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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黎浩 实习生徐显业）日前，元谋猿人遗址

第六次考古发掘启动仪式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猿人遗

址发掘现场举行，发掘工作将持续到2027年底。此次发掘是继

2000年发掘后，时隔23年元谋猿人遗址考古勘探工作的重启。

据了解，1965 年首次发现“元谋人”以来，我国对元谋人

遗址先后开展了五次发掘研究，取得了一系统的重要成果，将

中国早期人类发现的历史向前推进到了距今 170万年前，“元

谋人”作为中国人类历史的开篇写进了教科书。

今年 2 月初，国家文物局颁发了元谋猿人遗址 2023 年度

的考古发掘证照，同意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于2023年7月~12月对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为

200平方米。3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上报的《云南元

谋猿人遗址考古工作计划（2023—2027）》获得国家文物局的

批复同意；4月，元谋猿人遗址考古工作站正式投入使用。

元谋猿人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古人类部主任阮齐军介绍，目前，联合考古队已明确

2023 年度发掘元谋猿人遗址的 4 个发掘区域，位于元谋东南

部的郭家包梁子，是历年来发现的动物化石和其他遗存物数

量比较多，保存状况比较良好的区域。

启动仪式现场，一名身着元谋猿人遗址联合考古队红色

队服的男子格外显眼，他是元谋猿人遗址所在地老城乡大那

乌村的村民小组长刘光付，也是遗址的一位看护员。每天他

都会花费两三个小时巡逻整个遗址，清扫保护区里的垃圾，不

让外来人员破坏土层、偷挖化石，这一做就是十余年。

“我媳妇就总怨我一干农活就不在家，一吃饭就回来；家

里一扫帚不动，外面方圆十里的小孩子尿片又都被我捡干

净。”刘光付打趣道。2015 年后，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

元谋猿人遗址正式建立起了生物防护栏，刘光付巡逻的工作

轻松了不少。

元谋猿人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期间，中国科学院双古所、

青藏所、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省博物馆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

和科研团队将在元谋持续开展发掘研究工作，楚雄州将切实保

障好、服务好、配合好专家学者和科研团队的发掘研究工作。

“希望在这次考古工作结束后，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能

够看到这段埋藏于红土地 170万年的历史。”刘光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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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猿人遗址第六次元谋猿人遗址第六次
考古发掘工作启动考古发掘工作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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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宏宇 曹玥

站在景山山顶俯瞰故宫，金灿灿的琉璃

瓦屋顶与蓝天、红墙互为映衬，在阳光照射下

发出耀眼的光芒。屋檐上形态各异的琉璃脊

兽，静静地眺望着远方。这些金碧辉煌的瓦

片，装点了紫禁城的恢弘气象。

从故宫向西 20公里，就是这些琉璃瓦的

生产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琉璃渠村。

手工瓦片里有古朴的生命

在金隅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内，摆放着

原样复制的故宫太和殿上的 10个脊兽，脊兽

前面打头的“仙人骑凤”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仙人坐骑的羽毛根根分明。“为了复刻好这只

仙人，我两个多月没有睡好觉。”望着自己的

作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琉璃烧制技艺

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赵长安陷入了回忆。

1993 年起，赵长安便开始了与琉璃朝夕

相处的生活，至今已有 30 年。2006 年，赵长

安受邀参与故宫大修，其中，“仙人骑凤”是他

做过的难度最大的琉璃之一。“这件作品，复

制标准极高。为了还原这件文物的原貌，两

个多月的时间里，夜以继日拿着木尺反复测

量、推算及测试原料含水率成型效果，复制一

点就反反复复和原件进行比较，晚上睡觉，一

闭上眼就是在复制它。”

他至今都还记得验收时的场景，“故宫的

专家来了，就看他们戴上眼镜，1、2、3……对

仙人上羽毛的数量、方向、大小一根根清点确

认。”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专家认定赵长安

终于原样完美地复制出了这只“仙人”，并在

作品上盖上了“故宫博物院监制”的印章。

“做琉璃是个经验活、手艺活，只有精益

求精，才能做出好琉璃。”赵长安告诉记者，烧

得最好的琉璃，应该是敲之有声、断面无孔，

百年不坏，“咱们传统的琉璃瓦，每一片都是

经过粉碎、绞泥、制作、坯烧、釉烧等 20 多步

工序完成的。不同于机械生产出来的千篇一

律，手工生产出来的瓦，每一片瓦都体现工匠

独特的技艺，它有一种古朴的生命在里面。”

为了更好的留存琉璃烧制这门手艺，赵

长安复制了北海的九龙壁。他告诉记者，仿

木结构的影壁是琉璃里面最复杂的，把它了

解复制以后，琉璃大部分构件及其技艺就都

知晓了，“我也不知道窑火还能烧多久，真怕

哪天琉璃手艺失传了。我尽我所能复制了九

龙壁，就是为了留下这个技艺。”

760年的窑火熄灭了

早在千年前，琉璃渠村便因为琉璃出

名。1263 年，政府在琉璃渠正式设立了官办

的窑厂。清朝时期，琉璃渠村成为中国皇家

琉璃的官窑，专为紫禁城、天坛等建筑烧制琉

璃制品。后来的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

的建设所需琉璃，也都来自这里。

2002年，这里参与故宫为期 10多年的古

建大修工程。2013 年，在为故宫烧制了最后

一批琉璃后，因环保原因加之市场需求缩紧，

这个 760年的官窑停火了。

火停了，人散了，厂房日渐败落，只有散

落的瓦片还印刻着昔日的辉煌。

熄火的这 10 年间，窑厂老师傅奔走流

散。祖孙三代都曾是琉璃瓦匠的吻作传承人

郭立生，见证了琉璃渠的兴盛和衰落。离开

老窑厂后，他去了另一家琉璃厂，后来还做过

厨师。“除了做琉璃，做任何事情都觉得不得

劲，心里就盼着有朝一日，继续做琉璃。”

而赵长安除奔走于学校、社区讲解、传播

琉璃文化外，就独守在停产的厂区，寒来暑

往，一个人在小屋子里埋头做着他熟悉的琉

璃。“官式琉璃应该是什么样、怎么做，只有琉

璃渠知道，必须让这门技艺传承下去。”靠着

这个信念，赵长安走过了艰难的 10年。

窑厂的命运，不仅与老师傅们息息相关，

也牵动着许多人的心。

“只有门头沟琉璃渠的窑厂知道故宫琉

璃瓦的品质是什么、尺寸是什么，它有上百年

沉淀的经验，不断理解故宫对琉璃产品的要

求。”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单霁翔表示，窑火的熄灭，让包括他

在内的故宫人非常着急和担心，“有一种历史

传承中断的感觉。”2018 年，单霁翔给相关部

门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通过技术改造使该

厂实现环保达标、恢复生产以传承官式琉璃

制造工艺，保障古建筑琉璃建材供应。

很快，这封信得到回复。2019 年，门头

沟区和金隅集团合作，2020 年 12 月，停业厂

区的转型升级正式启动。

让琉璃制作技艺传承更久远

2 月 24 日，老窑厂以金隅琉璃文化创意

产业园新身份重新亮相。当天，园区举行了

窑火重燃仪式。

当天早上不到 8点，郭立生就到园区等候

仪式的开始。“没想到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给国

家做琉璃，我还能贡献……”看着窑火火把传

递给孩子手中，郭立生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记者在园区里看到，这里恢复了一口素

烧倒焰窑，复建一口釉烧倒焰窑，同时为了保

证绿色排放，两口窑加装一套污染物处理设

施。包括赵长安、郭立生在内的一批老师傅

们在这里重操旧业，古法烧制技艺在这里重

现，园区也成为北京第一个保留生产功能的

非遗主题园区。

老师傅回归的同时，一批年轻人也加入

琉璃烧制行业里来了。今年 4 月，曹溪言正

式报到入职。33 岁的他是土生土长的门头

沟人，其太爷爷就曾在这个窑厂做琉璃。Q
版的脊兽、琉璃花瓶……现在，曹溪言主要负

责为园区创作琉璃文创产品，“官式琉璃需要

守正坚持古法，可琉璃文化要想传播得更广，

同时也需要创新。”

琉璃文创园副经理李妍告诉记者，现在

整个园区就是一座官式琉璃博物馆。

据李妍介绍，今年以来，园区已经开展了

40 多场研学活动，并在釉烧隧道窑老厂房内

开办了艺术展览，园区内的琉璃文化特色民

宿也已开张，“非遗文化传承与园区绿色发展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走的这条活化利

用的路，还没有多少样板可以参考。前路艰

难，但为让琉璃制作技艺传承更久远，多少付

出都是值得的。”

北京市门头沟区琉璃渠村,这个坐落在永定河畔、西山脚下的村落，千年来以琉璃闻

名，被誉为“中国皇家琉璃之乡”。2008 年，琉璃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然而在 2013年，村里有着 760年历史的琉璃官窑厂却因为环保等诸多原因，

不得不关停。就在今年，在多方努力之下，官窑厂以金隅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身份重新亮

相，京西琉璃，浴火重生。

阅 读 提 示

陈俊宇

在北宋词人中，柳永的词在当时流传

甚广，“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后人

将宋词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柳词归入婉

约派。苏轼则是豪放派代表人物，他还有

意强调自己跟“柳七郎风味”不同。

苏轼曾问善歌幕士，“我词何如柳七？”

在读过柳词《八声甘州》后，他也会感叹，

“人皆言柳耆卿词俗，然如‘霜风凄紧，关河

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

放在现在的音乐行业，要论起一位歌手

作品是“俗气”还是有“佳处”，大概会吵得天

翻地覆，三天三夜也不休。比如歌手刀郎。

想当年，凭借《2002 年的第一场雪》《情

人》等爆款歌曲，刀郎曾红遍大江南北，谁

都能哼上几句，“2002 年的第一场雪，比以

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你是我的情人，像

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有一种观点说，刀郎是过去 20 年华语

乐坛当中的一个异数。他让众人意识到了

“草根歌手”这个行当，并且带红了民歌通

俗化的“神曲”创作思路，同时让底层音乐

审美需求被主流社会注意。

从 2013 年“退隐江湖”算起，刀郎沉寂

十年。今夏，他带着一张新专辑《山歌寥

哉》回归。其中一首《罗刹海市》，曲风大

变，歌词玄妙，引发网民解读狂潮。

所谓解读狂潮，就是有人解读刀郎是

在抨击如今华语乐坛的“虚假繁荣”，有人

认 为 他 讽 刺 的 是 流 量 文 化 下 的“ 以 丑 为

美”，更有人开始对号入座，认为歌词内涵

一些乐坛同行……一时间歌手本人无言，

外界已喧嚣不已。

即便是牵强附会，猜测横生，倒也确实

是有迹可循。2004 年，刀郎发行首张专辑

《2002 年的第一场雪》，横空出世，销量惊

人，加之手机彩铃业务的“东风”，让“刀郎

热”蔓延大街小巷。人红是非多，“刀郎的歌

让中国流行音乐倒退 15年”“刀郎不配做音

乐人”“缺乏音乐性”……质疑声甚嚣尘上。

当一个写“神曲”就能赚钱的时代到

来，必然就会有人站出来捍卫日薄西山的

唱片行业，观念对垒，争议再正常不过。

再说多年过去，刀郎依旧在持续创作，有

了新的专辑，听歌便是了，过度解读反而

讨个没趣。

说起“神曲”，那不得不提 13 年前龚琳

娜演唱的《忐忑》，没有具体的歌词，只有韵

和不同的唱腔。她在“神曲”之路上往前探

索过，引发过争议。但在 2019 年的音乐综

艺《歌手》上，以一首极具民歌特色的《小河

淌水》，惊艳众人，获得单期冠军。

《忐忑》与《小河淌水》出自一人，《2002

年的第一场雪》与《罗刹海市》也是同出一

人，外界的纷纷扰扰，也阻挡不了歌手的创

新与自我突围。

回到“我词何如柳七？”之问，答曰：“柳

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

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

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

倒。风格不同而已，“十七八女郎”与“关西

大汉”又何妨。

当下，是一个流量音乐市场。没有所

谓的爆红公式，套路化、缺乏原创性的网络

热歌终将是昙花一现。音乐需要真诚与创

造，需要个人特色，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每一位音乐人都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能否爆红与出圈不是创作的初衷。

那就，走好自己的路。想必，刀郎再明

白不过了。

走好自己的音乐之路

本报讯（记者张世光 通讯员李冰）为纪念“铁人”王进喜

诞辰一百周年，大力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

职工群众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基因，日前，由黑龙江省总

工会支持、大庆市总工会承办，大庆文体旅集团出品的大型原

创交响情景舞台剧《信仰的力量》在黑龙江省大庆市首演。

舞台上，以大庆油田三代“铁人”王进喜、王启民、李新民

为共和国石油工业接续奋斗的故事为主线，用四幕恢宏的交

响乐附以话剧、合唱、歌舞等表演方式，重现了大庆油田建设

发展的火热历程。

大庆市文体旅集团艺术总监、《信仰的力量》导演王志军

曾扮演铁人 18 年，他在采访时表示，自己和创作团队怀着对

‘铁人’的深厚感情，把三代‘铁人’的经典故事进行了提炼、精

编、重组，希望通过深入浅出的形式呈现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的传承脉络和时代价值，让红色历史升华为“思想的启迪”。

纪念“铁人”诞辰一百周年舞台剧《信仰的力量》首演

沉浸式体验星河宇宙之美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黄巧维）“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日前，在北京经开区工委党群服务中心报

告厅内，传出了阵阵歌声。台上，来自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艺术

家们倾情演出，台下260余名经开区企业职工沉醉其中。这是由

经开区总工会和经开区工委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国家大

剧院合唱团百场公益演出走进经开区”活动的精彩一幕。

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声嘹亮，唱出了对党的深情热

爱；一首《萱草花》意蕴悠长，唱出了对母亲的思念与母爱的伟

大；一首《南屏晚钟》婉转悠扬，将观众带回经典的年代……混

声合唱、女声合唱、男声合唱形式丰富，在一首首经典曲目中

为职工送去夏日的关怀。

据了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国家大剧院百场公益

演出”是国家大剧院贯穿全年的公益性演出活动。活动主要

依托国家大剧院驻院艺术家资源，将合唱、室内乐、戏剧及声

乐表演等形式的高雅艺术送到街道社区、大中小学校、科研院

所、部队以及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城市的每个角落，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自 2015 年 4 月启动以来，百

场公益演出已成功举办 700余场，惠及观众达 15万余人次。

国家大剧院公益演出走进北京经开区

暑假期间，历时三年筹办的科学艺术展
《星河角落：步天歌》在北京时代美术馆浪漫
开展。此次展会汇集 10个国家 30位跨媒介
艺术家的作品，以多媒介光影方式为观众带
来了一场星河宇宙之旅。

本报实习生 杨淳 摄

77月月 2626日日，，在北京时代美术馆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一名家长带着孩一名家长带着孩
子欣赏子欣赏““蔚蓝色星球蔚蓝色星球””动画作品动画作品。。

77月月2626日日，，在北京时代美术馆在北京时代美术馆，，观众们正在欣赏丹妮拉观众们正在欣赏丹妮拉
的作品的作品《《我们的星际身体我们的星际身体》。》。

77月月2626日日，，在北京时代美在北京时代美
术馆术馆，，一名小男孩沉浸在视听一名小男孩沉浸在视听
表演表演《《轨道轨道》》当中当中。。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探访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7月26日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拍摄的青铜神兽。
7月 27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在四川省广汉市试运行。

新馆共展出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金器等各类文物共1500余
件（套），有近600件文物为首次展出。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史宏宇史宏宇 摄摄

北京市门头沟区琉璃渠村北京市门头沟区琉璃渠村,,这个这个坐落在永定河畔坐落在永定河畔、、西山脚下的村落西山脚下的村落，，
千年来以琉璃闻名千年来以琉璃闻名，，被誉为被誉为““中国皇家琉璃之乡中国皇家琉璃之乡””————

京西琉京西琉璃璃 浴火重生浴火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