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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對自己要做到不忘初心。

佛 光佛 光佛 光佛 光 菜根譚

1 要聞
2023 年 7 月 25 日 星期二

農曆癸卯年六月初八

沒力氣哭 8 5萬葉門童餓死

地    區 氣溫℃  天氣 

台  北 27～34 陰短暫雨

桃  園 27～35 陰天

新  竹 26～36 陰時多雲

台  中 27～36 多雲時陰 

南  投 25～36 陰天

嘉  義 26～35 陰天

台  南 28～33 陰天

高  雄 28～33 陰天

花  蓮 26～32 陰時暫雨

台  東 26～33 陰短暫雨

今日天氣

世界天氣
地區 氣溫○C 地區 氣溫○C

東京 26~33 香港 29~33
曼谷 29~31 福州 26~33
雪梨 10~18 昆明 19~26
洛杉磯 19~24 武漢 26~34
紐約 22~28 上海 27~33
里約 20~29 南京 27~33
日內瓦 16~22 西安 26~37
倫敦 12~20 青島 26~29
羅馬 23~34 北京 21~32
約堡 9~17 瀋陽 22~30

貨幣匯價
幣  別      買  入      賣  出

美  元 30.96 31.63

歐  元 33.98 35.32

港  幣 3.858 4.062

日  圓 0.2132 0.226

人民幣 4.266 4.428

 註：新台幣昨收31.352元 貶值1.12角
台灣銀行提供

股      市 收盤指數  漲▲ 跌 ▲

台灣集中市場 17033.61 ▲ 2.91

台灣店頭市場 221.53 ▲ 1.63

東  京   日  經 32700.94 ▲ 396.69

香  港   恆  生 18668.15

▲

407.11

亞洲股市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位於俄羅斯遠東地區、
長達1公里的巴塔蓋卡巨坑（Batagaika crater），是
世界最大的永凍土融坑；隨著全球暖化，巴塔蓋
卡巨坑塌陷的規模愈來愈大，意味從永凍土釋出
更多溫室氣體。

科學家表示，俄羅斯暖化的速度，至少比世界
其他地區快上2.5倍，使得覆蓋俄國約65%國土的
長年凍原持續融化，並從解凍的土壤釋放出溫室
氣體。

永凍土融化已對俄羅斯北部及東北部各地城鎮
構成威脅，造成道路變形、房屋龜裂、管線毀損
等，近年來的野火，又令問題日益惡化。

目前不確定巴塔蓋卡坑洞擴大的確切速度，
但梅尼可夫永凍土研究所（Melnikov Permafrost 

Institute）首席研究員塔納納耶夫（Nikita Tananayev
）表示，巨坑下面的土地，有些地方深約100公
尺，含有大量有機碳，隨著永凍土融化，這些有
機碳將釋放到大氣中，加劇全球暖化。

格陵蘭曾是綠地 冰層融化風險高

另外，美國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
20日發表的研究指出，在近代地質史中，格陵蘭
島（Greenland）很大一部分地區曾是一片無冰的
苔原，或許有過林木，顯示格陵蘭島冰層比先前
所想的更容易受到氣候變遷影響。

法新社報導，人們一直認為，格陵蘭島在過去
250萬年間一直是座寒冰堡壘，但一支國際研究

團隊發現，不過41.6萬年前，格陵蘭島還是一片
充滿綠意的土地。

共同主導撰寫論文的佛蒙特大學科學家畢爾曼
（Paul Bierman）指出，了解格陵蘭島的過去，對
於預估島上的冰層未來會如何變化、有多快融冰
非常重要。

格陵蘭島的冰若融化，海平面恐怕會上升約23
英尺（約7公尺），屆時全球每個沿海地區都有
風險。

這項研究有賴於「世紀營」（Camp Century）
科學家在格陵蘭島西北部地表下1390公尺處，採
掘出的一段冰芯。

科學家們發現，冰芯不僅含有沉積物，還有樹
葉和苔蘚，是當時地面沒有冰的鐵證。

最大永凍土融坑擴張 恐加劇暖化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提到刺繡或編織，大
多會想到「傳統」、「手工藝」，但在南非藝術
家丹妮爾．克勞（Danielle Clough）手中，針線就
如同畫筆和色彩，編織著各種可能；克勞擅長將
網球拍、羽球拍、T恤和紮染織物等當作布，在
上面以鮮豔的繡線創作，她表示，用傳統的箍作
為框架裝置，並考慮如何將這種媒介轉化為意想
不到的表面，她很享受這樣的創作過程。

克勞的創作目標是，希望透過藝術表達人類
最美好的情感；她喜歡以各種鮮豔的線，大膽撞
色，遠看就像是精心疊加色彩、光影的繪畫作品
，聯合國、非洲創新組織等機構，以及Gucci、
Nike等品牌都曾找她合作。

加入串珠點綴  更添生命力

克勞從小就喜歡創作，除了刺繡，她也擅長
攝影、音樂、平面設計，當她學會使用針線、縫
紉機之後，她就開始用舊窗簾、布料為自己做衣
服，還會為朋友特製絨毛娃娃；克勞分享，「我
會將表情等細節縫到玩具上，並以線繪製小元素
，一切都是從那裡開始的，我剛開始以為自己發
明全新的創作方式，甚至將其命名為『線素描』
。」

其中，克勞最出名的作品是〈What a Racket〉
，該系列以花卉為主，她捨棄一般的刺繡底布和
繡框，而是以舊球拍作為載體；首先，她會依循
當下心情挑選主色調，再鎖定花卉主題，先畫草
稿之後，才在球拍經緯線上開始刺繡，她也會在
作品加入珠子點綴，讓花隨著光線折射，看起來
更有生命力；克勞形容，沒有了繡布就像是在「
縫空氣」一般，線是否繡在正確的位置，有時候
靠的是運氣。

刺繡無法重來  須專注當下

為什麼特別偏好花？克勞表示，花朵的色澤
及背後隱含的寓意，是她深深著迷的原因，且花
卉植物也是刺繡領域常見的題材，這樣傳統題材
出現在沒有繡布的球拍上，更顯得有新意。

克勞分享：「刺繡沒有返回鍵可以按，操作
起來也非常耗時，但這些特性對我來說，正是刺
繡最真實和最神奇的部分，每一針每一線都必須
專注於當下。」

除了標誌性的球拍刺繡，她也常受邀到街頭
創作；其中，〈Boundaries and Borders〉（底限
與邊界）是應聯合國之邀，為第一屆世界人道主
義會議而作，克勞特地選擇了一家廢棄汽車廠，

克勞（右圖）擅長將復古網球

拍、T恤和紮染織物作為布，以鮮

豔的繡線創作。

 圖／取自「Danielle Clough」
 官網、IG

舊球拍繡花 針線新世界
南非藝術家克勞跳脫傳統  讓球拍、T恤化身繡布  聯合國、Gucci等都曾找她合作

在其鏽跡斑斑的鐵門上，繡上了一隻亮麗
的小鳥，「人們的善意與理解總是被背後
的感覺支配，就像門的兩面，取決於我們
要站在那一邊」，克勞說：「從不同角度
看待問題，我們更能包容彼此間的差異，
就像門上的刺繡一樣，我們彼此都縫合、
聯繫在一起，找到心底的和平。」

為什麼作品總是充滿活力的色彩？克
勞表示，她翻開以前的剪貼簿和日記時，
發現裡面都是亮片、螢光筆等，她才發現
自己一直都著迷於這些飽和、明亮的顏色
，她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顏色語言
，這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對克勞而言，
刺繡帶給她的，不只是名聲，更重要的是
──找到了一生所愛。

新聞提要

4國際／兩岸
大陸引民間投資救經濟 

規模13.7兆元

3綜合
杜蘇芮暴風圈明觸台 

估今發陸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