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则“某剧组在南大校园取景，当红明
星遭冷遇”的消息引发关注。消息说集结张一山、
关晓彤、范丞丞等明星演员的电视剧《曾少年》在
南京取景已有一段时间，最近来到南大却意外“遇
冷”，没有引发大家习以为常的追星场面。学生们
路过看一眼，该干嘛还干嘛。剧组因群演不足，想
以每天75元的价格在校内招募，结果报名者寥
寥。还有学生吐槽剧组占据图书馆拍戏，影响大
家复习备考。而该剧方公司总裁张小波在微博表
示：“我们在南大从未招募过群演，已固定证据，等
着我告你吧，绝！不！姑！息！” （来源：新浪）

@徐振宇：人不应该被外界的浮华迷了双
眼，而是应该刀刃向内，干好自己的事情。不被
外界声音左右，遵从自己内心的价值选择。

@温暖的春雨宝贝：学生没有去围观，不干
扰拍戏，不拍路透图片，很好啊，赞这些学生。

@丞味海浪：从未有过在南大招群演的事
情，一些网络媒体造谣传谣，实在令人不齿，毫无
道德底线。再者，剧组及演员粉丝本身也被疏导
不要蹲场，不要影响剧组拍摄。请不要再造谣传
谣。

@丞哥开着跑车唱着歌：造谣可耻，支持告！
@小记杨威：作为媒体人，我更希望各大

平台把榜单多留些给明星以外的人或事件，
这样做起码显得心态理性姿态正常，自己都
狂热得不加掩饰咋好意思号召吃瓜群众理性
呢。

事情似乎有了反转，似一盆冷水迎头浇下。
毕竟前段时间，“倒奶追星”等无底线操作一再暴
露在公众面前，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痛斥，追星好
像已成为了众矢之的。所以，当南大学子无视明
星的新闻出现，大众的第一反应都是狂赞，甚至
没有追究真实性。不过，把这件事上升到了层次
高低决定追星与否倒也大可不必。其实，倡导追
星正确的姿势，才是应该做的吧。

5月18日下午，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
的地标性建筑赛格大厦发生摇晃，引发公众关
注。19日晚，深圳住建局发布通报称，赛格大厦
主体结构安全。20日中午，多位大厦商户表示，
中午12时30分左右在35楼、55楼、60楼等多个
楼层感受到晃动。据悉，赛格广场已安排工作人
员通知高层商户下楼。而华中科技大学一篇20
年前的硕士论文《深圳赛格广场建设项目评析》
在网上走红。该论文指出，当年作为深圳地标建
筑的赛格大厦，建设中存在部分问题。诸如，存
在边施工边修改设计，先施工后设计，设计图没
做完就开始施工等。作者现为深圳某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 （来源：封面新闻、新闻晨报）

@静后家鹰：这是每天一摇？
@ILOVEjasmin_e：周边群众才真的是瑟

瑟发抖……
@六零年代一颗松：为什么总在中午晃？
@北楚倦客：建筑物晃动原因比较复杂。结

构设计都是进行了部分简化的，忽略部分次要因
素，也可能遗漏了部分或新增了一些工况。结构
主体应根据实际情况复核模型，必要时要调整自
振频率。

@文杨老豆：需要拍一集《走进科学》。
@城市很大的风：希望政府部门重视起来，

这个楼尽早疏散群众，周边商户也要疏散，认真
检查原因，哪怕是封闭一周也行啊，安全评估以
后再开放，不能心存侥幸，要以人民生命安全为
重，赶紧撤离！

大楼为什么会晃？无论亲历者还是旁观
者，担心大楼自身质量是否合规，这是无可厚非
的。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问题，公众
应该耐心等待专业机构的调查结论。但对于出
现的质疑声，有关方面也应该保持重视，并及时
进行释疑，以降低恐慌情绪。就像去年虎门大
桥异常摇晃，只有作出一个权威解释，才能给人
一种安全感。

近日，安徽省六安市因本土新冠肺炎疫情
受到社会关注的同时，其读音也引发争议。有
网友在民政部门户网站留言问，六安的六到底
读“liù”还是“lù”？对此，民政部区划地名司
19 日回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
2020》中，六安市拼音为“Lu’an Shi”。据六安市
人民政府网站，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
取“六地平安”之意，置六安国，“六安”之名沿用
至今。 （来源：人民日报）

@娱圈影帝：虽然六(lù)安的读法，没有现
行词典(不包括辞海)的支持，但是我们当地的历
史渊源当中却能够找到依据，南京有个区也叫六
(lù)合区，地名是为地方服务的，读音往往都是
约定俗成的，地名的名称要听从地方的读音，是
不能够乱取消的（PS:安徽电视台和六安电视台
播音员读的都是lù）。

@Calientacabezas：安徽人表示，这是六
（lù）安。

@龍溪山莊的少爺：建议新华字典编撰或者
修改要以历史为参考。

@庭前珍重待：现在“阿房宫”课本不教念
“e pang”宫，就叫“a fang”宫，简直是迁就文
盲！

@木槿冽夏：震惊我三观的永远是那句“一
骑红尘妃子笑”，最新版给我说“ji”读“qi”，我真
的人都傻了，读“ji”的含义就是一人一马，凭什么
改成“qi”？

“六安”读音争议由来已久。现行《现代汉语
词典》《中国地名辞典》中，“六”均已无“lu”的标
音，而当地路牌也标注为“liù”，但在当地的历史
渊源中，却能够找到依据。著名语言学家、词典
学家王光汉教授曾表示，地名是为地方服务的，
读音往往是约定俗成。汉语词典虽然需顺应普
通话语音变化趋势对语言规范，但也更应呈现文
化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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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拍你的戏，我读我的书
剧组在南大拍戏遇冷？

深圳赛格大厦疑再发晃动
20年前硕士论文神预测？

“300万房产遗赠水果摊主”又起波折

老人被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
去年 11 月，一则题为“上海 88 岁老

人将 300 万房产送给水果摊摊主”的新
闻，引发热议。据报道，老人一人独居，
因受水果摊摊主小游照顾，决定将 300
万房产赠给他。然而，老人家人质疑小
游“动机不纯”。近日，事件出现新变
故。5月18日，媒体从赠300万元房产给
水果摊主的老人家属处获悉，司法鉴定
老人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法院认定老
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家属吴女士
称，未来或就监护问题进行诉讼。判决
书显示，水果摊主小游认可鉴定结果。
小游说，他于2017年开始照顾老人，“以
后要诉讼就诉讼好了”。（来源：新京报）

@小小板板姐：现在
2021来鉴定2017年老人
不正常？鉴定机构能穿越
时空回到 2017 年认识并
对老人精神状态进行评
估？

@Ors其敏：家属说没
看上房子，可是争的还是
房子。

@layla：这个老人的
确有问题啊，明明亲戚都
来看他的，有照片视频为
证，他硬说亲戚不管他，被
水果摊摊主洗脑了。他的

房子本来就是姐妹让给他
的，人家要贪早贪了，现在
就是争口气。你照顾了可
以要点辛苦费，保姆才多
少工资，你凭什么要人房
子？如果这种遗嘱能生
效，以后大城市的独居老
人都成无房人士的捕猎对
象，得房捷径了。

@元慧：做了遗产公
证，显然摊主想要房，好人
当然要有好报，公序良俗
也需体现，保障社会有序
发展。

很多网友看来，老人需要“照顾”的时
候，亲人长期不见踪影，不免给人留下争夺
遗产的口实。当然，即便现在老人被法院认
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并不意味着老人
的房产意定继承必然改变。到底是由照顾
老人多年的“陌生人”小游，还是由“近亲属”
来当监护人，更符合老人的真实意愿？还需
双方拿出证据来证明。但公众依然期待的
结局是：好人，有好报。

六安的“六”到底怎么读？
民政部：安徽六安读“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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