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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1
月 16 日专电（记者付一鸣）瑞典
文学院16日宣布，2016年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将缺席
今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奖颁
奖典礼。

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布的
一份新闻公告中说，迪伦在 15
日晚间的致信中说，囿于已有
的安排，12 月份将无法前往斯
德哥尔摩，也因此无法参加诺
奖颁奖典礼。他在信中再次强
调，无法亲自前往领奖，深感

遗憾。
瑞典文学院说，诺奖得主决

定缺席颁奖典礼并非没有先例，
不是特例，但这并不影响迪伦获
奖的事实。“我们期待他的诺贝尔
讲座，这是必须的——也是唯一
的要求——从2016年 12月 10日
算起的6个月内。”

瑞典文学院10月 13日宣布，
将 2016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
国音乐人兼作家鲍勃·迪伦，以表
彰他“在美国歌曲传统形式之上
开创了以诗歌传情达意的新表现

手法”。不过自此之后，虽然试了
许多次，瑞典文学院一直联系不
上鲍勃·迪伦。获奖之后，迪伦的
官方网页曾简单提到过他是诺奖
得主，但相关信息在24小时内被
移除。

随后，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
报》独家专访时，迪伦坦承，当他
第一次知道自己获奖时，“很棒，
很不可思议，谁想得到能获得这
个奖项？”

对于记者询问为何不接瑞典
文学院的电话，为何不与他们联

系，鲍勃·迪伦仅表示“我一直都
在这里”，未再做进一步解释。而
在被问到是否会参加颁奖典礼
时，鲍勃·迪伦说，“一定会的，如
果可能的话”。

今年 75 岁的鲍勃·迪伦是
一位美国音乐人和作家。从
1961年发布首张专辑至今，迪伦
在流行音乐界和文化界产生影
响力已超过 50 年。有外媒称，
他是音乐传奇、时代符号。对于
这个世界而言，他似乎是不可替
代的。

迪伦不出席诺奖颁奖礼
致信瑞典文学院表遗憾

本报讯 11月 17日是韩国高考
日。寒窗苦读的学子们走进考场，
接受命运的挑战。

说起高考，很多人说“一考定
终身”。据介绍，韩国以前也是这
样，学生上哪个大学以一次高考来
决定。但近年来，韩国改革了招生
制度，实行随时招生法，以考生中学
3年的平时成绩和高三一年期间几次
全国模拟考试的综合成绩来招收学
生，随时招生要比高考提前1个月进
行。考生拿着自己在校期间的平时成
绩和表现记录去自己报考的大学参加
面试，接受由该大学各个专业的资深
教授组成的考官团的考核。

目前，韩国80%的大学新生都
是通过随时招生上的学，高考时，
学校只需选拔剩下的20%的名额。
争这20%名额的人主要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随时招生中被淘汰的，另
一部分是学习成绩相当拔尖、愿意
以高考成绩决一胜负的。 （央广）

11月17日是韩国高考日

随时招生法让学生
不再一考定终身

据新华社伦敦 11 月 16 日电
（记者张家伟）一个国际团队日前
在英国《柳叶刀》杂志上发表报告
说，全球患高血压的人数已在2015
年达到 11.3亿，其中中低收入国家
的高血压患者人数上升明显。

这项大型研究由英国帝国理
工学院的研究人员领衔，来自世界
卫生组织以及全球的数百位研究
人员参与其中。研究人员对全球
各国居民在 1975年至2015年间的
血压变化展开了抽样分析，涉及近
2000万人的血压数据。结果显示，
总体上看，多数国家中男性的平均
血压普遍高于女性。

这段时期内，高收入国家居民
中高血压患者人数下降明显，但中
低收入国家的高血压患者人数则
上升不少。截至2015年，韩国、美
国和加拿大的高血压患者比例为
全球最低。2015 年全球超过一半
的成年高血压患者居住在亚洲，其
中中国约有2.26亿名患者，印度也
达到两亿患者。

研究人员说，越来越多科学证
据显示，年轻时如处于营养不良的
状态，随着年龄增长，患高血压的
风险也会加大，这或许能部分解释
为什么低收入国家在这方面的状
况堪忧。

全球逾11亿人
患高血压

据新华社纽约 11 月 16 日电
（记者李畅翔）法国印象派大师莫
奈的名作《干草堆》16日在佳士得
纽约拍卖行以8140万美元天价拍
出，成为迄今莫奈画作中成交价最
高的作品。

在当晚举行的“印象派及现代
艺术”拍卖会上，这幅创作于 1891
年的油画是莫奈《干草堆》系列中
公认的巅峰之作。这幅画作从
3500万美元起拍，受到竞拍者的追
捧。经过近 15分钟激烈的现场和
电话竞拍，最终以 7250 万美元落
槌，引发现场热烈掌声。加上拍卖
行佣金，这幅画作最终成交价达到
破纪录的8140万美元。此前，拍卖
成交价最高的莫奈画作是2008年
在伦敦以8040万美元拍出的《睡莲
池》。据佳士得透露，买家是美国
人。

据悉，此次拍卖的画作《干草
堆》上一次在公开拍卖中露面是
1999年，当时成交价格为1190万美
元。此次拍卖的美国卖家是2002
年通过私人渠道购得此画。

莫奈名作《干草堆》
拍出8140万美元

本报讯 德国莱比锡市进化
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近日
在几内亚巴孔拍到黑猩猩使用
长树枝做“鱼竿”采食水藻的画
面，对此感到十分惊讶。

在临时研究点，研究员们
采取了在池塘、河流边安放远
程相机等观察法来观测黑猩猩
群采食水藻的表现。采集的影
像中，黑猩猩把长棍放在水里

一段时间后，等水藻都缠在棍
子上了再取出来，之后开始吃
从“鱼竿”上取下的水藻。

研究人员表示，巴孔的黑
猩猩都能用树枝做“鱼竿”，而

且工具长度或结实程度都很
好，它们甚至会用长度超过4米
的工具。它们使用天然工具采
食的习惯很独特，不同于其他
黑猩猩族群。 （央广）

用树枝做“鱼竿”采食水藻
黑猩猩惊呆科学家

黑猩猩用树枝采食水藻（图片来源：央广网）

本报讯 东京奥运会“会徽
抄袭门”去年曾掀起轩然大波，
没想到一年多后波澜再起。抄
袭嫌疑不仅令东京奥组委蒙
羞，也令设计师佐野研二郎母
校颜面尽失。这一回，佐野研
二郎付出的代价是“被死亡”。

生前办葬礼主角不知情

11月6日下午，多摩美术大
学“校园祭”（校园文化节）已近
尾声又抖出大料。一群男子突
然现身校园，身穿黑色丧服，有
人手捧相片和白盒子，有人举
着旗帜，排成队列缓缓行进，俨
然一场正规葬礼。

葬礼“主角”、相片中人是
佐野研二郎，旗帜上印有由他
设计、曾被选为东京奥运会会
徽的设计图案。

问题是，佐野研二郎并未
过世。这场“生前葬礼”的视频

一经传上网，立即成了点击热
门，激发日本网友激烈讨论。

多摩美术大学学生处表
示，对此活动并不知情，正对参
与此活动的人员展开调查。佐
野的设计工作室则表示，不清
楚事件真相，无可奉告。

“抄袭门”失火殃及池鱼

事件火了，离不开佐野的
知名度和争议性。佐野1996年
毕业于多摩美术大学商业设计
系，2014年起担任母校的综合
设计系教授。2015年7月，东京
奥林匹克组织委员会宣布采用
他的设计作为2020年奥运会会
徽，可谓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然而，会徽刚公布不久，这份设
计就被指责涉嫌抄袭比利时一
间剧院的标志。虽然佐野本人
始终否认抄袭他人作品，但组
委会还是以“继续使用该设计

无法让公众信服”为由，在同年
9月宣布撤换会徽。

此后，佐野还有其他设计作
品也因抄袭嫌疑而遭撤换。这
一连串事件不仅对佐野本人造
成了很大冲击，也给其母校多摩
美术大学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多摩美术大学可是日本国
内“五大美术大学”之一，“江湖
地位”很高，而佐野曾就读的商
业设计系更是被人称为“业界精
英的摇篮”。

“会徽抄袭门”发生后，佐野
已被停职，但该校不少学生认为
自己承受的压力丝毫未减。

据日本媒体报道，一名男
学生很担心自己作为佐野校友
的身份会使自己作品也受到猜
疑。另一名女学生说，面试时
被面试官问及佐野之事，自己
会觉得很气愤，“真想转学去国
外的大学”。 （王新华）

东京奥运“会徽抄袭门”
设计师在母校“被死亡”

本报讯 据媒体近日报道，俄罗
斯巴尔瑙尔一名市民花100万卢布
（约合人民币 10万元）买了一只稀
有品种的猫。为了买这只猫，她不
得不卖掉了汽车。

这名女子说，这种猫非常稀有，
因为配种太难，所以非常昂贵。它
是狞猫（Caracal）和阿比西尼亚猫
（Abyssinian）的混合品种。这种动
物看起来像一只猞猁，只是个头略
小一些。

这名女子称，她育猫已经20年
了，曾经有过不同品种的猫，但一直
想有个野生猫。“当得知有人卖这
只猫时，我忍不住了。我和我丈夫
把车卖掉，把它买了下来”。

这名女子说，她用三个星期的
时间才说服了自己的丈夫。

（中新）

买猫花百万卢布
俄女子卖掉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