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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訊誕生25周年 靠電腦打字無人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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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鮮是不少人的心頭好，但比

利時與英國研究人員發現，經常

出現在海鮮菜式上的青口，平均

一份約20隻，便含有約90顆塑

膠微粒。而一份6隻生蠔，亦含

有約50顆塑膠微粒。若一周吃

兩份青口加一份生蠔，意味一年

可能吞下1.1萬顆塑膠微粒。

多食生蠔青口
恐年吞逾萬膠微粒

魚類「更令人擔憂」

在古典音樂界享負盛名的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爆出性
侵醜聞，在歌劇院擔任音樂總監長達40年的殿堂級指
揮家詹姆斯．李汶(James Levine)，被指控於1980年代
起，猥褻侵犯一名男童。受害人表示，這段痛苦經歷令
他瀕臨自殺邊緣。李汶暫時未有回應，紐約大都會歌劇
院稱正調查事件。

赤裸自慰 付39萬掩口費
現年48歲的受害人去年向伊利諾伊州森林湖警方報

案，聲稱童年時遭李汶性侵。他表示於1985年其15歲
時，希望在音樂界發展，李汶當時邀請他到紐約接受面
試，其後鼓勵他參與「性實驗」。他指李汶曾在他面前
赤裸自慰，又吻他的陰莖。《紐約時報》取得警方報告
副本，當中受害人稱李汶當年充滿性暗示地撫摸他的
手，翌年夏天李汶赤裸與他同床並撫摸他的私處。由於
他有經濟困難，李汶多年來曾給他超過5萬美元(約39
萬港元)，性侵經歷直至1993年才結束。
受害人聲稱這些事件幾乎毀掉家庭，他感到孤獨和害

怕，一度萌生自殺念頭。他表示最後一次與李汶談話是
於2014年，李汶當時稱不會再給他金錢。
在媒體近日公開事件後，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前日發聲

明，承認去年10月獲悉警方正調查李汶，當時李汶稱
指控完全失實。據悉李汶現時未被停職。
李汶的性侵傳聞其實已流傳多年，在紐約大都會歌劇

院任職新聞公關15年的菲德勒，於2001年的著作中寫
道，自1979年以來，這些傳聞不時流傳，歌劇院公關
辦公室已不斷指出完全沒實質證據。李汶1987年接受
《紐約時報》專訪時也駁斥傳聞。

演出逾2500場 夥拍巴伐洛堤
李汶是全球最知名的古典音樂指揮家之一，曾37次

獲提名格林美音樂獎，並10度奪獎，2002年榮獲肯尼
迪中心榮譽大獎。他自1976年起擔任紐約大都會歌劇
院音樂總監，擔任85齣不同歌劇合共逾2,500場演出的
指揮，比任何指揮家都多，曾與著名男高音巴伐洛堤和
杜明高等傳奇人物合作，直至去年卸任，轉任榮譽音樂
總監，儘管受帕金遜症等病患困擾，但仍打算今季在多
場演出擔任指揮。 ■法新社/美聯社

比利時根特大學進行相關研究後，
警告海鮮中的海洋塑膠微粒，可

能對食品安全構成威脅。英國埃克塞特
大學團隊所做的研究則指出，海鮮隱藏
的食物安全危機可能更嚴重。
埃克塞特大學團隊在實驗室檢驗數以
百計的青口，發現幾乎每隻都含有疑似
塑膠纖維。研究人員將微型的熒光聚氯
乙烯(PVC)碎片放入水中，模擬青口在
海中接觸垃圾的情景，發現青口會進食
塑膠，如同進食浮游生物一般，而每隻
青口平均會找到4.5顆塑膠纖維。

停留在青口內臟
領導研究的海洋科學家波特表示，在累計一名
普通食用海鮮人士一年內會吃下的塑膠量，情況
令人震驚。參與研究的加洛韋博士解釋說，塑膠
纖維會停留在青口的內臟裡，雖然微小浮游生物
吃進的塑膠不多，但食物鏈上游的大魚能一口吞
下大量浮游生物，最終吃進更多塑膠。
波特也指出，人們食用青口時，很多時不會

把內臟清理乾淨，意味大部分塑膠都在內臟
裡。但食用魚類可能更令人擔憂，「我們食用
整條魚時，即是吃下那條魚吃過的東西。」至

於塑膠是否能在食用後通過消化系統進入身體
組織，研究團隊表示目前尚未清楚，還需獲取
更多證據，才能證實會否對人體健康構成威
脅。 ■《每日郵報》

英國電訊商Vodafone軟件工程師帕普沃
思，於1992年12月3日發出全球首個短
訊，昨日是25周年紀念。帕普沃思受訪時

表示，由於手提電話當時仍未設有發送訊
息功能，他是利用一部電腦，打出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這個訊息，完成歷史
創舉。
帕普沃思憶述，他當年只有22歲，是於

Vodafone一個聖誕派對上，向公司高層發
出這則短訊。雖然短訊功能不是由他發
明，但他有幸可發出全球首個短訊。由於
重達2公斤的Orbitel 901電話還未有回覆

功能，他當時自然沒收到回覆。
到1993年，Nokia推出全球首部具備短

訊功能的手提電話。帕普沃思表示，人們
以前需要打電話才能溝通，現在則可透過
文字訊息快速交換想法，認為未來即使文
字訊息平台有所改變，但這功能的實用性
不減。

■英國天空電視台/
《新西蘭先驅報》

■■人類製造塑膠垃圾人類製造塑膠垃圾，，不但影響海洋生不但影響海洋生
物物，，更構成食品安全威脅更構成食品安全威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帕普沃思帕普沃思（（左圖左圖））展示現代版展示現代版
「「聖誕快樂聖誕快樂」」短訊短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汶曾擔任共逾2,500場演出的指揮，比任
何指揮家都多。 美聯社

兩岸數千信眾定光佛前共祈和平

同尋「中華鄉土文化」的現代表達
兩岸專家聚首河南 就鄉村建設獻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日前，涉「獵
雷艦案」的慶富造船公司已繳交7億餘元新台幣，
該款為部分預付款還款保證金，銀行團決定不展
延預付還款保證，台灣防務部門依約當天派人於
到期日前往第一商業銀行高雄分行辦理沒收該筆
款項，該筆款項已在11月30日上繳。
此外，台灣防務部門要求慶富在8日前依約

改正一切履約缺失，若慶富無法改正，最快本
月8日依合約規範啟動解約程序。相關人士表
示，第3期第2筆預付款還款保證金16.9億元
新台幣（折合港幣約4.4億元）將於6日到
期，屆時台灣防務部門也將派代表到第一商業
銀行高雄分行辦理沒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地區行
政管理機構負責人賴清德日前的不當言論「功
德說」，在島內引發較大爭議。反對台灣地區
勞基法規再修法的民間團體「過勞功德會」，
昨天前往台灣行政機構所在地大門抗議，將勞
基法改編為「勞基法功德經」，在現場誦經並
落髮剃度，表達不滿。
昨天下午，該團發起「過勞大悲功德大法會」

抗議活動。他們在「行政院」大門搭起帳篷，現
場擺設香案與紙紮屋等道具，10名成員集體現場
落髮，隨後唸誦勞基法改編的勞基法功德經，並
發放功德院貼紙等，抗議攸關「一例一休」的勞
基法再修法。早前，「過勞功德會」曾因不滿賴
清德的功德說，將公車、捷運站牌及路標的行政
管理機構名稱字樣，以「功德院」貼紙覆蓋，諷
刺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的不負責。
「過勞功德會」成員高若有說，該團體成員

都是各行各業的勞工，在網絡上集結響應。今
天辦完法會後，後續將會關注哪位「立委」贊
成修法，「『立委』硬幹就記恨到底」，反映
在下次選舉上；並將持續發揮各種創意抗爭，
例如收集過勞案例、發送「功德院」貼紙等。

不滿「一例一休」修法
團體誦經落髮抗議

慶富還款保證金4.4億
台防務部門周三將沒收

■■台青落髮抗議勞基法修惡台青落髮抗議勞基法修惡。。 中央社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龍
岩報道）昨日上午，海峽兩岸交流
基地授牌暨第六屆海峽兩岸定光佛
文化旅遊節開幕儀式，在福建龍岩
定光佛祖廟均慶院舉行。來自海峽
兩岸的數千名信眾，齊聚福建武平
縣均慶院，共祭「客家保護神」定
光古佛，並祈求兩岸和平。
台灣中國國民黨客家事務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謝豐旭接受記者專
訪時表示，兩岸民間應熱絡交
流。「雖然台灣小部分人不認同
自己的祖先在大陸，不認同中華
文化，但是更多的兩岸百姓不希
望再次同室操戈。台灣的命脈在
大陸，大陸好了，台灣也就繁榮
了，大陸的發展，對台灣意味着

希望。」謝豐旭說。

定光佛為兩岸同胞精神紐帶
開幕式上，國台辦交流局局長黃

文濤宣讀了國台辦授予「海峽兩岸
交流基地」的決定，並向當地頒發
了牌匾。開幕式結束後，祭拜定光
佛祈福活動隨樂曲開啟。正殿台前，
各色供品、祭拜用具擺放整齊。祭
祀儀式現場，主持人高聲朗誦「祭
文」，身着綵衣的信眾跪頌古佛。
兩岸其他信眾們則立於廣場中央，
在法師們的帶領下開始祈福法會。
他們恭敬地站在定光古佛前，依次
向定光佛像稽首行禮。皈依弟子仿
照客家地區形成的定光佛信俗禮儀，
對古佛行虔誠的祭拜禮。百餘名出

家弟子莊嚴唱誦佛經，雙手合十，
依次將茶釀、水果、齋菜、乾果等
供品敬奉給古佛。
武平縣台辦主任林忠新告訴記者，

截至目前，國台辦已經批覆了9批
兩岸交流基地，前8批49個交流基
地中，福建佔了10個。「客家人在
台灣是一個特殊族群，明清之際，
定光佛信仰隨着遷台的客家人進入
台灣，定光古佛亦被稱為『客家保
護神』。上世紀90年代初，台灣淡
水鄞山寺住持在武平找到祖廟均慶
院，重新牽起兩岸一度中斷的定光
佛緣。定光佛信俗，在兩岸民眾當
中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凝聚力，定光
古佛亦成為聯結兩岸同胞的精神紐
帶。」

親親尊尊的宗族倫理、代代傳承的
獨特文化、互幫互助的社會道

義、盡心盡責的鄉土責任……在北京
語言大學教授方銘看來，傳統鄉土文化
是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
今的兩岸社會仍然有其價值。「兩岸應
堅定文化自信，積極傳承鄉土文化，深
入發掘鄉土文化的價值精髓。」方銘
說。
「文化與歷史是讓兩岸得以穩步前進的

基礎，追求美好生活是兩岸共同的需
求。」台灣淡江大學教授陳建安說，
「目前正是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時代，
兩岸更應多加交流，分享彼此的思考。」

留鄉韻記鄉愁 農村轉型可期
如何為鄉村注入活力？如何讓農民

更自信舒適地生活在鄉村？這些兩岸農
村如今都不同程度面臨着的問題，成為
與會專家交流討論的重點。台灣社區規
劃師、創新人文農村講師與評審委員黃
永全表示，伴隨台灣經濟環境的不景氣

以及老齡化社會的形成，一些農業縣市
一蹶不振，台灣農村已經到了必須轉型
才能生存的境況。「要讓在中北部發展
的離鄉遊子願意返回故鄉，為老舊的鄉
村打造生氣蓬勃的新面貌。」黃永全
說。
近年來，大陸相關部門積極進行農

業文化遺產挖掘、傳統村落認定等工
作，使鄉土文化遺產成為發展鄉村休閒
旅遊、建設美麗田園綜合體的重要載
體。在大陸各地，以鄉土文化為引領，
現代農莊、田園綜合體、特色小鎮等逐
漸崛起，越來越多的人帶着鄉愁，走進
美麗鄉村，也使農耕文明展示了新的魅
力。
讓農村留住鄉韻、記住鄉愁——這
是與會兩岸專家的共同期待。兩岸專
家表示，鄉土文化復興不是單向的懷
舊和復古，它發展的指向是現代和未
來。兩岸應攜手努力，積極探尋鄉土
文化的現代表達，釋放鄉村文明的核
心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近年來，大陸各地重視美麗鄉村建設，而

台灣在鄉土文化傳承、鄉村環境保護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為促

進兩岸鄉村建設、鄉土文化傳承，以「弘揚鄉土文化，共建美麗家園」為

主題的首屆海峽兩岸鄉土文化論壇2日在河南省南陽市開幕。與會兩岸學界

和業界代表表示，期待能夠加強合作，弘揚中華鄉土文化，為兩岸鄉村建

設注入新活力。

■信眾共祭定光古佛，祈求兩岸和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

■■近年來近年來，，大陸各地重視美麗鄉村建設大陸各地重視美麗鄉村建設。。圖為河圖為河
南省美麗鄉村鶴壁市淇縣靈山小鎮南省美麗鄉村鶴壁市淇縣靈山小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