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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國‧四川大熊貓
國際生態旅遊節暨都江堰首
屆大熊貓生態旅遊節」將於
9月 25 日在四川都江堰開
幕。主辦方公佈四個熊貓吉
祥物卡通形象，意在繁榮熊
貓文化旅遊產品市場，提升
人們保護環境、關愛熊貓的
共識。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銳成都報道

「「黑貓警長之父黑貓警長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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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貓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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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族，代代都有人投身教育事
業。雖不同時期站在三尺講台上，

卻同在一所學校工作，與寧波四中結下
了跨越世紀的不解之緣。
寧波四中由美國長老會創立於1845
年。上世紀30年代因政局混亂而被迫
「關門」。此時，畢業於該校並任職於
此的陳里仁站了出來，成為寧波四中歷
史上首位華人校長，承受各方壓力，讓
學校得以復課，在亂世中為學生尋覓一
個安心治學之所。

接力三尺講台播撒桃李芬芳
之後，陳里仁的兒子陳鴻培子承父業
也站上了講台。但因國逢戰亂，陳鴻培
輾轉於寧波幾所中學任教，於1966年2
月正式調入四中任教數學和物理。陳鴻
培曾赴深山支教，一年內這些鄉下學生
的考試成績居然超過了城區名校。現
在，陳鴻培已經94歲高齡，仍念念不忘
學校的發展情況。

陳鴻培的女兒陳波兒於1977年進入寧
波四中執教。陳波兒從小就立志考上師
範院校，但1969年時為響應「上山下
鄉」號召，初中畢業的她先是下鄉，繼
而到黑龍江接受再教育。雖夢想渺茫，
陳波兒還是用8年時間自學了日語、英
語、高中課程。後來，1977年陳波兒終
於從黑龍江支邊回來，通過考試，頂替
父親進入寧波四中，夢想照進現實。
如今，陳家的第四代教書匠潘靖傑，

是陳波兒的女婿。「我居然成了陳家第
四代四中人。」潘靖傑曾興奮地如此表
示。潘靖傑現任寧波四
中信息中心主任，是四
中的計算機老師。
認識陳家四代教師

傳奇的人都認為，陳
家四代教師，在三尺
講台，他們堅守一份
平淡、樸實，播撒桃
李芬芳。

被稱為「黑貓警長之父」的褚志祥追悼會昨日
在上海龍華殯儀館舉行。近200名親朋參加追思
活動。
褚志祥，8日晚因病在滬逝世，享年74歲。自
1968年開始，褚志祥便發表作品，著有童話《八戒
回鄉》、《黑貓警長》、《黑貓警長與外星人》
等。其中《黑貓警長》曾獲全國第一屆優秀兒童文
學獎，後被改編為動畫片劇本並播出，被稱為「中
國動畫史上最酷的警長」。
《黑貓警長》是褚志祥於上世紀70年代構思、

1982年動筆並於1983年成書的科普童話，也是迄
今為止國內得獎最多的科普童話之一。因為改革開
放初期中國版權保護法的不完善、版權意識的缺
失，故事情節設計者褚志祥和形象設計者戴鐵郎兩
位「黑貓警長之父」兩度對簿公堂，《黑貓警長》
動畫片僅僅製作了五集便中途夭折，但沒有妨礙它
成為一代人心中的經典。 ■中新社

「還以為養蜂場遭賊了，沒想到是大熊貓！」四川
省雅安市寶興縣永富鄉中崗村唐家蜂場，近日一名
「不速之客」正在偷吃蜂蜜，村民們靠近發現竟然是
一隻大熊貓。接到村民報料後，寶興縣林業局工作人
員立即趕往發現地進行保護。

從下午吃到深夜
而發現大熊貓後，村民們立即進行了報告，並小心

翼翼地遠遠圍觀，並未上前打擾大熊貓進餐。據永富
鄉武裝部長姜顯東介紹，當他們趕到養蜂場時，這隻
成年的大熊貓正臥在養蜂場內，偶爾走動一下。現場
村民說：「這隻野生大熊貓可能是聞到了蜂蜜香味，
專程跑來吃蜂蜜的。」大熊貓見到人後也不害怕，最
近離牠只有一米多遠，仍舊來回從蜂箱裡掏蜂蜜吃，
吃得高興時，甚至把蜜蜂也放進了嘴裡。 現場鄉幹
部和村民們都拍到了大熊貓的視頻和照片。
從下午直到當日晚上9點，大熊貓仍未離開，現場

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觀察該熊貓在蜂場內活動一
直持續到深夜，第二天凌晨熊貓才獨自離開。第二天
早上養蜂場的人再去看時發現大熊貓就已經離開了。
在大熊貓離開後，養蜂場整理現場，發現10多箱蜂
蜜有被吃過的痕跡。
據當地村民介紹，當地生態良好，野生動植物資源

豐富，時常有野生大熊貓造訪農家。
■《華西都市報》

暑假已經結束，沉寂了近兩個月的校園又開始熱
鬧起來。移動社交軟件易信通過調查問卷的方式針
對大學生進行了社交習慣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近
六成大學生每天用手機超5小時，社交APP是使用
頻率最高的應用類型。

社交APP最受歡迎
易信調查發現，54%的大學生在入學前就通過輔

導員、校園論壇等渠道和新同學在手機社交APP中
建立了聯繫。在手機社交的使用頻率上，57%的大
學生每天使用時間超過5小時，日常生活基本「機
不離手」。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手機社交APP對
大學生有很高的滲透率，因此具體使用時長很難明
確界定，但時間肯定較長。而學生則表示，手機社
交的使用習慣也引發了WiFi熱，出門沒WiFi比沒
帶錢更可怕。

社交APP功能哪項最受寵？易信調查顯示，除了
基礎的文字信息發送外，發語音、打免費電話和用
表情貼圖成為大學生們日常交流最受歡迎的功能，
其中，選擇使用語音功能的佔77%，喜歡打免費電
話的佔56%，表情貼圖互動佔45%。
專家表示，大學是青年人建立社交自信的關鍵時
期，豐富的手機社交功能雖然拉近了社交關係中的物
理距離也增加了社交效率，但網絡平台的文字、圖片
社交仍不具有面對面交流的情感溝通能力。而免費電
話則比文字和圖片功能更有利於年輕人建立完善的社
交圈子並樹立自信，流行自有其道理。 ■新華社

從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開通絲綢之路
後，為應對北方遊牧民族的侵襲，保障西北邊疆的
安定，歷代中原王朝就開始在西域綠洲地帶，修築
烽燧、亭障，使其發揮和長城一樣的屏障作用。目
前，新疆境內已發現長城遺址近600處。
和內地長城遺址不同的是，新疆境內長城沒有連

續的牆體，而是根據特殊的地質特點修建呈點狀、
塊狀分佈的防禦體系，但卻延續了中原長城的建築
特點和軍事用途。因此，考古界將新疆境內的烽
燧、戍堡等遺址統稱為長城遺址，而新疆600處長
城遺址包括372座城池和遺址、200座烽燧和22座
戍堡。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晶晶新疆報道

第9屆國際民俗攝影「人類貢獻獎」年賽將從9月15
日至20日於雲南省迪慶州香格里拉市舉行，其間將啟
動「藏羌彝文化全記錄行動」、「首屆世界民俗文化
節」、「人類的記憶」世界民俗圖片故事全球巡展啟動
暨香格里拉首展。來自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民俗攝影
家將深入領略迪慶優美的自然生態景觀，切身感受迪慶
多元民族文化的魅力。

「人類貢獻獎」年賽是中國民俗攝影協會首創的文化
品牌，旨在號召攝影師廣泛深入記錄民俗事象，至今仍
是全球唯一一個民俗攝影的國際比賽。自1998年開辦
以來，已號召100多個國家的攝影師參與，記錄保存涉
及世界半數以上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現象，為世界留存了
一個蔚為大觀的多元文化圖片庫。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燕飛昆明報道

在浙江寧波有一個家族，把教書育人融

入家族使命之中而薪火相傳。四代人同在

已有170年歷史的寧波四中任教。從上世

紀30年代開始，歷經幾十年寒暑，如今桃

李滿天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方怡，

通訊員 張曉芳 寧波報道

近六成大學生日用手機逾5小時

疆已發現近疆已發現近600600處處
「「長城長城」」遺址遺址

160國及地區攝影家月中匯雲南

四代同校四代同校育育桃桃李李
■陳鴻培正在教學生練習書法。 本報浙江傳真

■陳波兒在化學實驗室。
本報浙江傳真

■陳里仁擔任了寧
波四中首位華人校
長。 本報浙江傳真

■■陳波兒陳波兒（（左左）、）、陳鴻培陳鴻培（（中中）、）、潘靖潘靖
傑傑（（右右））在寧波四中校訓石前合影在寧波四中校訓石前合影。。

本報浙江傳真本報浙江傳真

大熊貓正在偷吃蜂蜜大熊貓正在偷吃蜂蜜。。■■中新網中新網

■褚志祥及其著作《黑貓警長新故事》。 網上圖片

■新疆境內長城遺址。 本報新疆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來自中國考古界的最
新消息披露，中國迄今發現的史前最大石頭城址——陝
西石峁遺址，2015年新發現一處錯落有致的大型石砌
院落，向人們展示出石峁遺址上先人們的住房條件。考
古學家稱，石峁外城東門附近清理出一處規模較大、保
存較好的院落，其窯洞式住房、高處庫房、禮儀性廳房
及石鋪地坪和院落門址等結構基本清晰，如此完整而罕
見的石砌院落無疑對於研究龍山文化晚期較高等級人物

的居住條件具有重要意義。
曾入選中國考古年度重大發現的陝西石峁遺址地處黃

土高原北部、黃河西岸，經過持續、深入的考古調查和
發掘，現已發現了由「皇城台」、內城和外城構成的石
峁城址，揭露了外城東門址、貴族墓葬區、普通居址等
重要遺蹟。考古專家說，這些都為探討石峁城址的聚落
結構與佈局、興廢年代、文化性質等問題提供了重要考
古資料。

陝西石峁遺址發現大型院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