 头骨表面的详细分析显示在眼
眶、 牙齿和头盖骨附近有极细微旋转
划痕， 很明显这种切割打磨技术源自
一种叫做 “旋转轮” 的珠宝加工设备。
研究人员推断这些水晶头骨是在欧洲
加工制造， 然后以古玛雅阿芝台人的
神秘遗物出售给收藏家。

安提凯希拉装置是已知最早包含
有复杂的齿轮系统装置， 它于1901年
在一艘失事的船上被发现的， 是史前

产物。 据说， 来自英、 希、 美的科学
家利用高清晰的X线断层扫描技术和
82个黄铜碎片复制了它的一个模型 ，
随后人们把它称作是已知的第一台计
算器。 这的确是考古发现， 反映了古
希腊较高的科技水平， 但它也如人们
所言是古希腊作品， 与史前无关。

1961年， 三名矿物爱好者在美国
加州奥兰查附近找到一颗 “晶洞”。 切
开后， 里面镶嵌着一个类似内燃机上
用的老式火花塞。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
“科索人造物品”。 有地质学家称， 形
成这枚晶洞至少需要50万年。 50万年
前， 是谁制造了这样一件闪耀着现代
科技光芒的物品？ 这的确是智慧生命
的杰作。 不过， 它的制造者正是人类
自己。 这是美国冠军公司于1920年生
产的火花塞。 而包裹它的并非晶洞。

摘自环球网

安提凯希拉装置新旧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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