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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上海
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發
布消息稱，12月 28日 11時許，日軍
「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湘奶奶
（化名）在湖南平江縣去世，享年95
歲。截至目前，經研究中心調查確認
的中國大陸地區登記在冊的日軍「慰
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還有8人。
湘奶奶生於1930年，湖南省平江縣
人。1945年農曆春節前夕，湘奶奶在
自己家中與堂姐被日軍抓走。隨後，
她們與日軍從其他地方擄掠的女孩一
起，被關押在平江縣城一處青磚房屋
內，遭到了殘酷的性虐待。一個多月
後，湘奶奶被中國部隊解救出來。
研究中心調查小組曾在 2019 年 3

月、2024年2月兩次前往湘奶奶家中
走訪，確認了她日軍「慰安婦」制度
受害倖存者的身份。
湘奶奶平素性格剛毅、不苟言笑。
2024年8月，研究中心志願者探訪湘
奶奶時，她身體微恙，得知志願者到
來，她堅持起身招待，臨走時與志願
者揮手告別。12月28日，湘奶奶家屬
告知志願者，老人因年老體衰於當日
11時許去世。

中國受害倖存者僅8人
近年來，研究中心調查小組多次赴
湖南、山西等地調研，通過實地走
訪、聆聽受害者口述、查閱縣誌等方
式，建立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
研究檔案。今年8月，調查小組新確
認2位老人的受害倖存者身份，使中
國大陸地區登記在冊的日軍「慰安
婦」制度受害倖存者從原先的7人增
至9人。隨着湘奶奶去世，受害倖存
者僅有8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12月28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同伊朗外長阿拉
格齊會談時，就中東局勢表示，中東是中東人民的
中東，不是大國博弈的角鬥場，也不應成為域外國
家地緣爭奪的受害者。中東由亂向治的當務之急是
立即停火止暴、緩解人道危機，堅持政治解決、恢
復對話談判。
王毅說，我們呼籲國際社會尊重中東國家的主權
和領土完整，尊重中東國家的正當合理關切，尊重
中東人民作出的自主選擇，尊重中東國家的歷史文
化傳統。希望各方為促進中東和平穩定切實發揮建
設性作用，而不是試圖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中東人
民，對中東國家指手畫腳，更不能動輒制裁施壓、
挑動對抗、訴諸武力。
王毅強調，作為中東國家的好朋友、好夥伴，中

國始終堅定支持中東國家獨立自主探索發展道路，
支持中東國家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支持中東國
家捍衛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支持中東國家反對

外部干涉。

支持伊方維護自身正當權益
王毅在會談中指出，雙方要繼續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問題上相互支持，穩步推進務實合作，增進多
邊領域協作。要密切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協調配
合，共同弘揚「上海精神」，促成更多合作項目，
打造更加緊密的上合組織命運共同體。要攜手推動
「大金磚合作」提質升級，培育合作新增長點，進
一步壯大金磚力量，更好維護「全球南方」的共同
利益。王毅強調，面對當今世界的不穩定、不確定
性，我們要保持定力，堅信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
化、文明多樣性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單邊霸權終
究不得人心；要堅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穩步推進
各自國家發展戰略，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要加
強團結合作，反對強權霸凌行徑，共同倡導踐行真
正的多邊主義，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
體系。

阿拉格齊表示，發展和深化伊中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是伊朗對外政策的優先方向。佩澤希齊揚總統同
習近平主席前不久在喀山成功會晤，為伊中關係作
出規劃，有力引領兩國各領域合作進一步發展。伊
方高度讚賞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和三大全球倡議，高度重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主持
公道的重要作用。伊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堅定支
持中方在涉疆、涉藏、人權等關乎中國核心利益問
題上的正當立場。伊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層往來，
深化互利合作，加強在聯合國、上合、金磚等多邊
框架內溝通協作，維護共同利益。
雙方還就伊核問題交換意見。王毅強調，中方
始終主張通過政治外交途徑解決伊核問題，維護
全面協議，有關各方均應為恢復對話談判發揮建
設性作用。中方反對動輒制裁施壓，堅定支持伊
方維護自身正當權益。阿拉格齊讚賞中方為促成
和維護全面協議發揮的重要作用，願同中方保持
密切溝通。

王毅晤伊朗外長：支持中東國家反對外部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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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吉林查干湖第23
屆冰雪漁獵文化旅遊節28日開幕，海內外數萬遊客
爭睹「冰湖騰魚」勝景。最受關注的拍賣環節，
「頭魚」以1,199,999元（人民幣，下同）的價格被
一家企業拍得。
查干湖位於吉林省松原市境內，是中國十大淡水
湖之一。中國東北地區漁獵歷史悠久，查干湖冬捕
可以追溯到遼金時期，一直延續着人工鑿冰窟、人
工布網、馬拉絞盤拉拽漁網的原始捕魚方式，已被
列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料今冬捕魚1500噸
當天，在遼闊的湖面舉行了隆重的「祭湖．醒
網」儀式。這個古老的儀式表達了人們對美好生活
的祝願、對大自然恩惠的感激。海內外遊客在此感

受了查干湖漁獵文化。
今冬，查干湖預計捕魚1,500噸。查干湖的漁工

們27日已有三張單網捕撈量超過5萬公斤。28日的
活動現場，雄壯的拉網號子響起，千米大網緩緩拉
出冰面，無數鮮魚爭相跳躍。
查干湖冬捕聞名中外，來自德國的沙墨特意前來

觀賞。他表示，德國也有冬捕活動，但沒有查干湖
冬捕這麼大的規模，真的太熱鬧了。
在吉林讀書的阿塞拜疆留學生那欣欣表示，這裏

天氣雖冷，人卻很熱情，冬捕活動非常有趣，場面
激動人心。
每年冬捕的「頭魚」寓意吉祥，歷來受到買家追

捧。今年的「頭魚」起拍價為99,999元，最終落槌
價為1,199,999元。
據了解，今年松原市以查干湖冬捕為核心，共推

出數十項文旅活動，讓遊客沉浸式感受當地的漁獵
文化氛圍。

吉林查干湖冬捕開幕「頭魚」拍出近120萬元

●魚把式高舉捕撈的漁獲。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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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問月——中國探月工程嫦娥五號月球樣品

展」28日在北京天文館開幕，分「說月」

「攬月」和「踏月」三個章節，從宏觀到微觀

帶領公眾一步步揭開嫦娥五號月壤的神秘面

紗，展示共計0.6克嫦娥五號月球樣品，涵蓋

了月壤的各種形態：厘米級的月壤粘結岩大顆

粒、毫米級的礦物顆粒、撞擊玻璃、撞擊玻璃

珠以及月壤粉末等。

除了嫦娥五號的月壤樣品外，展覽還展示了

阿波羅17號採回的月岩、西北非月球隕石等

極為珍貴的月球樣本。相關負

責人透露，嫦娥六號採集回來

的月球樣品未來也會向公眾展

出。

2020年，嫦娥五號成功從月球帶回1,731克珍貴樣品，提供了答疑解惑的關鍵實物，
也讓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成功帶回月球樣品的國
家。撞擊玻璃珠、礦物顆粒、粉末狀月壤……在「問
月」展現場，各種形狀的月球樣品集體亮相。

虛實結合 沉浸體驗繞、落、回過程
展覽通過精密的機械臂、大直徑半球透鏡、體視顯

微鏡、XCT掃描和三維數字重建技術展示月壤，公
眾可通過肉眼及顯微鏡「零距離」觀看月壤，探尋月
壤的真實狀態。展覽策展人宋宇瑩介紹，通過增強現
實（AR）技術，公眾可以沉浸式體驗嫦娥一號、嫦
娥四號和嫦娥六號 「繞月」「落月」和「採樣返
回」過程，切身感受中國探月工程的「繞」「 落」
「 回」三步探月過程。公眾還可以通過手機錄屏和
拍照的方式記錄、分享深空探索的震撼和魅力。

中國發現首個新礦物——嫦娥石
為了讓展覽更具科普效果，展覽結合各式月壤模擬

物和相關資料，展示中國在月球研究領域的最新科研
成果。通過礦物結構圖和嫦娥石理想晶體結構圖，介
紹嫦娥五號月球樣品中發現並命名的新礦物——嫦娥
石。這是中國科學家發現的首個月球新礦物，也是人
類發現的第六個月球新礦物，中國也成為世界上第三
個在月球發現新礦物的國家。現場還展示了歐陽自遠

院士團隊編製的《月球全月地質圖》，這一重要成果
為全球科學界提供了寶貴的月球研究資料。

月岩月隕提供演化不同視角
在展覽的「攬月」章節，重點展出了各種形式的嫦

娥五號月球樣品，還向觀眾科普解答了「月壤是如何
形成的？」「嫦娥五號如何成功採集月壤？」等問
題，通過超近距離觀察嫦娥五號月壤形態，介紹月壤
的形成過程、採樣方式和研究成果，展示月球樣品的
科研價值以及中國在月球探測領域的重大突破。市民
李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通過展覽不僅能夠近距
離觀看來自月亮的珍貴樣品，還能學到很多科學知
識，「心中對未來中國航天充滿了期待。」
展覽的核心展品前圍滿了好奇的觀眾，大家都想盡

快一睹不同粒徑的嫦娥五號月球樣品的風采。展覽展示
共計0.6克嫦娥五號月球樣品，涵蓋月壤的各種形態：
厘米級的月壤粘結岩大顆粒、毫米級的礦物顆粒、撞擊
玻璃、撞擊玻璃珠以及月壤粉末等。除了嫦娥五號的月
壤樣品外，展覽還特別展示了阿波羅17號採回的月岩、
西北非月球隕石等極為珍貴的月球樣本。這些來自不同
獲取時間和獲取方式的月球物質，為科學家們提供了研
究月球形成與演化規律的不同視角。
此外，通過模擬月壤以及月壤磚等多種展示材料，
民眾可以更詳細了解模擬月壤與月壤原位利用技術的
最新進展。宋宇瑩表示，展品不僅揭示了未來月球基

地建設的可行性，還展示了月球原位資源利用的潛在
方案，為人類探索和開發月球資源提供了重要的科學
依據和技術支持。

開科普講座 講月球樣品背後故事
開幕當天，主辦方還特別邀請了中國科學院地質與

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李秋立以「探月工程返回樣品
解密月球持久活力」為主題作科普公眾講座。講座圍
繞「月球上是否存在更年輕的火山活動？」開展講
述，介紹科學家如何通過研究嫦娥五號、嫦娥六號月
球樣品推斷月球火山活動時間，讓公眾在參觀展覽的
同時，更加深入地了解月壤的科研價值，講述月球樣
品背後的科學故事。

●「問月——中國探月工程嫦娥五號月球樣
品展」28日在北京天文館開幕。圖為嫦娥
五號帶回的月球樣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掃碼睇片

「哇，這就是月亮上的石頭呀！」

「快來摸一摸，這裏是模仿月球表面的

凹凸感！」「看那個粉色的三角標註的區域就是嫦娥

五號取樣品的位置，真厲害！」孩子們驚喜的言語充

滿了整個展廳，不少學生在看完月球樣品後感嘆：長

大想去月亮上看一看！

來自北京海淀航天圖強小學的呂玥從小就對月亮充

滿好奇：「姥姥經常跟我講很多關於月亮的故事，讓

我對月球充滿了嚮往。」五年級的呂玥已經儲備了不

少月球的知識，認真看完月球樣品後，她開心地說：

「展覽解密了我心中對月球的很多疑惑，堅定了我長

大後做一名航天工作者的想法！」在呂玥看來，人類

是宇宙中微小的存在，只有努力學習才能更多了解浩

瀚的宇宙：「嫦娥五號採集月球樣品回來，說明了我

們中國科技的發展，國家實力的增強。等我們長大了

要採集火星甚至更遠星球的樣品回來。」

一位六年級的學生通過顯微鏡認真觀察了月球樣

品，還認真記下了各種展品的簡介。她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自己不久前剛寫了一篇關於月亮的文章，查

詢了很多關於月球的知識，這次展覽給未來寫作文提

供了素材：「從嫦娥奔月的神話故事到現在擺在眼前

的月球樣品，我們對月亮的認識越來越清晰，希望長

大後能夠去月亮上看一看，留下自己的足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不少學生在看完月球樣品後感嘆：長大想去月亮上看一看！圖為小學生參觀展覽。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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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後想去月亮上看一看」

●展覽通過精密的機械臂、大直徑半球透鏡、體
視顯微鏡、XCT掃描和三維數字重建技術展示月
壤。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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