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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血管科病房里，刘老静静地看

起了报纸，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旁的放

大镜成为摆设，百岁的他能很清楚地看

见报纸上的每一个小字，哪怕是中缝里

的广告。

刘老出生于 1912 年，籍贯河南开

封。从小家中子女多，17岁的他就随家

人徒步来到安徽芜湖，开始跟师傅后面

当学徒，从事蓄电池和车辆维修。

之后几年，他又辗转来到上海、南

京。1937年的南京并不太平，“日本鬼

子打来了，很多人都想离开南京。”入冬

后，刘子敬安排妻子回乡后，自己在南京

等待期间，却进了难民营。

足足呆了一年多时间，刘子敬与家

人失去了联络，在日军占领南京进行大

屠杀期间，刘子敬很幸运躲过这一劫。

1942年，家乡暴发大饥荒，刘子敬

还在异乡奔波，四处拜师在工厂里当学

徒，尽管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总算逃过

了饥荒。

1958年，正值中年的他，举家来到

合肥，在合肥车辆厂工作，一直到1979

年退休。

挨过南京1937，躲过河南1942
合肥百岁老人生日与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同日

星报讯（斗酒 记者 杨文艺 宁大龙） 昨

日是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日，记者在阜阳一

知名网站论坛，发现了一位名叫“斗酒听竹”的

网民发表题为“我收藏的日本军队侵华军票”的

帖子，并用照片的形式贴出好几张当年日军侵

华时期所发行的军票。

记者设法联系到了这位名叫“斗酒听竹”

的网友，据了解，这位网友姓王，目前在政府部

门任职。

据王先生回忆说，十多年前，他一次逛古

玩城时，在地摊上发现了这些纸币，当时就毫不

犹豫地买了下来，“后来有人想出高价把它们买

走，我不卖。”王先生说，“什么时候日本人不认

账了，就把它们拿出来发到网上！”

据历史记载，日本军用票的出现起源于明

治10年(1877)，在此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时期，

以及侵华战争时期均有使用。它是一种军费性

质、强制发行没有金融保证的证券，有多种面

额。票面印有花纹和梅花、日本建筑物、青龙腾

飞、双凤飞舞等图案。标有面额和流水编号。

右边圆形框有日本古代的武内大臣影像，下方

字体是“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

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阜阳市民网上晒出侵华罪证

时隔75年，幸存者们躲过了劫难，却

不敌岁月的苍老。

101岁的刘子敬老人就是其中的一

员，当年的他，庆幸在南京难民营里躲过

一年，未受炮火侵袭。五年后，1942年，

家乡河南发生大饥荒，饿殍遍野，他在异

乡当学徒，又很幸运地逃过那一劫。

昨日，这位百岁老人，在合肥市二院

（新区）的病房里度过了他101岁的生日，

医护人员和病友自发唱起生日歌，带着祝

福向老人讨教养生长寿秘籍。

昨日上午10点多，医护人员捧来蛋糕，在

病友们簇拥下，在病房里给刘老祝寿，过生日。

原来，刘老患有冠心病和高血压，需要定期

来医院检查治疗，“每年要来七八趟，住上一星

期就好了，人老了噢。”刘老说。

老人的大儿子刘金柱也69岁了，平日伺候

着老人的起居生活，“其实老头子自理能力很

强，几乎不要我们插手的。”

刘老和其家人也向记者分享了长寿的秘

诀，“多运动，心态要好，少吃大鱼大肉，青菜豆

腐挺好。”

年轻的时候，刘老特别爱运动，经常清早起

床跑步，要从东七一口气跑到琥珀山庄附近。

年老了，刘老活动的范围也减小了，每天早

上5点多起床后，6点钟带着小板凳和拐棍，准

时出门，绕着家门附近兜一圈。

“每天要出门两趟，就连住院期间，都要去

楼下转转，一辈子都闲不住。”儿子说。到了晚

上，老人最爱听着广播，悄悄入睡。

刘老话不多，但记性很好，每天出门都会带

着家人特地准备的小本子，上面第一页写下了

家庭住址和电话，但这页纸从没翻过，因为刘老

一次也没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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