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時一個月的第十四屆「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總決賽8
月3日晚在湖南長沙落幕。新西蘭男子麥凱平奪冠。
本次總決賽分為「人生正反說」、「舞台情景考演秀」、「巔峰

對決」三輪，既考察選手的中文能力，也考察語言、文化、歷史等
方面的理解和運用能力。前兩輪票數領先的康可和麥凱平進入180秒
快問快答巔峰對決，兩人在180秒內均答對14道題，進入30秒加時
賽後，冷靜的麥凱平答對幾乎所有題目，以一題之差險勝康可。

■記者董曉楠湖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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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女獲愛心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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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學生新西蘭學生「「漢語橋漢語橋」」奪冠奪冠

「八卦」稻田

10歲時，母親去世，父親長期在外打工，河南省偃師市

首陽山鎮保莊村12歲的肖悅蓉早早挑起了家庭重擔，她不

僅要照顧弟弟、爺爺、奶奶，還要做家務，而且從來沒有

耽誤過學習。 ■國際在線

記者從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
念館獲悉，該館近日又獲贈5套珍貴的抗戰
老兵文物史料，由四川省抗戰老兵救助會
會長楊紅雷專程趕來江蘇南京無償捐贈。
據介紹，在緬甸緬北和日軍的遭遇戰中，
中國遠征軍某部連長李清龍腳踝被日軍炮彈
彈片擊中負傷，綁腿上有多處血跡。受傷
後，中國遠征軍安排李清龍回國治療，他回
到雲南野戰醫院，一邊治療，一邊學習。腳

上的傷治療好以後，李清龍也基本掌握了一
些文化知識，回到新一軍，提升為炮兵連連
長，帶領士兵對日作戰。

染血綁腿具特殊價值
在所贈抗戰文物中，李清龍於緬甸作戰

時使用的一副染血綁腿具有特殊的文物價
值，擬被評為抗戰類二級文物。此外，楊
紅雷還捐贈了抗戰老兵簽名會會旗一面、
四川抗日老兵救助會會旗一面、遠征軍抗
日老兵王定芳自製勳章一枚、抗日老兵段
知才資料圖片一份、抗戰老兵手印68份。
據統計，此前，楊紅雷代表四川省抗戰
老兵救助會，先後多次向該館捐贈與抗戰
相關文物656件。該館館長朱成山向楊紅
雷頒發了收藏證書，並對楊紅雷的愛國情
懷表示高度肯定與誠摯感謝。

■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

福建福州長樂三名漁民近日捕獲一條長
約1.3米、重約170斤(1斤為500克)的石斑
魚。據了解，石斑魚作為深海魚的一種，
一般體重只有3斤左右。
漁民陳國天說:「當時用機器拉，我們都

感覺很吃力，期待能有個好兆頭。」當拖
網剛露出水面，陳國天等人就被網中捕獲
的「大傢伙」嚇了一跳。「打魚20多年，
從來沒有見過體形這麼大、外貌這麼奇特
的魚。可惜的是，拖上船的時候已經死
了。」據漁民介紹，如果魚是活的，價格
會更高。最後，陳國天以8,000元的價格賣
給一名男子。 ■記者傅龍金福州報道

記者從「吉林發佈」公眾平台了
解到，四年裡相關機構在吉林長白
山老爺嶺南部的琿春-汪清區域、張
廣才嶺南部的敦化黃泥河區域，共
佈設相機監測位點668個、調查監
測範圍約6,000平方公里，共拍攝了
27隻野生東北虎和42隻東北豹。
通過自動相機監測，共記錄到

東北虎繁殖家庭五個，東北豹繁殖
家庭兩個，東北虎、豹至少各有一
個家庭實現了在中國境內定居，而且幼體和亞成體東北虎、豹數量
佔其種群數量60%以上，這讓長白山區東北虎、豹瀕危野生種群的
恢復充滿了希望。 ■記者張艷利吉林報道

福建漁民捕獲巨型石斑福建漁民捕獲巨型石斑

吉林頻攝到瀕危動物吉林頻攝到瀕危動物

■■比賽現場比賽現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肖悅蓉的勤勞和擔當感動了很多
人，受到了很多愛心人士的各

種幫助，而肖悅蓉從沒有忘記過幫
助她的人。從2013年底開始，她就
有了屬於自己的小秘密—一本感恩
賬本。目前，這本感恩賬本已經記
錄了將近14頁，近50人的幫助。

感恩賬本 視如珍寶
這個小本子就是一本普通的筆記本，
在本子的第一頁上留有「好好學習」這
樣的鼓勵話語，落款是李淑華。往後翻
是張占鋒寫着「祝你更堅強，學習更努
力，將來做一個有用的人，為社會作更
多貢獻。」本子上還有不少人只留下了
姓名和聯繫電話，甚至還有「一袋米，
劉」這樣的留言。

「無論送了什麼，這些情義在我
看來都是無價的，值得我終生銘
記，每一個幫助過我的人，我都會
盡量要來他們的聯繫方式，以後盡
我所能報答他們。」肖悅蓉說，很
多人看望她後就匆匆離開，不願意
留下聯繫方式，有的人留下聯繫方
式也是想再次幫助他們一家。「實
在要不來聯繫方式的時候，我就會
讓這些好心人給我寫下幾句話，激
勵自己要努力學習報答他們。」肖
悅蓉說，這個感恩賬本是她的寶
貝，她非常珍惜，平時沒事的時候
都會拿出來看看給自己打氣。

盡己所能 將愛傳遞
除了在本子上牢記感恩外，肖

悅蓉也從未忘記過將這份愛與感
動傳遞下去，在遇到他人需要幫
助的時候，她也從未「吝嗇」。
同學遇到學習上的困難，肖悅蓉
都會積極幫助，一遍一遍耐心地
講給同學聽；在團市委組織的
「向山區獻愛心」活動中，她在

村裡幫助做宣傳，在募捐現場幫
助整理物資；村裡的孤寡老人生
病，她擠時間過去做家務；學校
有同學患重病，她捐出平時省下
的100元錢。「別人幫助過我，我
也希望能夠盡我所能幫助到別
人。」肖悅蓉說。

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古宜鎮馬坪村馬坪屯，近日出
現一塊呈「八卦」形狀的稻田。據種植該田的村民謝
某介紹，自己平時潛心研究八卦，想教給女兒但女兒
不願意看書。於是，他生出此想法，將稻田變成八卦
狀，帶女兒進行戶外學習，一邊行走一邊教授八卦知
識。 ■文 /圖：本報廣西傳真

■肖悅蓉的感恩賬本。 網上圖片 賬恩感

■福建漁民捕獲的
170斤重石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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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東北虎。 本報吉林傳真

■■肖悅蓉在勞作肖悅蓉在勞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獲贈新文物

勵志

葉靜虎如今已經從燈塔上下來，負責單位
的後勤工作。他說：「燈塔工年輕人根本不
願意去，這份寂寞我們家族可以承受。在燈
塔上最激動的事就是能在值班記錄上寫下幾
月幾號幾時幾分，有船往什麼方向經過，那
時候就像遇見了多年的老友，忘記了孤
單。」
他說，家裡有守燈塔的傳承，超群一定要

好好工作把本領學好。但葉靜虎現在最着急
的是兒子還是單身，希望他趁年輕能早點找

個對象。「燈塔工本來找對象就不容易，萬
一拖久了就更難了，如果他以後有個男孩，

只要孩子願意，也讓他上
燈塔。」

目前在浙江海域共
有燈塔 ( 航標)1,903
座，分別由寧波航標
處和溫州航標處管
轄。在眾多燈塔(航
標)中，有百年以上歷
史的燈塔(航標)10多
座。目前，寧波航標
處的燈塔工有 30多
名，老員工都在 50
歲以上。職工的小孩
都是一起玩着長大的，很多都是世交。只要有一個人從島
上下來了，就會把其他家的老人都轉一圈看一看，都當成
是自己的父母。
在當地，四代守燈塔的例子並不鮮見，在荒島呆久了，

人會變得木訥，曾經有燈塔工，在島上幾十年，最後都不
願意下來。曾經有兄弟五人，其中三個都在燈塔上，幾十
年三兄弟想吃個團圓飯難上加難。其實他們所在的幾個燈
塔遙遙相望，知道對方就在那個燈塔，可就是見不到。
守護燈塔的生活簡單而枯燥，但夜幕降臨燈塔的亮光，

指引着家的方向，世事變遷燈塔還矗立着，燈塔人的故事
還在訴說。就像葉超群曾在巷口等着父親歸來，又有多少
家庭也這樣等着丈夫或父親從海上回家，因為燈塔在，家
裡平安。

在那個年代有一個可以養家餬口的工作實屬不
易，葉來榮的兒子葉阿岳長大後也上了燈塔。

1944年，葉中央5歲。他和父親葉阿岳一起生活在魚
腥腦燈塔上。一天颱風驟至，葉阿岳為救人被海浪掀
翻，再沒浮上水面。忍着悲痛埋葬好至親後，葉中央
便跟着爺爺一起上了白節燈塔，祖孫倆相依為命。20
歲那年，葉中央也成了一名燈塔工。

遭遇船難 妻女喪生
1971年春節前夕，葉中央讓島上其他職工回家與

親人團聚，自己留下看守燈塔。妻子備了一些年貨，
帶着兩個女兒準備上島過年。他滿懷期待，想像着一
家人見面時的幸福，但等來的卻是噩耗，在來島途
中，妻子乘坐的船翻了，大女兒被人救起，年僅29
歲的妻子和5歲的小女兒雙雙遇難。
後悔和自責充滿了葉中央的內心，為照顧留下的一
雙兒女，他開始尋找下島後的工作。葉中央的兒子葉
靜虎回憶說，那時他才一年級，只記得父親天天往母
親的墓地跑，每天不停的抽煙，一天要抽掉兩包。這
樣幾個月後，他的外婆看不下去了說，「孩子我來撫

養，你的心還是在燈塔
上 ， 安 心 到 塔 上 工 作
吧。」為了一家人的生計
和依舊掛念着燈塔的心，

葉中央最終回到了燈塔，一幹就是幾十年。

招工難拉兒守燈塔
1984年，上海航道局鎮海航標區招收20

名燈塔工，可報名的僅7人。葉中央便動
員兒子葉靜虎上燈塔，當時，葉靜虎在建
築公司開拖拉機，收入不錯。拗不過父
親，或是天生在家族裡的基因，葉靜虎
最終登上荒島和父親一起當起燈塔工。
五年後，他離開父親，來到有「遠東第
一燈塔」之稱的花鳥燈塔，並牢記父
親說過的，「人在燈在」。
葉中央的孫子葉超群，如今成為了

新一代的燈塔守護人，他說，燈塔
定期要進行保養，過去就靠着一條
安全繩爬上高近20米的燈塔，除
銹，鏟老化的油漆，剝落的漆皮砸
到臉上生疼。島上沒有淡水，給
養只能靠外面供應，一次幾百公斤的水挑
上去，用不了幾天，水裡常常有一股柴油味，因此島
上最隆重的待客方式，就是打上一盆清水請他洗把
臉。蔬菜送上島後，沒幾天也都變質，遇上颱風天，
只能喝醬油湯，萬一在島上生病了只能硬扛着。「不
管在哪裡工作其實都一樣，但每一次黑夜裡亮起的燈

光，雖然是孤獨
的，但給人希望，我很享受這樣的
感覺，呆在這裡心裡會變的安靜，我的夢想就是未來
可以在海島燈塔邊上開一家民宿。」

1840年鴉片戰爭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被迫開埠通商，寧波、上海在五處通商口

岸之列，浙東沿海燈塔便興起於此時。1883年，英國人建成白節燈塔，漁民葉來榮成

為中國第一代燈塔工。如今，葉來榮的第五代孫，今年28歲的葉超群登上了燈塔，成

為了新一代的燈塔守護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方怡，

通訊員 馬亭亭、賈貴娟 寧波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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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葉中央（後排中）和中央
領導合影。 本報浙江傳真

■葉超群（左）、葉
中央（中）、葉靜虎
（右）合影。

本報浙江傳真

■葉 中 央 保 養 燈
塔。 本報浙江傳真

■■位於浙江省寧波境內位於浙江省寧波境內，，超過百年超過百年
歷史的七里嶼燈塔歷史的七里嶼燈塔。。 周方怡周方怡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