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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艺人

新华社青岛12月 21日电 经多年系统性考古发掘，
考古专家认为，青岛琅琊台遗址主峰的“大台”主体是秦汉
时期高台建筑基址，为秦始皇所筑之琅琊台，证实了《史
记》等文献的记载。

这是记者 21日从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考古新发现论
证会上了解到的。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
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
颂秦德，明得意”。

2019年以来，为配合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经国家文物
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
究所与青岛市黄岛区文化和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
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

发掘区位于主峰的“大台”、东部濒海的“小台”、山南
的“窑沟”“台西头”和东南的“亭子兰”等多个地点。通过
持续系统发掘，遗址的规模、布局及主要遗迹面貌基本呈
现，确认了“大台”主体为秦汉时期高台建筑基址，发现台
下房间、排水设施等重要遗迹，佐以早先发现的秦代刻石，
推定为秦始皇所筑之琅琊台。“窑沟”地点发现砖瓦窑分布
区，出土大量遗物，为台上建筑材料分期断代提供了较为
准确的依据。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琅琊台遗址考古发
掘项目负责人吕凯说，琅琊台遗址主体是秦始皇“徙黔首
三万户”修筑的国家工程，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
位。考古发掘为秦汉时期高等级建筑的研究提供了全新
材料。此外，山下窑址区发现了目前山东地区唯一可确定
的秦代陶窑遗存，出土的砖、瓦等构件具有标准器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说，从文献记
载看，秦始皇在统一之后建了一系列建筑，在考古资料中琅
琊台是目前可以确定的秦统一后营建最早的建筑遗产，是
为了国家大一统而建设的国家建筑工程。从出土文物来
看，它证明了这里是秦始皇统一以后营建的高等级建筑。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先后三次东巡到达琅琊。公元前
219年，秦始皇下令修建琅琊台。

据新华社电 为纪念老舍诞辰 125周年，由中国现代文
学馆、北京音乐厅等联合出品的《文学响宴——老舍的城》
名家经典特别演出日前在京举行。濮存昕等艺术名家共同
诵读老舍先生的经典名作，向这位“人民艺术家”致敬。

总导演陈薪伊表示，老舍先生与北京情缘深厚，老舍
之于北京，如同狄更斯之于伦敦、雨果之于巴黎、卡夫卡之
于布拉格，都是城市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们的作品深深
植根于各自城市的土壤中，通过对城市的描绘和人物的塑
造，生动展现了各自所在城市的社会风貌、文化特色和市
民生活。

演出在北京特有的鸽哨盘旋声中拉开帷幕。伴随着
文学朗诵与音乐表演，艺术家们带观众重温了《微神》《宗
月大师》《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北平的四季》等老舍先生
的代表性小说、散文及戏剧作品中的经典片段。

“演出聚焦老舍先生经典篇章中的精彩瞬间，旨在通
过富有张力的朗诵与音乐表演，重新诠释作品中的世间百
态，带观众感受老舍先生独特的语言风格，以及其作品所
传递的深刻思想内涵。”北京音乐厅总经理张艺林说。

《文学响宴——老舍的城》
致敬“人民艺术家”

12月21日，演员在表演舞剧《乐和长歌》。
当日，原创舞剧《乐和长歌》在武汉首演。该剧以春秋

战国时期为历史背景，编排融入楚文化独特的编钟古乐、
舞蹈、辞赋等元素，为观众打造了耳目一新的荆风楚韵舞
台作品。 新华社发

青岛琅琊台遗址实证
为秦始皇所筑

12 月 21 日，观众在展厅内参观剪纸 、年画等非遗
展品。

当日，“过年——春节主题展”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馆开展。展览内容以春节的重要时间节点为轴，从冬至开
始至元宵节结束，分为序厅、辞旧迎新、欢聚祝福、乐岁弦
歌和普天同庆等五个主题单元。展览将持续到 2025 年 3
月2日。 新华社发

刺绣是我国的传统手工艺，在我国
民间有两三千年的发展历史。刺绣兼具
实用性和装饰性，不仅可以使织品更结实
耐用，而且大大增加了织物的美观度。刺
绣图案多半与民间生活的风俗、时尚相
关，承载着中华民族朴素的审美取向和美
好的生活愿景，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象
征意义。在我国西北地区，刺绣形成了该
地区独有的豪爽大方、鲜艳跳跃的地方特
色，而作为西北地区诸多刺绣女性之一的
李凤琴，正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李凤琴于 1967 年出生于甘肃省庆
阳市镇原县，是家里 3个子女中最小的。
庆阳地区具有悠久的刺绣传统，在李凤
琴的记忆中，儿时村里家家户户的妇女
都会刺绣，她的外婆、母亲、舅妈都是刺
绣好手，母亲还是村里有名的裁缝。外
婆去世后，母亲就靠给人缝制嫁妆及刺
绣等手工活计，把两个弟弟拉扯大，养活
了全家人。李凤琴就在这样具有浓厚刺
绣文化氛围的家庭中长大，从小耳濡目
染母亲的刺绣手艺。

李凤琴的母亲擅长滚针绣，这种绣
法常适用于花朵叶脉、动物毛发等图
案，能突出绣品的自然形态。母亲时常
给李凤琴缝制鞋垫、袜子，所绣的梅花、
蝴蝶等图案皆栩栩如生。李凤琴从母亲
那里学得了滚针绣的技艺后，对刺绣充

满了浓厚兴趣。到了十几岁，她开始跟
着村里的婶婶学习刺绣的其他针法技
巧。面对错综复杂的走针穿线，李凤琴
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可谓极具天赋。17
岁时，李凤琴给哥哥的孩子绣了个老虎
枕头，得到了全家人的喜爱和称赞，在村
里也逐渐有了名气。十八九岁时，李凤琴
就已经能够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绣品，
并以此补贴家用，可见其刺绣技艺已具
有一定的水平和特色。

结婚以后，李凤琴一边和丈夫耕种家
中的田地，一边持续缝制绣品出售。有一
年山区遭遇了干旱，颗粒无收，李凤琴和丈
夫决定离开老家，前往银川打工，以谋求其
他生计。打工的同时，李凤琴继续缝制鞋
垫等绣品拿到商城出售，可惜销量并不如
愿，李凤琴便放弃了以绣品补贴家用的念
头。过了两年，李凤琴得知老家有人因为
擅长刺绣而参加了庆阳香包节，对此颇为
动心，重拾了对刺绣的信心。

李凤琴四处寻找关于刺绣的花样图
案，终于在一本介绍古代花卉图案的书
中确定了自己想要的花样。李凤琴找人
帮忙把书上的图案喷绘出来后，自己再
用复写纸把图案描到布料上，然后一针
一线地绣制出来，这便是李凤琴刺绣代
表作《梅兰竹菊》的诞生。李凤琴和丈夫
一致认为，这才是她真正能称得上“作
品”的处女作。从此以后，李凤琴又陆续
绣制了《春夏秋冬》《昭君出塞》《八仙过
海》等传统题材的作品，也创作了《万家
乐》《欢度国庆》等当下时兴的刺绣作
品。她还尝试在传统图案上加入新的元
素，如太阳神岩画、中国柱、月亮门等，并
缝制成香包挂件等用以参展和销售。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凤琴在电
视上看到了宁夏刺绣名人赵桂琴的节
目，几经辗转终于取得联系。当时已是
刺绣名家的赵桂琴和李凤琴一见如故，
二人互相帮衬绣制作品、一起参展站台，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赵桂琴的引
荐，李凤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民俗文化
活动，所绣的作品也得到了更广泛的认
可和称赞。在一次非遗展示活动中，
李凤琴结识了宁夏的“口弦皇后”安宇歌，
在安宇歌的鼓励下，李凤琴提交了申报
银川市非遗传承人的申请，从此加入了

刺绣非遗传承人的行列。
通过自身的刺绣技艺，李凤琴不仅

为刺绣的推广传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更是借此一次次实现着自身的人生价
值。2008年，李凤琴绣制的《三八快乐》
作品在西夏区手工艺术作品展中荣获二
等奖；2010年，李凤琴被认定为银川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刺绣代表性传承人；
2013年，李凤琴被认定为自治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刺绣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
在银川“一带一路”文化艺术博览会上，
李凤琴荣获优秀非遗项目奖；2017年获
第六届北京国际旅游商品及装备博览会

“优秀旅游商品奖”。除此以外，李凤琴
还参加了深圳文博会、上海世博会，以及
西北五省区非遗博览会，向更多的人介
绍和宣传刺绣。

2016年，李凤琴收到镇北堡西部影
视城的邀请，正式入驻影视城的民俗文化
街，在这里开起了自己的工作室。由于来
者多是影视城的游客，李凤琴的创作重点
都放在游客易携带、愿购买的小型文创绣
品上，比如香包、袜子、挂件、头花等，还
有儿童的虎头帽、虎面肚兜等。李凤琴对
自己的作品要求极高，当她琢磨刺绣技巧
时，往往顾不上家里的事，一心就想着要
绣出完美的图案。其中李凤琴最拿手的
老虎，无论是虎头枕、老虎香包这样立体
的绣品，还是威风凛凛的老虎挂画，李凤
琴都手到擒来。特别是在虎年，这些老虎
绣品受到了广大游客的青睐。

如今，李凤琴还肩负着农村妇女刺
绣技艺培训的工作。李凤琴认为，再简
单的刺绣图案都需要两三个小时的久坐
和专注，如果培训的内容不能变现，那么
对这些农村妇女而言，时间和精力就浪费
了。因此，李凤琴专挑一些好上手、有用
处的布艺作品来教学员们缝制，希望她们
的所学都能派上用场。李凤琴希望将来
能有一个真正的刺绣培训基地，把自己的
刺绣技艺手把手地教给学员们。在传承
西北刺绣的同时，也能让这些人通过一技
之长走上致富的道路。

李 凤 琴 ，
1967 年生，宁夏
银川人，小学文
化 程 度 。 2013
年 被 认 定 为 自
治 区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刺绣）代表性
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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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口述实录·银川卷》作者：
武宇林 杜 丹 张 洁 马慧玲 图片为
书内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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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琴刺绣作品·虎头挂件
（本人供图）。

李凤琴刺绣作品·鞋垫《锦鸡·
花卉》（本人供图）。

李凤琴刺绣作品·挂件（本人供图）。

提到国宝大熊猫，许多人首先想到的
是它呆萌可爱的形象，其实，大熊猫被誉
为动物界的“活化石”，在地球上已经生存
了至少800万年，比人类的历史更久远。

800 万年间，大熊猫如何适应地质
变迁和气候变化，有怎样的进化智慧？
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如何由

“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一字之差
背后，凝聚着怎样的努力？

2024 年 12 月 6 日，北京卫视、四川
卫视联合拍摄的 6集大熊猫文化人文纪
实观察节目《熊猫奇遇记》开播，展现了
大熊猫的进化与成长历程，引发海内外
观众关注。

厚重主题的鲜活表达

《熊猫奇遇记》以大熊猫的成长线贯
穿始终，深入浅出地讲述大熊猫的诞生、
成长、野化放归以及大熊猫的“朋友圈”、
在国际交流中扮演的独特角色等，直至它
们的“养老”生活，全面涵盖大熊猫的生物
学知识、繁育保护技术等内容。

节目给观众的第一印象是真实，通

过真实场景、真实事件，讲述大熊猫这
一物种的诞生和进化，并在平行叙事中
呈现诸多震撼人心的镜头。

在被称为“中国地心之门”的贵州绥
阳双河洞，摄制组独家呈现了最新发现
的第 47具大熊猫化石，为观众展开一幅
从始熊猫、小种熊猫、巴氏熊猫到现生熊
猫的进阶画卷。摄制组还聚焦大熊猫的
完整牙齿化石，透过大熊猫独有的“牙齿
武器”，解答几百万年间大熊猫究竟怎样
改变原来的食肉特性，选择以竹子为生，
使自身成为“适者生存”的赢家。

在四川卧龙神树坪基地，摄制组蹲守
3个月，完整呈现初产大熊猫璨璨诞下双胞
胎的过程。刚出生的幼崽，体型通常只有
成年熊猫的千分之一，这种类似“早产儿”
的现象是大熊猫为了更好繁衍而形成的进
化策略，最萌体重差的视觉冲击背后，是它
800万年不断繁衍生息的生存密码。

擦亮生态保护“金名片”

跟随科考人员的脚步，《熊猫奇遇
记》摄制组深入探访全国多个大熊猫自

然保护区以及繁育研究基
地，通过实地拍摄和深度
探索，展示了大熊猫栖息
地未开放区的科考全过
程。片中运用大量蒙太奇
手法，呈现了电影级画面
的自然美景。该节目导
演、制片人赖一锐表示：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镜头
展现中国自然风光之美，
也彰显大熊猫国家公园良
好的生态环境。”

在中国大熊猫之乡——四川卧龙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摄制组拍摄到了金
丝猴、雪豹、红豆杉等珍稀动植物。大
熊猫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
种，从来不缺朋友，它与 8000多种伴生
珍稀动植物和谐相处，形成被大熊猫

“伞护”的美好生态家园。
节目也展现了中国大熊猫国家公

园设立 3年来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搭建
生态廊道、恢复退化大熊猫栖息地、提
升栖息地质量等方面不断加大力度，致
力于将“熊猫孤岛”串联成片，给栖息地
修复、野生大熊猫种群成功“串门”甚至

“和亲”交上了一份答卷。

海外热播再起“熊猫旋风”

大熊猫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名片。《熊
猫奇遇记》采用英文配音，第一集播出后，
就在海外平台收获了近百万播放量。出品
方联合媒体策划“里约街头熊猫连连问”系
列互动采访，来自巴西、罗马尼亚、西班牙、
法国、阿根廷等国的外国朋友对熊猫 800
万年的生存演化历程惊叹不已，表达了对
节目的期待。出品方联合沙特旅游局策划
的“熊猫奇遇记微短剧”，则以独特的创意
展现了全世界人民对大熊猫的喜爱之情。

赖一锐说，《熊猫奇遇记》节目的意义
远不止于娱乐，其核心理念在于告诉大众，
大熊猫是和人类一样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
动物，要使这个物种更好地存活下去，最终
就要让大熊猫回归自然，“设想未来，我们
驱车行驶在郊外，邂逅一只在路边悠然漫
步的野生大熊猫，那将是人类与自然、与这
些珍稀动物和谐相处的理想愿景”。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熊猫奇遇记》热播

从大熊猫读懂美丽中国生态保护故事

记者近日从云冈研究院获
悉，云冈石窟景区将于2025年1月
1日起游客可提前预约 7日内门
票。取消现场人工窗口购票服务。

参观景区的游客（包括老年
人、现役军人及军属、退役军人、
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烈士
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
人遗属、残疾人、警察、消防救援
人员等政策性免票人员）可在“云
冈研究院”微信小程序提前分时
段预约门票，6周岁（含）以下或
身高1.2m以下儿童无需预约。

进入“云冈研究院”微信小
程序可选择“门票预约入口”，点
击“购票入口”，选择参观时段、门
票类型、填写参观人员信息，确认
订单，完成支付。团队游客请选
择“团队成人票”进行预约购票。
预约成功的游客可持身份证检票
入园，政策性免票人员预约成功
后可持身份证及相关证件原件，
选择对应的检票通道检票入园。

预约成功后未入园参观，发
生退票，视为爽约。一个自然月
内连续爽约 2次（含）以上，从第
二次爽约的次日起，30日内将无
法预约云冈石窟门票。

（据中国新闻网）

云冈石窟将于2025年
1月1日实行实名预约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