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报道称， 韩基石被男子推下站
台时，其他乘客聚集在站台另一头，
距两人大约 30米。 照片也显示，韩
基石身边当时没有乘客。

遇害者为韩
基石。一些目击者
说，韩基石遭车厢
拖行三四米。

7年前， 伊莎贝拉·迪诺尔成
为世界上第一位成功进行脸移植
手术的人。 她多年来独群索居，鲜
有接受媒体采访。 不过，日前她接
受了英国广播公
司（BBC）的访
问， 讲述了她一
路走过来的心路
历程。

伊莎贝拉·
迪诺尔来自法
国， 今年 45岁，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做脸移植
手术前，她几乎无法进食和说话，
现在则早已无碍。 她的脸上从鼻
子到脸颊处，仍然有一道疤痕，法
国北部的亚眠大学的外科专家就

是在这个地方花了 15个小时将捐
赠者的脸缝上去。

2005年 5月的一天，在抑郁症
发病期间， 她服用过量安眠药试图

自杀。她醒来时发
现自己在家里躺
在一大片血泊旁
边，只有宠物狗拉
布拉多在身旁。这
只爱犬发现她倒
地不醒，竭尽全力
叫醒她，把她的鼻

子、嘴等处咬烂了。 她的嘴、鼻子和
脸颊严重受损，送到医院后，医生马
上排除了做常规脸部手术康复的可
能性。取而代之，他们提出了突破性
的脸部移植手术来康复。 （肖雅）

据美国媒体 4 日报道， 千万富翁、
2012 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虽
然年收入 1000多万美元， 但仍自己动手
做三明治，被指不主动增加就业机会。 报
道认为，富人本应是创造最多就业机会的
人，但这一理论只有在他们真正采取行动
时才能看到效果。

罗姆尼自 2006 年以来一直忙于竞选
总统， 他目前很难适应恢复百万富翁的平
淡生活。例如，没有助手为他做花生酱蜂蜜
三明治就是问题之一。

在距离罗姆尼住所车程 15至 20分钟
的沃尔玛超市， 那里员工的时薪不到 9美
元。 仅仅需要 8.7万美元———不到其年收
入的 1%， 罗姆尼就可以 10美元的时薪雇
用一组人，这组人可以在一年 365天的任
何时间为他做三明治。 如果罗姆尼愿意，
他还可以让这组人去学习制作更多菜肴
或完成其他的家务。 (中新 )

捕捉纽约男子被人推下地铁轨道惨被撞死瞬间

见死不救摄影师被骂没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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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舞改名
为求“名分”

罗姆尼自做三明治
被批抢人饭碗

西班牙格林纳达大学研
究人员通过分析热成像图片
发现， 人们说谎时鼻子会变
热。

在意大
利经典童话
故事《木偶
奇遇记》中，
主人公匹诺
曹 一 旦 说
谎， 他的鼻
子就会随之
变长。 在真
实世界中，人们在说谎时鼻子
虽不会变长，但确实会发生一
些变化。 据美国《大众科学》
网站 12月 4日的报道， 西班

牙格林纳达大学的研究人员
近日发现， 人们在说谎时，鼻
子及周围肌肉的温度会有所
上升。

该 研
究除了得
出“撒谎会
让人鼻子
发热”的成
果之外，还
有许多额
外的发现，
比如当我

们比较劳累时，面部温度会下
降， 而当我们比较焦虑时，面
部温度会上升。

（信莲）

科学家证实“匹诺曹效应”
撒谎可导致鼻子变热

法国 45岁母亲
成世界首个换脸人

钢管舞， 这个原本从美国工人中流行
出来的娱乐项目，在经历了低俗、表演等发
展低潮后， 如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健身场
所中。不过，世界钢管舞联合会并不想让这
个项目仅限于健身和表演， 而是希望钢管
舞主要是竞技钢管舞能进入到竞技体育领
域内，甚至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中国钢管
舞也因此正式改名为“缘杆”。

2012年钢管舞世锦赛上个月在瑞士举
行，中国也派出了代表队参赛。比赛期间，世
界钢管舞联合会官员就向外界透露，他们有
个新设想，那就是希望能与国际体操联合会
合作，使钢管舞作为体操项目中的一项进入
2020年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钢管舞英文为“polee dance”，在发展
中， 钢管舞的舞蹈成分已逐渐演化为一种
舞台艺术， 而现代钢管舞技巧受到了我国
杂技的影响， 不少高难度动作成为表演中
的高潮部分， 各国舞者对竞技钢管舞英文
称呼已用“pole”来代替，pole即杆的意思。
“缘杆”的命名不但继承了古代传统艺术，
也符合我国对竞技体操项目名称的命名规
范，符合运动本身的性质，比较直观形象地
反映出竞技钢管舞的特点。 (白志标 )新闻链接

普利策奖名作
逼摄影师自杀

苏丹大饥荒时拍摄的那张名为《饥饿的
苏丹》的经典照片，作者是南非摄影记者凯
文·卡特。

这张照片在《纽约时报》发表后激起强
烈反响，引起了国际舆论对苏丹饥荒的关注；
而另一方面， 不少人谴责卡特没有放下相机
去救小女孩。 就在这张照片获得普利策奖之
后不久，卡特自杀。

1993年的一天，来到苏丹采访的卡特看
到这样一幅令人震惊的场景： 一个瘦得皮包
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在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路
上再也走不动了， 趴倒在地上。 而就在不远
处，蹲着一只硕大的秃鹰，正贪婪地盯着这个
奄奄一息的瘦小生命。卡特抢拍下这一镜头。

然而就在普利策颁奖仪式结束 2个月后
的 1994年 7月 27日， 警察在南非城市约翰
内斯堡发现卡特自杀身亡———他在汽车的排
气管上套了一截绿色软管， 把一氧化碳导入
车内。 人们在他的座位上找到一张纸条：“真
的对不起大家， 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
的程度。 ”

其实， 和卡特一起采访的另一摄影师西
尔瓦表示，在这张照片里，由于人们不能看到
那个忙着领取救济粮而把女儿放在一边的母
亲，于是便理所当然地下结论；而普利策所有
的评委也都注意到，小女孩的手上有一个环，
说明她当时受着人道保护。 但是这些通常在
新闻节目中被无情地切掉， 讨论还是紧紧围
绕新闻伦理和道德展开。 ! ! （王裳）

一张好的新闻照片可以让摄影师名利
双收，也可以让他名声扫地。

美国纽约市一名男子被另一名男子推
下地铁站台，没能及时逃脱，遭列车撞死。一
名摄影师目睹这一幕，拍摄照片却没有施以
援手。照片由《纽约邮报》刊登，引发舆论一
致批评———报社因使用“没救了”等字眼被
批冷血，而该名摄影师则遭批评没有伸手援
救……

报纸醒目标题：没救了
遇害人名为韩基石，58岁，12月 3日中

午在纽约时报广场附近 49街地铁站与另一
名男子发生口角，被推下站台。 他试图爬回
站台，没有成功，遭进站列车撞死。

自由摄影师奥马尔·阿巴西拍下韩基石
爬站台的场景。《纽约邮报》4日在头版刊
登一张大幅照片，显示韩基石左胳膊放在齐
胸高的站台上，侧转身体，面向一辆驶近的
列车。图片说明写道：这个人被推下站台，就
快死了。图片下方一条醒目大标题：没救了。

阿巴西说他想救韩基石，但觉得力气不
够，无法把他拉上站台。“我想帮他，但不知
道怎么帮。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

摄影师自辩
试图用闪光灯提醒司机

摄影师阿巴西告诉
《纽约邮报》记者，韩基石
落下站台后，“大家开始
(向列车 )挥手，挥动任何
能找到的东西。 他们向那
个男的喊： 快出来！ 快出
来！ ”

阿巴西说， 他当时按
快门， 试图用照相机的闪
光灯提醒列车司机注意。

“我开始(向列车驶来的方向 )跑，希望司机
能看见闪光。 ”

列车减速，但没能及时刹住。 列车司机
受惊过度，戴氧气面罩、坐在轮椅上被送出
车站。 阿巴西援引司机的话说，他看见闪光
灯的光，但列车速度太快，无法及时停住。

专家
这是摄影师的永恒难题

非营利新闻学校波因特研究所视觉新
闻道德问题专家肯尼·厄比告诉美联社记
者，在职业新闻摄影界，摄影师经常面对这
类“纪录或救助”的抉择。

厄比和全国摄影记者协会道德委员会
主席约翰·朗都认为，不应简单地对摄影师
的道德品质下定论，原因是这类事件中，摄
影师可能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施救。“我无
法评判他(阿巴西 )，”朗说，“我不知道他
当时离(韩基石 )多远，不知道他是否能做些
什么。 ”

不过，两人认同，作为摄影师，“从道义层
面而言，如果可能，有义务施救而不是拍照”。
“我认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记者。 ”厄比说。

! 《饥饿的苏丹》
获得 1994 年普利
策新闻特写摄影奖。

迪诺尔手术前后及现在的对比照片（从左至右）

摄影师奥马尔·阿巴西

据澳大利亚新快网 12 月 6 日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近日在一视频网站上宣称
世界末日就要降临，希望与澳大利亚人民
战斗到最后。

吉拉德称， 灾难预言者是正确的，这
个月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她在 Youtube视
频网站上向所有澳大利亚人称：“我的澳
大利亚同胞们，世界末日就要来啦。 这不
是千禧年危机，也不是碳税，而是玛雅人
的年历，它是真实的。 ”

吉拉德表示：“不管最后我们是死在
僵尸还是恶魔怪兽手里，不管怎样你们都
知道，我一定会帮你们战斗到底。 祝你们
好运！”报道称，吉拉德在发表这段讲话时
表情十分严肃，演讲台后面摆放着两面澳
大利亚国旗。 （文静）

澳大利亚总理宣称世界末日本月来临：

它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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