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南极老家跋涉 3000 多公里、抵达

新西兰海滩并“迷失”在这片陌生陆地的

帝企鹅“快乐的大脚”近日启程回家。

新西兰惠灵顿动物园兽医莉萨·阿

吉拉将在“坦加罗阿”号考察船上送它一

程， 随后在南纬 51 度至 53 度的南大洋

海域将它放生。

“大脚”踏上归途

“快乐的大脚”8 月 29 日“乘坐”新

西兰国家水事和大气研究所的“坦加罗

阿”号考察船，从惠灵顿港出发，回归南

大洋。

这只雄性帝企鹅现年 3 岁半， 尚未

成年。 几天后，当考察船行至南纬 51 度

至 53 度的南大洋海域时， 它将回归大

海，与其他帝企鹅结伴返回南极老家。

放生“快乐的大脚”的海域位于新西

兰最南端大约 630 公里处。

德新社援引企鹅专家约翰·科克雷

姆的话报道，南纬 53 度的海域可能有其

他未成年企鹅出现。

科克雷姆是新西兰梅西大学兽医、

动物和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他认

为，放生帝企鹅的地方有足够洋流，可引

导“快乐的大脚”回到南极。

阿吉拉说：“希望它利用自己天生的

‘卫星定位装置’返回南极，它也可能一

两天后才能搞清楚方向。 ”

另一种可能是，“快乐的大脚” 再次

迷失方向，返回新西兰，就像它这次造访

新西兰北岛一样。

康复后心宽体胖

“快乐的大脚”今年 6 月中旬从南极

“北漂”大约 3200 公里，来到新西兰北岛

佩卡佩卡海滩，成为 44 年来首次自行造

访这个南太平洋岛国的野生帝企鹅。 帝

企鹅通常一辈子生活在南极洲。

初到佩卡佩卡海滩时，“快乐的大

脚”看起来还算健康，入住惠灵顿动物园

后，舒适的“单间”、冰床、鱼泥大餐……

让“快乐的大脚”在动物园里的康复生活

过得悠哉悠哉。现在，它的体重已增加至

27.5 公斤。

人们恋恋不舍

对许多关注“快乐的大脚”的新西兰

人而言，它的回家令人不舍。

数千名游客 8 月 28 日前往动物园

为它送行。“快乐的大脚”康复期间，惠灵

顿动物园游客数量几乎翻番。

“快乐的大脚”拥有不少“粉丝”，包

括新西兰总理约翰·基。

而最舍不得它的， 恐怕还是兽医阿

吉拉。

她说，关照“快乐的大脚”的日子里，

她渐渐喜欢上了这只帝企鹅，“你与它经

常亲密接触，就会产生感情”。

还好，粉丝们今后如果想念“快乐的

大脚”， 可以登录惠灵顿动物园官方网

站， 查看卫星定位装置发回的帝企鹅方

位信息，畅想它在那里活动的情景。

（据《今日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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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任命的一个调查

委员会 8 月 29 日说，美国政府研究人员上世纪

40 年代在明知违反伦理道德的情况下， 对危地

马拉在押人员和精神病患者实施性病人体实

验，至少致死 83 人。

反人伦性病实验 美国承认了

可耻的一页：把犯人和精神病人当“小白鼠” 至少致死 83 名危地马拉人

美国医生约翰·卡特勒为所谓的“病人”注射。

美“医疗史上可耻的一页”

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去年 11 月成立，定于

今年 12 月公布危地马拉性病人体实验最终报告。

这一委员会迄今调查相关文件超过 12.5 万份。

委员会发现，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国家卫生

研究院研究人员在危地马拉监狱着手实验时， 几乎

没把实验对象当人对待， 甚至没有告诉他们正接受

一项危险实验。

为了研究测试青霉素能否用于性病防治， 接近

5500 人接受诊断测试，超过 1300 人经性行为或人为

“接种”方式接触淋病、梅毒等性病病毒。

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成员史蒂芬·豪泽说，

1946 年至 1948 年间，1300 名危地马拉人面临性病

感染风险，但文件档案显示，仅不足 700 人接受某种

程度治疗。

委员会负责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埃米·古特

曼说，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这项人体实验研究是“医疗

史上可耻的一页”，调查将还受害者以公道，确保类

似事件不再发生。

实验对象沦为“小白鼠”

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认为， 国家卫生研究

院研究人员故意让实验对象感染性病， 操作实验时

无视医疗伦理道德，明知故犯。

研究人员把已经感染性病的妓女带入危地马拉

监狱，令在押人员接触病毒。 另外，他们还故意弄破

一些在押人员或精神病患者的生殖器官、 胳膊和脸

上肌肤，再让受伤肌肤接触性病病毒。当实验对象感

染梅毒等性病后， 研究人员对他们施以青霉素并观

察效果。

这些实验对象并不知道， 他们已经沦为“小白

鼠”。 梅毒等疾病如果不及时接受治疗，可能导致患

者身体器官严重损伤、瘫痪、失明甚至死亡。

当年从事这一研究的美国医生约翰·卡特勒在

一份文件中指出， 他为一名精神病女患者接种梅毒

后，女子濒临死亡，但出于研究考虑，他继续为女子

接种性病病毒，后者最终感染重病身亡。

委员会负责人古特曼 8 月 29 日说：“这不是发

生在危地马拉的一起意外事件。 在参与其中的一些

人看来，我们不能在自己的国家这样做。 ”

她说，大量证据显示，研究人员企图掩盖事实，

他们的所作所为缺少对人权的基本尊重， 更谈不上

符合医疗研究道德。

受害者和家属正起诉美政府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医学史学家苏珊·里维尔比

2009 年梳理已故医生卡特勒资料时， 发现这段危地

马拉监狱内的惊人历史。事件曝光后引发舆论广泛关

注， 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2010 年 10 月致电危地马拉

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表达歉意；国务卿希拉里·克

林顿直言，政府为医学工作者当年行径“感到愤慨”。

危地马拉先前谴责， 性病人体实验涉嫌反人类

罪， 危地马拉政府将考虑向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

事法院提起诉讼。危方就此展开调查，一些实验受害

者和家属正起诉美国政府。

里维尔比说，参与实验的美国研究人员认为，他

们的出发点是应对威胁美国人、 尤其是美国士兵的

一大疾病，战胜性病是他们关注重心所在。

危地马拉秘密人体实验事件唤起的还有有关美

国人的另一段可怕记忆，即“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自 1932 年起，美国公共卫生部门以免费治疗梅

毒为名， 把亚拉巴马州数百名非洲裔男子当成实验

对象，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而当事人实际上

未得到任何治疗。 公共卫生部门对实验对象隐瞒真

相长达 40 年，使大批受害人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

至生命的代价。 这一研究项目直到 1972 年经媒体曝

光才终止。

三大泯灭人性

人体实验

美国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自 1932 年起，美国公共卫

生部门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

把亚拉巴马州数百名非洲裔男

子当成实验对象， 秘密研究梅

毒对人体的危害， 而当事人实

际上未得到任何治疗。 这一研

究直到 1972 年经媒体曝光才

终止。

德国纳粹人体实验

“二战”期间，奥斯维辛集

中营中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

格尔曾在数十万名犹太囚犯身

上进行过恐怖医学实验， 一些

囚犯甚至遭到活体解剖。 他在

1500 多对双胞胎身上进行各种

恐怖的人体实验， 这些双胞胎

最终只有 200 多人活下来。

日本 731 部队实验

日军先后在长春、北京、南

京、 广州和新加坡等地设了大

型生物战基地， 从而形成了一

个巨大的生物战体系。 731 部队

的指挥官石井四郎及其下属犯

下的众多暴行包括：活体解剖，

用动物血和人血交换注射试验

等。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731

部队为了掩盖罪行， 屠杀了最

后一批在押人员。（综合《北京

晚报》、《钱江晚报》）

■

相关链接

清醒时毫无艺术细胞，梦游时画艺高超

一梦游，他就成画家

黑暗中，一名男子跌跌撞撞爬下床，东找西寻，不一会儿，

他拿起铅笔，在一张旧报纸上画素描，动作熟练，似乎对时间

流逝毫无察觉。 大约一小时后，一幅漂亮的图画跃然纸上。

整个绘画过程中，男子似乎神志不清。 事实是，男子的确

在睡梦中。 他就是英国梦游画家李·哈德文。

醒时是画盲

梦游时就成画家

哈德文现年 36 岁， 在北威

尔士从事护士工作。他自称毫无

艺术细胞，没有受过任何绘画训

练，对绘画并无多大兴趣，梦游

作画这一天赋异禀如何得来，自

己也纳闷。

哈德文在个人博客上写道，

4 岁开始梦游，梦游作画则始于

16 岁那年。 一天， 他住在朋友

家，第二天早上起来，朋友的母

亲发现厨房墙上满是涂鸦，“我

们晚上喝了酒，大家将此归咎于

酒后行为”。

从那以后直至 20 岁出头的

数年内，哈德文家人时常发现家

中墙壁、桌子、衣服、废旧报纸上

出现涂鸦。 哈德文告诉英国《大

都会报》 记者：“我半夜起床，在

墙上涂鸦。 有一次，我在一个有

年头的衣柜上画画，那个衣柜是

传家宝，这令母亲颇不高兴。 ”

他说：“朋友曾经拍摄我（梦

游作画过程），我觉得真是尴尬，

就像看自己喝醉酒的样子。 ”

睡眠专家称或源于心灵创伤

对于自己这项特殊才能，哈德文无法解释原因。

他睡醒后完全不记得梦中做了什么事， 也无法复制

梦游时创作的画。

“清晨醒来，发现自己被一堆艺术作品包围，而

我没有任何绘画（这些作品） 的记忆， 感觉非常离

奇。 ”哈德文说，“我时常为自己创作的画感到惊讶。

最奇怪的是，当我清醒时，拿起笔试图画画，却连简

单的素描都不会。 ”

他说：“看起来，这是一个医学现象。 我只是无法

解释自己的艺术才能从何而来。 这就好像当我睡着

时，大脑的另一部分开始启动。 ”睡眠专家认为，哈德

文的行为可能源于心灵创伤———幼时，他失去

５

位

好友。

网上受热捧，被誉为“憩加索”

梦游作画的视频在网上播出后， 哈德文成为网

络世界的名人。 画面上，哈德文飞速作画，但对旁边

人的呼唤却充耳不闻，毫无反应。

创作初期，哈德文总把人物和马当作主角。 他曾画

过一幅玛丽莲·梦露肖像，将梦露风情万种的迷离神态

刻画得栩栩如生。 后来，哈德文也偶尔创作风景画，甚

至还尝试超现实主义风格，譬如一幅仙女图中，仙女看

上去怪异扭曲，脆薄的翅膀在天空中裂成碎片。

哈德文获称“憩加索”（Kipasso）。 这个词在英文

中是“小睡”（kip）和“毕加索”（Picasso）合起来的新造

词。 他创作的大约 200 幅作品引起艺术界极大兴趣。

包括英国心灵魔术师达伦·布朗在内的一些收藏家

看重作品的奇特来历和艺术美感，纷纷出手。

（据《钱江晚报》）

新西兰“迷失”帝企鹅

放归南大洋

“快乐的大脚”

回家了

“快乐的大脚”期待回归南大洋。

梦游时哈德文飞速作画，但对旁人的呼唤毫无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