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法让我自信放光
芒。”近日，“00后”女孩罗意
兰在广西贵港市桂平市的家
中，讲述自己4岁时左眼失
明，靠练习书法重拾自信走
出自卑，成为一名书法老师
的故事。

记者从桂平市出发，需
要1个小时的车程，经高速、
省道再到县道，再从仅容一
车通行的村级公路蜿蜒行驶
十余分钟，方抵达罗意兰位
于大洋镇的家中。

罗意兰的家是一栋三层
红砖楼房，屋前是一片玉米
地，屋后是一棵大榕树。罗
意兰就在这闲适且平静的生
活环境里成长。

“我眼睛是4岁多的时
候意外致伤的。小时候特别
单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
同，但到了12岁的时候，就
开始介意自己的外貌形象
了。”罗意兰说。

翻看罗意兰的照片，她
的刘海逐渐超过额头盖过左
眼，自拍中也常只有右眼的
形象。“那时候就是心里很自
卑，用头发挡住了眼睛，不想
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伤疤。”罗
意兰说。

上小学之后，为能在作
文里拿高分，罗意兰对在作
业本上写出清秀的字迹十
分在意。“错一个字，或者一
个符号，我都会整页撕掉，
所以每本作业本都很少纸
张，20多页的作业本，最少
的时候只剩两张。”罗意兰
说。作业本变薄的过程，也
是罗意兰的自信逐渐增长
的日子。

“爷爷奶奶有一些画册
需要抄，我就特别地喜欢抄，
特别地想把字练好，觉得这
是一件特别争光的事，这也
奠定了我热爱书法的基础。”

罗意兰介绍。
写得一手好字和好作文

的罗意兰，经常跟初中老师
沟通交流。“了解到语文老师
写对联卖，然后自己也萌发
了一种心理，我也想要写好
毛笔字，想写好对联拿去
卖。”罗意兰说。

进入高中，罗意兰加入
了书法社团，并走上了书法
艺术生的道路。在南宁书法
培训班归来后，罗意兰逐渐
自信起来，书法作品得到认
可。每逢春节时，除了到街
上摆摊卖对联，还有不少顾
客专程上门订购。

虽然大学没考上书法专
业，但罗意兰并没放弃自己
的爱好。从大学酒店管理专
业毕业后，罗意兰回到了桂
平的家里，成为一名书法老
师。

在培训机构里，身着白
衬衫的罗意兰正在给学生上
书法课，此前厚重的刘海早
已被干练中分的发型代替。
她戴上义眼的样子，也和其
他的小姑娘没什么区别，到
处都是“自信放光芒”的样
子。

“以前很希望我的童年，
有一群很好的朋友伙伴，一
起打打闹闹。现在我教书法
的过程中，看到孩子们对书
法的热爱，还有他们童真灿
烂的笑容，就觉得是对以前
童年快乐缺失的治愈。”罗意
兰说。

谈及未来，罗意兰希望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书法水
平。“现在学习主要靠临摹碑
帖，我最大的心愿是找一位
有名的书法老师进行深度的
学习。”罗意兰说。

“我的成长经历虽然有
风风雨雨，但不管再大的风
雨，我都过来了。未来不管
怎么样，我永远都是充满希
望的。”罗意兰说。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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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部肿瘤可能不适合手术

团团、圆圆，还记得吗？十多年前，1亿
人参加投票给他们取名字，两只原本只有编
号的大熊猫在2006年的央视春晚上获得了
自己的新名字——团团和圆圆。2008年末，
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到达我国台湾，很多人
排队到台北动物园一睹大熊猫的芳容。

团团、圆圆到台湾安家已经14年。最
近，雄性大熊猫团团生病引起媒体关注。今
年8月，台北动物园工作人员发现团团身体
状况有异常，现在情况并无好转。目前团团
已经无法行走，进食量和体重都明显下降。
不少对团团圆圆有着深厚感情的台湾民众，
纷纷在网络上为团团祈祷。

11亿人投票取名的那个仔亿人投票取名的那个仔，，如今病重牵动人心如今病重牵动人心

两位大陆专家抵台探视两位大陆专家抵台探视““团团团团””

大熊猫计划赴台这一
年，发生了汶川地震，台湾
民众还记得，除了关心四
川灾情，他们还特别关心
这对大熊猫是否安全。

2008 年 12 月 23 日，
团团圆圆到达台北，2009
年 1月，团团和圆圆正式
与台湾游客见面。在它们
到达之前，台北市立动物

园做了精心的准备。
团团、圆圆是台湾第一

次养育的大熊猫。前台北
市立动物园园长叶杰生回
忆，当初他去四川接大熊猫，
空运了300公斤四川墨竹到
台北，为了让它们更好地适
应当地竹子，园方逐渐加入
了台湾竹子。让他们惊讶的
是，团团、圆圆很快就适应

了台湾竹子的口味，而且喜
欢吃观赏用的黄金竹。

因为入园游客太多，
动物园采取了抽号码牌的
方式随机抽取日期，向游客
发放参观预约。一时间，扶
老携少看大熊猫是台湾最
热门的活动。这一次，希望
团团能挺过难关。

（环球网 新民周刊）

十多年来，团团、圆圆
的一切动向都是新闻，截至
2019年4月，参观游客超
过两千万人次。这对活宝
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
生下两只名为“圆仔”和“圆
宝”的幼崽。但要说到人
气，当年为它们征集名字和
初到台北时的景象，才是真
正的高潮。

2006年1月28日是除

夕之夜，大陆同胞赠送台湾
同胞的大熊猫乳名征集活
动的结果在农历新年钟声
敲响前揭晓。通过中央电
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观众
投票，“团团”“圆圆”最终胜
出。

在此前的征名活动
中，共收到各界提出的7
万多对乳名。当天的央视
春晚公布了从7万多对征

名中筛选出的认同率最高
的 10 对乳名：“团团、圆
圆”；“和和、美美”；“欢欢、
乐乐”；“宝宝、贝贝”；“亲
亲、情情”；“健健、康康”；

“龙龙、凤凤”；“聪聪、慧
慧”；“壮壮、娇娇”；“志明、
春娇”。同时，“春晚”开始
接受观众以短信、电话和网
络等方式对10对入围乳名
进行投票。

团团、圆圆的老家、中
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
出的大陆专家吴虹林、魏
明已于11月1日晚顺利抵
达桃园机场，一下飞机就
直奔台北市立动物园探视

“团团”“圆圆”一家。
台湾ETtoday新闻云

消息称，两位大陆专家到
园时动物都已入睡，为了
不打扰动物休息，两人通
过监视器画面大致了解情
况后离开。2日上午，两人

再入园详细探视“团团”，
只见他们蹲在笼子前仔细
观察。报道还称，团团上
午在乖乖地服药。台北市
立动物园则表示，两位专
家预计11月7日返程，在
台期间将与动物园医疗照
护团队，针对大熊猫医疗
及日常照管经验进行交流
并提供建议。

台北市立动物园表
示，大陆专家吴虹林是高级
工程师，长期从事大熊猫疾

病防控、科研繁殖工作等。
吴虹林自2001年7月到卧
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中国
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工作，
2016年调至中国大熊猫保
护研究中心工作至今。另一
位专家魏明也是高级工程
师，自2001年到卧龙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中国保护大熊猫
研究中心工作，2016年调入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工
作至今，擅长大熊猫饲养管
理和人工育幼工作等。

今年 8月，台北市立
动物园直播了团团圆圆18
岁生日，视频里，团团看不
出有什么异样。不过，台
北市立动物园介绍，今年8
月保育员发现团团走路有
点往右边倾斜，兽医简单
检查后怀疑团团有癫痫发
作的症状，分别于9月18
日和10月22日对其进行
两次核磁共振检查，发现
病灶区域明显扩大，病程
进展快速。针对“团团”的

病情，园方一直与卧龙大
熊猫繁育中心保持密切沟
通。

台北市立动物园表
示，虽然团团的病情尚未确
诊，但从两次核磁共振的检
查结果来看，极有可能脑部
患有恶性肿瘤。台北市立
动物园发言人曹先绍称，动
物园所有数据透明，大陆方
面已通过视频给出意见，例
如用药建议。他还表示，台
湾及大陆专家都认为团团

不适合直接开刀，麻醉风险
高，且脑瘤因所处位置要开
刀去除也不容易，等大陆专
家来台后看是否有更好方
法再讨论。

野外大熊猫的寿命为
18-20岁，圈养状态下可
以超过30岁。因此团团
18岁的年龄应该算老年，
但不算高龄。动物园方面
介绍，团团和圆圆的年龄只
相差2天，但圆圆目前还非
常健康。

大陆专家抵台直奔动物园探望

万众瞩目的一对活宝

台湾首次养育大熊猫

20092009 年年 11
月月，，大熊猫大熊猫““团团
团团”“”“圆圆圆圆””首次首次
公 开 亮 相公 开 亮 相 。。

（（新华网新华网））

大陆专家魏明大陆专家魏明（（左左））与吴虹与吴虹
林林（（中中））22日上午探望日上午探望““团团团团””。。

广西“00后”女孩左眼失明
靠书法“自信放光芒”

掀起的刘海

变薄的作业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