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捐出年夜饭

1935年2月3日是大年三十， 中央
红军前进至东南与贵州赤水、 生机两
地毗邻 ， 西与云南水潦紧接 ， 被称
“鸡鸣三省” 之地的石厢子村。 红军在
相对比较富庶的土城筹集了不少食物，
到石厢子后又没收了当地民愤极大的
彭姓、 周姓两家土豪的粮食、 财物和
年货 ， 这些东西先由穷苦乡亲分享 ，
之后没收委员会再根据需求分配。

专门负责军委首长伙食的军委三
科炊事班做出了一顿 “丰盛” 的 “年
夜饭”： 油亮亮的腊肉、 肥瘦相间的红
烧肉、 水卤的大肠……做好后分送到
各位领导人住处。

住在肖有思家的毛主席分到一碗
红烧肉、 一碗米酒和几个辣椒。 但毛
泽东舍不得吃， 大年初一， 他与其他
领导一起去看望伤病员， 捐出了发给
自己的年夜饭。

红军胜利到达延安后的每个春节，
毛泽东都要在枣园小礼堂请村里老乡
吃饭， 老乡也都会携软糕、 油馍、 黄
酒、 麻糖等物来给主席拜年。 吃饭时
摆上十几桌， 每桌都有一位领导作陪，
桌上无非是些家常菜。 毛泽东给大家
敬酒时总说 ： “大家都是我的邻居 ，

不要客气， 过几天我还要到你们家做
客！” 于是家家都把家里打扫干净， 等
着毛主席光临。 但每次毛泽东去各家
拜年总是来去匆匆， 不吃饭更不喝酒。

周恩来带来酒和花生米

1960年， 周恩来提出要和北京人
艺演职员一起过除夕。 那晚， 周恩来
偕邓颖超同李先念、 陈毅、 王震等领
导同志一道来到首都剧场。

那天， 周恩来特意从家里带来酒
和花生米摆在桌上， 这些东西在当时
很珍贵， 大家谁也不敢动。 周恩来就
大声说： “来， 来， 大家都来吃嘛！”
大家还是有些拘谨， 一位姑娘伸手抓
了一小把花生米， 被一位老演员瞪了
一眼， 姑娘顿时红了脸， 又送回桌上。

周恩来见状笑着说道： “哎， 年
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要多吃一些
嘛 ， 这些就是拿来给大家吃的嘛 ！ ”
一句话让气氛当时就缓解了下来， 大
家纷纷放下拘束 ， 高高兴兴地吃了
起来。

彭德怀 “有什么吃什么”

1938年2月， 彭德怀所率领的八路
军总部机关在浮山郭店一带的山村暂
住下来， 春节到来， 他和指战员们照

样过着简朴的生活 ， 吃的只是小米 、
山药蛋、 干南瓜条。 春节过后的一天，
在这里驻防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
将领来总部同彭德怀谈论军事合作 ，
不知不觉谈到了开饭的时间， 彭德怀
便邀请他们一起吃饭。

当时在总部任指导员的吴羽林 ，
听说国民党的将领们要在这里吃饭 ，
就向彭德怀报告说， 春节刚过， 连蔬
菜都搞不到， 现在只有小米、 山药蛋、
干南瓜条， 用这些怕招待不好。 彭德
怀听后回答说: “别担心， 有什么条件
做什么饭。 让他们和大家一起吃。”

炊事班按照彭德怀的要求， 做了
和平时一样的饭菜端上。 几位国民党
将领看到端来的是小米饭、 山药蛋和
干南瓜条， 不知如何是好。 彭德怀见
状， 热情地招呼他们就座用餐， 国民
党将领们只好勉强坐下来。

彭德怀一面大口大口吃着， 一面
对国民党将领说： “诸位， 现在日寇
侵略中国， 老百姓四处逃难挨饿， 我
们有小米、 土豆和南瓜干吃就不错了。
我们国共两党合作， 要坚持抗战， 还
得准备吃草根树皮呢。 没有艰苦奋斗
的精神， 日本鬼子是赶不走的。” 彭德
怀的一番话， 让在座的国民党将领们
敬佩不已。

过了几天， 来访的国民党将领给
彭德怀送来了几袋白面， 彭德怀高兴
地收下， 并命令把白面全部分给总部
各直属单位， 让大家改善一顿伙食。

陈赓爱吃黑面饺子

饺子是中华民族过春节时的传统
美食 ， 无论达官显贵或是一般百姓 ，
都十分喜爱。 1947年春节前一天， 解
放军某部在伏牛山地区打胜仗后， 奉
命转到舞阳县休整。 春节当天的早晨，
解放军部队的指战员被谢家村的老百
姓分散拉到家里过年。 但指战员们严
格执行部队规定， 绝不在老百姓家搞
特殊， 老百姓给什么就吃什么， 饭后
一定要交饭钱。

当天， 部队首长陈赓也被一位大
娘邀请去做客。 据回忆， 当时大娘包
了两种面的饺子， 一种是白面， 一种
是黑面 ， 准备用白面饺子招待陈赓 。
但陈赓见状， 端起黑面饺子就吃。 见
大娘硬要他吃白面饺子， 陈赓幽默地
说自己就是爱吃黑面饺子， 一见到黑
面饺子， 会 “急得我喉咙里像伸出一
只手”。 见大娘阻拦， 陈赓迅速将饺子
送入口中， 然后对大娘说： “还有没
有了？ 我还没有吃饱呢!”

摘自 《人民政协报》

南方的冬天都说没有北方冷， 前
一阵儿却颠倒过来———北方冬日暖阳
而南方普降大雪 。 于是有段子流传 ，
大雁飞到南方打个冷战， 心想： 难道
飞反了？

这虽然是网友杜撰的， 但是看着
似乎也有点道理， 南方比北方还冷的
天气会不会把候鸟们整蒙圈了呢？

候鸟南飞不是怕冷是怕饿

“候鸟飞到南方见到白雪皑皑并不
会蒙圈。” 业内有名的鸟类观测学者、
沈阳理工大学环境学院生态研究室主
任周海翔说， “候鸟往南飞， 本质是
食物的问题。” 它们迁徙不全是贪恋南
方的温暖， 而是因为南方温暖天气下
有比北方更丰富的食物。 以水鸟为例，
北方冬季河水冰封， 水鸟们只得望着
被冻住的水生植物和肥鱼兴叹。 相反，

南方再冷， 湖面就算结冰也会迅速融
化。 对于以浆果为食的林鸟来说温度
就更无所谓了。 “而且鸟类不会等死，
它们很容易感知温度， 飞速达一天几
百公里 ， 北方暖和候鸟会推迟南飞 ，
南方太冷候鸟会继续往南寻找合适的
越冬地。 越冬季异常寒冷最多让候鸟
在迁徙地的停留时间变长， 繁殖季缩
短， 有可能对来年的繁殖成功率有一
定影响。” 周海翔说。

南方冬天的骤然寒冷对于鸟类来
说也许并不算事儿， 但是鸟类最怕的
是产卵以后北方夏季温度的降低。 周
海翔等人持续监测白鹤迁徙9年， 他们
统计了1800多只东北迁徙地夜宿点种
群， 数量约占该物种总数的一半， 发
现往年秋季幼鸟都在15%左右 ， 而刚
刚过去的秋季 ， 却不可思议地低至
2%， 原因是白鹤繁殖地俄罗斯遭遇夏

季有史以来最低温。 “最担心它们回
北方筑巢时温度正好， 夏天温度却上
不来， 小鸟孵出来就被冻死， 导致繁
殖成功率降低。”

候鸟不再迁徙与人为因素有关

我国有将近1500种鸟类， 候鸟远
多于留鸟。 候鸟随季节迁徙， 秋天往
南飞以越冬， 春天往北飞以繁衍。 迁
徙时 ， 候鸟以南北迁徙为主 ， 不过 ，
高海拔山区的候鸟有的也垂直迁徙。

太平洋的夏天消逝， 冰封的北极
被极夜吞没， 候鸟的南迁之旅便开始
了。 “一种鸟的迁徙终点可能是另一
种鸟的迁徙起点。” 周海翔表示， 北
有鸟类在我国北方越冬， 南有鸟类远
渡重洋到澳大利亚越冬。

不过，虽然候鸟类老祖宗传下“冬
天南飞”的基因，但是有的候鸟还真在

北方越冬了。 近年来，日本北海道野生
丹顶鹤就不往南飞了，类似的还有我国
北方一些候鸟。候鸟不南飞是因为南方
太冷，导致候鸟习性有变吗？

专家表示， 像今年冬季， 北方该
冷不冷、 南方该暖不暖的这种偶然气
候变化， 实际上并不会左右候鸟基因
中形成的迁徙习性， 这其中更多的因
素与人的生产生活相关。

周海翔说，日本北海道丹顶鹤种群
不再迁徙是因为人类长期投喂食物导
致的。一些城市污水排放口和电厂附近
的水域不结冻，也会使得赤麻鸭、秋沙
鸭和绿头鸭等本应往南迁徙的候鸟因
此就不再迁徙了。 不过，这种改变并不
稳定。“一旦电站维修不发电没有热水，
人类不再投食缺少食物，鸟类就会继续
迁徙，寻找到合适的地方越冬了。”周海
翔说。 摘自 《科技日报》

南方比北方冷， 候鸟会蒙圈吗？

11
2018年
2月10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文
摘

版
式
设
计
刘
红
颖

版
式
校
对
吉
言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名名人人们们的的春春节节：：
毛毛泽泽东东捐捐出出年年夜夜饭饭
彭彭德德怀怀““有有什什么么吃吃什什么么””

很多历史名人在春节留下的过年故事，不仅让人深受启发，更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中国老百姓对过年这一古老的习俗情有独钟，在他们看来，年味不仅是物质的丰盛，更

有文化的丰美。 而很多历史名人在春节留下的过年故事，不仅让人深受启发，更让人感受到
浓浓的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