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科技再现两周芮国考古发掘
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开馆，司马迁故乡韩城再添新景观

韩城是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

故乡，有“华夏史笔唯司马、关中文物最

韩城”之美誉。 腊月二十九，黄河西岸韩

城市西庄镇 1200 多人的梁带村几乎全

村出动 ， 村民们冒着寒风聚集 在 村 西

800 多 米 的 芮 国 遗 址 博 物 馆 馆 前 公 路

旁，等待博物馆开启。 “梁带村遗址的发

现、发掘，让我们这个村一下子扬名世界

了。 ”56 岁的村支书梁普会告诉记者。
在开馆仪式上，作为村民代表，梁普

会获得市上颁发的“国宝卫士”印信，梁

带村获“文物守护示范村”荣誉证书。 陕

西省文物局领导在开馆仪式致辞中称，
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是国内唯一一座

展示两周时期诸侯国芮国文化 的 博 物

馆， 是将遗址保护展示和发掘成果有机

结合并充分展示的又一成功范例。
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 是一座传

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大型博物馆。 其设计

采用了两轴五区的空间格局， 形成极为

严整而富有变化的空间序列， 通过对梁

带村出土文物镂空方盒简化提炼， 融合

现代化元素，庄严凝重，气势恢宏。 该博

物馆共分为上下两层， 展厅展览以考古

成果为核心，以《古芮寻微 故国韶光》为

主题，从不同的角度，运用高科技手段，
再现了考古发掘现场和芮国风云。

梁带村芮国遗址位于韩城市区东北

9 公里处的西庄镇梁带村村北， 是两周

（西周、东周）时期古芮国的高等级贵族

墓地。 整个墓葬群占地 33 万平方米，分
墓葬区和遗址区两部分， 共发现两周墓

葬 1300 座、车马坑 64 座。经国家文物局

批准，2005 年至 2009 年，陕西省考古工

作者对其中的 7 座大墓和 100 余座中小

型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共出土各类文

物 2.6 万余件 （组 ）， 仅珍贵文物就有

3000 余件（组）。 其中属国内首次重大发

现的文物 70 多件，包括我国两周时期最

早的俑、金韘、纯金剑鞘、青铜錞于、龙形

镂空金环……距今已有 5000 余年的镇

馆之宝———玉猪龙。专家研究认为，出土

的精良青铜礼乐器、精美玉器、黄金制品

以及青铜车马器， 难得一见的漆木器和

断代准确的陶器，出土位置准确、组合清

晰、功能明确，有效填补了周代考古的空

白，拓展了周代文化的研究领域。
梁带村芮国遗址的惊世发掘， 续写

和填补了我国两周时期的历史空白，是

陕西省继秦兵马俑、 汉景帝阳陵之后又

一重大考古发现 ，荣膺 “2005 年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 ”，2006 年被公布为全国

第六批重点文保单位。
梁带村遗址 M27 芮国国君大墓出

土由青铜编钟 8 件、石磐 10 件、漆木建

鼓 1 件、小鼓 1 件、青铜钲 1 件和青铜錞

于 1 件， 共计 22 件组成的礼乐乐器组

合， 这是目前国内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所发现的种类最丰富、 最完整的敲击乐

器组合。专家研究认为，这应是诸侯国国

君使用乐器的标准配置，其中鼓、钲不晚

于春秋早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鼓、钲标

本，学术价值极大。
为了实现 “旅游+演艺” 的创新发

展， 大型民俗舞台剧 《芮姜传奇》2017
年国庆节首演；同年 12 月，韩城梁带村

芮国遗址成功入围首批“陕西省文化遗

址公园 ”名单 。 据了解 ，该景区建设按

照 国 家 遗 址 公 园 和 国 家 4A 级 景 区 标

准规划设计，未来将成为古芮国文化展

示研究中心、社会教育基地及关中东部

商周考古研究基地。
（本报韩城 2 月 21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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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邮政上海站邮件转运部

转运员柴闪闪在岗位上度过的第 14 个春节。 每年春

节， 都是站点中相对忙碌的时候。 今年春节前， 民营

快递逐步减少了业务， 快递 “国家队” 中国邮政成了

不少偏远地区快递寄送的惟一选择， 工作量直逼去年

“双 11”， 由中国邮政上海站转运中心发出的快递最

远到达 4000 多公里外的新疆乌鲁木齐。
柴闪闪的工作是邮件接发， 但和印象中的邮件搬

运工并不相同。 他要在电脑上操作邮政的内部系统，
给江浙沪地区需要转运的邮件分配最合理的线路， 这

个难度相当于从一团乱麻中找到线头。
20 时 05 分， 来自浙江金华的货车来到恒丰路上

的邮政转运中心 ， 900 平方米的转运楼立即开始运

转， 柴闪闪是邮件动起来的第一步： 解开货车上金华

邮区中心的封条， 拿到收发邮件路单， 立即与系统中

的邮件数量核对， 马上开始邮件计算 。 “运单上是

308 件， 系统中是 309 件， 该车的每个包裹需要仔细

扫描核对。”
通过滚包机的履带 ， 邮件来到地下一楼的转运

部， “北京、 兰州、 石家庄、 太原”， 根据每个邮件

不同的去向， 转运员来到不同的拖车上， 用手中的扫

描器将每一个邮件的信息录入系统， “309 件， 确认

无误”。 20 时 34 分， 包裹运转完毕， 柴闪闪在路单

上敲上上海站的 “确认章”， 邮件转运的 “进口” 流

程全部完毕。
在系统内， 309 个邮件根据不同 “归宿” 被精准

地分配到各处， “去往太原正好有加班货车， 73 件

邮件可以立即加到货车上，” 21 时 13 分， 直发太原

的货车装上了刚刚从金华转运来的邮件， 邮件在上海

站只停留了 1 小时。 “尽可能精准化安排每个邮件，
减少邮件在转运过程中的时间， 让邮件更快更安全送

达每家每户，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责任。” 柴闪闪说。
去年 “双 11” 期间， 上海邮政对转运中心 “一

城四点” 的作业方式进行变革。 其中， 上海站转运中

心由原来单一的转运功能逐步向 “收寄-分拣-封发-
发运” 一体化转型， 通过多点集散发运 “进口 ” 邮

件， 加快了邮件在发运环节的传递速度。
对于柴闪闪和他的同事们来说， 这也是一个新兴

业务。 涉及本市的邮件处理和发运涉及的邮件数更多

更分散， 在邮件扫描、 邮件派送上都有着更加复杂的

计算需求。 柴闪闪边学边干边分享， 并将方法整理成

便于熟记的口诀， 传授给大家。 在 “双 11” 这场硬

仗中， 这支青年突击队顺利完成了协助夜班处理邮件

和日班接收邮件的分拣装发任务， 顶住了接连三天高

强度工作的压力。 到今年春节， 转运中心对新业务已

经驾轻就熟。
次日凌晨 4 时， 柴闪闪发出转运大厅内整齐摆放

邮件的照片， “7 时， 这些包裹将分发到上海各个派

送点， 送达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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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日历流行：一边“过日子”，一边品文化
《故宫日历》《古人的日子》《红楼梦日历》《云冈日历》……“颜值”与“内涵”并重，销售火爆盖过畅销书

撕下一页日历， 日子便在这一声

脆响中流逝， 这远去的一幕曾牵动多

少人的乡愁。 如今，日历换装回归，从
指导婚丧嫁娶的传统日历升级为文化

日历。《故宫日历》《古人的日子》《红楼

梦日历》《云冈日历》 ……这些文化日

历不仅使你在快节奏的今天重温过日

子的仪式感， 还能使你长知识、 品文

化，滋养每一天的精神生活。
春节里， 记者寻访京城图书市场

发现，不少文化日历“颜值”与“内涵”
并重，销售之火爆已盖过畅销书。 9 年

前曾开文化日历之先河、被誉为“社交

头号礼物”的《故宫日历》，今年以“灵

犬报兴旺，瑞兽祝昌隆”为主题，已售

数十万册。日历在集纳相关文物之余，
还首次收录了故宫摄影藏品， 从中可

一窥末代皇帝溥仪爱养狗的趣闻。 商

务印书馆推出的绘本 《儿童与自然日

历》颇受年轻的爸爸妈妈们追捧，该日

历以每日一首童谣、一幅童画、一个物

种知识， 引导读者尤其是儿童认识一

个个物种， 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获

取新知与乐趣。

遥看古人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是很多读者

都熟识的名句。之前还有两句“蛾儿雪

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你可知

蛾儿雪柳是什么？
如果你正试图透过文字遥看旧时

光，那么集诗歌与文物之美的《古人的

日子》或能成全。这本由中国社科院文学

所研究员扬之水释物、 北京大学古典文

学博士廉萍品诗的日历书按传统农历编

排，始于正月初一，结于除夕之夜，一日

言诗，一日讲物，并与节令紧密关联，诗、
文、物互译，还原古人诗意人生。

比如正月十五的辛弃疾《青玉案·元

夕》一词，扬之水这样释“蛾儿雪柳黄金

缕”：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

梅、菩提叶、灯毬。花蝶、夜蛾之类可统一

称作闹蛾。 金、玉、银、罗、鹅毛、纸，都是

制作这类节物的材料。 下一页便辅以故

宫收藏的南宋《大傩图》，以元夕时的舞

队局部图，再现了词的场景与意境。
“翻开日历的每一天，都可以和古人

对望，感觉一下和今天的同或不同。古人

的日子并非时时为幸福所笼罩， 但不论

在什么样的年代里，对平安、康乐的追求

是生活之恒常， 这是历史长河中永远的

潜流。 ”进行了多年名物研究的扬之水，
最感兴趣的便是古诗词中提到的种种物

件，此次《古人的日子》书中所配图片“泰
半来自博物馆看展的收获”。

“以诗记历，以物解诗，尽可能细节

化地再现古人的日子， 是我们的初衷。
图、文、诗三者互释，打通抽象的古诗词

中想象的壁垒， 让博物馆里原本冰冷的

器物文物有了温度。 ”廉萍说道。
若想让每一日的更迭都浸润着旧时

的诗意情趣，还有些文化日历不妨一试。
比如中华书局每年择《红楼梦》的某一主

题出版《红楼梦日历》，从诗词、书画、雅

玩、衣饰、饮馔到中医，组成了《红楼梦》
精雅生活的思想指南， 也成为红楼文化

的百科全书。 今年的中医版 《红楼梦日

历》中，知名中医师、编者祁营洲选取了

《红楼梦》中大量的经典医案、药方、养生

方式， 让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慢下

来，借古老中医认识自己的身体，并找到

与之和谐共处的方式。

触摸非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另有一些颇受青

睐的文化日历，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寻

常生活， 翻开摆在案头的它们就能触摸广

袤大地上厚重的历史。
北京出版社推出的《云冈日历》为小开

本， 每天都伴随着一处云冈石窟特写，365
天便能全面“掌阅”这一世界文化遗产。 该

书策划团队介绍， 不少人去云冈仅是走马

观花，也有人想细细欣赏，但有的石窟不对

外开放，有些巨型石雕则很难“一览无遗”。

鉴于此， 他们希望为云冈石窟做一部

小型百科全书。 《云冈日历》每一页贴

心配了二维码，日历上看不过瘾，还能

扫描看对应的高清细节图， 阅尽云冈

石窟“真容”。
传统文化爱好者肖肖今年淘到的

最喜欢的日历是花城出版社联合佛山

冯 氏 推 出 的 《 佛 山 木 版 年 画 日 历

2018》。始于明永乐年间的首批国家级

非遗———佛山木版年画曾是岭南地区

辞旧迎新必备之物， 人们笃信， 有年

画，过年才能避祸祈福。
在 佛 山 普 君 南 路 的 一 间 老 房 子

里， 年逾八十的冯炳棠每天下午都埋

头印制年画。 雕版、印墨线、套印、开

相、描金、填丹……入行 70 多年来，他
始终严格坚守着佛山木版年画制作流

程。 冯炳棠的父亲冯均是佛山年画街

有名的“门神均”，画门神是他的拿手

绝活。年画的红底大有讲究，其特有的

偏橘色泽细腻、温润，经得住时间与风

雨考验而不褪色，因此得名“万年红”。
鼎盛时期， 佛山年画街出产的年

画还供应广东、 广西、 湖南乃至东南

亚， 但随着现代印刷业发展和人们生

活习惯的改变， 工业流水线出产的年

画成为市场主流， 手工制的佛山木版

年画逐渐式微。如今，非遗传承人冯炳

棠是唯一精通佛山木版年画工艺流程

的工匠。“我曾在佛山看过冯老先生制

作年画，非常感佩，知道出了日历第一

时间就网购了。放在床头，每天早上翻

一页， 会发现页面上藏着有趣的年画

图腾。 ”肖肖说。
（本报北京 2 月 21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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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祝越

中国邮政转运员柴闪闪在岗位上迎接农历新年。 (上海邮政供图)

观众正在参观出土的青铜礼器。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摄

■本报驻陕记者 韩 宏
通讯员 焦大康

“711”工作制为中国智造添把“火”
今年春节，上海交通大学先进燃烧与能源研究中心聚焦国产航天发动机研制，一如平常有序运转

谁能想到， 要研究能源的高效清洁

利用，得从研究火焰燃烧开始？在上海交

通大学先进燃烧与能源研究中心， 就有

这样一个团队， 一年 365 天都与火焰打

交道。这个春节，团队成员依然在实验室

度过，团队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

授齐飞说：“我们的任务就是理解燃烧、
调控燃烧、预测燃烧，从而让能源燃烧得

更高效、更清洁、更稳定，推动航天发动

机研发进程，为中国智造添一把‘火’。 ”

自主升级设备用激光为
火焰拍“动画片”

世界上 85%的 一 次 能 源 都 是 通 过

燃烧把化学能转化为生产、 生活所需的

热能、电能和机械能。 所以理解燃烧，是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控制燃烧污染物排

放的必经之路。 先进燃烧与能源研究中

心主要关注各类发动机的燃烧， 它每年

消耗了中国三分之二的石油， 也是大气

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之一。
只有看清燃烧过程的每一个细节，才

能找到效率提升之路。课题组将进口激光

成像平台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升级后，可以

从燃料喷洒开始，一直研究到燃烧过程的

火焰成像，再到根据成像结果，提升燃烧

的能量转化率、稳定性和清洁度。
当下主流的激光测量方法对燃烧，

也就是通常讲的火焰进行成像时， 激光

的频率只有每秒 10 次，而齐飞团队的激

光成像速度已经达到 10 万次/秒，“这种

差异就好像当别人还在看照片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上录像了。”实验室最引人瞩

目的，正是一套高速激光成像测量平台。
“通俗地说，这整套机器就是给火焰燃烧

做动态 CT，只是检查内容比普通 CT 多

了一些。 ” 齐飞笑谈，“只有知道了 ‘病
灶’，才能对症下药，做后续研究。 ”有了

这套系统，火焰随着声音而“起舞”的声

波偶合现象，都能直观地在屏幕上看到。
正是对火焰燃烧日益深入的理解，

实验室得以构建多种燃料的燃烧反应动

力学模型， 应用于中国航发商发等航空

发动机研制单位，让中国智造走得更快。

“80 后”团队，“711”工作制

不只是激光诊断平台， 实验室中那

些奇形怪状的“大块头”几乎都是由科学

家自己设计，形成图纸，交由工厂生产。
“工科老师和其它专业不同，我们虽是偏

重基础理论研究， 但是动手能力绝不能

差，因为设备都要我们设改造、组装，甚

至全新设计呢。”讲师马昊告诉记者。“除
了仪器之外， 整个实验室的规划以及配

套的水、电、气、真空设施，也都是由我们

自己按照国际先进标准设计， 带着研究

生动手完成的。 ”讲师周忠岳补充说。
马昊 、周忠岳都是 “80 后 ”，在燃烧

与能源研究团队中，除了齐飞，年龄最大

的也不过 37 岁。负责诊断平台光学镜片

组的高怡也是一名“80 后”。 去年 1 月进

入研究中心后，高怡采购了 50 多片折返

镜、双色镜等不同的光学镜片。为了达到

轻微调整角度或镜片， 就能根据需要得

到所有波长的高质量成像的目的， 高怡

已经根本说不清过去一年中， 对这组镜

片的位置安排、角度选择、大小款型进行

了多少次精密计算。
1983 年出生的刘训臣，家中有一个

三岁的儿子。 不过，每天九点上班，第二

天凌晨一两点才回家， 甚至连续几天不

能回家，这是刘训臣的工作常态。他只有

在晚饭时才能与孩子亲近。 不只是刘训

臣，整个团队，都保持着“711”工作制，每
周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1 小时以上。“我
们不觉得是加班， 只不过是有研究任务

在身，就想着来这里完成实验。”高怡说。
在过去三年， 这个年轻团队已在国

际 SCI 期刊上发表了 56 篇高质量论文。
目前，正有 1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同时进行中。

学生科普、 高端论坛，一
个都不落下

这个年轻团队的科研压力并不轻，
但在过去一年， 他们依旧接待了五六十

批访客，其中有学生，也有各行各业的学

习团队，“对这些访客， 我们还承担着科

普的工作。 ”齐飞告诉记者。
“科普要讲得简单、贴近生活，大家

才感兴趣。 ”讲师李磊坦言，每一次科普

活动之前，他们都会抽一两天做足功课，
从火焰奇异现象讲到航空发动机的起飞

原理，绞尽脑汁调动学生的兴趣。 今年，
他们将举办更多场科普活动， 尽可能把

研究工作传播给更多感兴趣的受众。
除了埋头苦干， 人才之间的碰撞和

交流也必不可少。 由实验室组织的星火

论坛至今已举办了 18 期， 先后邀请 30
余位燃烧领域著名专家集思广益。“走出

实验室与更多业内优秀科学家交流，才

能进步更快。 ”齐飞说。

■本报记者 郝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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