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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創客筆繪冰城百年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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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心」嬰心臟成功「回家」
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外心人」嬰兒安安昨日在重慶市接受手

術治療後恢復良好，順利摘下呼吸機。
據悉，安安出生僅112天，心臟長在體外，僅由一層薄膜包

裹，如不進行手術，成活希望渺茫。近日，安安從陝西省咸陽市
轉院來到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21日，安安接受了長達4
個小時的手術。
據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胸心外科主任醫師吳春介紹，安

安一出生就被遺棄，後被送入咸陽市彩虹兒童醫院治療。咸陽市
愛心人士為安安捐款共計20多萬元，在當地治療時已花去大部
分，剩下的善款已不夠後期治療。 ■新華社

福建師範大學協和學院2016屆畢業生近日在游泳館，拍攝
了一組「高難度」畢業照。圖為畢業生們身着各式服裝在水中
拍攝。 ■文 /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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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鄭州市文化路北段，
有一棵生長1,100年的古槐，
被稱作「綠城最古老」槐樹。
如今，它面臨着被移走的危
險。如果移走，這棵古樹很可
能因此而死亡。樹主人和保護
古樹名木的義工都呼籲原地保
留下來。
「老槐樹有1,100年了，俺

老祖先從山西遷移這兒的時
候，它已經存活多年了。」東
趙村73歲的王金水望着自家院
內的老槐樹，內心感到十分糾
結。這棵古槐樹，上面懸掛惠
濟區政府頒發的「古樹名木、
嚴加保護」藍色牌子。其旁邊
豎立的一塊碑銘顯示，明初王家祖先從山西遷來時，此槐樹就已
經存在。王家對古槐崇敬有加，奉若神靈，世代保護。

「給一千萬也不同意」
王金水說，兩年前，村子拆遷進行的時候，他就十分牽念古槐

樹的去留。而最近多日，村裡瘋傳因其對新建社區「礙事」，要
把它挪到區鎮政府附近的古樹苑。記者現場撥通了東趙村村主任
王彥平電話，他介紹稱，按照計劃，這棵古樹要被移走，具體情
況不太清楚。
「常言道，人挪活，樹挪死。老槐樹一旦被挪走，等於宣判了

死刑。」王金水哽咽着說，前段時間，有人向他聯繫稱願意出些
錢，把古槐樹挪走被其斷然拒絕。老人稱，古槐見證了歷史，具
有不可複製性，即使有人出1,000萬元，自己也不願意把它挪走。
「古樹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搞那麼多古樹移栽過來，很多都

死了。再說胡亂移栽是違法的，凡是掛牌以後的古樹名木，是受
法律保護的。」鄭州市古樹名木保護義工崔晟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 鄭州報道

1956年，11歲的英國初中生威廉·林賽在一幅世界地圖上
看到了中國的長城。從那時起，威廉便
萌生了從長城這頭走到長城那頭的夢
想。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一路讓他走
了近30年。

垃圾問題 冰山一角
威廉認為，長城的垃圾問題只是冰山

一角，缺乏關於長城的教育和研究，是
目前長城保護面臨的最大困難。他建議
在中國高校開設長城研究的專業課程。
「這些研究不應該只是歷史的，而是多
方面的，是包括地理、民族、建築、旅
遊、法律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它不應
該是枯燥的，而是有意思的。」
根據北京市文物局統計，北京域內的
長城牆體及與長城不可分割的各單體建
築、附屬設施、相關遺存等，超過半數
已處於嚴重損毀甚至瀕臨消亡的狀態。
還有約40％相對保存狀態一般的，也因
常年失於及時修整而隱患重重，很難擋
禦風雨年復一年的摧殘。剩下不到10％

的長城本體、附屬設施、相關遺存，已
基本得到搶險性修繕或開發利用。
北京市文物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受

管理權、利益分配等多方面因素影響，
目前北京段長城的開放多是各自為政。
這樣就使得各景區在服務設施建設、長
城保護、遊客線路組織等方面存在很大
不平衡。」

索菲亞教堂、中東鐵路大橋、多國領事館舊
址……年過花甲的孫嘉駒習慣走街串巷，用鋼
筆手繪黑龍江哈爾濱的百年建築。令他沒想到
的是，這些建築手繪竟會促成他一個新的身
份——文化創客。

重拾畫筆 傳承建築文化
在哈爾濱，不少遊人都驚喜發現，在書籤、
明信片、帽子，甚至於一隻盤子上都可以找到
保護建築的鋼筆手繪影像，這些建築手繪正是
出自孫嘉駒之手。「『濃縮』着老建築的鋼筆
畫如此『文藝變身』，也讓更多人看到這些具
有百年曆史的保護建築的另一面，遊人喜歡把
它們作為紀念品帶走，這是對建築文化的另一
種傳承和傳播。」孫嘉駒說。

談起為何要用這種方式去傳承建築文化，孫
嘉駒表示，有一次在韓國發現當地在旅遊宣傳
冊裡放入一些手繪插畫，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
果。於是，他決心重拾「沉睡」多年的畫筆。
去年退休後，他張羅起自己的手繪工作室，專
注哈爾濱建築手繪文創產
品的開發。孫嘉駒
說：「旅遊者到一
座城市，終究是
要感受這個城市
的文化，濃縮的
鋼筆畫讓老建築
藝術煥發新的生
機。」

■新華社

斷壁殘垣存隱患斷壁殘垣存隱患
洋漢籲救救長城洋漢籲救救長城

「不論是重建還是修復，長城保護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我們缺乏有關長城

的教育和研究。中國的北大、清華應該有研究長城的課程。」堅持在長城

撿拾垃圾18年的「洋清潔工」威廉·林賽建議，內地高校應開設有關長城的專業課程，增加

民眾對長城的了解。據北京市文物局統計，北京域內長城約超過半數已處於嚴重損毀甚至瀕

臨消亡的狀態。截止到2015年底，還有89.5%的長城需要修繕。 ■《北京日報》

■1,100年的古槐樹。
本報河南傳真

■■孫嘉駒的作品孫嘉駒的作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818年來堅持在長城撿拾垃圾年來堅持在長城撿拾垃圾
的威廉的威廉··林賽林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花甲創客孫嘉駒花甲創客孫嘉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北京域內長城約超過半數已處於北京域內長城約超過半數已處於
嚴重損毀的狀態嚴重損毀的狀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