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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Kitty
自 1974 年誕
生以來一直

風靡世界，作為
Hello Kitty 40 周
年 的 紀 念 版 劇
目，《OZ的魔法
王國》音樂劇中
國首映禮日前在
天津舉行。該劇
引進自日本三麗
鷗(Sanrio)彩虹樂園，先後投資
製作金額超過億元，以著名童
話《綠野仙蹤》為藍本，只是
將主人公「多蘿西」替換成了
更 為 人 熟 知 喜 愛 的 Hello
Kitty，演繹OZ魔法王國的新傳

奇，將智慧、勇氣、善良等寶
貴品質，展現得淋漓盡致。據
介紹，該劇最大的亮點就在於
正版形象的豪華陣容，服裝道
具全部原裝引進。

■本報記者李欣天津報道

五人放生千鼠

播病毒播病毒贖贖罪罪

身首曾分離 「皿方罍」合體首展

■江西德興市有一棵1800多歲的巨型古樟樹，樹圍長
達23米、樹高20米，樹冠35米，需要16個成年人伸
開雙手才能合圍。樹洞冬暖夏涼，內裡可容納幾十
人，成為當地村民打麻將的天然休閑場所。 中新社

■責任編輯：方浩權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

Hello KittyHello Kitty音樂劇來華首演音樂劇來華首演

樹洞裡的人

天
津

器身曾流落海外、歷經百年身首分離的中
國青銅重器「皿方罍」，是商周時期鑄造的
盛酒器。隨着器身今年6月回歸故土，與器
蓋完璧合體後近日首次在湖南長沙對外公開
展出。即日起至2016年5月，皿方罍將在湖
南廣播電視台主樓大廳展出，公眾可免費索
票入場，待湖南省博物館改擴建工程完工
後，將開闢專館陳列，供公眾參觀。

大型盛酒器 商周時期鑄造
皿方罍全稱「皿天全方罍」，商周時期鑄

造，屬酒器中的盛酒器一類，因器口銘文為
「皿天全作父己尊彝」而得名。器身高63.6
厘米，器蓋高28.9厘米，是迄今為止，發現
的體形最大、製作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方
壘，被譽為「方罍之王」。皿方罍於1919年
出土於湖南桃源，器蓋於1956年由湖南省博
物館保存至今。而器身則流落海外，今年6
月回歸湖南長沙，與器蓋完璧合體。
本次展覽創新性地提出「藏」的概念，採用
三面弧形展牆結合環形坡道的設計，以皿天全
方罍的器身紋樣（獸面紋、龍紋、鳥紋）為主
要元素，將古典文化與現代展示手法完美融
合，為觀者呈現古風今韻的視覺效果。
湖南省博物館黨委書記段曉明表示，青銅

器曾被譽為國之重器，成為中華「禮治天
下」、甚至是「禮儀之邦」源頭的象徵。此
次展出青銅器的紋飾之精美、氣勢之宏偉、
鑄造技術之高超，充分反映了中華文明的輝
煌燦爛與源遠流長。

■本報記者董曉楠長沙報道

據目擊村民介紹，當天下午一
輛麵包車悄悄停在黃茅村的路邊沒

多久，就發現附近田裡突然出現了很多老鼠，
田間黑壓壓一片場景十分駭人。順着老鼠的叫
聲，村民們才發現是麵包車上下來的5個人不斷
提着鐵籠將成群的老鼠放出來。

鼠屍遍全村 堅稱做善事
隨着村民們的喊聲，更多村民趕來幫助驅趕老
鼠，而放老鼠的5人見狀不妙則企圖逃走。其中
三人本已開麵包車逃遠，後又掉頭想接落下的兩

人，但此時村民們已逐漸將
兩人圍住，眼見無法接
上同伴，三人隨即駕車
逃遠，最終剩下兩人被
趕來的村民當場抓住。

被放生的大量老鼠被趕來的
村民驚擾之後在田間街道四處

逃散，給黃茅村帶來很大混亂。而之前被放鼠
者丟棄的鐵籠裡還有很多已死去的老鼠，僅這
些老鼠屍體收拾起來之後就裝了大半個麻袋。
第二天不少村民在自家牆角、路邊又發現了許
多死去的老鼠，村民擔心這些老鼠是病死的，
病毒將傳染給人。黃茅村有關負責人了解情況
後，立即組織村民自發滅鼠，並請農業部門送
來滅鼠藥，盡快將剩餘老鼠消滅，並在村郊挖
了一個深坑用來統一掩埋屍體。
據被抓住的兩名放鼠人供認，他們一共放了

172斤老鼠，均為普通坑渠鼠，但目擊的村民們
則表示老鼠至少有上千隻。令人啼笑皆非的
是，兩人被村民扭送派出所後，並不承認自己
與村民有私人恩怨或利益糾紛，反而一直堅稱
自己是做善事，為了贖罪才放生老鼠。目前派
出所正在對兩人進行調查。

廣東從化的鰲頭黃茅村近日發生了

荒誕一幕，上千隻老鼠被5人在村子

裡悄悄放生，放鼠人被當地村民抓住

後反而稱自己放生是為了「做善事」

和「贖罪」。成群老鼠被放生後不少

均死去，有村民擔心老鼠是病死的，

病毒將傳染給人。該村有關負責人組

織村民自發滅鼠。

■本報記者

帥誠廣州報道

■■被放生的老鼠有上被放生的老鼠有上
千隻千隻。。 本報廣州傳真本報廣州傳真

■■「「皿方罍皿方罍」」合體合體
後在長沙首次完整後在長沙首次完整
展出展出。。 中新社中新社

■Hello Kitty音樂劇在天津首演。 本報天津傳真

「諸君：鄙人
不才，相識眾
卿，承蒙恩澤，

感佩於心……」一篇用文言文寫的
《去職轉調書》近日廣受網友追
捧。這篇共200多字的四字駢文，
多處引用《詩經》、《道德經》、
《增廣賢文》等著作，暗諷職場諸
人平日虛情假意，關鍵時刻裝聾作
啞，並指出「能下人者，方能上
人」，自己到了離開的時候了，否
則時間久了，就耽誤自己了。

據了解，文言文的作者是一名
網名「古醉清風」的90後年輕
人，2012年畢業於江蘇科技大
學，現任職於泰州一家台企。當
日他以郵件傳送該份轉調書後，
大部分同事都看不懂，好多人跑
來問到底寫的什麼意思。「古醉
清風」稱，「用典太多，托古言
今，反諷暗喻～呵呵，同事或有
文化的一看就明白，沒文化的不
知所云」，還稱是「隨手那麼一
寫」。 ■《現代快報》

「「文言辭職信文言辭職信」」同事看不懂同事看不懂

《去職轉調書》全文
去職轉調書諸君：
鄙人不才，相識眾卿，承蒙恩澤，感佩於心。青春散場，維

情不傷，一紙筆墨，半篇文章。猶記當年，推杯換盞，一載無
功，盡是徒然。浮生若夢，來去無蹤，茶涼酒寒，化為笑談。
八月載績，九月肅霜，冬風何急，豈曰無恙。枕簞清涼，露水
蕩漾，殘燭搖晃，人空惆悵。凡塵往事，過眼雲煙，昔遺古
語，今有數言。俗人昭昭，我獨昏昏，既為過客，萬物不爭。
黃金無假，阿魏無真，合理可作，小利莫爭。能下人者，方能
上人，點塔七層，暗處一燈。眾星朗朗，孤月獨明，聖賢言
語，神欽鬼伏。人不勸善，鐘不打鳴，無錢斷酒，臨老看經。
他人看花，怎涉吾目，他人碌碌，怎涉吾足。凡人之心，如瓢
在水，真人之心，如珠在淵。來如風雨，去似微塵，但行好
事，莫問前程。道路各別，養家一般，今者感懷，諸君共勉。

清風手書甲午年閏九月二十二

為讓孩子有學上為讓孩子有學上 年邁教師依舊堅守深山年邁教師依舊堅守深山

山裡安靜得彷彿只能聽見孩子們的歡笑聲，那笑聲早
已傳出大山。這天的體育課上，一位面容清瘦、高

高的顴骨上架着一副老花鏡的老人正在校園裡和孩子們做
遊戲，老人氣喘吁吁，行動緩慢，孩子們則像風中的燕
子，歡樂的快要飛起來。這位老人便是甘肅省隴南市禮縣
湫山鄉護林教學點61歲的教師李軍，他和42歲的教師包
海明一起撐起了這個當地唯一的教學點。

臨退休身體差 狠不下心離開
李軍已經在這所學校堅守了36年，在周邊的農村，跟

他年紀相仿的教師不在少數。自去年以來，李軍時常眼
睛疼痛，去過蘭州和天水等地檢查治療也不見好轉，多
次想過申請提前退休，然而每一次都下不了狠心。李軍
說：「山裡的學校留不住老師，外來的年輕老師待不了
幾天就走了。」
李軍所在的教學點今年有28名學生，他始終為這個

教學點的未來擔心。他說，眼看着自己身體狀況一年不
如一年，馬上面臨退休，包老師一個人忙不過來，如果
再沒教師願意來，教學點就會面臨生存難題，這個地方
低齡的孩子們可能就要走很遠的路去外面上學。這個地
方本來就很偏遠了，來這裡學習的學生最遠有5公里之
外的。二年級學生蔡吳娟說：「由於離家遠，我每天早
晨上學和下午放學都必須由曾祖母接送，中午帶些乾
糧，不回家吃飯。」

「和孩子打交道快一輩子了」
山裡孩子沒有幼兒園可上，且留守兒童居多。家長為了讓

孩子有個地方統一接受教育，便提早把孩子送到離家近的小
學，自己出門打工。有的孩子還不足5歲，遠未到上小學的
年齡就已經被送到教學點了。對於年齡太小的孩子，老師多
半是保證他們的安全。每年送走讀完二年級的同學後迎來一
年級新生，兩位老師9月份的重大任務是教會新生唱國歌和

向國旗敬禮。
教學點的課外活動便是打掃衛生。由於一年級的孩子年

齡小，需要和老師一起完成。每次，李軍都要和孩子們在
校門口的小溪裡取水、掃地、灑水。在村裡人看來，他是
孩子們的「娃娃頭兒」。李軍說，「有時候真的特別累，
但是我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畢竟和孩子打交道快一輩子
了。」
李軍的家離學校十幾公里，很多時候他都是在學校自己

做午飯。在不足二十平方米的辦公室裡，放着一張單人床，
一張桌子、一台電視，還有做飯用的鍋碗瓢盆，桌子上放着
一堆作業本。下雨天或者加班的時候他就在此過夜。

工資低責任大 乏年輕人問津
包海明是李軍唯一的同事。今年42歲的他與李軍不

同，做社聘教師已有20餘年。多年來，他的工資由最
初的每月45元增長至現在的860元，然而他家的經濟條

件依舊是全村最貧困的。包海明說：「四十多歲的人
了，幹了20多年教師，別的也不會幹了，我願意把這
一生獻給山區教育事業。」
山裡學校教師少，一個教師不僅要帶多門課，還要負

責學生的生活、安全，因此鄉村教師都有着「老師」和
「保姆」的雙重角色。「教學點和鄉村小學一樣，除了
語文和數學，音樂、體育、美術一門都不能落下，這樣
能讓孩子們緩解學習壓力，也能激發他們的天賦。如果
一天到晚都是語文、數學，他們都會厭倦的。」包山小
學校長寧志軍說，「山裡嚴重缺少教師，教學點工作辛
苦、責任大，年輕人難以承受這麼大的壓力。」
包山小學及其下教學點總共有十一名教師，60歲及以上

的有5名。他們沒有抱怨房舍的簡陋，沒有埋怨工資的低
廉，沒有嫌棄學生的貧困，默默地堅守在「三尺講台」
上，用內心最樸素的愛澆灌着每一棵小花、小草，默默地
守護着這片精神高地，守護着孩子們的未來。

位於西北內陸的甘肅省有很多山區教學點，由於地

處偏僻、信息閉塞、條件艱苦等原因，難被外來年輕

教師青睞，師資力量嚴重匱乏，經常出現青黃不接、

後繼無人的窘境。在校的教師中，很多人都已年過六

旬，在惡劣的自然環境與匱乏的物質條件下，他們把

一批又一批的孩子送出大山。多年來，看一批又一

批年輕教師到來又離去，他們卻選擇了默默堅守。為

了深山裡的孩子們能夠有學上，他們不敢輕易離

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岳、許亞飛 甘肅報道

■■李軍手把手李軍手把手
教一年級新生教一年級新生
寫漢字寫漢字。。

許亞飛許亞飛攝攝

■■和孩子們玩遊戲和孩子們玩遊戲，，李李
軍氣喘吁吁軍氣喘吁吁。。 許亞飛許亞飛攝攝

■■在匱乏的物質在匱乏的物質
條件下條件下，「，「老老」」
師們堅守山區師們堅守山區，，
為的是讓孩子們為的是讓孩子們
得到受教育的機得到受教育的機
會會。。圖為包山小圖為包山小
學護林教學點師學護林教學點師
生合影生合影。。
記者許亞飛記者許亞飛 攝攝

鄉村鄉村「「老老」」師師 誰來接班誰來接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