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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荣誉主席邵逸夫先生日前在
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7岁。

一个传奇名字的背后必
然有众多为人称羡的事迹。
香港影视大亨、邵氏电影、香
港无线电视剧、 香港小姐评
选……这些耳熟能详的关键
词莫不与邵逸夫的百年生涯
相关联。然而，据新浪微博一
项“提起邵逸夫，你首先想到
什么”的调查显示，提起这位
老人，超过八成网友首先想到
的是“逸夫楼”。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在邵
先生捐建的建筑物上会留下
“逸夫”的字样，“逸夫楼”也由

此成为一个为人熟知的专有名
词。截至2012年，邵逸夫先生25
年里共捐赠内地教育47.5亿港
币， 邵逸夫基金共捐建了中国
内地各类学校包括图书馆、教
学楼、 科技楼等在内的6013个
项目，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
治区。如此密集的“逸夫楼”随
处可见，怎不令人印象深刻，如
何不第一个念头就想起？

捐赠惊人巨资到公益事
业，并在建筑物上留下自己的
名字， 邵逸夫先生的本意，或
者正是想要令人如此想起自
己———邵逸夫不是什么荣誉
主席，不是大亨，不是爵士，而
是一个善迹举目可见，提起人

皆称善的大慈善家。如未错料，如今
大众层面的反响， 或可告慰邵逸夫
先生在天之灵：二十多年的坚持、数
十亿的投入没有白费，成全别人，成
就自己，您做到了！

而追寻邵逸夫先生的善行轨迹，
当初他并非一个慷慨的人，甚至被人
称作是“守财奴”。除了公司员工对待
遇悭吝有所非议之外，一个流传颇广
的故事是：邵逸夫先生的第一笔慈善
捐款是开给一家老人院一张100港元
的支票，结果当时就被老人院嫌少退
了回来。 老人院不受嗟来之食的举
动，无疑也令身为巨富的邵逸夫蒙受
到了羞辱。受此刺激，邵逸夫开始反
思对财富的态度。现实告诉他，自身
拥有再多财富， 也买不来别人的尊

重；而将财富回报社会，惠及他人，才
可发挥出财富的最大价值，自己的人
生才更有意义。从此，邵逸夫先生开
始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 由是观之，
如果没有知耻的自省意识，也就没有
后来慷慨行善的邵逸夫。

1973年， 邵逸夫设立邵氏基金
会，尽管那时他年过六旬，但行善不
问早晚，坚持至今不觉已逾40年。殊
为不易的结果， 不正萌生自一念持
善的当初？ 假如不是做过那么多慈
善公益事业，如今人们提起邵逸夫，
想起的不过是一位活过百岁的老
人。论起财富，在香港他比不过李嘉
诚；论事业，曾经独霸香港的影视帝
国也已易手他人； 而邵逸夫先生无
人能及的， 则是他在中国内地实施

了“持续时间最长、赠款金额最大、建设
项目最多的教育赠款项目”。人生沧桑，
繁华落尽后， 真正令邵逸夫名传天下，
与众不同的还是慈善公益。因此，与其
说邵逸夫为慈善做出了很大贡献，不
如说慈善也成就了一个更加令人怀念
的邵逸夫。

其实，对于邵逸夫这样一位经历过
创业艰难的人来说，节俭是其在残酷竞
争中养成的习性，积累下巨额财富或多
或少与此有关；但在人生的层面，诚如
卡内基所言，“在财富中死去是一种耻
辱”。而投入慈善公益事业，则令创业者
在事业成功之后有新的人生价值发
现———这或许是邵逸夫先生在建筑物
上镌下“逸夫”两个字后，留在人们心底
的启迪。 ■本报评论员 赵强

“逸夫楼”永镌丰碑

非常语录…

“妹子，对自己好一点,看
你这么累， 作为路人的
我，看着都心疼！同学，祝
你幸福。”

困了， 在公交车上打个
盹，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
的情况。家住渝北的小王就常
在公交车上打盹。2日她在车
上打盹，醒来后，意外地发现
有人在她外套帽子里塞了张
纸条，上面这么写着。

烦青椒：好男人，会心疼人，妹
子和他在一起吧！
如初见：是司马昭之心吗？
昵称：小王应该长得很漂亮。
灯影： 以后想交女朋友的小
伙就带着纸条坐公交，想找
男朋友的美女一上车就装
睡觉……

“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
处理我两年， 我给国家造
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
大。”

据报道， 安徽省原副省
长倪发科痴迷玉石， 对好的
和田玉来者不拒， 其收受的
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在
接受组织调查时， 倪发科如
此抱怨。

华夏： 玉石古董价格就是这么
炒上去的，冰山一角。
无照主人： 跟电视剧里演的和
绅收藏古玩的情节很像。
平安：还当你是小孩子啊？
春华秋实：怪事。自己犯罪，把
责任全推给上级。
金碧辉煌： 贪官想要减刑的借
口！

余以为…

“1048元的商品，10多块钱
卖了！” 因为对POS机不熟悉，
长沙44岁的销售员李利波输错
小数点， 最终POS机刷卡只刷
了10.48元。她求助银行，今天，
银行再次帮她联系了顾客，但
是对方仍不肯回复。 眼看着快
到年底了， 本想攒钱回家的李
利波着急了， 今天拨打了本报
新闻热线96258求助，“我半个
多月的工资才赔得上……”（详
见本报今日A13版）

不难揣测， 顾客之所以迟
迟不肯回复， 无非是认为自己
非偷非抢， 只是得了点意外之
财，错不在己。而且也只是银行
与其联系，并非公安机关传唤，
并不会摊上什么大事。

应当说， 这种想法并非该

顾客所独有，环顾我们身边，时
常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只要不
是蓄意犯罪， 只要没有被人赃
俱获， 不会对自己的名誉和财
产构成直接损害， 大多数人都
会心存侥幸，能混一时是一时，
能得便宜便心安理得。

从文化心理分析，这种想法
来源于东方的耻感文化，这种文
化对人行为的约束主要是基于
他律。而与之对应的西方罪感文
化，则更多是一种内省———人若
做了亏心事，即使天知地知我知
人不知，但上帝的眼睛是时刻盯
着的， 就会让人有一种畏惧感，
这样，人们就会时刻去反省自己
的所作所为是否无愧于心。

其实，在我们的传统文化
中， 也有类似的道德自律，人

们常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人
在做，天在看”、“出来混，迟早要还
的”等，就是这个道理。只是这些金
玉良言正在被物质主义慢慢消解，
路不拾遗、拾金不昧正逐渐成为过
去。

我们也无意对这名顾客上纲上
线，我们甚至也可以承认，贪财也是人
的原始本性。 但是假如这名顾客设身
处地为销售员李利波着想一番———
“月薪才1800多元，还有两个读大学和
高中的儿子要养”———那么，你还能脸
不红心不跳、安如泰山吗？

可以断定，这笔钱属于不当得
利。那么，拖延和观望都是不可取
的， 法律和道德终究要找上门来。
在此，我们向这位大姐喊话，别躲
了，赶紧行动吧！

■李成辉

大姐，别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