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瓜太郎式的髮型，土黃色棉襖、軍綠色牛仔
褲⋯⋯他是鄭州興華小學四年級學生，邱梧

桐，英文名Green（綠色）。他說，最喜歡軍綠色，
長大後想當解放軍。他是一名小童星，曾參加過
《中國達人秀》、《非常6+1》等節目，今年3月，還
參加拍攝了好萊塢影片《反抗者》。

為討好母親 小童星學會做飯
走進他的房間，靠近陽台處是個架子鼓，書桌、

床頭擺了兩把小提琴，門後是鋼琴鍵盤。據悉，梧
桐媽媽是一所知名高校的碩士研究生。2008年，她
毅然放棄了月收入近萬的工作，全心全意培養兒
子。鋼琴、小提琴、吉他、聲樂、街舞、架子鼓、
表演⋯⋯10項特長，他樣樣精通。
邱梧桐的媽媽說，除了要學好學校裡的各門課，

梧桐每天花6個小時練習才藝，雷打不動。各種特
長班每月花費2萬多元。「我曾和他商量，能不能

少學點，他不答應。」
梧桐媽媽說，為討好她，

梧桐還學會了做飯。
梧桐媽媽說，為保護嗓子，兒子不能吃辣，連背

書都不能太大聲。

錯誤連犯3次 就遭鼓棍「家暴」
邱梧桐最喜歡架子鼓，可有時他想把

那對鼓棍扔了——鼓棍會被媽媽用來打
他。「相同錯誤不能連犯3次，超過3次
就動用暴力。」梧桐媽媽說，梧桐年
齡小，克制力比較差，玩遊戲不知道
主動停下，得提醒他。

對於未來，梧桐媽媽希望梧桐能
通過文化課的真本事上初中、高
中及大學，「小時候正是學東西
的時候，並不是想讓他出名，順
其自然」。
在採訪中，邱梧桐告訴記

者，他並不覺得學這麼多東
西辛苦，他說，做自己喜歡

的事，為什麼會覺得辛苦呢？
當記者問他，覺得什麼時候才是最好
的？邱梧桐說：「上初中好，因為籃球是要
考試的，所以就可以打籃球了。」有人擔心讓孩子
學得太多而不精，梧桐媽媽說，孩子學的所有才藝

都是音樂方面的，並不雜，音樂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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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中妻日」婚姻日漸上升。 網上圖片

中日間的國際婚姻非常普遍，據2004年的
統計，中日國際婚姻共有1.3019萬對，其中夫
日本、妻中國的成婚件數為1.1915萬對；夫中
國、妻日本的成婚件數為1104對。而且從最
近幾年的傾向看，夫日本、妻中國的國際婚
姻夫婦呈波浪型減少的趨勢，而夫中國、妻
日本的國際婚姻卻直線上升。
2003年數據顯示，夫日本、妻中國的國際婚

姻達1.0242萬對；妻日本、夫中國的國際婚姻
為890對，共為1.1132萬對。而在此之中，夫
日本、妻中國的國際婚姻數比上一年減少508
對，連續兩年減少，而妻日本、夫中國的國
際婚姻數卻增加了76對，連續兩年增加。

「夫中妻日」婚姻數量上升
2004年夫中國、妻日本的國際婚姻有小幅

上揚，妻日本、夫中國的國際婚姻數增加了
114對。這是否也可以說明：中國男子越來越
受日本女性的青睞？而日本女子為什麼願意
和中國男性結婚，他們在相愛、結婚，以及
一起生兒育女，培養後代的過程中，遇到了
怎樣的艱辛與快樂，誤解與理解？不同的文
化與語言的背景，是成為了他們生活的動力
還是阻力？針對這些在中日國際婚姻中必然
會遇到的問題，日本《中文導報》記者採訪
了幾位華人男子的日本妻子，她們為記者講
述了她們真實的故事和感受。

「小狗為緣」增二人感情
佐藤真生子是在日華人藝術家關山大拙的

妻子。關山大拙告訴記者，他於1985年來
日，1986年進入日本大學藝術系學習，他的

妻子佐藤真生子是他的下級生。關山大拙和佐藤都是學雕
刻的，刀、斧、電鑽、電鋸都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這些
工具對一個女孩子來說，有時很難得心應手，有時用飛快
的電鋸切割粗大的木頭，還是很可怕的。關山大拙是個喜
歡助人為樂的人，看見嬌小的學妹佐藤有時力不從心，就
盡量幫助她，一來二去，兩個人互相有了好感，而最終使
他們走到一起的因素中，還有一段「小狗為緣」的佳話。
1993年，關山大拙從日本大學畢業後，有一天突然接到

學妹佐藤的電話，問他要不要小狗，說這條狗是在航空公
園裡撿來的流浪狗。當時關山大拙和佐藤正處於「培養感
情」的階段，因此一口答應了下來。晚上，佐藤又來了電
話，問他養不養狗，在日語中，養狗的「飼」和買狗的
「買」是同音的，大拙聽了電話不由地嚇了一跳，以為是
佐藤學妹讓他買狗，他當時才畢業，還沒有找到工作，生
活比較拮据。他不由得暗暗地想：這個學妹怎麼這樣會算
計？早晨來電話還問我要不要狗，現在卻在問我買不買
狗，在日本買一條狗，少說也要5萬，怎麼辦呢？思忖了
半天，大拙想：現在正在培養感情階段，「準女朋友」說
出一句話怎好拒絕，大拙一拍大腿，買就買吧，他咬了咬
牙，答應了佐藤。那天晚上學校裡開晚會，關山大拙對其
他的日本人說起此事，那人立刻明白了大拙是將「餵養」
聽成了「購買」，不由得哈哈大笑，當他向大拙解釋了這
樁事情後，大拙不由得也開懷大笑了起來。（四之一）

■來源：軍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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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組團隊 90後籌錢拍「古惑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 深圳報道）一部自稱
「中國首部中學生攝製作品」
的電影預告片《雙煞》日前
在網絡上走紅。該部影片由
深圳60多名不同中學的學
生，利用暑假自編自演，影
片資金也是自行籌備。有網
友將其評為中學生版「古惑
仔」，不過參與創作的學生
表示，片中講述的是叛逆青
年走上正道的故事，是部勵
志片。
據了解，影片發起人林宏

胤現在是深圳信息學院大一
學生，高考前寫了一個與青
春期叛逆有關的故事，希望
通過這個故事給予叛逆期的
學生以勵志力量，並告訴社
會「90後」不是渾渾噩噩的一代。今年6月份，林宏胤和同學朋
友改寫了劇本，並通過微博組建團隊，很快得到上萬人轉發。最
終敲定的五六十名演員，有的是同學，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在網
上招募來的「義工」，還有老師、長輩的友情客串。

京城廢廠區變身「手工村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郝軼、劉坤領 北京報道） 20日，記者從

2012中國國際手工藝文化振興發展交流會上獲悉，世界規模最大
的「手工村落」——藝匯家（國際）手工村將於明年正式落戶北
京市懷柔區。該項目仿照上海世博園形式建造，利用佔地面積達
10萬平方米的廢棄廠區，改造成中國館、亞洲館、非洲館、歐洲
館和美洲館等，並邀請國內外手工藝術名家入駐，將成為北京市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一大亮點。
據介紹，該「手工村落」定位為國內外原創手工製品展賣、手

工技藝培訓和半成品銷售的商業集聚區。目前，已與十餘個國家
的168位手工藝人簽約，作品共分為漆藝、陶瓷、剪紙、塑類
（ 塑、泥塑、紙塑等）、繪畫等12大門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詠荃、見習記

者 陳靜 鄭州報道）河南省鄭州一名17歲
青年在繁華地帶裝殘疾人乞討，被人揭
發，有人前去勸阻，希望他能找一份正
經工作，結果青年稱自己做乞丐很自
由，就是月薪八千的工作也不願意幹。

藏腿裝殘疾人
記者見到這個男青年時，他上身穿一

紅色薄外套，下 又髒又爛的寬鬆運動
褲，上面有一些煙頭燒痕和飯漬，蹲坐
在報亭東側，左手拿 厚厚一沓5元、1
元紙幣，右手正從一紙箱中向外取錢。
通過交談，得知男青年今年17歲，家中

只有一個70多歲的奶奶。因學習不好輟
學後，開始乞討生活，一天少則掙五六
十塊，運氣好了會多一些。
記者問他想不想回家，他說不想回，

家裡有兩間破房，三畝地奶奶種 。自
己也沒給奶奶寄過錢，「沒掙幾十萬幾

百萬，回去老丟人。現在社會上每個人
都為了錢」。
現場有人介紹他去當保安，月工資

1500元，發衣服還管中午飯，問他願不
願意幹，他的回答令人吃驚：「別說一

月工資一千五，八千
我也不幹！我這樣很
自由，一天要兩個小
時，夠吃飯就行了，
我受不了那些約束，
你不理解我。」

20日，山西
太 原 一 處 廢 品
收 購 站 內 舉 行
了 一 場 浪 漫 的
婚 禮 ， 武 警 戰
士 高 偉 與 相 戀

多年的家鄉女友喜結
連理。高偉家鄉在河
南，他的父母在太原
靠收廢品為生，此次
他們將新婚洞房選在
廢品收購站內一間8
平米的活動板房裡，
婚禮浪漫簡樸且令人
感動。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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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

麗、沙苗苗 鄭州報道）邱

梧桐(見圖)今年9歲，

有10項特長，每天

花 6 小 時 練 習 才

藝，從沒午休過。

為保護手腕，全班

人監督他不能打籃球；為保護嗓子，

他一年也吃不上一兩次冰淇淋。媽媽

稱，這麼累是他自願的，她也覺得孩子

可憐，最近在想應該為他減輕一些壓力。

乞丐更自由 月薪八千工作靠邊站

■9歲童星學10項特長
多年來從未午休過。

■深圳中學生自行攝製的影片
《雙煞》的海報。 網上圖片

■青年假裝殘疾人乞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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