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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盜墓第一人西北盜墓第一人」」爆料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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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當選成功當選

港區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港區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陳智思陳智思 先生先生 陳振彬陳振彬 先生先生

林順潮林順潮 先生先生 張俊勇張俊勇 先生先生

在一個種滿植物的密閉艙裡，一名
義工正在進行科學實驗——這幅展現
「月宮一號」工作場景的照片，近日
同「北美日全食」等一道入選英國
《自然》雜誌的2017年最佳科學圖
片。
據「月宮一號」總設計師、北京航

空航天大學教授劉紅介紹，「月宮一
號」是中國第一個、世界第三個生物
再生生命保障地基有人綜合實驗系
統。它的建立使中國在生物再生生命
保障領域的研究水準進入國際先進行
列。
生物再生生命保障技術是未來月

球、火星基地等載人深空探測所需的
關鍵技術之一。人類未來在深空建立
基地時不易依靠攜帶物品來滿足生活
需要，就可以通過建立應用這種技術
的高閉合度裝置來實現自給自足。

「月宮365」計劃 多人密封實驗
「月宮一號」正是這樣一個能與地

球媲美的「微型生物圈」，它由一個
綜合艙和兩個植物艙組成。綜合艙包
括四間臥室、飲食交流工作間、洗漱
間、廢物處理和動物養殖間，植物艙
種有小麥、蔬菜等。整個系統可滿足
四人長期高閉合度的生命保障需求，
開展各種科學實驗研究。
今年 5月，「月宮 365」計劃啟

動——利用「月宮一號」進行為期
365天、多人次更高閉合度的生物再
生生命保障系統綜合實驗。如果計劃
成功實施，系統運行時長以及成員連
續居住時長均有望創世界之最。

■新華社

作為全世界飼養最多的家養動物，家雞的馴化起源
一直是考古學和進化生物學的熱門議題。此前研究表
明中國北方是家雞的一個馴化中心，但中國科學院昆
明動物研究所等機構的研究人員近日通過分析大量家
雞線粒體DNA數據，提出了不同意見。
如果中國北方是家雞馴化中心，那麼當今的中國北

方家雞群體中很可能保留有相關的遺傳標記。研究人
員通過跟蹤一項名為「單倍型亞類群C1」的遺傳標
記，認為黃淮流域可能是C1的早期擴散中心，時間距
今約2,500年前。但這一時間明顯晚於家雞的馴化時
間，相關結果不支持中國北方是家雞的一個馴化中
心。
2014年，中外學者對中國北方出土「家雞」遺骨的
古代DNA研究顯示，中國北方是家雞的一個馴化中
心，馴化時間可以追溯到距今約一萬年前全新世早

期。
研究人員此次分析其他單倍型類群的分佈模式後認

為，相關類群的年齡估算與中國最早的鬥雞歷史記載
（見於《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一致。 ■新華社

摸金如趕集摸金如趕集 各盜各的各盜各的

據孟某建回憶，1988年，在
民間的文物收完了的情況

下，西安民間出現了挖古墓的
現象。1990年，他也開始參與
其中。
「當時挖古墓就在西安狄寨
原上。我主要是收購他們挖掘
出來的文物，很少參與直接挖
掘。因為挖古墓的賺不了多少
錢，加之我也不懂盜墓的門
道，賺錢都靠在後面收購然後
再銷售。」

一邊摸金一邊有人收購
孟某建揭秘，一般買賣文物
的，不是熟人介紹不會做這個
生意。不懂行情、不懂貨、沒
有實力的也沒法進行交易。先
是大家在一起喝茶，談的價錢
差不多了，看貨後就交易，都
是轉賬。
「我還給西安一個博物館的
老闆賣過一次玉幣。當時這些

玉幣是從杜陵的陪葬墓裡挖出
來的。後來賣給港澳的文物少
了，北上廣購買的人多了，雖
然這些年國內外經濟不景氣，
奢侈品等市場低迷，但是國內
的暴發戶多，文物市場受影響
不是很大。」
而對於盜墓外圍籠罩的神秘

面紗，孟某建不以為意。「挖
墓的一般都是七八個人，後來
這些人又分開帶着各自的人
馬。來來往往一波一波的。我
們經常在一起算賬，就說長安
區吧，每天晚上盜墓的大概有
百十人。因為挖古墓來錢很
快，運氣好就會一夜暴富。」
孟某建說：「你在一邊盜墓，

就有收購者在後面跟着收購。如
果挖出的東西不好，僱主會給每
個人幾千元錢。如果挖出貨了，
每個人會領到幾萬塊錢。但是，
挖墓者大多互不信任，一有機會
都會私藏幾件東西。」

受網絡小說《盜墓筆記》、《鬼吹燈》的影響，很多人會

認為盜墓是一項「神秘」的職業。11月17日，在歷時16

個月的追捕後，有「西北盜墓第一人」之稱的孟某建所涉

及的陝西淳化「7·20」系列盜掘西漢古墓葬案告破，警方

共抓捕疑犯91名。19日下午，在陝西省淳化縣公安局看

守所，記者採訪到了孟某建，「有時盜墓就像『趕集會』，

一邊挖着一邊有人收購；盜墓時遇到同夥，也不會火拚

爭搶，大家都是各挖各的。」

■綜合《華商報》及《法制日報》報道

在重慶大足區東岳村新街上在重慶大足區東岳村新街上，，有一間有一間
面積不足面積不足4040平方米平方米、、連牌子都沒有掛的連牌子都沒有掛的
診所診所，，這是整條街最熱鬧的地方這是整條街最熱鬧的地方——鄉鄉
村醫生吳華的診所村醫生吳華的診所。。吳華今年已吳華今年已6161歲歲，，
在當地行醫在當地行醫4040餘年餘年，，從不收問診費從不收問診費，，如如
今開藥也大多在今開藥也大多在1010元元（（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
以內以內，，最貴的胃藥也不超過最貴的胃藥也不超過100100元元，，當當
地百姓親切稱呼他地百姓親切稱呼他「「十元醫生十元醫生」。」。

蛇毒致殘卻樹仁心蛇毒致殘卻樹仁心
1111歲時歲時，，吳華被毒蛇咬傷吳華被毒蛇咬傷，，由於沒錢由於沒錢

醫治醫治，，中毒嚴重致其右手臂化膿腐爛中毒嚴重致其右手臂化膿腐爛，，
使他留下終身殘疾使他留下終身殘疾，，痛苦之餘痛苦之餘，，他立志他立志
從醫從醫，，以仁心治病救人以仁心治病救人。。19801980年年，，吳華吳華
被招為大足第一批鄉村醫生被招為大足第一批鄉村醫生。。
在鄉親眼裡在鄉親眼裡，，吳華是一位善良到不肯吳華是一位善良到不肯

談錢的醫生談錢的醫生。。按政策按政策，，鄉醫出診本可收鄉醫出診本可收
取取44元元//人次診療費人次診療費，，但吳華分文不取但吳華分文不取，，
只收基本的藥物費只收基本的藥物費。。而對於生活困難的而對於生活困難的
村民村民，，他連藥費也不收他連藥費也不收，，就算村民寫下就算村民寫下
欠條欠條，，吳華也從不追討吳華也從不追討。。

自掏腰包造船出診自掏腰包造船出診
離衛生室不到離衛生室不到55分鐘的路程分鐘的路程，，有一艘有一艘

鐵皮船停靠在岸邊鐵皮船停靠在岸邊。。33年前年前，，吳華花了吳華花了
33,,000000多元打造這艘船多元打造這艘船，，目的就是為了方目的就是為了方
便去給周圍村莊的鄉親看病便去給周圍村莊的鄉親看病。。
吳華說吳華說，，周圍有荷葉村周圍有荷葉村、、天宮村和古天宮村和古
佛村等好幾個村子佛村等好幾個村子，，居住着近萬人居住着近萬人。。村村
民都住在河兩岸民都住在河兩岸，，進出主要靠划船和走進出主要靠划船和走
山路山路。「。「村裡的年輕人大都外出打工村裡的年輕人大都外出打工，，
剩下的都是一些老人和孩子剩下的都是一些老人和孩子。。只要有人只要有人
病了病了，，不管深更半夜不管深更半夜，，還是颳風下雨還是颳風下雨，，
我都要去我都要去。」。」吳華說吳華說。。由於只能左手划由於只能左手划
船槳船槳，，右手兩個手指稍微使下力右手兩個手指稍微使下力，，吳華吳華
的手滿是划船留下的繭疤的手滿是划船留下的繭疤。。
吳華表示吳華表示，，自己每個月有自己每個月有11,,200200多元的多元的
補貼補貼，，足夠支付日常開銷足夠支付日常開銷。。雖然在城裡雖然在城裡
工作的兒子多次提出接吳華一起住工作的兒子多次提出接吳華一起住，，他他
卻堅定地說卻堅定地說：「：「這個地方也需要我這個地方也需要我，，我我
就要就要一直做下去一直做下去，，直到做不動為止直到做不動為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蕊張蕊重慶報道重慶報道

近年，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關注度越來越高，
催生了考古熱、鑒寶熱等現象，同時相關盜墓
文化也甚囂塵上，以盜墓為主題的小說、影視
劇更是十分火爆。盜墓這種帶有禁忌、歷險、
財富等元素的行為，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近段時間，一些網絡直播平台出現冠以

「考古」之名的短視頻或直播內容，其中，有
人在荒郊野地打洞刨坑挖出「古物件」，有人
現場演示洛陽鏟探土並詳細介紹使用方法。
事實上，網上直播的「考古」行為涉嫌違
法犯罪。刑法明確規定，盜掘古文化遺址、古
墓葬的屬於犯罪行為，最高可以判處無期徒

刑，並處罰金或沒收財產。由此可見，盜墓者
的下場就是鋃鐺入獄、傾家蕩產。洛陽鏟係盜
墓常用工具，網上直接演示洛陽鏟探土並詳細
介紹使用方法是對盜墓方法的普及，顯然具有
教唆犯罪嫌疑。
根據刑法規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應當按
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如果是網
絡主播通過勸說、利誘、慫恿等方式要求特定
的粉絲去盜墓，那麼該網絡主播就可能是盜掘
古墓罪的共犯。即使被教唆的粉絲沒有去盜
墓，網絡主播也應承擔刑事責任，只是刑罰輕
重較以上有所區別。

直播「野外考古」觸及法律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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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中國北方或非家雞馴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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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華（右）正
在給病人看病。

香港文匯報
重慶傳真

■展示「月宮一號」工作場景的照片。 網上圖片

■家雞最早的馴化中心或非中國北方。 網上圖片

■■警方查獲的被盜文物警方查獲的被盜文物。。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被稱為被稱為「「西北盜墓第一西北盜墓第一
人人」」的疑犯的疑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吳華划船出診吳華划船出診。。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