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高1.8米的湖北襄陽青年張華（化名）有一雙
長達35厘米的腳，要穿60碼的鞋，比姚明的鞋還
大8碼。上周，他因大腳走路舉步維艱來到湖北武
漢協和醫院，被診斷為罕見的「巨足症」。醫生
通過手術對他進行「削足」，前日他已開始康復。
張華從小就很難買到鞋子，上初中後穿的所有
鞋子都是定做的。23歲時，張華的雙腳終於停止
了生長，但腳太大導致他行動不便，也不能跑
步。張華並沒有因此消沉，人緣不錯的他與朋友
相處融洽，後來還娶妻生女，妻子沒有嫌棄他有
一雙大腳。

內地僅報告4例 無遺傳傾向
最近，張華因為右腳走路有些不適，來到武漢
協和醫院手足顯微外科就診。據醫院手足顯微外
科主任陳振兵教授介紹，張華右腳第二根腳趾向
下彎曲，右小腿比左小腿明顯粗了一圈，左腳竟

長了6根腳趾，屬於畸形。他得的是普羅提斯綜合
症，也叫「變形綜合症」。「從公開文獻來看，
這種病全球確診的還不到100例，內地此前僅報告
4例。」陳教授說，該病成因尚不明確，懷疑與胚
胎時期小部分細胞突變有關，沒有遺傳傾向。
張華因為習慣了大腳走路，不同意縮短雙腳。

最後，陳教授決定為他「削足適履」：切除張華
右腳巨大礙事的腳趾後，通過截骨和接骨「移花
接木」，重建了一個新的大腳趾。不僅最大限度
保留腳的外形，還能改善行走功能。
目前，張華的右腳長度沒有改變，但寬度削除了
五分之一。醫生表示，等他右腳恢復後，再進行左
腳的手術，將把左腳多餘的一根腳趾去除。「我從
小到大一直穿定做的皮鞋，從來沒穿過運動鞋，因
為運動鞋廠家都是批量生產，不能定做。」前日，
躺在病床上的張華希望穿上一雙合腳、舒適的運動
鞋，邁開大步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荊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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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湖南永順老司城為代
表的中國土司遺址今年7
月成功申報世界遺產。昨
日，以遺址核心區為主體
的老司城國家考古遺址公
園完成初期建設對外開
放，老司城博物館也同步
開館。
老司城遺址是內地目前

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
歷史最悠久的古代土司城
市遺址，它完整地反映了
土司及土司制度的產生、
發展和消亡過程，為研究土司制度提供了物化載體。據悉，老司城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涉及本體保護及考古發掘、陳列展示、遺址
配套、環境整治等四大類，規劃期限為2012年—2031年，目前建設
進入中期階段。
據湖南省文化廳廳長李暉介紹，專業人員已針對遺址本體危重部

分實施了搶險加固工程及古建築保護修繕工程，完成考古發掘4,800
平方米，勘探面積2萬平方米，出土各類文物5萬餘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董曉楠 永順報道

甲午海戰沉船甲午海戰沉船「「丹東一號丹東一號」」

大腳青年「削足」五分之一「適履」

昨日在河南濟源黃河三峽遊輪上，當地山民展現一幅別樣壯美的
「山貨」五星紅旗。這幅特殊的國旗是使用近1萬顆山楂（紅果）
和上百個金黃的山柿子拼出來的。黃河三峽兩岸的鳳凰山上盛產山
楂、核桃、山棗、山花椒、山藥等多種山果。 ■中新社

湖南老司城考古遺址公園開幕湖南老司城考古遺址公園開幕

山果紅旗

珠江最大遊船——粵
劇紅船船體合龍儀式暨
外形揭曉活動昨日在廣
東東莞麻涌鎮舉行。粵
劇面臨着觀眾群老化的
現狀，難以吸引新觀
眾，尤其是年輕觀眾的
加入。粵劇紅船作為一
個流動劇場，未來希望
吸引更多人關注粵劇發展。
記者在現場了解到，船體合龍後，剩下3個月，船廠開始建設船

身以上部分，還要在船體內鋪設大量管線、機械設備和舞美裝置。
粵劇紅船《船說》創意策劃、總統籌黃南冰說：「初步計劃粵劇紅
船是12月底前下水，明年1月份演員能登船合練，爭取明年2月初正
式運行」。
據悉，粵劇紅船總長55米、主體部分長50米，寬16米、高出水

面8.4米，建成後可搭載330人。粵劇紅船的任務是要吸引更多的人
來看粵劇，「讓不懂、不看、不了解粵劇的人走進紅船」。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粵劇紅船合龍粵劇紅船合龍望明年望明年22月運行月運行

在古興隆寺基礎上擴
建的山東兗州興隆文化
園，昨日開園試運行。
於興隆塔地宮出土的佛
頂骨真身舍利等47顆舍
利，被安放在118米高
的靈光寶殿最高處，重
新接受世人朝拜。寶殿
內的一尊釋迦牟尼掐絲
琺瑯佛像，同日被健力
士世界紀錄公司認定為

世界上最高大的室內琺瑯佛立像。
文化園西區位於千年興隆塔下，區內的靈光寶殿以興隆塔地宮發現

的金瓶為藍本，供奉佛骨舍利。東區則以佛教文化體驗和演藝為主。
據悉，兗州興隆寺塔始建於隋朝，興盛於宋朝，塔有13級，高54

米，呈「塔上塔」奇觀。2008年8月，興隆塔地宮出土世尊金頂骨
真身舍利及金瓶等一批佛教聖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永傑 山東兗州報道

魯興隆寺最高琺瑯佛破健力士魯興隆寺最高琺瑯佛破健力士
「丹東一號」沉船位於鴨綠江口西南約50公

里海域，所在地曾為1894年中日甲午海
戰時的交戰海區。對於「丹東一號」沉船的水下
考古調查由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進行。由於之前對該
沉艦的具體身份尚不十分明確，故將其暫命名為
「丹東一號」。

考古人員於2013年11月、2014年4月先後下
水「尋寶」，並發現了一艘疑似清代北洋水師的
沉艦。經科技鑒定，考古團隊證實沉艦體量約為
1,500噸左右。艦體雖絕大部分深埋於沙下，但可
見船體外殼為鐵板構造，鐵板以鉚釘連接，兩側
舷邊多因崩塌而平攤沙層中。船體外輪廓形態尚
可，但船艙受戰火及其他因素影響受損較大。船
體抽沙後，可見碎木板、彎曲移位的鐵板，並有
多處火燒痕迹，與史料吻合。

瓷盤「致遠」字樣成鐵證
讓考古隊員沒有想到的是，今年一組瓷器碎片

的意外出水，成為了破解「丹東一號」的身份之
謎的關鍵鐵證。由於海底凝結物的附着，純白色
的瓷盤表面佈滿了斑點。考古隊員們對瓷盤碎片

進行了初步拼接後，盤子正中間出現了一個並
不明顯的圖案字樣。經過考古隊員仔細辨認，
正是繁體的「致遠」字樣。
領隊周春水介紹，致遠艦和靖遠艦這兩艘姊
妹艦是由英國公司設計建造，配備的全套餐具
也都是特別定製。與收藏於中國人民革命軍事
博物館中的靖遠艦的盤子對比後，最新發現的
瓷盤碎片經過拼接後出現的相同字體的「致
遠」標記，就成為了鎖定致遠艦的鐵證。
121年前發生的甲午海戰，清北洋水師共有

致遠、靖遠、超勇、揚威等 4條戰艦沉沒在
交戰區。在甲午海戰中，鄧世昌所率的致遠
艦為掩護受到猛烈攻擊的旗艦定遠，毅然衝
向敵軍戰艦，全艦官兵除 7人獲救外，全部
壯烈殉國。

去年國家文物局水下遺產中心在遼寧丹去年國家文物局水下遺產中心在遼寧丹

東黃海海域發現甲午海戰沉沒戰艦東黃海海域發現甲午海戰沉沒戰艦，，由於由於

之前沉船的具體身份不明之前沉船的具體身份不明，，被暫時命名為被暫時命名為

「「丹東一號丹東一號」。」。今年今年88月月，，國家文物局對國家文物局對

其進行了重點調查和打撈其進行了重點調查和打撈，，一大批文物陸一大批文物陸

續出水續出水，，這艘沉艦被確認為清朝北洋艦隊這艘沉艦被確認為清朝北洋艦隊

的致遠艦的致遠艦。。

■■綜合央視新聞綜合央視新聞、、人民網報道人民網報道

確認為確認為

在重慶江北小苑有一個特別的皮鞋修補攤：猜對
攤主的謎題，可以享受至少免費擦鞋一次的服務。隨
後，記者探訪發現，這位攤主原來是在擺攤覓知音。
攤主是一位72歲的老人，叫劉為忖，攤位只有幾

平方米大小，擺着一個擦鞋箱及修補器械，攤位邊還
有幾張小黑板，寫着他出的謎題。
其中一塊黑板上寫着這樣的題目：「老師講課，

學生考試，屠夫賣肉，棒棒掙錢。」打四個字，然後
將四個字再組一字。老劉承諾，揭開謎底免費擦鞋兩
次。不過，這道題直到去年6月，才被一名學生解
開。
劉為忖有一日早上出攤時，一名高三男生路過，
將這道題用手機拍下，想要上網找到答案。「我的題
都是自己創作的，網上怎麼可能查得到。」老劉很自

信。不過，三天之後，他在攤位上發現了一張字條，
寫出了答案：捌。「答案是正確的，肯定是那名學生
自己解開的。」老劉說，後來這名男生來攤位找他，
坦言謎底是花了三晚想出來的，網上果然查不到。

5年解題不超10人
劉為忖說，自己在此處擺攤13年，猜謎題活動也

有5年時間，能夠解題之人只在10人左右。黑板上
的題都被人解出來過，卻無人要求老劉免費擦鞋。
他說：「真正能解題的人，也不是為免費擦鞋來
的。」實際上，每當有人解了題，均被老劉視為知
音，他都會主動提出來為對方免費擦鞋，不過解題
者都拒絕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補鞋匠覓知音 攤前掛謎題

■與正常人的
腳相比，張華
60 碼的鞋像
隻小船。

網上圖片

■劉為忖的修補攤掛着謎語。
本報重慶傳真

■當地土家族在開園當日的捨巴節上展
示祭祀文化。 記者董曉楠 攝

■■粵劇紅船船體準備粵劇紅船船體準備
合龍合龍。。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掐絲琺瑯工藝製作的釋迦牟尼佛，被認
定世界最大。 記者于永傑 攝

■日前打撈的帶
有「致遠」銘文
的瓷盤。
新華社

致遠艦致遠艦

■■甲午海戰中英勇作戰的甲午海戰中英勇作戰的
致遠號戰艦致遠號戰艦。。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