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武漢大學
櫻花大道上昨日
綻放的櫻花，引
來過往行人駐足
觀賞。近段時間
武 漢 多 變 的 天
氣，讓櫻花樹誤
以為春天到了，
十來棵櫻樹枝頭
悄然綻放朵朵櫻
花，別有一番風
味。 ■中新社

十 月 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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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仁祿老宅是這裡最具代表性的建築。這座
建築共有三進四院，四個天井，77間房。

為了順應門前河流的南北走向，這座建築許多
房間都是東西朝向，遠遠看去，前面有水後面
有山，氣勢恢宏，非常符合中國傳統建築對風
水格局的要求。
這是唐以金收藏的第一座古民居，也是目前

最大的一座。為了收藏這些原本破舊的古民
居，唐以金把一輩子6,000多萬元人民幣的積蓄
全部投入其中。

唐以金說，自己13歲起就從事木匠工作，發
現很多古代的優秀建築、工藝在流失，就想以
後有能力一定要把這些文化遺產保護起來。

180多車搬運到珠塘村
2009年，一位全州縣永歲鄉的朋友告訴唐以

金，自己村的蔣仁祿老民居因為湘桂高鐵的建
設需要搬遷，希望唐以金能夠去看看，想辦法
把這座房子保留下來。
「第一眼看到這座建築的感覺就是震撼，它

的雕花、石刻栩栩如生，不少精湛的工藝我都
沒見過，有一種獨特的藝術靈魂。」唐以金
說，異地搬遷古民居，建一間民俗博物館的想
法由此而生。
當時這座房子還有30多戶住戶，唐以金把異

地搬遷來保護古宅的設想和他們逐一溝通，僅
用了3天的時間就得到了所有住戶的認可。於
是，唐以金僱了40多人，花了40多天把這座房
子拆了下來，石料、瓦片、青磚以及木構件裝
了180多車，運到了珠塘村的新址。

傾傾60006000萬身家萬身家

在廣西桂林全州縣珠塘村在廣西桂林全州縣珠塘村，，清晨的灌陽河旁清晨的灌陽河旁，，一座座小一座座小

青瓦青瓦、、坡屋頂坡屋頂、、飛檐翹首的桂北古民居沐浴在秋色之中飛檐翹首的桂北古民居沐浴在秋色之中，，

河岸邊一座古老的水車正在把清澈的河水引到岸邊的良河岸邊一座古老的水車正在把清澈的河水引到岸邊的良

田田。。青山青山、、綠水綠水、、古宅古宅、、水車構成了一幅美麗的畫卷水車構成了一幅美麗的畫卷，，這這

是全州縣思源民俗博物館所在地是全州縣思源民俗博物館所在地。。這些古民居是現年這些古民居是現年7272歲歲

老工匠唐以金用老工匠唐以金用77年的時間年的時間，，從桂林各地收集從桂林各地收集、、搬遷並重搬遷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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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藝的最大心願手藝的最大心願。。 ■■新華社新華社

「百名攝影家走進莫高窟攝影創作活動」昨日
在甘肅敦煌莫高窟啟幕。莫高窟首次對外免費開

放5個不同時期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洞窟，供
中外百名攝影師進行實景拍攝與藝術創作。
為期5天的拍攝，敦煌研究院還將開放莫高窟

南區石窟群外景、北區石窟群外景、莫高窟標誌
性建築九層樓及莫高窟周邊環境等，供100名攝
影師進行創作。創作活動還包括敦煌境內的陽
關、玉門關、河倉城等絲路歷史遺蹟，雅丹地
貌、鳴沙山、月牙泉等大漠自然風貌及敦煌城市
建設、人物風情的拍攝等。

對文物制定保護措施
在過去，敦煌莫高窟長期被「禁止拍照」，敦

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所長吳健對此解釋
說，平時在莫高窟洞窟內參觀禁止拍照，是因為
閃光燈等強光源或對窟內的壁畫、塑像等文物造
成損害，而此次活動對文物進行了一些冷光處
理，並制定了相關保護措施，都是在「把文物保
護好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創作。
敦煌研究院稱，此次活動旨在通過攝影鏡頭，

多角度、全方位、深層次地展現敦煌石窟藝術、
歷史遺存、自然風貌及人文風情等，建立藝術、
多元的絲路敦煌影像體系，推動敦煌文化藝術的
傳承與發展。

■中新社

四川省彭州市海窩子
鎮四位90歲以上老人近
日拍攝的一組「時尚寫
真照」在當地走紅。這
群特殊的「90後」穿上
時尚、靚麗的服飾走到
攝影師的鏡頭前，留下
一個個精彩瞬間。

■中新社

川九旬翁拍「時尚寫真」

敦煌莫高窟首「開門」迎百中外攝影師

新疆巴楚一位71歲老漢與一位114歲老太喜結良緣。兩
位老人是在一家養老院認識的，老漢苦苦追求了1年才終
於如願；最後兩人去當地民政部門領了結婚證並舉辦婚
禮。
當初老漢是覺得她做飯好吃，而且細心善良，於是才開

始猛烈的追求，其間也是被拒絕多次。如今兩老終於喜結
良緣並在養老院舉辦了婚禮。兩位老人在婚禮上，看表情
也是樂開了花。 ■《中國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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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 90歲以上老人拍時尚合
影。 中新社

■新疆巴楚71歲老漢與114歲老太舉行婚禮。 網上圖片
■■唐以金花七年異地重建廣西古
民居。 網上圖片

■■百名攝影
師獲邀到莫
高窟進行實
景創作。

中新社

■■為重建桂北古為重建桂北古
民居民居，，唐以金耗唐以金耗
盡積蓄盡積蓄。。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古宅易地復生

在新疆阿克蘇地區庫車縣，有個73歲的維吾爾族「潮老頭兒」，一直是其

所在的比西巴格鄉林場吾斯塘博依村的「明星」。他叫買買提．卡斯木，愛

唱紅歌，今年因兒子一句話，卻開始研究「高科技玩意兒」：手機和自拍

桿，因此成為天山南北新晉「網紅」。當他學會了用手機拍攝後，便是他實

現記錄民族團結故事夢想的時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

林場吾斯塘
博依村是

庫車縣比西巴格鄉
最偏遠的村。日前，村委
會小廣場舉行的自治區大
型網絡文化活動「融情．
微紀錄」啟動儀式上，頭
戴花帽，衣着整潔、坐在
觀眾席第一排正中間的買買
提．卡斯木一直舉着自拍

桿，跟周圍的人玩自拍。直到儀
式開始，老人才收起自拍桿。
活動進行中，正看着《愛上自

拍的「潮」老頭兒》微視頻的村民
的哈哈大笑聲喚醒了老人，老人定睛
一看，看到微視頻中的自己正跟兒子
賭氣，說自己一定能學會用自拍桿，
立刻也跟着大夥兒哈哈大笑起來。

醉心「高科技」感動兒子
今年年初，卡斯木發現家門前時常有年輕

人扎堆在一起，手裡拿着一根長長的細桿綁
着手機，擺弄着各種姿勢對着自己拍照。

老人困惑年輕人的「怪異行為」，但是
又不好意思問，只好回家求助在警務室工
作的兒子吐爾地。「他們嘛，都用手機記
錄生活中有趣的事情，存到手機裡，可以
經常拿出來看。」吐爾地告訴老父。
「兒子，這個東西該咋用？」卡斯木續

問。
「爸爸，這個太複雜了，你學不會

的。」吐爾地沒想到這番話竟「激怒」了
父親，激發起他學習手機自拍的勁兒。自
此，卡斯木只要見到村裡的年輕人就虛心
求教，最終，他的一番癡心感動了兒子。
「他年紀大了，手摁久了就累得慌，手

還老抖，也不會聚焦，一直練習了兩個
月，終於出師了。」吐爾地說。後來，吐
爾地還特別給父親買了大屏手機，以便他
拍攝。
學會手機拍照後，卡斯木做的第一件

事，是跑到鄰居田福金家拍合影照，兩家
是相處了50多年的老鄰居。

感激漢醫贈醫施藥
村裡人都說，學會拍照的買買提．卡斯

木精氣神跟以前不一樣了，每天穿得嶄
新，走到哪裡都「卡嚓、卡嚓」拍幾張，
自己樂得跟吃了蜜似的。他的手機裡有
300多張圖片和視頻，都是關於家裡的大
事小事和村裡的民族團結故事。
提到為什麼記錄這些，卡斯木回憶說，

小時候有一次他的母親生病了，從部隊上
退伍來到村裡的漢族醫生許希，經常來家
裡免費為母親看病送藥，這一看就是六
年。雖然最終母親還是離開了，但這件事
卻一直讓他感激不盡。
多年來，看到村裡的漢族鄉親和維族鄉

親像一家人般相互幫助，卡斯木萌生了將
村裡民族團結故事記錄下來的念頭。「因
為我從小經歷了很多苦難和挫折，我知道
當一個人遇到困難時，若有人能幫一把，
或許這個人一生的命運將會改變。我們這
個村，不分民族，和睦相處，團結互助53
年就是最好的見證。」
從1976年11月，卡斯木開始寫日記，

將村裡發生的每一件民族團結故事記錄下
來，這一記錄就是40年，從未間斷。如
今，他記錄的文字已經有50多萬字、26

個本子。
可是記在本子上的內容一次只能有一個

人看，卡斯木便想方設法，琢磨着如何讓
更多人知道村民族團結的故事，以及村裡
這些年的巨大變化。現在，他終於找到手
機拍攝去實現夢想的方法了。

據該村95歲的老支書米吉提．沙吾提介紹，
買買提．卡斯木雖然是個農民，但他差點就成
了村裡的第一個大學生。
2歲時買買提．卡斯木的父親因病去世，他的
母親養大四個孩子。16歲時，他幸運地考上了
中央民族大學，可收到錄取通知書的當天，
母親便去世了。悲傷之中，卡斯木決定放
棄上大學，承擔起整個家庭的重任。
如今，卡斯木家新修的抗震安居房
裡專門佈置了一間書房，在這裡，
他可以看書讀報、寫日記寫詩。卡
斯木說，現在政府優惠政策多
了，村裡人慢慢地富起來，村裡
很多人的養殖、刺繡、商店、修
理店等都是政府出資的，政
府還幫助年輕人外出務工，
村裡發生的變化他都看
在眼裡，「只要我還能
動彈，我就一直拍
下去，一直
寫下去。」

新疆翁迷自拍
見證民族團結
手機製逾300圖片視頻 成新晉「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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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新疆翁買買提七旬新疆翁買買提．．卡斯木在大型網絡卡斯木在大型網絡
文化活動文化活動「「融情融情··微紀錄微紀錄」」啟動儀式上用啟動儀式上用
手機進行拍攝手機進行拍攝。。 本報新疆傳真本報新疆傳真

■卡斯木因為兒子一句話，激發起學習手
機自拍的勁兒。 本報新疆傳真

■卡斯木在書房裡寫作，記錄民族團結的故
事。 本報新疆傳真

■■卡斯木是年輕人心目中的卡斯木是年輕人心目中的
「「潮老頭潮老頭」。」。 本報新疆傳真本報新疆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