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極考察雪

粵現明代官墓 棺陳完整乾屍

昨日，市民在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的江濱公園拍攝霧凇美景。當
日，市區出現霧凇景觀，吸引眾多市民和攝影愛好者走出家門記
錄美景。 文/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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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由277277名隊員組成的中國第名隊員組成的中國第3232次南極科學考察隊近日乘坐次南極科學考察隊近日乘坐「「雪雪

龍龍」」號破冰船從上海出發號破冰船從上海出發，，赴南極執行科考任務赴南極執行科考任務。。每當夜色降臨每當夜色降臨，，

行駛在茫茫大洋上的行駛在茫茫大洋上的「「雪龍雪龍」」號就會亮起燈光號就會亮起燈光。。而因為開燈會影響而因為開燈會影響

視線視線，，必須保持黑暗的駕駛室裡卻是一片安靜必須保持黑暗的駕駛室裡卻是一片安靜，，一群黑夜中的瞭望一群黑夜中的瞭望

者正在守護着者正在守護着「「鋼鐵巨龍鋼鐵巨龍」」安全前行安全前行。。 ■■新華社新華社、、中國網中國網

此次歷時 159 天、總航程 3
萬海里的考察之路，中國

首架極地專用固定翼飛機將在
南極拉斯曼丘陵、格羅夫山、
崑崙站等區域進行試飛，並開
展試驗性航空遙感遙測工作。
因此，保障航行安全成了考察
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務。

雷達輔助人眼觀察
「雪龍」號船長趙炎平說，
雖然「雪龍」號配備了先進的
雷達系統，可以準確識別前方
礙航物，但是任何時候都需要
靠肉眼來觀察，尤其是夜間行
船，以免萬一。
當晚，負責值班的三副「80
後」邢豪耐心細緻地向初次出
海的記者介紹駕駛台上的各種
航海儀器。而另一個值班水手
馬駿是船上第一個「南極二
代」，來「雪龍」號已經20多
年，他的父親是中國首次南極

科考隊的水手。
20時47分，X波段雷達中出現

一個亮點，被邢豪瞬間發現，他
迅速作出反應。他先在雷達圖
上，確認亮點在前方 2.2 海里
處；馬上切換雷達量程，亮點在
屏幕中消失；同時查看另一台S
波段雷達，沒有出現亮點；又用
望遠鏡瞭望，並無發現任何礙航
物。「據此，基本可以判斷亮點
為海浪回波的可能性比較大。」
邢豪解釋道。

用5分鐘「交接黑暗」
23時45分，二副張旭德和水手
吳建生，打着手電筒準時來到駕
駛台進行交接班。駕駛員之間、
水手之間分別進行交接，最關鍵
的是，他們還要「交接黑暗」。
「必須要讓接班的人眼睛適應5
分鐘以上，完全適應駕駛台黑暗
環境，得到確認後前一班才能
走。」邢豪說。

張氏宗親會近日在廣東惠州市博
羅縣城的羅浮藥業工地遷祖墳時，
發現祖墳竟然是一座「官墓」，張
氏宗親會已向當地政府報告並聯繫
文物部門，申請保護。墓碑文記載
是明朝成化（明憲宗年號）3年
立，距今至少已有580年歷史。
據博羅縣城下街餘慶里張氏宗
親會理事會負責人張祥穩介紹，
祖墳是本月11日開始遷移的，破
土後看到裡面的石棺龐大，遷移
不便，於是請來挖土機，當他們
破開堅硬的三合土後，發現裡面
是木槨，還散發出金絲楠木的香
味。由於不忍心破壞，他們便請
了工人用鐵鍬和大錘，慢慢撬開

第二層木槨，發現裡面還有一個
黑檀棺，直到當日下午3時許，才
將黑檀棺打開。讓他們驚訝的
是，黑檀棺裡面的先人，身體完
好，是一具完整乾屍。

金粉字跡遭破壞
據了解，墓穴約五六十平方米，

被毀壞部分裸露在外，現場散落着
一些石棺的石塊和木棺的木板。張
氏宗親會的族人，仍守候在墓穴
旁，整理死者陪葬物。裹在木棺上
的紅布上，用金粉寫有「皇明
儒」、「張」、「老」等字樣，紅
布被氧化後已經變成黑色。因部分
已被破壞，字跡不全。 ■中新網

重慶銅梁中學高六五級
兩張間隔50年的合照近日
在網上熱傳。50年前的黑
白照片裡同學少年風華正
茂，而50年後的彩色照片
中耄耋老人笑容依舊。不
少網友感歎：「相隔半個
世紀再聚首真是太不容易
了！滿眼都是感動。」
據這次同學會組織者之

一曹陽介紹，籌辦同學會
的念頭緣於今年4月與幾名
仍住在銅梁當地的老同學
聊天而生。「有不少同學
已經過世，雖然到這個年
齡生老病死都很正常，但
大家還是忘不了當年的同

窗之情，希望在有生之年還能再看看那些數十年未曾見面的老同
學。」曹陽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袁巧 重慶報道

福建武平十方鎮和平村有一棵已有500
多歲的木荷樹，枝繁葉茂，胸徑 1.66
米，需四人合抱。據十方鎮林業站潘站
長介紹，此樹高達45米，是福建省內最
高的一棵木荷樹，2014年被評為「木荷
王」，是福建十大「樹王」之一。
和平村黨支部書記朱勝萍說，這棵樹陪

伴村子200多年了，目前，村民自發組織
保護小組，擬在古樹周圍開工新建「木荷
王」主題休閒公園，以供遊客參觀，也給
村民提供一個休閒娛樂好去處。
木荷樹屬常綠喬木，具有含水超群的

特性，且樹冠高大，葉子濃密，就像一堵高大的防火牆，能將熊
熊大火阻斷隔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麗寬 龍岩報道

寧夏自治區人大代表、山河鄉石碑村回族
婦女馬葡萄以摘棉花7.2噸、收入1.45萬元
（人民幣，下同）的優異成績再次獲得農場
「拾花狀元」殊榮。
葡萄今年33歲。2006年，她參加了寧夏隆

德縣「萬人進疆」的務工大軍。當年，她在
新疆兩個多月拾花6.2噸，勞務收入近6,000
元，被新疆農八師142團授予「拾花狀元」
稱號。2007年，馬葡萄和丈夫又參加「萬人
進疆」工程，兩個月僅她一人就摘得達7.3噸
棉花，夫妻倆總收入達1.1萬元，再次被授予

「拾花狀元」。至今，馬葡萄已連續10年衛冕「狀元」頭銜。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

福建逾福建逾500500歲歲「「樹王樹王」」高高4545米米

寧夏回族婦衛冕寧夏回族婦衛冕「「拾花狀元拾花狀元」」

初
冬
霧
凇

■連續10年衛冕「拾
花狀元」的馬葡萄。

本報寧夏傳真

■福建「木荷王」。
本報福建傳真

■上為50年前畢業照，下為50年後
紀念照。 本報重慶傳真

■■「「雪龍雪龍」」號科考隊員將採集到的號科考隊員將採集到的
海水樣本裝入收集瓶海水樣本裝入收集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雪龍」號周圍一
片黑暗。 網上圖片龍

黑夜瞭望者護航

攝影攝影「「蜘蛛俠蜘蛛俠」」
退役傘兵王正坤，8年前瘋狂迷上了極限攝影，他以「上帝視角」拍攝了眾多拿獎拿到手軟的

「大片」，被稱為「重慶第一登高攝影師」。迄今，重慶200米以上的高樓，都被王正坤征服。

同時，上海中心大廈、東方明珠塔尖、金茂大廈、環球金融中心及三峽所有高峰……也一一被王

正坤「踩」在腳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毅重慶報道

搏命拍美景搏命拍美景
■■王正坤在摩天大王正坤在摩天大
樓上自拍樓上自拍。。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王正坤爬過的高樓（部分）
上海中心大廈：632米
上海環球金融中心：492米
東方明珠塔：468米
上海金茂大廈：420米
重慶環球金融中心：339米
重賓保利國際廣場：290米
重慶英利國際金融中心：288米
重慶世貿中心：283米
浪高凱悅大廈：258米
未來國際大廈：236米
喜來登國際酒店：218米

■王正坤挑戰三峽高
峰。 本報重慶傳真

■■王正坤航拍三峽王正坤航拍三峽。。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王正坤有12年軍齡，其中8年跳傘生活練
就了「英雄膽」，為退役後挑戰極限攝

影掃清了心理障礙。
為了一幅完美的照片，很多時候，王正坤

都在玩命。他會騎坐在圍牆的牆頭，一隻腳
懸在牆外，一隻腳在牆內，一手拉鐵欄杆，
一手拿相機。王正坤戲稱自己是「現實中的
蜘蛛俠」，但摩天大樓的管理方每次都被他
「嚇破膽」。為了免責，王正坤多次與相關
方簽訂「生死狀」：安全責任自負，和組織
方、大廈業主、物管方無關。

偽裝工人登130層樓頂
王正坤兩次征服有着「世界第二高樓」之

稱的上海中心大廈是例外，因為兩次都是偽
裝成工人偷拍。
2014年2月，兩位俄羅斯登高
狂人站在上海中心大廈頂端任性
玩自拍的視頻火
了。王正坤非常
不服，因為2013

年9月他就登頂了，比俄羅斯人早半年。
當年，王正坤提出去上海中心大廈頂端拍

作品時，很多同行不贊成「要上去拍，絕對
辦不到。」這反而激起王正坤的鬥志。2013
年9月11日，王正坤到達上海中心大廈項目
工地，苦等6個小時才在一位工人的幫助下，
偽裝成新招的工人，躲過保安，輾轉到達130
層頂樓，拍出了驚艷作品。
回渝後，王正坤感覺餘興未盡，同年10月

他攜手空降兵戰友「梅開二度」。這次風險
更大，樓頂已少有鋼管作護欄，猛烈的晚風
將腳架吹得不停搖晃，花了很大的精力，才
拍到了斑斕夜景。隨後，兩人退至樓梯間小
憩。翌日清晨，王正坤又攀爬上了相當於8層
多高樓的塔吊，超越世界第二高樓的高度，

將上海美景統統收到他獨一無二的鏡頭裡。

攀三峽高峰險粉身碎骨
除了登樓，三峽所有高峰也被王正坤爬

遍，被譽為「三峽之子」。相比攀樓，爬山
風險更大。但高山之上的絕世美景，令王正
坤癡迷，危險早被他拋之腦後。
2013年深秋，四川九寨溝諾日朗瀑布進入

王正坤的鏡頭。為了拍到瀑布全景，王正坤
必須征服瀑布對面3,000餘米的高山。選定線
路，王正坤獨自攀登這座坡度達80度的高
山。在接近山尖時，王正坤遇險了。「那個
地方是個凹陷處，進退兩難。」王正坤說，
當時有些心慌，強迫自己休整了10餘分鐘，
最後用三腳架支撐，縱身一躍，抓住山尖上
的樹根，爬了上去，「如果抓不住樹根，後
果就是粉身碎骨。」

登頂後，諾日朗瀑布盡收
眼底，王正坤開始狂拍。一

根伸出懸
崖的枯木角度更好，王正坤沒看清楚
便站了上去，「啪」的一聲，枯木斷了，情
急之下王正坤一把摟住樹幹，救了自己一
命。斷掉的枯木「轟隆隆」滾下懸崖，驚出
王正坤一身冷汗。
拍攝完畢，天色將黑，王正坤下山卻迷路

了。偌大的原始森林裡，靜得可怕，王正坤
邊唱歌壯膽，邊摸索着下山路。最後，循着
水聲，王正坤終於見到了山下焦躁不安的隊
友。事後，這幅被王正坤命名為《水從天上
來》的作品，獲得了全國攝影大賽的銀獎。
而為了攝影三峽風光，「蹲點」更是家常

便飯。三峽之首瞿塘峽風光旖旎，歷來被諸
多攝影家視為采風寶地。有一年，王正坤邀
約同行攀瞿塘峽采風，天不作美，連下8天大
雨，其他同行全部失去耐心，早早「打道回
府」。王正坤不死心，獨自留守。第9天的早
上，雲開霧散，霞光萬丈，瞿塘峽用震撼人
心的畫面回報了王正坤。

妻子擔心叮囑檢查繩索
現在每次出門，妻子

都是王正坤的安全員。
除反覆叮囑安全常識，
還把王正坤所用的安全
繩和繩扣翻來覆去檢查
很多遍。怕繩子老化，
妻子還經常為他更換新
繩子。
「保險設備帶齊，確

保萬無一失，才算標準的
『探險家』，而非『說走
就走』。」王正坤說，除
保證安全外，提前做好拍
攝的功課，比如擬主題、
構圖，也是必要的。王正坤說，登高拍攝有一
定危險，沒做好準備千萬不要輕易效仿。

■■王正坤鏡頭下的重慶城市景色王正坤鏡頭下的重慶城市景色。。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