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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公開發行的「吉犬旺歲」生肖郵
票，包含了形態各異的不同犬種，其

中既有惹人憐愛的寵物犬，也有威猛異常的
藏獒，既有「犬中名將」牛頭梗，也有躍然
山野的野生犬。在郵票的小小方寸間，這些

身形矯健，神態逼真的犬隻活靈活現。
馮冰說，與以往畫犬不同，這次為創作

生肖郵票，自己特地在繪畫過程中，融合
了中西方的不同技法，比如將西方畫對陰
影的強調，融入中國畫揮灑自如的水墨之
中，這就讓犬隻在飄逸灑脫的同時，更加
具有立體感。此外，為了讓所有犬隻都濡
染一層「中國風」，馮冰特地把中國書法
的線條技法運用到繪畫中來。

寓意勇往直前不畏難
馮冰出生於青藏高原，素以畫獒著

稱，被譽為「中國畫獒第一人」。2008
年，馮冰創作的寫意藏獒，獲得法國羅
浮宮藝術沙龍展銅獎。

這次除了創作「吉犬旺歲」生肖郵票，
馮冰還創作了「中華神犬」主題郵票，主
角悉數為享譽海內外的中華名犬藏獒。此
外，馮冰還創作了一幅「百犬圖」，涵括
逾50品種的100隻名犬，該「百犬圖」也
是馮冰為慶賀2018戊戌狗年到來獻上的
一份藝術大禮。
談到創作背後的希冀，馮冰強調，犬是

人類的朋友，牠們忠誠，有靈性，與很多

人的生活都緊緊融在一起。比如導盲犬、
護衛犬等，更帶給人類心靈上的撫慰，在
很大程度上溫潤了人們的生活。
馮冰說，無論創作「吉犬旺歲」，還是

畫出「百犬圖」，自己都希望祖國人民，
能夠發揚藏獒精神，勇往直前，不懼困
難，充滿血性。只有如此，我們各領域的
發展才會更有希望獲得成功，也才能真正
樹立起屬於中國人的文化自信。

為慶祝甲骨文成功入選《世界記
憶名錄》，昨日，中國首發《甲骨
文十二生肖》等系列國版明信片，
寄往全球各地。
據官方11月底公佈消息，中國

申報的甲骨文順利通過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諮詢
委員會的評審，成功入選《世界
記憶名錄》。

慶祝入選《世界記憶名錄》
「慶祝甲骨文成功入選《世界記
憶名錄》暨『我愛明信片——把美
麗安陽寄出去』」活動，昨日在河
南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舉行。期
間，中國郵政集團公司和安陽市人

民政府聯合面向全國首發《甲骨文
十二生肖》、《玉鳳》、《易經吉
羲》系列國版明信片。
主辦方稱，《甲骨文十二生肖》是

以甲骨文為主題元素，《玉鳳》是以
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鳳為元素，《易
經吉羲》以中國羑里城周易文化為元
素，旨在通過明信片的傳遞和傳播功
能，讓古老的甲骨文字邂逅現代人的
審美，讓深奧的周易文化煥發新時代
的魅力，在全國和世界範圍內產生更
加廣泛的影響。
安陽是甲骨文發現地，安陽殷墟

是中國目前為止第一個有文獻可
考、並為考古學和甲骨文所證實的
都城遺址。 ■中新社

共青團安徽省第14次代表大會前日圓滿閉
幕，大會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團省常委和書記班
子，其中孔濤當選新一屆團省委書記，蘇明娟
（兼職）當選副書記。蘇明娟這個名字，聽起
來似乎有些陌生，若說起希望工程的「大眼
睛」照片，相信很多人都印象深刻。而蘇明娟
正是當年照片上的那位「大眼睛」主角。
1991年，《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解海龍拍
攝了一組「我要讀書」的照片，其中最引人注
意的是一個小女孩，手裡握着筆，齊肩短髮，
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着鏡頭。解海龍說，
26年前，他去到安徽省金寨縣桃嶺鄉張灣村，
在一所學校裡看到正在課桌上低頭寫字的蘇明
娟。「正巧她一抬頭，我發現她那雙非常漂亮
的眼睛，特別純真，有一種直抵人心的感染

力」，解海龍留下了這個美麗的畫面。
這張照片被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選為希望

工程宣傳標識，也正是這張照片讓一個普通的
農村女孩成為全國人民心中的「大眼睛」。

3年後才得知被拍了照
一晃多年過去，蘇明娟已34歲。蘇明娟說，

她當時並不知道被拍進鏡頭，直到3年後，她
收到一份報紙，上面印着那張「大眼睛」照
片，她才得知。
這張照片可以說改變了蘇明娟的一生，也改

變了她所在的張灣村。「1994年解放軍李萬給
學校寫信，還寄來了有我照片的報紙。他說請
學校幫他找找這個小女孩，他願意資助她到小
學畢業。老師讓同學自己認照片，我一眼就認

出來了。」蘇明娟回憶說。
之後，在各方幫助下，蘇明娟於2005年考入

安徽大學，畢業後進入銀行系統工作，如今也組
建了幸福家庭。蘇明娟曾表示：「我們這批受到
希望工程資助的孩子是非常幸運的，所以我們必
須感恩，並盡自己的能力回饋社會，多做些好
事，幫助其他需要幫助的人。」 ■上游新聞

2018年是中國農曆戊戌狗年。為迎接新生

肖年份的到來，由「中國畫獒第一人」馮冰

先生創作的「吉犬旺歲」生肖郵票昨日在北

京正式發佈。該套生肖郵票一共12枚，圖案

包括各種世界名犬，其中兩枚以中華名

犬藏獒為主題。馮冰表示，中華神犬藏

獒象徵着勇往直前、不懼困難的精神，

此次創作狗年生肖主題郵票，也是為了

呼籲國人以藏獒精神為借鑑和動力，樹

立文化自信，勇敢向前拚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

繪繪「「吉犬旺歲吉犬旺歲」「」「百犬圖百犬圖」」
迎農曆狗年迎農曆狗年

2018戊戌生肖郵票設計者馮冰：

《甲骨文十二生肖》國版明信片系列首發希望工程大眼妹希望工程大眼妹 當選安徽團省委副書記當選安徽團省委副書記

■■「「中國畫獒第一人中國畫獒第一人」」馮冰馮冰。。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 攝攝

■馮冰創作狗年主題生肖郵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 攝

■馮冰創作「百犬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攝

■蘇明娟現
已 34 歲，
背後是她於
1991 年被
拍下的希望
工程「大眼
睛」照片。
網上圖片

那一次從珠峰大本營回來，何躍林很快成立了自己的旅遊公
司，專注於開發進藏的自駕遊線路，經過幾年來的探索，何躍
林和夥伴們在線路的設計、高反的應對等方面有了成熟的經
驗，他自豪地說，「自駕進藏，我有王牌」。這些年來，何躍
林駕車進藏的次數，由原來記着每年幾次，到現在已經記不得
今年去了幾次。在他直接或間接幫助下，萬餘人圓了自己的進
藏夢，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殘疾人，年齡最大的74歲。

準備工作足 七旬亦可行
有一次，何躍林的自駕車隊要從麗江前往拉薩，其中一個團
員已經74歲，同時還患有高血壓，「本來這種情況是不建議
老人家前往的，可他是朋友的老父親，老人說就是想到西藏去
看看，有什麼問題自己負責。」這一路上，他們精心照料着老
人家，到了海拔太高的地方，就不讓老人下車拍照，每天給老
人定製他的飲食、藥品，最後老人一路平安到達拉薩。
「這些年來，我們累計了不少進藏的經驗，這才是敢帶着那
麼大年紀的老人前往的主要原因。」何躍林說，他們有一個很
重要的規矩：報名參加他們自駕的人必須認真參加「行前
會」，這個會很重要，會教給大家應對高反的知識，並且會為
隊員量身定製方案，「一般來說，會根據個人的身體條件不
同，提前不等的天數就讓隊員服用阿司匹林，讓他們血管慢慢
來適應上升的海拔，而不是等出現了高原反應來吸氧。」何躍
林說，這是他們多年來總結出來的「獨門秘方」。

何躍林於1961年出生在雲南麗江。9歲
那年和小夥伴一起玩耍時，他被一枚

廢棄的炸彈炸暈，9天後才醒過來，從此失
去了雙手手掌。在醫院住了40多天後何躍林
才出院。然而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生活，在
經歷一段時間的苦苦掙扎之後，他學會了用
沒有手掌的雙臂吃飯、穿衣服、寫字及各種
生活技能，現在他還能熟練地用手機發微
信，打電話。
2004年，為了挑戰自己，何躍林有了一個
大膽的想法：報名參加昆明東川泥石流汽車
穿越場地拉力（越野）賽。一開始，這讓主
辦方也感到為難：從沒有過殘疾選手參加過
這個比賽，究竟行不行？

大馬試手 征服雨林
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何躍林決定先在賽場

上試試。比賽前一周，在許多參賽選手及媒體
的注視下，何躍林駕駛着切諾基賽車，順利完
成了倒車溝、雙邊橋、單邊橋、梅花坑等20個
高難度的障礙，他精湛的技術贏得了全場掌
聲。隨後，何躍林穿上了陸戰車隊的戰袍，開

始了他生平第一次賽車比賽。大會組委會授予
了他「自強不息獎」。
在2007年素有「賽車界終極賽道」之稱的

馬來西亞雨林挑戰賽中，第二個衝過終點的
正是何躍林，這個讓來自世界各地的越野高
手都為之震驚的中國人。何躍林憶述，自己
驅車近5,000公里，從麗江到達馬來西亞，
成為了該賽事創辦十年來第一位參加比賽的
殘疾人，也是本次比賽從陸路駕車抵達路程
最遠的車手。當地媒體、中國媒體爭相報
道，這一戰，讓他成為名副其實的「無手車
王」。
在之後的比賽中，他創造了無手駕駛多種類

型車輛、無手駕駛8噸大貨車穿行崎嶇山路30
公里的紀錄；參加「中國十大殘疾傑出青年」
挑戰世界屋脊活動，並勝利抵達珠峰大本營，
獲得「傑出勇士」稱號……何躍林對越野的熱
愛有增無減，於是他有了人生的另一個小目
標——自駕進藏。

歷一個月覽「世界屋脊」
2006年9月，他參加了中國殘疾人車手首

次挑戰珠峰的公益活動：「中國傑出殘疾青
年挑戰世界屋脊」之行，這是何躍林第一次
進藏。從麗江出發，途經成都、青海，翻越
唐古拉山，歷時一個多月，最終到達珠峰大
本營。在這條線路上，何躍林看到了高山、
峽谷、冰川、湖泊、雪山、草地、大江、大
河……「這是世界最美的風光，我想，自駕
的人們一定會深深的愛上這裡，而我，要帶
更多的人來這裡，也可以讓更多身帶殘疾的
人享受自駕遊的樂趣和自由。」
於是，西藏自駕的線路上多了「無手車

王」帶隊的車隊，人們給了他一個新的稱號
「茶馬古道上的鐵馬鍋頭」。
這些年，何躍林多次組織殘疾人自駕團

隊出遊：2012年殘疾人自駕車從北京「鳥
巢」出發，行程 1.8 萬公里穿越歐亞大
陸，到達英國參加倫敦殘奧會。2013 年
48位來自全國的殘駕勇士歷經14天，成
功挑戰「青藏線」，其中年齡最大的73
歲；2014年， 45位殘駕人士團隊駕車12
天，成功挑戰茶馬古道「滇藏線」，團隊
中年齡最大的7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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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殘疾人車隊 享受駕駛樂趣

自駕進藏挑戰珠峰
若不是當年「偷偷」學會開

卡車；若不是那年挑戰自己去

參加汽車越野賽；若不是十年

前走出麗江前往馬來西亞參賽

技驚世人，何躍林也不會想到

自己會成為人們眼中的「無手

車王」。傳奇又勵志的人生經

歷，讓許多人認識了這位雲南

人。在完成了對珠峰的挑戰

後，他又給自己的人生找到一

個「小目標」：要將西藏推介

給更多的人認識和體驗，於

是，駕着自己心愛的車，「無

手車王」又出發了。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譚旻煦 雲南報道

成立旅遊公司成立旅遊公司
量身定製方案量身定製方案

■■何躍林和夫人一起走過西藏的許多地何躍林和夫人一起走過西藏的許多地
方方，，也帶領無數殘疾人士進藏感受美景也帶領無數殘疾人士進藏感受美景。。

■■何躍林何躍林（（後排左二後排左二））與他所帶領進藏的團隊合影留念與他所帶領進藏的團隊合影留念。。

■■ 在在20072007年年
的素有的素有「「賽車賽車
界終極賽道界終極賽道」」
之稱的馬來西之稱的馬來西
亞雨林挑戰賽亞雨林挑戰賽
中中，，第二個衝第二個衝
過終點的正是過終點的正是
何躍林何躍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