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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
佛 光 菜根譚

少年的時候，要修理自己。1 要聞
2022 年 7 月 28 日 星期四

農曆壬寅年六月三十日

菲國  7.1 強震 
世遺古城碎了

地    區 氣溫℃  天氣 

台  北 27～35 晴時多雲

桃  園 27～34 晴時多雲

新  竹 28～34 晴時多雲

台  中 28～34 多雲

南  投 26～34 晴時多雲

嘉  義 27～34 晴時多雲

台  南 28～33 晴時多雲

高  雄 29～33 晴時多雲

花  蓮 27～32 晴時多雲

台  東 27～32 晴時多雲

今日天氣

世界天氣
地區 氣溫○C 地區 氣溫○C

東京 26~32 香港 31~35
曼谷 29~35 福州 27~35
雪梨 8~18 昆明 19~25
洛杉磯 18~22 武漢 27~30
紐約 24~32 上海 27~34
里約 18~32 南京 26~38
日內瓦 15~31 西安 20~29
倫敦 16~24 青島 25~29
羅馬 21~31 北京 18~27
約堡 8~18 瀋陽 23~30

貨幣匯價
幣  別      買  入      賣  出

美  元 29.54 30.21

歐  元 29.58 30.92

港  幣 3.659 3.863

日  圓 0.2098 0.2226

人民幣 4.339 4.501

 註：新台幣昨收29.933元 貶值1.9分
台灣銀行提供

股      市 收盤指數  漲▲ 跌 ▲

台灣集中市場 14921.59 ▲ 114.81

台灣店頭市場 182.07 ▲ 1.62

東  京   日  經 27715.75 ▲ 60.54

香  港   恆  生 20670.04

▲

235.84

亞洲股市

震源深度10公里

地
震
前

地
震
後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美國地質調查所（
USGS）測得，菲律賓呂宋島（Luzon）阿布拉
省（Abra）多洛雷斯市（Dolores）東南方11公
里處，27日上午8時43分發生規模7.1強震，震
源深度僅10公里，造成民眾受傷、建物毀損；
其中199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選
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維甘市（Vigan），也因
強震受損，道路石塊散落一地。

維甘市是南伊羅戈省（Ilocos Sur）首府，
位於呂宋島西北岸，距離27日上午規模7.3地
震震央只有45公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記者指出，據導遊加傑頓（Arlene Alegre 
Gajeton）提供的畫面，在維甘市的世界文化遺
產古城區，有許多建築物被地震震壞，地面全
是建築物掉落的石塊。

「維甘古城」建於16世紀，是當地觀光勝
地之一，也是亞洲保存最完好的西班牙殖民城

市。該建築不僅反映出菲律賓各地方的建築元
素，還融入了中國大陸以及歐洲的建築特色，
形成一個在東亞、東南亞僅見獨特文化與城市
風貌 。

推特流傳的其他災情畫面顯示，當地知名
「維甘市大教堂」（Vigan Cathedral）的外牆剝
落，還有建築物2樓部分坍塌，殘骸全散落街
上。此外，也有民眾錄製到維甘古城熱門觀光
景點「班泰鐘樓（Bantay Bell Tower）」，因強
震損毀，畫面可見到有大塊結構墜落，遊客見
狀驚慌逃竄。

430年古鐘樓損毀
知名教堂牆崩

「班泰鐘樓」建於1591年，至今已是高齡
431年的古老建築，鄰近當地教堂，在西班牙

殖民時期曾經作為當地瞭望塔使用，協助當地
居民抵禦海盜與外侮，如今是當地熱門觀光景
點。

對此，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新聞祕書稱，小馬可仕已下令向震
區立即派遣救援隊，小馬可仕也將飛往阿布拉
省。

這次震央距首都馬尼拉300多公里，馬尼拉
都會區感受到強烈搖晃，輕軌1、2號線與捷運
3號線（MRT-3）一度停駛；在靠近震央的邦
貴鎮（Bangued），當地柏油路、地面更出現
裂縫。警長艾米亞（Nazareno Emia）表示，邦
貴鎮有數人受傷，已送往醫院治療。

菲律賓因地處太平洋火環帶（Ring of Fire）
，經常遭受地震侵襲。太平洋火環帶從日本延
伸至東南亞並橫跨太平洋盆地。27日地震是菲
律賓近幾年來最強烈的地震。

世界文化遺產菲律賓維

甘古城，保存16世紀西班

牙文化，建築因強震受損

，道路滿是石塊。

 圖／美聯社、123RF

【本報花蓮訊】花蓮吉安鄉「吉野1號」米，
在日治時期曾是上貢的「天皇米」，但隨著時代
變遷，該米種一度消失在歷史舞台，經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與農業歷史專家、農學博士合作，復育
吉野1號米，並嘗試將百年前的清酒味道釀造重
現，盼台灣地酒再生，增加白米的附加價值。

在花蓮常有機會聽到「吉安還有種日本人留下
的稻種」、「吉野1號是天皇米」的地方傳說，
更有不少農民對此品種米情有獨鍾，總是向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索取稻種，回家
種植。

花蓮農改場長杜麗華表示，為解開「天皇米」
謎團，花蓮農改場委託歷史學者考證「吉野1號
」身世，發現1928年的吉野1號米獻穀田就座落在
場區內，因此特別出版專書，結合建場83周年慶
祝活動，舉辦新書發表會，並特別在現場展出農
業試驗推廣的成果。農委會主委陳吉仲也到場參
與。

回顧吉野1號米的重生，除了農改場保種，最
大功臣之一是台灣農業歷史學家范雅鈞、高雄餐
旅大學農學博士陳千浩。陳博士長期研究清酒文
化，在文獻發現，吉安鄉曾在日據時種植品質上
等的吉野1號米，不僅曾進貢日本天皇，更是做
清酒最好的品種，當時甚至將1700噸的米從花蓮
送往台中的酒廠釀酒。

同時，農改場委託范雅鈞研究吉野1號米的歷
史，經過文史資料、老照片考證，及深度訪談地
方耆老等，將米種的過去與復育撰寫成書，更發
現日據時期其中一塊獻穀田，原來就在花蓮農改
場內。

農改場昨天在獻穀田上舉行祭天祈福儀式，陳
吉仲在標示牌上簽名，隨即插入該田區，見證吉
野1號米獻穀田的歷史。

另外，農改場日前將吉野1號米加工成甘酒及
冰品等，經技術移轉給吉安鄉農會後會繼續研發
，盼能趕在下月上市。

吉野 1 號米身世揭曉  曾是日治天皇米

吉野1號米是台灣最早發展成功種植的稉型

品種之一，歷經超過百年。 圖／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