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發起人是由中國社
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嶸，他

在新浪開設了同名微博，希望借助網絡力量解救被拐
賣乞討的兒童，減少利用未成年人乞討的現象，也為
失蹤孩子的家人提供一個尋子渠道。

社科院教授發起 名人百姓齊關注
微博設立後，引起全國網友、各地公安部門的高度

關注，不少社會名人也開始加入街拍行列。李連杰的
「壹基金」有意資助這項公益活動，「童話大王」鄭
淵潔也在微博中表示近日在北京街拍乞討兒童。短短
半個月，微博就吸引6.8萬多名關注者，有千餘張乞

討兒童照片被發送到互聯網絡。目前，該微博已形成
一個5人小團隊，並在繼續招募合適的志願者。
記者通過了解發現，廣州網友對該活動的響應度最

高，行動也很高效，是網友中拍照最多的，並且佔據
報警、跟蹤的數量第一位。據新浪微博網友「董崇飛」
統計，1月25日至2月2日，網友上傳的乞討兒童照片
信息中，廣東共有104條信息。據粗略統計，截至6
日，在上傳的乞討兒童照片信息中，共有60餘名在廣
州地區。
據了解，目前已經有2位失蹤兒童家長留言，表示

在微博的照片中發現了和自己孩子長相相似的乞討兒
童。廣州市民「小新_cindy」隨手拍下的一張乞討兒

童照，經上傳到微博後，在短短2個小時即獲得千次
轉發。她告訴記者，自己是位5個月大寶寶的媽媽，
看到有這麼小的孩子在街頭乞討，「實在不能容
忍」。

廣州街拍最多 警方支持
該項民間發起的解救行動得到警方的支持。廣州警

方表示，廣州市公安局有關部門已經關注「隨手拍照
解救乞討兒童」微博，並提醒網友，如發現乞討兒童
有被拐嫌疑的請立即撥打110。廣東省公安廳「平安
南粵」微博還轉發了民政部、公安部等聯合發佈的
《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街頭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和
流浪未成年人解救保護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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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青是醒
獅的精髓。

醒獅，屬於中國獅舞中的南獅，由唐
代宮廷獅子舞脫胎而來。五代十國之
後，隨㠥中原移民的南遷，舞獅文化傳
入嶺南地區。廣東醒獅被認為是驅邪避
害的吉祥瑞物，每逢節慶，或有重大活
動，必有醒獅助興，長盛不衰。
表演時，鑼鼓擂響，引獅郎俗稱「大

頭佛」，主要職能是引領獅子和逗樂獅
子，手執一把大葵扇，動作恢諧滑稽，
與獅子配合得淋漓盡致。舞獅人先打一
陣南拳或蔡李佛拳，這稱為「開樁」，
然後由兩人扮演一頭獅子耍舞，另一人
頭戴笑面「大頭佛」即引獅郎，手執大
葵扇引獅登場。

生猛黑獅 黃飛鴻所舞
舞獅人動作多以南拳馬步為主，獅子

動作有「睜眼」、「洗鬚」、「舔身」、
「抖毛」等。主要套路有「採青」、「高
台飲水」、「獅子吐球」、「踩梅花樁」
等。其中「採青」是醒獅的精髓，有
起、承、轉、合等過程，具戲劇性和故
事性。「採青」歷經變化，派生出多種
套路，廣泛流傳。
廣州市的醒獅的道具造型特點是：獅

頭額高而窄，眼大而能轉動，口闊帶
筆，背寬、鼻塌、面頰飽滿，牙齒能隱
能露。民間流傳最廣的黃飛鴻舞獅，舞
的就是生猛的黑獅。
一般表演分文獅、舞獅和少獅三大

類。通過在地面或樁陣上騰、挪、閃、
撲、迴旋、飛躍等高難度動作，演繹獅
子喜、怒、哀、樂、動、靜、驚、疑八
態，表現獅子的威猛與剛勁。

珠村兩大特色 龍舟醒獅各不同
雖然每年的龍舟與醒獅都是珠村特色，節時吸引不少

人前來觀賞，但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醒獅就與龍
舟大不同。
其一，醒獅更好賺。龍舟動靜大，因不用時龍舟深埋

在河泥中，一起一落都要龐大人力，而醒獅則三五成
群，穿戴簡單，流動方便。無論商店開業，祠堂開門，
各式年節，獅子都可以前來便宜行事，舞弄一番，討個
發財利是。
其二，獅宴更好食。龍舟節在農曆五月，天氣炎熱，

扒龍舟耗費體力，因此龍舟飯口味以去濕加鹹為主，節
瓜苦瓜最常見；而醒獅宴在正月，講究的是發財就（豬）
手，大吉大利，因此較龍舟飯而言，大肥大膩眾人愛。
其三，獅子利是大。同二，年節裡的紅包更實惠，是

一年中最大。（二之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田

7日是農曆兔年正月初五。民俗專家介
紹說，正月初五這天，中國民間有「接
財神，送窮神」的習俗。
天津社科院教授王來華介紹說，民間

傳說正月初五是財神的生日，這天，家
家置辦酒席，為財神賀辰。尤其是商家
開市，一大早就要放鞭炮，以迎財神。
《清嘉錄》中記載說：「五日為路頭神誕
辰，金鑼爆竹，牲醴畢陳，以爭先為利
市，必早起迎之，謂之接路頭。」
其實關於財神的生日，也有說是正月

初二的，而在正月初五為財神賀辰，大
概與所謂「五路財神」有關。五路財神
的前身，也是財神的原型之一，為元末的何五路，
後來也叫五顯神、五通神。他本來只是一個，但後
人因其「五」字而附會為五個。有意思的是，商家
開業前祭財神有一種特別的儀俗，那就是掌櫃打算
炒哪位的魷魚，就不讓他拜神，以儀俗來處理辭工
的問題。

春節求聚財 忌倒垃圾
王來華介紹說，正月初五或初六為送窮日，這是

中國民間一種很有特色的歲時風俗。春節期間的諸

多禁忌中，不倒垃圾最為突出。民俗認為，春節至
初五不倒垃圾，能夠聚財，否則就倒了「福氣」。
然而，垃圾堆多了，畢竟影響衛生，所以到了初五
要倒出去，叫「送窮」。人們通過倒垃圾來送窮，
如此則一年與窮無干，當然也就富貴有餘了。
送窮還有許多別稱，諸如送五窮、趕五窮、送窮

土、送窮衣、送窮媳婦出門。送窮的方式也頗多，
簡單點的是清早響㠥爆竹把垃圾倒出門外完事，複
雜些的則要用紙剪一個小人（窮媳婦）送走，甚至
還要讓她背個裝了垃圾的紙袋送在門外。 ■新華社

■春節期間，許多遊客來到哈爾濱極地館參觀遊
玩。圖為馴養員與白鯨在相互配合表演。 新華社

人鯨共舞

「兔年裡，我要做一朵積極的向日葵，給點陽
光就能燦爛。」春節期間，不少網友將這樣的新
年願望作為自己的MSN簽名，「向日葵」也因
此成了網絡熱門詞彙。相比「窮忙族」、「草莓
族」的消極心態，「向日葵族」以健康的形象贏
得青睞，網友們紛紛將此作為新年目標。
樂觀、知足、感恩是「向日葵」們最顯著的

特色。這個「族群」的湧現一反職場常態，將
脆弱的「草莓族」一舉打敗，反映出年輕人面
對壓力時的積極反彈。於是，大批網友開始更
換向日葵頭像，建立「向日葵吧」，爭做溫暖的
「向日葵族」。

「向日葵族」共有18個參考標準：沒有太大
野心、習慣性地嘴角上揚15°、善於發現微小
幸福、能抗壓耐打擊、八小時外有所寄託、擁
有豐富內涵等等。記者在貼吧和論壇裡看到，
工作和興趣如何平衡、如何緩解壓力等都是向
日葵們熱衷討論的話題。
「向日葵族」自稱「煮不爛的銅豌豆，打不

死的小強」，抗擊打能力一流。此前，「80、90
後」常常被形容成「草莓族」，表面光鮮，在壓
力和困難面前一壓就破。而「向日葵族」則不
同，在他們眼中，沒什麼是看不開的，他們擅
長將負面情緒轉化成正面暗示。■《新民晚報》

網友新年目標 樂作積極「向日葵」 安徽「民族團結樹」 能結56種果
憑㠥高超的植物嫁接技術，安徽農民韓國平在新年之初展示出自

其手的一棵神奇樹，該棵神奇果樹能開56種花、結56種果，被命名
為「民族團結樹」，並已獲吉尼斯(港稱「健力士」)列入世界紀錄大
全。
五月仙桃、油桃、杏子、李子⋯⋯神奇樹上一截約30厘米長的樹

枝上，就已有四種果子，結出的果子顏色各有不同，有青色的、亦
有黑灰色的。現年50歲的韓國平自認是一個「嫁接迷」，26年前開始
嘗試嫁接果樹，以存活率較高的桃樹作為「母樹」，逐漸增加樹上
的果子品種，從「四季來財」、「八仙過海」到「三十六計」，最後
成功嫁接了56種果子的「民族團結樹」。
他表示，下一個目標就是嫁接出一棵可以長出百種花果的「百果

樹」。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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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初五接財神送窮神

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發起「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網絡救援，活動獲得眾多網友響

應以及各地警方關注，半月內已千餘張街頭乞討兒童的照片通過微博轉發。其中，廣州

網友響應最為積極，有近半街拍照片來自廣州，目前廣州警方已經多次出警調查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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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在街頭拍攝到的
乞討兒童。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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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獅郎做
盡各種動作
引領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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