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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融雪、吳文倩　南昌報

道）近日，南昌市一名男
子包下一賣場的整層樓電

視牆，向女友求婚獲得成
功。
據悉，一名男子日前來

到商場電視區內與相關負
責 人 溝
通，想通
過商場內
的電視牆
向女友求
婚 。 而
後，在該
名男子與

其女友一起來商場選購電
視機時，60餘台電視同時
播出兩人的合影、視頻和
求婚誓詞，把女友驚呆
了。該名女子被男友的浪
漫和真心所感動，一時眼
圈也紅了，此時圍觀顧客
都大喊「嫁給他吧！嫁給
他吧！」在男友的甜蜜攻
勢和顧客的祝福下，女子
答應男友的求婚，準備下
月舉行婚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郎艷林)

近日有關貴州「仁義哥」王冬的
微博引起廣大關注。6日晚，家住
成都崇州市金雞鄉的李光全老人
走路正要回到他鞋廠的宿舍，不
料當時騎 電瓶車的王冬也恰好
經過這裡。由於光線不好，王冬
撞倒了李大爺，自己也連人帶車
倒在地上。

受傷的老人都說沒事，王冬還
是堅決要送他去醫院；到了醫院
做了包紮，老人多次催他走，他又選擇留
下來等老人子女；哪料第二天，老人竟然
昏迷不醒，即使大難不死也將終身殘廢。
「仁義哥」王冬沒有一走了之，還勇擔撞倒
老人的責任。
28歲的王冬，從貴州不遠千里來到成都

打工，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最小的只有8個
月。王冬家境貧寒，住的木製老屋。由於

年久失修，已經屬於危房，沒有一件像樣
的傢具。一家人經濟來源主要靠王冬在外
打工和母親賣菜，幾十年來，沒有一元錢
存款。
該情況經多家媒體報道後，連日來，多

位好心人為王冬捐款，王冬應眾多捐助者
要求，公佈了自己的銀行賬號。目前傷者
家屬收到社會好心人捐款2萬元。

「仁義哥」撞倒老人勇擔責任川版

成都溫江93歲高壽保姆高玉清（見圖

右），58年前進入比她小11歲的許曼雲家

做起保姆，被許的5個子女稱為「高孃」。

這個家庭她一待就是58年，歷盡艱辛，

伺候了三代人，相繼帶大7個孩子。幾年

前她因突發腦溢血而半身癱瘓，僱主家子

女待她如親生母親般，現在反過來贍養這

位「桃姐」十多年。 ■《北京晨報》

香港導演許鞍華拍攝的《桃
姐》，講述一名保姆為一個家

族整整工作60年，伺候過老少五代
人，中風後被她曾帶過的少爺照顧
的故事。高玉清跟桃姐正正命運
相仿。
93歲的高玉清是在劉家生活58

年的保姆，5個毫無血緣關係的孩
子從小就叫她「高孃」，「孃」，
本意「年輕姑娘」。這一叫就是
58年。
1954年，懷上老大的許曼雲從鄰居家

請來比她大11歲的高孃。孩子出生3個月
後，全家邀請高孃一起合影。此後58
年，從4口人到全家三代十幾口，從黑
白照到彩照，高孃的身影都印入劉家的
集體記憶。

年輕守寡 二孩夭折
高孃年輕守寡，兩個孩子也夭折了，

此後她再沒想過組建新家庭。對許曼雲
的5個孩子來說，自打一出生，爸爸、
媽媽、高孃就是天然存在的家庭成員。
許曼雲和丈夫經常出差，高孃成為照顧
5個孩子起居、飲食、監督學業的「代
媽媽」。

這個特殊的8口之
家一直相濡以沫。
「文革」時，許曼雲
和丈夫「遊街」完
後回家，在家裡直
哭。怕兩口子想不
開，高孃煮碗荷包

蛋麵趕來安慰，「別
哭了，想想屋裡頭還有5個娃娃呢。」
再後來，劉家夫婦工資都停了，每月只
有10元生活費，每天野菜、米糠度日，
高孃把祖傳的翡翠玉鐲當了20元，好讓
這個家庭繼續維持。
幾年前她因突發腦溢血而半身癱瘓，

許曼雲的子女待她如親生母親般，三女
兒劉健鳴（上圖左）還把她接去同住，
當年被她帶大的孩子，現在反過來贍養
了她十多年。

「感情比對親媽還深」
「說實話，我對高孃感情比對親媽還

深。」劉健鳴說。她是5兄妹中唯一的
女孩。10多年來，照顧年事已高的高孃
成為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她天天推 老
人推拿、針灸、按摩，直到老人可以在
攙扶下拄 枴杖慢慢走動。平日天氣不
錯，劉健鳴就推 她到社區四處走走。
總有人問：「這是你什麼人呀？」
「我的媽媽。」劉健鳴總這麼說。

桃姐
演繹58載主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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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電視牆求婚 男子贏芳心

對中國人而言，感恩、盡
孝的傳統由來已久。22日適
逢西方「感恩節」，內地
「80後」、「90後」借此「西
風」向父母及親朋好友表達
「中國式」感恩。

感恩節原意是為了感謝上
天賜予的好收成。在美國，
感恩節被定在每年11月的第
四個星期四，在這一天，飄

泊在外的人們不管多忙，都
要回家與家人團聚。
22日，在西安傘塔路自行

車市場，「80後」張嘉亮花
了近500元人民幣買下一款
「28」老式永久牌自行車，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自行
車是高檔代步工具，希望這
個『老物件』能讓父母重溫
美好時光。」

陝西師範大學教授王大衛
表示，在諸多「洋節」中，
感恩節與中國的文化較為接
近，孝道是中華民族自古以
來的傳統，內地民眾對西方
文化根據需要進行改造，展
現中國文化的多元性與包容
性，這些「洋節」也符合當
前內地年輕人的感情訴求。

■中新社

80後「中國式」感恩「老物件」受熱捧

■王冬(圖中)日前在醫院照顧老人李光全。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男子在電視牆前求婚

現場。 網上圖片

■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電影《桃姐》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