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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侧影

ZHEJIANG DAILY

本报杭州10月15日讯
记者 郭兴华

透过窗户，斑驳的阳光静静
地洒在老开心茶馆的书房。

凝神运笔，提按转折，抑扬
顿挫，“厚德”二字引来众人一片
称赞。

写字的人叫金玉琪，是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省优秀民间文
艺人才、杭州市民族民间艺术
家。虽然今年已 86 岁高龄，但眼
前的他面色红润，思路敏捷，谈
吐儒雅。

“看不出来，他已经与肝癌
抗争了 23 年。”杭州老开心茶馆
主人、杭州电视台明珠频道《开
心茶馆》主持人周志华告诉记
者，金玉琪患过肝癌、切除了肝
脏左叶，“一般人很难像他这样
乐观积极，他是个真正的‘老开
心’。”

金玉琪原籍东阳，上世纪 50
年代迁居大运河边的杭州拱宸

桥。一个甲子的时光，他经历了
运河两岸的沧桑变化。热爱杭
州，痴迷书法，金玉琪被人们称
为“运河书宿”，他有深厚的书法
功底，尤其擅长小楷和榜书。在
长达 40 多年的文案和教学工作
中，他一直把笔墨带在身边。

退休后，金玉琪罹患肝癌，
医生说他只能活 3 个月。“当时家
里人觉得天都塌了，我却觉得没
什么，只要好好治疗，放松心态，
希望总会有的。”化疗、手术，治
疗的过程是痛苦的，“支撑我的
是书法。”金玉琪说，即使在化疗
最难受的那些天，他仍坚持每天
写字，沉浸在白纸黑字的韵律世
界中，让他暂时忘了苦痛。也就
是在那时，他更加深刻地懂得，
书法也是有生命的，书法的精气
神能够和人的精气神共鸣。

得益于科学的治疗、得益于
乐观的精神，金玉琪最终挺过了
最艰难的时刻。

战胜癌症的金玉琪更把书

法当作事业和生命，开始潜心于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微锴折
扇 ”、“ 真 金 书 法 ”的 研 究 和 传
承。年近八旬时，他在一把小折
扇上书写了 300 首唐诗，一位收
藏家说：“只要你肯卖，多少钱你
尽管开口。”但他没卖，只是想让

更多的人了解这门书法技艺，现
在，这幅“微楷折扇”被中国艺术
节组委会收藏，曾作为民间艺术
博览会的展品。现在，金玉琪正
忙着将多种非遗元素融合在一
起，创作一种“真金真丝真迹”三
真合一的书法新形式。

患癌的经历也让他的一部
分生活重心转移到了为癌症康
复组织和病友志愿服务。他先
后参与举办了 5 次大型书画义卖
展览，提供 200 余幅书法作品义
卖，资助病友抗癌。同时，他先
后为数百名癌症病人提供治疗
帮助或心理辅导，不少人正是因
为他的鼓励而战胜了病魔。他
也被众多病友当作了“自家人”，
每逢节日，总会有病友上门探
望，他的手机里也存满了病友的
问候和祝福。

“活着，最好平平淡淡，但不
能平平庸庸。”在金玉琪看来，有
所爱好、服务社会，才能让人活
得踏实、充实。

八旬书法老人与肝癌抗争23年

生命风景，笔墨挥洒

金玉琪

通讯员 陈胜伟 李锦威 记者 王婷

本报讯 这些天，我省高校的
各类学生组织都在吸纳新会员、招
募新干事，有意思的是，今年的招
干面试几乎被“娘子军”承包了，很
难找到男生的影子——“一看一片
姹紫嫣红”。

“他面试表现并不突出，但是
就因为他是男生，我们还是决定要
了。”浙江农林大学学生通讯社的
杨祈慧想招 14 名新成员，“一看来
面试的新生阵容就傻了，清一色的
女生。”为了保持男女平衡，面试的
时候她只能对学弟们“温柔了许
多”，最终，14 个名额里面“保住”了
3名男生。

同样的状况几乎在每一个面
试场地都有出现，不少学生和老师
都感叹，现在找个男学生干部越来
越难了。据了解，全国女大学生人
数 2009 年第一次超过男生，此后一
直出现压倒性数量优势。

“以前工科院系的女生是‘国
宝’，现在文科院系的男生成了‘国
宝’。”农林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的安
世君说，今年学校的 3710 名新生

中，男生只有 1500 多名，而女生有
2100多名。

失衡的男女比例使有些学校
成为了被调侃的对象，不少文科类
大学被戏称为“女儿国”。外国语
学院是农林大男女比例最悬殊的
一个学院，而在这个学院中，日语
111 班的比例又是最悬殊，26 名女
生 ，一 名 男 生 ，是 典 型 的“ 淑 女
班”。唯一的男生章汉伟谈起上课
状态感到有些无奈：“本来还有一
个哥们陪着一起上课，现在每天都
只能孤军奋战了，实在太寂寞。”班
长张璐婷在平时处理班级事务时，
都格外照顾这个“国宝”：“就这么
一棵‘班草’，可不能让他也跑了。”

隔壁日语 112 班的男生同样少
得可怜，全班 29 个人，男生只有两
个。每天上课他俩都牢牢占住最
后一排的“男性专区”，他们调侃：

“ 从 来 都 不 敢 逃 课 ，目 标 太 明 显
了。”

毕雪飞是日语系老师，平时上
课的时候她对这两个男生格外“关
照”，经常抽两人回答问题，因为他
们上课很少像女生那样主动提问，

“总不能让他们老是躲在墙角吧？”

英语111班的男女比例是4∶26，
该班的任艳丽说，女生们对男孩子
格外“疼爱”，主动服务，捋起袖子
将一捆捆书搬到男生寝室楼下，

“为了保护这几只‘大熊猫’，女生
们都成了‘女汉子’了。”

“女生们中学时的危机感普遍
比男生要强，学习也普遍比男生用
功，上了大学之后也是如此。”的
确，高校女生不仅在数量上超越男
生，入学成绩和校内表现亦让人刮
目相看。以公众最关注的高考状
元为例，1999 年，各省高考状元男
生占 65.22%，女生占 34.78%；10 年
后 ，这 一 比 例 为 男 生 47% ，女 生
53%。近几年来，在教育部颁发的
国家奖学金中，女生获奖比例远高
于男生，部分师范院校的男女获奖
比例甚至达到惊人的1∶10以上。

有一些高校的学者对此表示
了担忧，认为现行的教育观念和选
拔模式相对更适合女孩子的性格
心理特点，而天性独立爱冒险的男
生容易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从
长远来看，它会扼制创新，影响国
家的竞争力。

“女生超过男生是一种正常现

象，不仅我国如此，在各个国家都
是趋势。无需大惊小怪。”浙江农
林大学学生发展中心的王守先老
师 则 有 另 一 番 见 解 ，他 说 ，1970
年，美国女大学生只占大学总人数
的 43%，1980 年已达到 50%，2010
年，女生占了 57%左右，美国各类
大学“阴盛阳衰”现象也越来越普
遍。

对于越来越多的“淑女班”的
出现，学生们又怎么看呢？“国宝”
章汉伟认为，身处“淑女班”确实会
对男生造成诸多不便：“毕竟男女
生之间有时缺少共同话题，交流起
来没有像男生之间那么方便。”他
认为男女均衡更加有利于班级的
团结和个人的身心发展。

黄明海是中文专业的大三学
生，虽然专业里 53 个人有 42 个女
生，但是他却成了女生心目中的“黄
妈”，料理专业大小事务只有他最拿
手。对他来说，“万花丛”中的生活
并没有什么不适：“关键还是要看男
生自己是否用阳光的心态去面对大
学生活，女生多，也能激发男生的责
任感。只要学会去融入她们，当个
稀缺的‘国宝’也挺好。”

女生几乎“承包” 男生却成“国宝”

高校社团“娘子军”是主力

10月15日，同济大学浙江学院图书馆高8米、宽9米的巨大图书墙前，学生们在查阅书籍。该馆9月底开馆，承诺向社会免费开放，并为社区居民、研究机构提供系列知
识套餐。现馆藏图书31万册，室内可同时容纳3000余人。 本报记者 储永志 朱卫国 通讯员 曹嘉燕 摄

睿观察

本报桐庐10月15日电
记者 刘慧

今晚，2014 年浙江省村歌创作
演唱大赛颁奖晚会在美丽的富春江
畔举行，嘹亮的村歌回响在桐庐县
深澳村的青山绿水间。

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省文
联主办，省音协承办，《宣传半月刊》
杂志社协办。大赛自今年 5 月启动
至 7 月底，在确定每个县（市、区）不
超过5首的前提下，组委会共收到近
300 首报送作品。这些村歌具有明
显的特点，从题材上看，接地气、贴

民心，充满真情实感。村情、村景、
村民相融其中，平原水乡、山区海
岛、街道社区，内容丰富，各具特色，
写出了和谐发展、日新月异的浙江
美丽乡村景象，村民热爱家乡、建设
家乡的炽热情怀。从艺术上看，角
度新颖、写法多样，做到精益求精。
体裁上，有民族、通俗等多种风格，
有独唱、小组唱、合唱等多种演唱形
式，曲调优美，朗朗上口，好听好记
好唱。可谓佳作纷呈，亮点闪耀。
最后，《相约深澳》等 50 首村歌分获
创作金、银、铜奖，其中《爱在转塘》等
30首村歌又分获表演金、银、铜奖。

唱支村歌给你听唱支村歌给你听

记者 刘慧

本报讯 由省文化厅主办、建德
市政府、省文化馆承办的浙江省第
八届排舞大赛，近日在建德市新安
江纳凉大舞台精彩上演。舞林高手
以舞为媒，欢聚一堂，跳出健康，舞
出欢乐。

大赛于今年 3 月启动，为提高
参赛队伍素质，省文化馆举办了全
省排舞师资免费培训班。经过层层
选拔，来自全省的 86 支队伍、2000

余人参加，参赛者来自各行各业。
组委会根据参赛者的仪容仪表、音
乐节奏、舞步舞姿、编排等综合表现
评出6个组别的金、银、铜奖。

虽然排舞进入我省时间不是
很长，但经全省文化馆系统的不懈
推广和努力创新，在各地得到了迅
猛发展，并以其舒缓心情、健身美
体、增进社交等，受到广大群众的
欢迎，成为新时代广场文化的最佳
代言，公园、广场随处可见排舞健
身的群众。

以舞为媒共欢乐以舞为媒共欢乐

通讯员 杜奕霏 杨圣琼

本报讯 近日，来自全国各音乐
学院的专家在浙江传媒学院展开了
一场声乐教育的西湖论剑。

如何立足中国传统文化，进行
有根基的创新，成为了现时声乐教

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专家们认为，
只有在人文方面有所提升，技术方
面才会自然而然地提升。声乐教育
应充分利用大众媒体的快速传播功
能，合理规避快餐音乐弊端，并充分
发展文化产业，将文化产业链条转
动起来。

声乐教育求创新

通讯员 林莉 记者 童桦

本报讯 “之江人口·健康讲坛
暨生殖健康大讲堂”近日与公众见
面，活动由省人口学会发起设立。

据了解，“之江人口·健康讲
坛”将邀请人口和健康领域的知

名专家参与，重点培育面向大众
的科普讲堂、面向科研工作者的
学术论坛、面向基层工作者的职
教等特色项目，并根据实际需要，
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基层，宣传人
口与健康科学知识，提高公众健
康素养水平。

人口健康关你我

本报杭州10月15日讯
通讯员 余聪

今天，中国计量学院国家大学科
技园正式成立。科技园由杭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中国计量学院
共建，今年9月被科技部、教育部认定

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园区累积孵
化企业165家，其中包含大学生创业
企业86家，青蓝企业计划25家，目前
在孵企业 108 家，累计毕业企业 47
家。园区由检测技术特色孵化区、现
代服务业特色园区、文化创意产业特
色园区三个功能模块组成。

高校科技园升格高校科技园升格

记者 刘慧

本报讯 10 月 15 日是第三十
一届国际盲人节。浙江图书馆视
障信息无障碍服务中心与文澜朗
诵团联合举办以“追逐梦想，点亮
心灯”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向 2013
年 度 浙 图 优 秀 盲 人 读 者 颁 发 奖

状，以鼓励更多的视障读者通过
阅 读 提 升 自 我 。 针 对 盲 文 图 书
少、价格高和视障读者阅读增长
量低的现状，浙图启动了“我为盲
人捐声”公益活动，呼吁大家把文
字转换为声音，让盲人读者通过

“声音”阅读新知识，了解新事物，
感悟新风尚。

我为盲人捐声音

桐乡是漫画大师丰子恺的故里，近日，桐乡漫画艺术馆对外开放。至此，桐乡总
投资达两亿多元的文化馆群全部开放，包括文化馆、博物馆、非遗馆、徐肖冰侯波摄
影艺术馆等。 本报记者 叶寒青 市委报道组 张潘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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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翁云骞 通讯员 金粟 王亚晶

本报讯 首届杭州韩国文化旅
游艺术周于 10 月 15 日至 21 日举
行，米糕、泡菜、韩剧、跆拳道⋯⋯金
秋十月，一起来感受“韩流”。

作为 2014 西湖国际博览会重
点项目之一，本次韩国艺术周将通
过专题性演出、传统礼节展示、美食
体验、学术大会等方式，全方位展示
韩国文化，增进中韩两国人民的交
流与互相了解。

韩国艺术周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