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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金戈铁马去 楚风汉韵长
人民日报记者 韩俊杰

楚国是先秦时期重要的诸侯国，自
先祖熊绎立国江汉以来，延续 800 余年，
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在中
华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
章。 楚国在江淮流域的经营长达 400 多
年， 最后的国都位于寿春 （今安徽省寿
县）。安徽境内以寿县为中心发现了大量
楚文化遗存， 为了解楚国历史提供了丰
富的史料。

走进位于寿县的安徽楚文化博物
馆， 一件件珍贵文物无声诉说着楚国的
精彩故事， 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段金戈
铁马的岁月，也将包容开放、大胆创新的
楚文化展现在观众面前。

青铜重器彰显高超工艺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坐落在寿县新城

区寿春城国家考古遗址范围内， 建筑面
积 1.5 万平方米， 是全国唯一以 “楚文
化” 命名的博物馆，2022 年 6 月正式对
外开放。 博物馆建筑彰显楚人 “四方筑
城”“荆楚高台”的建筑理念，以灰、白、红
为主要色调，既有巍巍古风，又具现代气
息。“博物馆珍藏文物 1 万余件 （套），其
中涉楚文物 700 余件（套），国家一级文
物 230 件（套）。”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副馆
长常远霞介绍。

馆内设有 “安徽楚文化”“寿县文明
史”两个基本陈列和“寿春寿文化”专题
陈列。“安徽楚文化”陈列包括序厅、立国
江汉、东进江淮、徙都寿春、楚韵悠长 5
个单元， 重点展现楚国经营江淮的 400
余年。

在“安徽楚文化”陈列入口处，放置
着一件庄重大气的青铜鼎。“这叫 ‘楚大
鼎’，又名‘铸客大鼎’，原件保存在安徽
博物院， 这是按照 1∶1 比例复制的。”安
徽楚文化博物馆专家许建强说， 楚大鼎
出土于原寿县朱家集 （今属淮南市谢家
集区）楚幽王墓，重约 400 千克，是迄今
发现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青铜圆鼎，体
现了楚国高超的铸造工艺。 楚国青铜器
源自中原，以装饰生动、富于变化闻名。

楚国东进江淮的过程中， 先后消灭
群舒、蓼等方国，并与吴、越、蔡等国长期
对峙、博弈，促进了区域文化交融，衍生
出江淮地区独具特色的楚文化。 春秋时
期的鹿首铜盖鼎、 三足羊首铜尊均为舒
国文物。鹿首铜盖鼎器身略似鹿状，鼎口
一端呈鹿首状隆起， 鼎腹一侧饰镂空扉
棱，与鹿首相呼应，构思巧妙。

三足羊首铜尊由盖和器身两部分组
成。盖呈圆形扁平状，正中间置一桥型小
钮，边缘一段半圆弧形豁口卡住羊颈部，
另一端向外延伸，略呈扇形并下斜，象征
羊尾。腹身一侧外凸成羊颈状，口沿上部
铸成羊首， 颈与尊腹相连。 此尊造型生

动、独特，在同类器物中实属罕见，是安
徽楚文化博物馆 7 件“镇馆之宝”之一。

1955 年发掘的蔡昭侯申墓是寿县
重大的考古发现。 墓中出土文物 584 件
（套），大部分为春秋晚期蔡国青铜器，多
件器物铸有铭文 。其中 ，豆 、鉴 、盘 、匜 、
尊、 等器型源于中原地区， 或稍有形
变；鼎、敦、缶等与楚国青铜器形制相同。

展厅里有寿县出土的 “蔡侯申”升
鼎。此鼎无盖，侈耳敞口，束腰平底，腹周
壁饰云纹， 腹内有 6 字铭文标明主人身
份。 升鼎是春秋战国时期楚系青铜器的
代表性器物之一， 只有国君级别的高级
贵族才能使用。 蔡昭侯墓出土 7 件形制
相同的升鼎，属配套使用的一组列鼎，与
蔡侯申的身份地位相匹配。

寿县寿春镇西圈战国墓出土的越王
“者旨於目易 ” 剑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所
藏青铜兵器中最珍贵的一件。 此剑由剑
身、剑格、剑柄和剑首四部分组成，柄上
有两道凸箍， 用绿松石镶嵌出精美的勾
连云纹。剑纹格上的鸟篆文“者旨於目易 ”
表明剑主人为越王勾践之子鼫与。 此剑
入葬蔡国贵族墓中，反映越灭吴后越、蔡
两国的友好关系。

战国兽耳蟠虺纹铜方壶出土于寿春
城遗址，是楚国青铜器精品。此壶方口，
长颈向下内束，鼓腹，底内收，方圈足底
座。颈部两侧置一对兽形耳，兽首向外，
作爬行状，前足各衔套一环，环上饰斜角
云纹，兽身和四足分别饰鳞纹和细毛纹。
壶身饰蟠虺纹、凸弦纹、“十”字形凸棱纹
等。

金钣启节再现楚国繁华
一面由金钣组成的三角形金山，在

灯光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吸引了许
多观众驻足欣赏。“这些都是寿县出土的
战国时期楚国金钣，即楚国的货币，又称
‘郢爰’金钣。”许建强说，“郢是楚国都城
的名称，爰有 3 种释义，分别为交换、价
值单位和称量的意思。” 金钣略似龟板
状，一边宽，一边稍窄。此外，还有楔形金
饼、圆形金饼等不同形制的金币。爰金是
楚国独有的黄金货币， 受到各诸侯国欢
迎，使用范围广泛。

鼎盛时期的楚国几乎占据了整个中
国南方，有“楚地半天下”之说。发达的工
商贸易为楚国称雄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

1957 年出土于寿县寿春镇邱家花
园的鄂君启金节， 是战国时期楚怀王颁
发给鄂君启运输货物所用的免税通行凭
证，分为舟节和车节。金节用铜铸成，表
面以错金工艺镶出文字。 节文记录了从
鄂地到楚都的水陆交通路线、 车辆与船
只的配置、沿途所享受的特权等。其中，
车节节文规定， 一次最多通行 50 辆车，
一年内往返。 鄂君启金节反映了江淮地
区与楚国中心区域交通商贸联系紧密，
为研究楚国税制、符节制度、商贸活动等

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金节原件
分别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安徽博物
院，展厅里展示的是复制品。

“鄂君启的商贸船队不仅能到达长
江以南的湘资沅澧等较大的水系， 还能
深入楚国边缘地带桂东北的支流， 由此
可见楚国疆域广阔、商业繁荣。”许建强
说。

楚国漆器是楚文化最鲜明的特色之
一。寿县双桥镇出土的战国彩绘鸟纹漆
盘 ，外髹黑漆 ，内髹深褐色漆 ，并以红 、
黄 、白三色漆彩绘纹饰 。盘中央绘有两
只呈环绕状的黄色凤鸟，两鸟之间绘花
卉 。向外为一周草叶纹带 ，再向外是一
周红漆勾线 “S”和点纹相间的纹带 ，最
外围饰一周花鸟纹带，盘沿用红漆绘制
点线相间的纹带 。此盘画工精细 ，色彩
艳而不俗 ， 是战国时期罕见的漆器珍
品。

楚国迁都寿春后 ， 寿春很快成为
拥有数十万人口的繁华都市。 馆藏附
加 纹圜底大陶瓮、矮柄灰陶豆和灰陶
盆等文物，反映了楚都寿春的市井生活。
附加 纹圜底大陶瓮可以容纳数百斤
粮食，说明当地人口大量聚集。绳纹陶井
圈反映了古人的制井工艺———沉井法，这
种方法至今仍应用在交通设施建设中。

楚风汉韵传承不息
秦楚之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战国时

期，两国文化在斗争中不断碰撞交融，互
相影响。公元前 223 年，楚被秦所灭。秦
统一六国后， 历二世而亡， 被汉王朝取
代。 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出身于楚文化
积淀丰厚的江淮地区， 汉代思想文化艺
术等多个方面延续了楚国遗风。

“安徽楚文化”陈列第四部分展示了
楚文化在信仰、 美术等方面对汉代的影
响。楚人信仰多元，祭祀之风盛行，汉代
亦有各种巫术、方术、神仙术流传。汉代
的漆器、丝绸、画像砖等在装饰题材上深
受楚文化影响， 延续了楚文化中以神话
和自然为主的奇异内容和浪漫色彩。

“以馆藏汉代蟠螭纹铭文镜为例，此
镜内外弦纹间用细凸线顺时针方向饰 4
组 8 条抽象卷曲缠绕蟠螭纹， 基本沿用
了战国时期楚国铜镜的纹饰， 但又有一
些细微的变化。 两周弦纹之间有一周小
篆铭文带， 这在楚国铜镜中较为罕见。”
许建强说。

西汉淮南国、 东汉阜陵国先后建都
于寿春，在此留下了丰富的汉文化遗存。
在“寿县文明史”陈列中展出的东汉嵌松
石镂空龙纹金带扣也是该馆“镇馆之宝”
之一。 此带扣用细如毫发的金丝焊接成
8 条龙的眼、嘴、须、爪及云纹等，再在龙
身上镶嵌大小不等的金珠及松石饰物，
精美华贵。纹饰采用镂空、隐现的高浮雕
艺术手法，展现了螭龙腾云驾雾、若隐若
现的状态，灵动而神秘，令人惊叹汉代工
匠的精湛技艺和审美品位。

习近平回信勉励香港培侨中学学生
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7 月 24 日给香港培侨中
学高一年级全体学生回信， 对他们予
以亲切勉励。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通过
参与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仪
式、与“天宫”航天员互动等活动，更加
深刻体会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身为香
港年轻一代的使命与担当，我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核心， 广大香港同胞素有爱
国爱港光荣传统 ，这是“一国两制 ”行
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希望你们把读万
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 深刻认识
世界发展大势， 深入了解祖国的历史
文化和现实国情，厚植家国情怀，锤炼
过硬本领， 早日成长为可堪大任的栋
梁之才，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

兴积极贡献力量。
培侨中学创办于 1946 年，是新中

国成立后首批升起五星红旗的香港学
校之一， 建校以来培养了大批爱国爱
港人才。近日，培侨中学高一年级全体
学生给习近平主席写信， 汇报参与学
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心得体会 ，表
达赓续爱国爱港精神、 为国家强盛和
香港繁荣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向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洪森致贺电
李强向洪森首相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 7 月 25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向柬埔寨人
民党主席洪森致贺电， 祝贺其领导柬埔
寨人民党在第七届全国大选中获胜。

习近平指出，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以
洪森主席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政府正确领
导下，柬埔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生

改善，国际和地区地位不断提升。中方将
一如既往支持柬埔寨走符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相信在洪森主席坚强领导下，
柬埔寨人民党将为国家繁荣与人民幸
福、 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 中国和柬埔寨是命运

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同柬埔寨人
民党的友好合作， 我愿同洪森主席一道，
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领，深化党际和
其他各领域交流合作， 携手构建高质量、
高水平、 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
体，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洪森致贺电。

（上接一版） 炉缸壁随时都有被烧穿的
可能。 从炉台走到炉下去看， 更令周
传典他们大吃一惊！ 原来炉缸的炉皮
已经出现了一条裂缝， 冒出了一小股
火焰。 这座高炉位于大同江边， 炉基
周围积水尚未清除， 运渣道、 运铁道
已被水淹没， 炉前的上料坑和炉后的
热风炉都是铁水可以冲到的地方， 也
没有加设防护堤。 一旦炉底烧穿， 涌
出大量铁水， 铁水再遇水爆炸， 后果
不堪设想。

对 2 号高炉险情诊断后， 周传典
等人拟定了故障处理方案， 并建议停
炉大修。 然而， 对中国专家组的处理
方案， 朝鲜方面并没有完全采纳， 更
没有停炉。

11 日早晨 ， 2 号高炉炉缸烧穿 ，
跑出的铁水约有 200 多吨， 都在预先
砌好的沙坝里面。 所幸周围积水已被
清除， 没有发生大爆炸， 热风炉和上
料坑也没有流进铁水， 人员和设备都
得以保全。

12 日上午， 朝鲜内阁副首相李钟
玉从平壤赶了过来， 对朝方没有听取
中国专家组的建议， 进行了严厉批评，
并当场拍板决定， 采纳中国专家组的
意见， 立即扒炉大修。

中国又紧急调运 1000 吨耐火砖前
来支援， 经过 47 天的抢修， 2 号高炉
终于又可以重新安全投产了。

9 月 27 日 ， 专家组离开朝鲜时 ，
朝鲜金属化学省颁发给专家组一面奖
状和 1 万元朝鲜币津贴。 周传典与詹
建功、 张世俊商议后， 把朝方颁发的 1
万元朝币津贴礼貌地如数退还给朝方。

专家组回国后， 中国对外联络部

授予周传典 “出国援外人员特等功 ”
奖状， 授予詹建功、 张世俊 “甲等奖”
奖状。

不断探索， 勇立潮头
1964 年 5 月 ， 中央工作会议上 ，

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加快四川攀枝花钢
铁基地建设。 这个基地的唯一铁矿资
源是高钛型钒钛磁铁矿， 钒、 钛等稀
有金属元素与铁元素共生， 冶炼起来
难度极大。 此前国内外已有人做过多
次试验， 但从高炉里流出来的都是一
滩 “浆糊”， 分离不出单体金属来。

1965 年春， 冶金部组织了全国炼
铁方面的 108 位专家成立了攻关组 ，
号称 “一百单八将”， 周传典被点将出
任组长兼党支部书记。 攻关组在他的
带领下， 经过反复实验探索， 终于在
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取得成功 。
1970 年， 攀钢一号高炉流出了合格的
铁水。 这一事件被当时国际科技界誉
为 20 世纪世界冶金史上的一个创举，
使我国上百亿吨的高钛型钒钛磁铁矿
资源得以利用。 当时这一消息经新华
社宣布后， 日本、 欧美钢铁界一片哗
然。 1978 年， 这一成果获得了国家技
术发明集体一等奖。

潜心研究， 建言献策
周传典是一位既有丰富基层工作

经验， 又具有高瞻远瞩战略眼光的专
家型领导干部。 他不仅在生产、 技术
上硕果累累， 而且在冶金理论和经济
政策上也有不同凡响的建树。

1980 年 3 月， 周传典在 《人民日
报》 发表了 《对中国冶金工业现代化

的一些认识和建议》。 这篇文章先是在
中央内部刊物 《经济问题研究资料 》
上发表， 一个月后， 经邓小平和陈云
批示后， 又在 《人民日报》 上转载。

1980 年秋天， 周传典在上海市委
党校作了一次题为 《关于基层工业企
业管理制度改革的建议》 的报告， 提
出应实行生产经济技术专责制， 也就
是后来普遍实行的厂长 （经理） 负责
制。 随后，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以
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为按语将这个报
告印发下去 ， 《人民日报 》 《红旗 》
杂志也相继全文予以发表。

周传典著述甚丰 ： 《十建议书 》
《建议与纪事》 《周传典文集》 （四卷
本） 等， 共计 300 多万字。

心系国家， 情牵故土
周传典对国家一腔热血， 对家乡

也是一往情深。 他曾应安徽省政府邀
请担任省府顾问 ,为安徽的改革开放和
经济建设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建议 ，
比如关于马钢发展思路的建议， 关于
利用两淮煤炭资源发展电力、 化工材
料的建议等； 此外， 凤台淮河公路大
桥如期建成 、 州来啤酒厂改造扩建 、
凤台一中教学大楼顺利竣工等， 无不
凝聚着周传典的一份心血与支持。 为
了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 周传典拿出
多年节衣缩食的 20 多万元积蓄作为底
金 ， 在家乡设立了扶贫助学基金会 ，
专门用来奖励或资助每年考取国家重
点大学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 基金会
成立于 1999 年， 截至 2022 年， 已奖
励和资助寒门学子 248 人， 总开支近
60 万元。

第 7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举办，
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第 7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 8
月 16 日至 20 日在云南昆明举办。 作
为今年中国同南亚国家重要的经贸交
流活动之一， 本届南博会筹备情况如
何？ 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国新办 25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就相关情况进行
介绍。

“南博会已成为中国同南亚国家经
贸合作的重要平台， 是地方对南亚经
贸合作的重要窗口。” 商务部副部长李
飞说， 今年南博会将全面恢复线下举
行 ， 本届南博会主题是 “团结协作 ，
共谋发展”， 由商务部和云南省人民政
府共同举办。

云南省副省长杨斌说， 本届展会
设 15 个展馆， 将举办 14 场会期活动，
目前已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表达了参
会参展意向。

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晨阳进一步
介绍， 从参展报名情况看， 目前已报
名参展的国家和地区中， 南亚、 东南
亚国家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成员国实现全覆盖； 国内已
有 28 个省区市报名参展； 参展企业接
近 1000 家， 参会参展世界 500 强、 中
国 500 强企业将分别达 50 家左右。

李晨阳说， 本届南博会展览面积

共 15 万平方米， 线上同步展示线下展
馆内容。 展会将设置开幕式馆， 按照
南博会惯例， 同步设置南亚主题国馆、
东南亚主宾国馆， 目前尼泊尔已表达
了担任主题国的意向， 缅甸已同意担
任主宾国。 展会期间， 还将举办第 4
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等 8 个专业论
坛， 以及经贸合作项目签约仪式等 3
个配套活动。

本届南博会有哪些新的看点、 亮
点？

李飞介绍， 本届南博会鼓励和引
导开展绿色搭建、 设置绿色展台。 同
时将加大专业观众邀请力度， 针对展
商的不同需求， 精确匹配采购商， 让
更多展品变商品。

此外， 本届南博会还将依托 “南
博会数字化平台”， 引入 “南博会+直
播”， 创新推出展位快速导引、 意向订
单管理等服务功能， 为参展企业提供
“一站式” 优质服务。 不能到现场的各
国展商和观众可以实现 “云 ” 参展 、
“云” 会议、 “云” 洽谈、 “云” 签约
和 “云” 采购。

“聚焦国际化、 高端化、 专业化，
围绕贸易投资、 产能合作、 文化交流
等科学设置议题、 精心谋划活动。” 李

飞说， 本届南博会将首次举办 “南亚
茶叶节”、 南亚留学生 “云逛” 南博会
等活动， 向专业采购商和消费者推广
南亚国家茶叶产品和茶饮文化， 共同
讲好中国与南亚合作的故事。

经过多年发展， 南博会不仅成为
集货物贸易、 投资促进、 旅游合作和
文化交流为一体的综合性博览会平台，
更是中国同南亚国家经贸交流合作日
益密切的见证。

“2013 年首届南博会召开的时候，
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总额不足千亿美
元， 2022 年中国南亚贸易总额已接近
2000 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高达 8.3%。”
李飞说， 中国是南亚国家的主要贸易
伙伴， 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基斯坦、 孟
加拉国、 马尔代夫等国最大贸易伙伴。

李飞表示， 商务部将汇聚各方资
源， 持续优化创新， 致力于将南博会
打造成推动中国和南亚国家经贸合作
的务实平台， 切实造福中国和南亚国
家人民 。 同时 ， 以高标准 、 惠民生 、
可持续为目标， 不断做大经贸合作蛋
糕， 挖掘新的合作增长点， 推动中国
与南亚国家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

（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
记者 王雨萧 谢希瑶）

笔盍浦

红萄

红萄

要闻·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