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什么———广州语言观察展”开幕式昨天在太古汇举行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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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83 岁的老教授 ， 用 45
元买的单车已经骑了 25 年 ，至
今还是他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工
具 ；时至今日 ，他每次去饭堂吃
饭 ，花销也绝不超过 7 元 。 正是
这样的一位“抠门 ”教授 ，却累计
捐赠助学基金近 70 万元！

羊城晚报报道的这位“抠门”
教授名叫肖鑫和， 是广州中医药
大学的退休老教授。 得知肖老教
授的以上事迹，笔者不由得感叹：
“抠门”教授活出了慷慨人生！

肖老教授何故对自己十分
“抠门”而对他人极为慷慨？ 因为
他年轻时亲历过艰难困苦， 所以
倍知感恩惜福； 又因为他常怀一
颗感恩之心， 所以他常常推己及
人。 正是这种朴素的精神信念，成
就了他慷慨博大的胸怀， 他也因
此感动了更多向善的人心。 这些
年来，他除了自己捐赠近 70 万元
积蓄去帮助困难学生， 还带动他
人为助学基金捐款超过 76 万元。

肖老教授在 “抠门 ”地对待
自己和慷慨地帮助他人中得到
了什么 ？ 世俗地看 ，可以说他不
求回报 ，却得到了许多人日思夜
想但求之不得的生活馈赠———
健康的身体和快乐的心灵。 已经
83 岁高龄的他 ， 如今依然能精
神矍铄地每天抽出半天时间出
诊 ，日均接诊 6 位病人 ，帮助他
人重拾健康。

肖老教授说 ： “我觉得人生
的意义在于奉献 、学习 、奋斗 ，然
后是健康，最后是快乐。 ”这句话
太值得深陷物质追求中的人们
深思了 。 在肖老教授的人生观
里 ，他把个人的健康和快乐排在
人生意义的最末两位 ，而他却在
奉献 、学习和奋斗中得到了无价
的健康与快乐 。 正所谓 “有心栽
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一心奉献他人 ，对己几无所
求，始终感恩生活。这，恐怕也是
人生的超高境界了吧！

“抠门教授”活出慷慨人生

广东高考评卷工作昨天开始
为期 10 天，在华南师大和华南理工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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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宋昀潇、
实习生刘裕华报道：许多人对广
州的印象，或许是高耸入云的广
州塔， 又或是静默伫立的五羊
像。 但其实，广州街坊们脱口而
出的声声乡音———粤语，方是记
录广府文化的活化石。

11 日，“讲什么———广州语
言观察展” 开幕式在太古汇举
行。 徜徉在最强“烟火气”中，粤
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与韵味。

“这些话太有趣了！ ”

展览设置在太古汇三楼。从扶

手电梯走入内，便能听到《喜欢你》
《千千阕歌》等耳熟能详的粤语歌。

展览共分为几大区域，有印
满粤语方言的白汗衫区、打开信
箱可听童谣的童谣信箱区、先锋
色彩区等。

现场人头攒动，过百人前来
观看展览。每个区域均聚集不少
人互动、拍照。在白汗衫区域内，
近十件比普通汗衫大十倍的大
型汗衫被高高悬挂，每件汗衫中
间，印着不同的广府谚语。

“口水多过茶”“牙齿当金
使”等粤语口语化词汇，不仅让
老广们感觉亲切，也吸引了不少

外地朋友们。“这些话太有趣
了！”湖南人曾小姐告诉记者，以
往她看的展览都是一些美术展，
看粤语展还是第一次。

观者“七窍生趣”

“我们把对语言的观察，集
中在广州人日常的对话交流中，
老友之间谈话会讲什么?他们会
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情感?这
是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状态。 ”
作为该展的策划人之一，深圳平
面设计协会会员刘钊认为要以
一种观察者视觉，来呈现广州粤

语的鲜活与生猛。
广府文化学者、中山大学中

文系教授、 博导董上德认为，该
展展示了粤语生动的语言特色、
接地气的语言态度。

在此次展览中，岭南文化研
究者、 羊城晚报编委罗韬评论
说：“广州俗话说‘一个芋头七个
窿’，在这里，双眼看广州旧时模
样，双耳听广州俗语，嘴巴吃广
州美食，可以说是七窍生趣”。

事实上， 本次展览的背后，
是太古汇与文和友的再度合作。

今日， 超级文和友广州太古
汇店正式营业， 选址在天河东路

75 号。 广州太古汇总经理黄瑛向
记者介绍，太古汇此次与深耕当地
文化、 具有先锋创造力的超级文
和友携手， 希望为大家重现上世
纪 80 年代广州的街市人情与人
间烟火。“广州是包容城市，它的
烟火气在一线城市中是非常浓郁
的， 而我们将这些传统小食引进
太古汇， 可以方便市民进行一站
式打卡，也是一种情怀。 ”

文和友联合创始人翁东华
则试图为美食和语言找到共通
点:“食物和语言是一个地方文
化的起点，也是一个地方文化繁
衍生长的根。 ”

肖鑫和与陪伴自己 25 年的老单车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报道：
2020 广东高考已经结束，据省教
育考试院此前发布的消息， 评卷
工作 11 日开始， 预计 25 日左右
公布考试成绩。

据华南师范大学官方微信，
11 日上午， 全省近 3000 名评卷

老师正式进驻华师开始为期 10
天的高考评卷工作。 结合学校疫
情防控的实际， 今年华师共设 2
个评卷场点， 分别集中在石牌校
区第一课室大楼和大学城校区教
学楼。

据介绍， 从 7 月 11 日起至

20 日，2020 年广东高考评卷工
作将在华南师范大学和华南理工
大学同时进行。 从 1989 年开始，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每年都委托华
师组织全省高考评卷工作， 至今
已是第 32 个年头。根据广东省教
育考试院的部署， 从 2019 年开

始， 理科综合评卷由华南理工大
学负责， 其他学科的评卷仍由华
师负责。

据 悉 ， 今 年 广 东 省 共 有
673942 名考生参加高考 ， 其中
2294632 份试卷在华师评卷。 在
华师，评卷老师来自 6 个学科，共

2941 人。
在动员大会上， 各科组负责

人强调， 每位评卷人员务必以一
丝不苟、 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评
卷， 必须按所承担工作的要求确
保每一个环节的质量， 绝不允许
有任何的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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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近日， 广州中医药大学关心

下一代助学基金收到一笔 20 万
元的捐款，捐赠者是该校 83 岁的
退休教授肖鑫和。

肖鑫和是一名老共产党员，
1965 年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广
州中医药大学前身），现任广州中
医药大学关工委副主任， 兼任广
州市老年干部大学教授， 具有高
校教师、中医师、中药师资格。

提起肖鑫和， 熟悉他的人常
常笑称他为“抠门教授”。10 日，记
者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见到这位精
神矍铄、衣着朴素的老人，他正铆
足劲骑着一辆略带锈迹的自行车
穿行于校园。“这款‘杂牌’自行车
是我花 45 元钱买来的，已经骑了
25 年了！坏了就修一下继续用，这
么多年修理费就花了 100 多元。 ”

据了解， 这位对自己锱铢必
较的老教授， 已累计向学校关心
下一代助学基金捐款 19 次，总额
达 67 万 7390 元。

对自己“抠”对助学大方

“我每次去饭堂吃饭 ，饭
钱都控制在六七元钱 ，从未超
出 过 7 元 。 去 餐 厅 吃 剩 的 饭
菜 ， 我会打包回来放进冰箱，
有时候会吃上两三天 。 ”说起
自己的“抠门史 ” ，真是“一 匹
布那么长 ” ，肖鑫和告诉记者，
自 己 身 上 的 衣 服 一 穿 就 是 几
十 年 ， 除 非 迫 不 得 已 ， 不 然 绝
不换新的。

对自己“抠”到极致，对别人
却豪爽大方。肖鑫和省吃俭用，把
自己多年来的课酬、 看病的诊金
以及银行存款的利息， 加上退休
工资的 6%， 定期拿出来作为捐
赠给学校关心下一代助学基金。
不仅自己捐款， 他还发动社会上
的企业和个人向学校关心下一代
助学基金捐款。据统计，由他发动
的捐赠总额已达 76 万 2566 元。

走过艰苦岁月的他懂回报

“我的所有一切都是党、国
家、政府、母校、老师给予的，我必
须尽心、尽责、尽力回报。”这是肖
鑫和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据了解， 肖鑫和在学生时代
也是一名贫困生， 对于贫困有着
切身的体会。

1959 年， 肖鑫和进入广州中
医学院学习的时候，是学校的第四
届学生。 当时学校建设刚起步，校
园里只有一座孤零零的教学楼，学
生宿舍、饭堂、教室、大礼堂都在简
陋的竹棚里。“起初，学校生活特别
好，鸡粥、蛋糕、肉包、鱼……伙食
由国家全包。 但是过了几个月，经
济困难导致我们只能吃小球藻、甘
蔗渣，有些同学水肿了，常常吃不
饱，”回忆起刚入学的往事，肖鑫和
不由得感慨，“还好，这个艰苦的时
期过去了。 回想起来，现在我们很

幸福，应该好好珍惜。 ”走过艰苦岁
月的他，懂得厉行节约、回报社会，
这是他坚持捐资助学、为贫困学生
解决困难的初衷，“没有党和政府，
就没有我的今天！ 如今生活好了，
我要把受助再助人的接力棒接过
来、传下去！ ”

将一直奋斗到生命的尽头

“呼气、 吸气， 抬腿、 转身
……”在肖鑫和的工作室里，他为
患者和记者演示了治疗鼻炎、颈
椎病、 腰椎病的养生操，15 分钟
操练下来，83 岁的他仍旧气定神
闲。他告诉记者，自己运动健身之
余，还主动承担着一定的工作量。
如今，他每天都花半天时间出诊，
日均接诊 6 个病人，“在我看来，
工作就是延年益寿”。

在大学求学期间， 邓铁涛等
国医大师、 广东省名老中医曾为
他授课，也让他受到了熏陶教育。

他逐渐形成了“奋斗不息，一生奉
献” 的价值追求：“我觉得人生的
意义在于奉献、学习、奋斗，然后
是健康，最后是快乐。 ”回首半个
世纪的中医医学生涯， 他说，“我
的一生，都在尽力把医疗、教学和
科研这三者融为一体。 ”

“自从‘广州中医学院’改为
‘广州中医药大学’之后，学校发展
越来越快了。 ”他表示，学校教学大
楼拔地而起， 附属医院新修扩建，
大学城校区也建成规模， 很多仪
器、设备配备齐全，师资队伍持续
扩大，“我用半辈子亲历见证了学
校的发展和中医药事业的蓬勃，我
还将一直奋斗到生命的尽头”。

生猛粤语 最强烟火气

45 元买来的单车骑了 25 年，每次在饭堂吃饭从未超过 7 元

八旬“抠门教授”捐款近 万

邂逅 鄱阳湖水位
突破1998年历史极值
可能发生流域性大洪水，江西省已将

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

详见 A3�

12 日零时 ，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的水位井内 ，湖水漫过一
道红色标记———“1998 年洪水位 22.52M”， 这标志着我国最大淡水湖
水位突破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新华社发

今今晨晨
快快镜镜

羊城晚报讯 驻京记者王莉
报道： 今日 6 时 38 分在河北唐
山市古冶区 （北纬 39.78 度 ，东
经 118.44 度）发生 5.1� 级地震，
震源深度 10� 公里。 接报后，应
急管理部主要负责人及有关部
领导立即赶到部指挥中心，与中
国地震台网中心、 河北省应急

厅、消防救援总队连线调度了解
震区情况， 要求迅速核实灾情，
加强震情趋势研判，做好应急救
援准备。 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启
动地震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当地消防救援队伍正在震
中踏勘情况。 目前，暂无人员伤
亡和房屋受损情况报告。

河北唐山市古冶区
发生 5.1 级地震

应急管理部启动地震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今今天天
消消息息

详见 A２

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前来赠书

热爱阅读的农民工吴桂春：
将带着更多同事一起读书

详见 A3�

特特朗朗普普
在在疫疫情情期期间间

首首次次公公开开戴戴口口罩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