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現居廣州的61歲孫衛東本應是在家中頤養天年，
但他卻花了大半年的時間騎行中國。
孫衛東從廣東騎着人力三輪車到東北，前日返程
時途經湖北武漢。孫衛東說，他從3月22日由廣州
出發，北上的騎行路線是廣州—江西—浙江—安
徽—江蘇—山東—河北—天津—內蒙古—黑龍江，
回來時在河北張家口一個好心人家住了3個月。
「出來玩是調節一下心情，另一個目的是見見祖國
的變化。我以前在廣州客運站工作，上世紀70年代
在廣州到武漢的火車上做廚師，去年才退休。」
孫衛東的三輪車身蓋着塑膠雨棚，車裡放着睡
袋、羽絨服、麵包、報紙等物品，車龍頭上懸掛着
餅乾、小酒精爐等。他白天一般沿國道騎行11個小
時，晚上搭板子和棚子睡在車上。「我碰見過很多
好心人，給我送吃的、送喝的、送錢、幫我修車，
讓我感動落淚。」 ■《武漢晚報》

魯迅魯迅 近近373700萬成交萬成交書書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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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春市的吉林省東北虎園熊貓館內在長春市的吉林省東北虎園熊貓館內，，可愛的可愛的

大熊貓嘉嘉大熊貓嘉嘉、、夢夢在雪地中吃着竹葉夢夢在雪地中吃着竹葉、、撒歡玩撒歡玩

耍耍，，怡然自得怡然自得。。今年今年66月下旬月下旬，，兩隻大熊貓從中國兩隻大熊貓從中國

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運到東北虎園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運到東北虎園，，這是首次在這是首次在

中國北方高緯度地區飼養的大熊貓中國北方高緯度地區飼養的大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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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衛東騎三輪車大半孫衛東騎三輪車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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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魯番吐峪溝石窟寺西岸
中區出土的壁畫。 網上圖片

■79歲的王小先為了還
債，拚命幹三份工作。

網上圖片

今年79歲
的王小先 10
年來一直用
佈滿老繭的
雙手詮釋着
「誠信」二
字 。 10 年
前，家住浙
江省台州的
王小先因兒
子患了尿毒
症，村裡的
好心人幫他

籌集了40萬元看病，然而病魔最終還是
奪走35歲兒子的性命。辦完喪事後，王
小先開始拚命賺錢還債，雖然好心人告
訴他不用還，但王小先不答應，「把債
還清了我做人才能輕鬆啊！」
40多萬元，對於老人來說無異於天
文數字。王小先患有高血糖、高血
壓，老伴則是常年吃藥。
每天清晨4點，王小先隨便扒幾口冷

飯，就騎上三輪車到1公里外的菜地，
準備當天要賣的菜。老人種了4畝地，
他趕早把菜從地裡摘下來，然後在旁
邊的小水塘清洗乾淨，拿回家去。
「老伴今年也79歲了，我把菜弄好

後搬到菜場去，她負責看攤子。」王小
先送完老伴去賣菜，便換上清潔工人的
衣服出門幹活，這是他的第二份工作。
打掃完街道，王小先又騎上三輪車回

到菜地。吃完中飯，下午王小先還要繼
續忙地裡的活。到了下午4點多，王小
先又換上清潔工人服，第二遍打掃。

「有恩一定要還」
老兩口為了省錢，連菜都捨不得

買，每天吃的都是自家種的蔬菜，穿
的衣服更是幾年不見一件新的。
每當湊齊一筆錢，他就會把錢送到

村民家中。7年來，老兩口已還了34
萬元。「村裡徵地，我準備把家裡的地賣掉，這
樣我就能把錢還完了。」王小先說：「祖輩一直
都教育我們要誠信，別人的錢是不可以欠的，別
人對我們有恩也一定要還的。」 ■《錢江晚報》

在海拔1,200米的世界自然遺產重
慶金佛山一溶洞內，工作人員近日
在實施旅遊開發時，發現了大量奇
怪的動物。牠只在黑暗的洞穴暗河
內活動，胖乎乎的腦袋、長長的尾
巴，形似蝌蚪，但通體卻是透明
的，能清晰看到各種器官和白色的
脊柱。經過金佛山科研監測中心和
專家鑒定，這是中國特有的瀕危物
種紅點齒蟾的幼蟲，由於長期生活
在黑暗的洞穴環境中，身體成為了
透明狀。
金佛山洞穴施工人員表示：「整

個陰河全部都有，該魚多得很，稀
奇得很，我們都沒看到過。」

列世界瀕危物種 僅分佈渝黔鄂
據專家介紹，該物種在1956年被

發現，目前全世界只有重慶、貴
州、湖北一帶的高山洞穴有分佈，
被列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
紅色名錄。
重慶師範大學動物生態學教授彭

建軍說：「牠一般在當年就通過變
態，我們生物學的專業稱呼叫變
態，直接從蝌蚪變成了成體，就變
成齒蟾，蟾蜍這一類，牠的成體就
不在水裡呆着了。」
專家還指出，大量紅點齒蟾以種

群狀態分佈非常罕見，這對研究洞

穴演化和動物進化有重要意義。目
前，工作人員已經將其納入監測範
圍，同時，由於旅遊開發只涉及洞
穴的一部分區域，施工方也採取了
措施對牠實施保護。 ■中新網

投資700餘萬元的西藏首個古人類遺址公園——
卡若遺址公園遺址遺蹟復原、遺址廢渣清運、圍牆
加固維修等工作順利完工，下一步將着手建設遺址
展示區和文化遺產博覽園。
卡若遺址位於該市卡若區以南，距今約4,000至
5,000年，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保存最完整、最系
統、遺物和遺蹟最豐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1996年
卡若遺址入選內地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據昌都市文物局局長永忠達瓦介紹，2007年自治
區文物局委託北京古建築研究院對卡若遺址進行了
整體規劃，將其定性為遺址公園，規劃總投資1.2億
元。目前已基本確定了遺址面積、遺蹟分佈點等信
息，發掘面積累計達3,040平方米，清理現代灰坑1
個、現代灰溝1條、卡若村民居1座，出土石器、陶
器及骨器等數百件，順利完成了遺址遺蹟復原工
作。 ■新華社

這件書法拍品尺幅僅為20厘米×24
厘米，上有魯迅先生手書四句佛

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
經，立地殺人」。
魯迅書法在民間極少流通，在收藏

界可謂「鳳毛麟角」。此前在2013年
的嘉德秋拍中，魯迅於1934年寫給民
國著名出版人、編輯家陶亢德的信函，
拍出了655.5萬元天價。

作品或寫於1931年前後
據透露，本次書法拍品源自周氏兄

弟（魯迅本名周樹人）故人、日本教育
家清水安三的後人。作品被盛放在一方
雅致的小木盒裡，盒蓋內側有清水安三
親筆題識：「朝花夕拾，安三七十
七」，又附一段小字：「此書是周樹人
先生之真筆也。思慕故人不盡，添四個
字在此，這是魯迅先生書名也。」
據《北京晨報》報道，清水安三是
與魯迅有密切交往的日本文化界人士。

清水後來寫了多篇文章介紹他與魯迅的
交往，說他與魯迅「交往甚密」，並自
認為是「最初向日本介紹魯迅的」。
另據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黃喬生推測，

「此幅作品可能寫於1931年前後。這一
年魯迅、內山完造、增田涉和清水安三
在上海見面，交談相當頻繁。」儘管此
幅作品一無上款，二無鈐印，但是仍被
業內專家認定為真跡。
此外，曾收錄於《石渠寶笈》初編
的清宮內務府主管赫奕《煙樹山亭》以
2,530萬元成交，位列「古代繪畫夜
場」最高價。

44 分鐘分鐘，，1111 輪輪，，304304..7575 萬元萬元（（人民人民

幣幣，，下同下同，，約合港幣約合港幣368368..8989萬元萬元）。）。昨昨

日凌晨在北京匡時秋拍日凌晨在北京匡時秋拍「「澄道—中國書法澄道—中國書法

夜場夜場」」中中，，一件罕見的魯迅書法作品以一件罕見的魯迅書法作品以

7575萬元起拍萬元起拍，，經激烈競價經激烈競價，，最終大幅溢最終大幅溢

價價，，成交價遠超此前的估值成交價遠超此前的估值8080萬元萬元。。該該

書法作品共四句書法作品共四句，，每句四字每句四字，，平均算下平均算下

來來，，每個字約每個字約1919萬元萬元（（約合港幣約合港幣2323萬萬

元元）。）。 ■■中新社中新社//《《北京晨報北京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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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安三與魯迅建立中日
友誼。 網上圖片

■■魯迅書法作品裝在木盒裡魯迅書法作品裝在木盒裡，，盒蓋內側題識盒蓋內側題識：「：「朝花夕拾朝花夕拾，，安安
三三七十七七十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魯迅「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放下佛
經，立地殺人」書法
作品近370萬元拍
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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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魚」群現渝溶洞 可「變態」成蟾

貴州省晴隆縣的「24道拐」公
路設計者鄒岳生在辭世近 50 年
後，被「破格」追授抗戰勝利70
周年紀念勳章。該枚由中共中央統
戰部批准、民革中央授權頒發的勳
章，日前終於到了鄒岳生的後人鄒
人倜手中。
「按規定，有三類人可獲抗戰紀念

勳章。」鄒人倜說，大伯鄒岳生並不
符合這些條件，卻獲得了抗戰勳章，
與「24道拐」的特殊意義有關。

修固抗戰運輸生命線
「24道拐」全長約4公里。抗日

戰爭期間，這條在傾角約60度的山
坡上以S型蜿蜒的公路，成為國際
援華物資輸送前方的咽喉要道。
1942年，「24道拐」在援華美軍和
當地民眾的配合下搶修加固，逐漸

成為「史迪威公路」最重要的形象
標識。
「那時修路遠比現在艱難，需要

設計者親自到沿線走一遭，而西南
地區山高林密，瘴癘瀰漫，瘧疾橫
行。」時至今日，鄒人倜還記得鄒
岳生在崇山峻嶺中工作時的「行
頭」：一頂形狀有點像鋼盔的帽
子，一件擋雨的風衣，一個須臾不
離身的羅盤，一根下山用的枴杖。
「就是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伯父
硬是用雙腳踏遍了沿線的高山深
澗。」
除了勘察設計，施工也同樣艱

難。「24道拐」研究專家陳亞林曾
說，為支援抗戰，修築這條公路
時，晴隆縣城所有的勞動力幾乎全
部出動，自帶乾糧和簡陋的帳篷，
能拉能馱的牲口也全部上陣。

鄒岳生的心血沒有白費。這條歷
經10個月修好的公路，在日軍切斷
海上航線後成為東南亞重要的國際
大通道，被譽為「抗戰運輸生命
線」。
因為這些重大貢獻，這位在國民

黨統治時期便享有「公路鉅子」美
譽的人，才能被破格授予抗戰紀念
勳章。 ■中新社

■「24道拐」由「公路鉅子」鄒岳
生（左圖）設計。 網上圖片

24道拐設計者辭世50年「破格」追授抗戰勳章

主題為「千村秀美百花宴、壽鄉
連州菜心甜」的廣東連州菜心節昨
日舉行，該市龍潭古鎮前日重啟古
代水上菜市與良心菜籃，遊客紛紛
登上無人船「搶購」蔬菜。
位於粵北連州龍潭古鎮的湟川三

峽風景如畫。上午9時許，3艘小船
從遠方搖來，船上放滿了剛從菜地
裡採摘下來的新鮮菜心，幾名身穿
瑤族服飾的瑤族少女立在船頭，揚
手招呼岸上的遊客。「水上菜市」
生動新鮮，宛如現代版的「清明上
河圖」。

船靠岸，瑤族少女與船夫上岸離
開，留下一船菜心與一個投幣的籃
子，船上菜心標明售價5元一紮，
遊客可根據自己取拿的紮數自動投
幣到菜籃子裡。
據說，當年，淳樸的瑤胞平時忙

於家務與農田耕作，一般都會將船
盛滿菜心與農產品，搖到墟鎮、客
人多的碼頭，然後將船一放，繼續
回家忙碌，客人則根據船上農副產
品標價與斤量，自動投幣到菜籃子
裡。忙碌完後的賣菜人回到船上，
收好錢幣，搖船回家。

遊客一聽說有這樣的傳統水上菜
市，紛紛上船去觀看體驗、投幣購
買。僅一個多小時，3船菜心被一
搶而空，遊客留下的菜錢較實際應
收取的多出了不少。 ■中新社

粵重啟古代水上菜市 無人售菜船受青睞
■■廣東連州龍潭鎮恢廣東連州龍潭鎮恢
復古代水上菜市復古代水上菜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南博推董其昌作品南博推董其昌作品
展示明末清初南京城展示明末清初南京城
江蘇南京博物院昨日起推

出《明末清初金陵繪畫特
展》、《傅抱石古人詩意畫
專題展》、《清代帖學書法
專題展》3項藝術大展，讓
民眾通過書法、畫卷「穿
越」回十七世紀的南京城。
明末清初，南京雲集了各

地的畫家，董其昌、吳彬、
魏之璜、魏之克、胡宗仁、
胡宗信聲名顯赫。他們在南
京或造訪、或遊歷、或定
居，他們才華橫溢，流連於
山川草木間，或沉醉在故國
情思中，舞文弄墨，賦詩作
畫，呈現出複雜的藝術文化
追求。此次明清繪畫展遴選
了該批大家們近70件套作
品，立體呈現明末清初南京
城的繪畫生態。
據南京博物院歷史研究所

研究員萬新華介紹，董其昌
的作品是近20年來首次公開展出，尤顯珍貴。
「董其昌是明代中後期文人繪畫的重要代表人
物，作品的開創性在於講究筆墨，作品平淡天
真，清代山水畫大多源於董其昌。」
此外，展覽還集中展示近30位清代帖學名家之

作，其中包括清帝康熙、乾隆的御寶。「康熙皇
帝的書法有獨到的一面，因為他崇尚董其昌，在
康熙初年，出現朝廷上下一起來學董其昌的風
潮，乾隆推崇趙孟頫，後來引起趙孟頫熱。」萬
新華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

考古人員近日
對新疆吐魯番吐
峪溝石窟寺進行
考古發掘時，發
現大量壁畫、塑
像殘塊和紙質文
書。其中，回鶻
文－漢文雙語完
整卷軸、書寫在
樺樹皮上的梵文殘片、古藏文冊頁等尤為重要。
此次考古發現位於吐峪溝石窟寺西岸中區的一組
石窟群，與隔溝相望的東岸北區窟群相比，這一窟
群佈局比較規整，窟群上下共分5層，以禮拜窟為
中心、上下左右開鑿或砌築有僧房窟、禪窟以及其
他生活用窟。
考古人員在禪窟內發現了大量回鶻文、漢文墨書
題記、朱書婆羅米文題記，在中心柱殿堂和僧房內
發現大量壁畫，部分僧房還出土有大量漢文、回鶻
文紙質文書、紡織品等。在僧人生活用窟中發現大
量用火痕跡，有爐灶、土炕等，在其中一個灰坑中
出土有北宋年間的銅錢。
吐峪溝石窟寺遺址是新疆東部開鑿年代最早、規
模最大的佛教石窟遺址群，保存了公元3至9世紀的
佛教藝術遺蹟。 ■新華社

西藏古人類公園西藏古人類公園
復原遺址遺蹟復原遺址遺蹟

新疆吐峪溝石窟新疆吐峪溝石窟
發現壁畫紙質文書發現壁畫紙質文書

■董其昌的《瑞芝
圖》。本報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