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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癌病人成功「換臉」
來自湖南湘雅二醫院口腔科和神經外科的九位

醫生近日協作為患者切除巨大腫瘤，並移植了兩
種組織瓣（皮瓣等）為患者進行「換臉」。
據湘雅二醫院介紹，38歲的患者余先生患有右

側頰黏膜鱗狀細胞癌，腫瘤持續長大，口腔科主
任吳漢江教授接診後，經反覆論證，專家團隊決
定先完整切除瘤體，再使用兩種組織瓣，聯合修
復切除瘤體後留下的巨大缺損。
整個手術的核心部分是「顱內外聯合入路側顱

底－頰－頜－頸聯合根治術」，需進行開顱手
術。專家團隊完整地切除了腫瘤及頸部淋巴組
織，包括大部分上頜骨、半側下頜骨、絕大部分
顴骨、右側整個腮腺及周圍肌肉等。
由於切除的瘤體大，原發病灶處留下了大缺

損，必須對其進行填充修復。團隊考慮用胸大肌
肌皮瓣和游離的股前外側肌皮瓣進行聯合填充修
補，這相當於一次「深度換臉」。
儘管醫生們的手法嫺熟，但整個過程仍用了六

個半小時。 ■新華社

放眼內地各大城市，很少有像廣州這
樣大規模鍾愛三角梅的。秋天才剛剛捎
來些許舒適涼風，廣州的內環路、高架
橋、行人天橋以及馬路綠化帶中，還有
各大公園，街頭巷尾人家的牆頭門窗
中，步子挪動三五步，抬頭低頭便能見
到三角梅的芳蹤。朋友圈也成了「三角
梅」的主題攝影展，持續一周還興趣盎
然。「秋天請到廣州來看梅」，也成了
穗人初秋的口頭禪。

開滿300座橋 籲設觀景台
三角梅其實並非廣州的市花，不過相

較於開在春天的市花木棉花，三角梅在
初秋的綻放則更能俘獲市民的「秋天情
愫」。
在廣州，開滿三角梅的橋有300座，
開滿三角梅的路超過了200公里。「一
路一姹紫，一橋一驚艷，滿城皆芳華」
的描述也就躍然眼前。莫說橋上的行
人忍不住要掏出手機頻頻留影，就連橋
下駕着車子的惜花之人，都恨不得立即
可以有位泊車，好拿出自己的手機咔嚓
拍下眼前的繁花燦爛。不少市民在微博
呼籲政府設立三角梅觀景台。此貼一

發，引來諸多民眾支持點選。
三角梅又叫勒杜鵑，插枝便

活，遇光即生。在不少文人筆
下，其「給點陽光就燦爛的」
天性多少暗合了廣州人的性
格——「政策鬆動就掙錢」，
因此特別贏得廣州人的喜愛。

■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近期上海街頭出現兩台「分享雪櫃」，原本
是想讓企業和個人將多餘的食物分享給有需要
的弱勢群體，但試運營效果並不理想，很多並
不困難的人屢屢拿走食品，甚至有人想一次性
搬空所有食物。
「分享雪櫃」內，多數食物是由附近正規餐

廳提供，有些只是未達到上菜標準，但質量達
標且都是當日新鮮供應，其中不乏許多豐盛的
葷菜。
從國際上做法來看，前來取餐的人只需吃飽

就好，但上海卻有不少人一次性就拿走很多盒
食物，甚至有人背上巨大的背包，試圖拿走所
有的食物。附近有居民亦將此當作免費餐飲提
供點，全家上陣來拿取雪櫃內不要錢的食物。
目前，兩台雪櫃前已經派駐多名義工，不讓

居民自行打開雪櫃拿取食物，而需在義工處登
記，由義工幫拿。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一
次要求拿兩至三盒食物，而對於前來取餐的
人，到底是否真為弱勢群體，目前也難以核
實。 ■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滬設「分享雪櫃」助弱勢
卻屢遭佔便宜

老畫家半失明
半世紀心血恐白流
四川廣安市建安南路一幢居民樓

裡，73歲的陳錫邦手捧着三幅《中國

歷代才女圖》初稿老淚縱橫。這件囊

括從先秦時期到近現代如班昭、卓文

君、李清照、冰心、瓊瑤等200位才

女的《中國歷代才女圖》，三幅初稿

連起來約150米。24歲就辭掉「鐵飯

碗」工作、開始用衛生紙作畫的他，

歷時49年，終完成三幅初稿。就差最

終的定稿，陳錫邦卻不幸患上眼疾，

右眼失明。他希望找到有緣人，幫

助他完成這50年來的心願。

■四川在線

昔棄「鐵飯碗」廁紙上畫才女

■廣州高架橋兩側的三角梅綻放得如火
如荼。 本報廣州傳真

■陳錫邦繪畫的《中國歷代
才女圖》手稿。 網上圖片

■陳錫邦筆下的才女。 網上圖片

陳錫邦從小喜歡畫畫，小學畢業後，到廣
安師範學校進修。1961年畢業後當美術

教師，一個學期後被調到電影放映隊當電影
海報繪畫員。長達五年的工作經歷讓他愛上
人物畫，特別是仕女圖。

癡迷畫畫廢寢忘食
1967年9月，24歲的陳錫邦辭掉了電
影公司這個「鐵飯碗」工作，到一鄉鎮
美術社當小職員，以安心做美術工作。
陳錫邦開始研究仕女圖，並在心裡萌生
一個大膽的想法——收集中國歷代才
女，並將她們繪畫成卷。他找到師從張
大千、以畫仕女盛名於世的四川著名畫

家趙蘊玉。趙蘊玉對他的想法給予肯定，並
幫助他收集資料。
這年冬天，陳錫邦開始畫《中國歷代才

女圖》，幾乎一有空就往成都、重慶、南
充等地的博物館、書店跑。曾經一段時

間，他對畫畫達到癡迷的程度。「鬍子拉
碴，廢寢忘食。」妻子用這八個字形容陳
錫邦一點也不為過。
由於市面缺乏畫紙，陳錫邦託親戚找到一捆

衛生紙，將這些衛生紙粘連後，22年時間裡，
在50多米的衛生紙上完成了第一幅手稿。

盼有緣人襄助圓夢
第二幅手稿色彩稿，陳錫邦為人物加上服

飾、髮型、飾品。到第三幅手稿，才女形象
已栩栩如生。
聽從趙蘊玉的建議，陳錫邦一直堅持毛筆

作畫的傳統。累積幾十年的功力，陳錫邦在
業內名聲在外，桃李天下。
然而兩年前，陳錫邦右眼失明，左眼患白

內障，1,000度的眼鏡壓在鼻樑上，五彩斑斕
的世界變得模糊。「就差最後的定稿了。」
兩鬢白髮的陳錫邦說，他希望有緣人能夠在
他第三稿的基礎上，完成最終的定稿。

■上海吹
起「分享
雪櫃」風
潮。
網上圖片

■三角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