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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朱月宁 金慧

各位“粉丝”、路人夏安！
我未有倾城之貌，又非出身高门望族，无

意苦争春，忝列群芳谱。我是青釉莲花尊（左
图），微名见诸于《中国陶瓷史》，容貌幸载
于《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山东卷》封面，出道
33年至今，仍有“花瓶”的误会，今天和大家
说说我的故事。

1982年春，要不是淄博市淄川区龙泉公社
社员试图铲平那片俗称“乱岗子”的土丘，就
不会把我从古墓遗梦中惊醒。如果没有醒来，
就不会知道头顶那把铁锹堪堪将落时，一位名
叫蔡新生的社员挡在我身前，将我救下。见他
拍胸作保，把我护至家中，我只恨口不能开，
拜谢这位伯乐的“救命之恩”。

虽依着蔡家长辈们的偏见，我只能被存放

在猪圈里，但相较于命殒铁锹下，这实在已经
好得太多。我祈盼忍辱负重的太史公加持，祈
求同尝囹圄之苦的周文王的庇佑，终于迎来了
转机——— 专家给我正了名：青釉莲花尊，来自
1400多年前的北齐，是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具
有佛教意义的随葬品。看着大家漫卷文献喜欲
狂，我明白，虽然我的主人已被历史模糊了身
份，虽然我出身于偏安一隅的“陋室”，但我
的黄金时代就要来了！

得知我是件国宝，蔡新生毫不犹豫将我捐
献给了国家。1987年，国家文物局把我定级为
国家一级文物，我正式出道。近年来，只要一
提山东瓷器，我准上“热搜”，成了妥妥的C
位。人们不禁疑惑：这“花瓶”到底有啥玄
机？是因为保存完整？是59厘米的大个儿？还
是集刻划、模印、堆塑等技法于一身的“颜
值”？

不完全是！目前全国只发现了我的十几个
“兄弟姐妹”，而我最大的“颜值”特色就是
青釉和莲花纹饰：

我的上腹部堆塑一周俯莲瓣，遥相呼应着
下腹部的两圈仰莲瓣，莲花在佛教中是净无瑕
秽的圣花，连同腹中部的两周被誉为“不死
树”的忍冬花的纹饰，一起编织着轮回永生的

佛教浪漫。而青釉意义非凡。最初，原始瓷表
面的“釉”采用胎泥加草木灰制成。后来工匠
们创新地在“釉”中加入更成熟的釉灰“石
灰”，它改善了草木灰釉的粗糙和疏松，铁元
素在还原气氛中呈现出青色。清丽出尘的“青
釉莲花”蔓生于动荡的南北朝，正是象征着人
们对佛教的依恋和对岁月静好的企盼。

可为何我能占据山东瓷器“C位”呢？那
是因为在所有“兄弟姐妹”中，只有我能追根
溯源到烧制窑口。淄川寨里窑曾出土了北朝时
期的青瓷碎片，通过比对胎质、釉色、纹饰，
确定了寨里窑便是孕育我的温床。这一发现也
为家乡带来了荣耀——— 寨里窑址被认定为目前
我国北方最早的青瓷窑址，揭开了北方烧瓷史
最动人的序章。

“始于颜值，敬于内涵”是我出道以来的
夙愿。虽然至今仍偶有“花瓶”的误会，但能
有今天的际遇我已何其幸运！感恩淄博窑工，
一千多年前，是你们采玉石为质、铸巧智为
魂！感谢蔡新生，是他的卓越见识和长远目光
救我于历史的夹缝！更要感恩的是，驻足于中
国陶瓷琉璃馆的展窗前，每一个将我细细品
赏、研究的人。淄博的窑火长达千年，我们还
有很多故事，等你来听。

青釉莲花尊“C位出道”33年感言

据北京日报，说起城市副中心的宋庄镇，很多
人的第一反应是“画家村”。近年来，这里会集了超
过2000位绘画、书法等领域的原创艺术家，是国内
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画家村群落。依托这一文
化资源，一座定位为全国最大艺术品交易交流平
台的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落户宋庄。记者从项目
建设运营方——— 北京文投集团旗下文化置业获
悉，艺术品交易中心项目已于今年6月开工，目前
正进行基础施工，预计2023年建成。

该项目距离宋庄文化艺术园区仅500余米，
南邻京榆旧线，南望通燕高速，西侧为六环高速
路，交通便利。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3 . 7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约16 . 5万平方米。

项目的一大亮点是建设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
会（艺博会）永久会址。艺博会会址总建筑面积
达1 . 84万平方米，展会期间，还可拓展周边绿地
空间2万平方米用于展会活动。闭会期间，会址
将作为艺术品展览展示、拍卖、宣传、推介、演
出、庆典、培训等活动场所使用，打造国际级别
重要艺术盛会和多层次艺术消费平台。

去年全国旅行社

营业收入7103 . 38亿元

据经济日报，近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公
布《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明确，截至2019年12月31
日，全国旅行社总数为38943家（按2019年第四季度
旅行社数量计算），比2018年增长8 . 17%，2019年度
全国旅行社营业收入7103 . 38亿元。

《报告》显示，除云南省旅行社数量减少，
减幅为7 . 22%外，其余31个地区旅行社数量都有
不同程度的增长，增幅最大的新疆为33 . 33%。
2019年度全国旅行社资产合计为2722 . 13亿元，营
业收入7103 . 38亿元，营业成本6512 . 90亿元，营
业利润32 . 10亿元，利润总额43 . 28亿元。其中，
2019年度全国旅行社入境旅游营业收入269 . 20亿
元，占全国旅行社旅游业务营业收入总量的
5 . 21%；入境旅游业务利润为20 . 19亿元，占全国
旅行社旅游业务利润总量的8 . 66%。

《报告》指出，全国旅行社直接从业人员
415941人。此外，截至2019年12月31日，旅行社数量
排名前十位的地区依次为广东、北京、江苏、浙江、
山东、上海、辽宁、河北、安徽、湖北，上述地区旅行
社数量占全国旅行社总量的57 . 05%。

现实题材网络文学

如何实现精品化

据光明日报，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如何才
能“叫好又叫座”？现实题材创作精品化还要迈
过几道坎？日前，全国网络文学工作会议暨第六
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内蒙古赤峰召开，与会人
士围绕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难题和出路展开
研讨和交流。

中南大学教授欧阳友权建议，现实题材创作
要从题材选择走向“价值及物”。网络作家选择
现实题材不只是盯住某种书写对象和生活素材，
而是要选择一种价值立场，一种评判生活的责任
和干预生活的态度，以增强作品的人间烟火气与
时代亲和力，表现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否则就将
流于一种外在于作者生命的技能活动、一种谋生
的“赶场”。

“半生生活活生生，动笔未免先动情。”这是作
家高晓声文学创作的一句箴言，欧阳友权认为同
样适用于网络文学。“网络作家应有对于书写对象
的‘过命性’体验，拥有与现实生活相匹配的伦理
与美学，没有迈过生活体验这道‘铁门槛’，没有承
受过生命的沉重与苦痛，没有与生活真相相匹配
的伦理与美学，笔下的所谓‘现实题材’终归会隔
着一层。那些‘在场’却不‘在地’的现实题材创作
有可能滑向‘伪现实主义’。”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研究员肖惊鸿建议，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基本理论和创作实践也需进
一步厘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网络文学现实题材
创作的经验，立足新时代、抓住新机遇、投身新
发展，不断探索现实题材创作的表现手法和审美
范式。

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推出

智识人文学科通识丛书

据新华网，一部可通过互联网在线教育学习
的智识人文学科通识教程——— “人文·智识·进
化”丛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据介绍，长期以来，国内人文通识教程单
薄。随着互联网在线教育的快速发展，原有人文
通识教程的短缺和互联网在线教育人文教程的空
白问题日益显著。“人文·智识·进化”丛书将
邀请全国100多名高校人文学科带头人，对已有
的人文知识进行通识化整合、智识化提升，为读
者提供优质的内容资源，并通过独立的人文在线
平台向全世界进行在线教育。该套丛书教程还将
陆续开发多语种推广。

据出版社方介绍，该套丛书涉及文学、艺
术、哲学、历史等多个学科，第一辑已确定近三
十本，可以满足30个单元人文学科教学需要；第
二辑完成后，将达到近六十本的规模，从而实现
60个单元的人文学科课程。今年下半年，出版社
将最先推出由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教授叶舒宪开
设的《世界神话鉴赏》课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教授齐东方开设的《文化考古学》课程等品
牌系列课程。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宋庄将建

全国最大艺术品交易中心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叶楠楠

眼下仍值汛期，排洪防汛、治理内涝是
紧要大事。自古以来，洪灾就是常见的自然
灾害之一，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在民间广为
流传，古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一直想方设法治
理水患，积累了丰富的抗洪经验，有些理
念、方法甚至到今天也值得我们借鉴。古时
的济南，在防洪排涝方面，就颇为用心，极
尽巧思。

抗洪传说传递治水决心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
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
沟防省。”古代城市大多建在靠近山川和河
流的地方，济南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座古城
的名字，就是取“济水之南”的意思，其
“与水结缘”的DNA实在显而易见。一句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描
绘了当地旖旎的风光，也道出了济南作为风
水宝地群山环绕、河流淌过的天然地理优
势。

然而，这种“依山、傍水、抱泉”的地
貌也使济南面临着严峻的防洪形势。南依泰
山，北跨黄河，地处鲁中南丘陵与鲁西北冲
积平原交接带上的济南城，这样的地理位
置，直到当下，依然面临不小的防洪压力。
2016年7月印发的《济南市城市防洪应急预
案》也写得明确：“济南市市区地势东西狭
长，南高北低，南部坡度较大，二环东路从
旅游路至小清河段长度7 . 5公里，高差132
米；舜耕路从二环南路至经七路长度5 . 3公
里，高差105米；英雄山路从二环南路至北
园大街长度10公里，高差95米。南北落差较
大，在突发、历时短、降雨量集中的情况
下，极易形成类似山洪的街道洪水。”各位
老师儿可别忘了，咱泉城还有丰富的地下水
资源，这不仅带来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城市
供水的便利，也要求当地人须及时排泄疏
导，避免城区出现大面积积水。因此老济南
人在抗洪防汛方面颇为用心，也展现出高超
的智慧。

首先要说，古时候的济南人，就有战胜
洪水的希冀和信心。从古老的传说中，我们
就能读到那份决心。比如“大禹伏龙”，相
传在大禹治水时，历山脚下是一片汪洋。水
底有条恶龙作怪，大禹便将济、泺二水疏
通，洪水排尽，孽龙无处藏身，跃身向东窜
去。大禹紧追不舍，恶龙钻进城东山上的石
洞，禹上前擒捉，那龙长啸一声，破山而
出。大禹追至山涧(即今日回龙洞，在浆水
泉风景区)，终于制服孽龙。那龙穿越时出
现的洞，后人便称为龙洞。那座山也因此得
名龙洞山，又叫禹登山。

再比如“井中锁蛟”。相传大舜时东海
有一条“黑蛟”，名叫巫支祁(无支祁)。此
龙身长百尺，青躯白额，金目雪牙，摇头晃
尾，朝思暮想要当天下首领，多次找舜要求
均被严厉拒绝。舜选大禹为首领，巫支祁怀
恨在心，全力以禹为敌。他令东海鱼鳖一起
出动发大水，淹没村庄、淹没历山。大禹带
领百姓日夜治水，怀揣照妖镜，身带定海
针，手挽降魔铁索，乘木筏在风浪中与巫支
祁搏斗，用铁链将其穿鼻锁颈，投入了舜
井。巫支祁不甘心：“什么时候放我出
来？”禹说：“等到铁树开花。”自此，济
南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

其实，“锁龙井”在我国多地都有，传
说也是各式各样。即便济南的“舜井锁蛟”
也有其他版本。不过，它的意义不在于真
实，而在于反映出人们坚定的治水决心，表
达了人们与大自然和平相处的美好期许。

芙蓉街发现古水渠残留

当然，古时的济南人治水，并非仅嘴上
说说，而是充分付诸实践，并伴随着历史的
发展，不断完善。

据考，济南古城的排水系统堪称先进。
济南考古所所长李铭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就为此点赞。原来，2018年芙蓉街提升改造
时，考古专家们发现了古水渠残留，还有两
条暗渠，明确这里有“从芙蓉街泉群经由梯
云溪”“从王府池子经由马市街”两股水
流，先入泮池，再经玉带河流入曲水亭街，
最终奔向大明湖，这下子，此处的排水线路
变得愈加立体又明晰。考古人员还在芙蓉街
中段、北段的路两侧，分别发现古水槽，考
证出老城的双水道排水系统科学合理。“这
既能做泉水通道，又方便居民生产生活用
水，呈现泉水人家的美好图景。如果遇到暴
雨、洪水，更能迅速将积水排出。”李铭
说。既考虑了“颜值”，又增强了抵御灾害
的“实力”，这设计令人啧啧称奇。

前几年在宽厚所街发掘的明代宁阳王府
（下图），排水也非常到位。李铭还专门作
了研究阐述——— 其排水系统由房屋前后的散
水、凹面形或凹槽形的明渠式水道、覆盖石
板的暗渠式下水道、院墙上砌出的排水口共
同组成。考古人员在宁阳王府清理出10条暗
渠，总长度达400多米，宽度约60厘米，高

度在60厘米至80厘米之间，与现代的城市地
下排水管的口径相差无几。王府南高北低、
中间高两侧低的地势使绝大部分水最终被汇
聚到北部贴近东、西院墙内侧的两条主下水
道内，通过北院墙东、西两端的主排水口流
出王府，排到北部的低洼地带。排水口较为
宽大，建造者还在墙内通道中竖立了三根方
形石柱，它们既可以起到承重上部墙体的作
用，又能阻止外人从排水口进出，是一种有
效的防盗措施。建造者还特意在南院墙上直
接砌出排水孔，解决王府最南部远离主排水
道的问题。“这套完整的排水体系，充分利
用地势的落差，明暗渠结合，立体架构，证
明其在建造之前也经过了科学合理的设
计。”李铭认为。

而就着地势，很多街道也成了天然的排
水道。李铭说，古时济南城内只有一条东西
方向的西门大街，就是现在的泉城路。古城
内与泉城路相连的南北向街道都是南高北
低，高度差大约是30度，且下有沟渠，实现
上下两层都可泄水，可以更大程度地向北排
水。

另外，老济南城的蓄水面积也非常大，
实力与颜值兼备的大明湖(上图)功不可没，
正如明代诗人王象春所感叹“湖在城中，宇
内所无；异在恒雨不涨，久旱不涸。”大明
湖就好似个“中转站”，城内的水流进护城
河，在这里汇集。有史料记载，古时的大明
湖称历下波或历水波，南至濯缨湖，北至鹊
山和华不注山。这使得济南城的单位蓄水量
相当之大。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曾巩任
齐州(即今济南)知州时，为防御水患，修建
了北水门，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旱时提
闸蓄水，涝了就放闸泄水，工程也引湖水入

小清河，使得湖水经年水位恒定，并在沿湖
修建亭、台、堤、桥，使之渐成游览景观，
环境美不胜收。

治水防洪，古代济南人还有一道防线，
便是“城防”。这一战略针对的是来自济南
城外部的洪水侵袭，主要指发源于泰山山脉
的山洪。从汉代起老济南人便开始不断修
筑、加固城墙，以便起到隔绝山洪侵入城内
的作用，从汉代土城墙升级换代到明清时期
牢固的砖砌城墙，而且古代济南人还拥有较
为高超的城墙建筑技术，通过特殊的处理方
式来增强城墙防洪能力，例如宋代在城墙地
基处插入木桩，明清时期在城墙基础部分使
用内外多层石材，来达到坚固城墙的目的。
老济南人又在内外两道城墙开挖护城河道，
使其成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也是关键的
泄洪分流通道。看来，在泄洪这件事上，古
人想得已经相当全面。

低调的“梯云溪”

说起在济南治理水患的历史名人，就不
得不提明代太守沈华东，他主持开凿了“梯
云溪”。据明代崇祯年间刘勅撰写的《历
乘》中记载：“芙蓉泉，韩观察宅，其水逶
迤而北流至泮池，沈华东太守浚其渠，名曰
‘梯云溪’”。清代诗人董芸在他的诗集
《广齐音》中也提到了梯云溪。这条溪是从
芙蓉泉直通到府学文庙泮池的泉溪。

据史料记载，梯云溪开凿于明万历庚子
年，即1600年。但也有专家表示，这只是梯
云溪被命名的时间，其存在时间至少要再早
65年。当时，芙蓉街一带泉水众多，只关帝
庙里就有武库泉、芙蓉泉和飞霜泉三处泉
眼，还有南芙蓉泉、水芸泉、濯缨泉、腾蛟
泉、起凤泉等诸泉。众泉汇流，风光秀丽非
常。但在雨季丰水期泉水漫淌，经常淹没泉
溪西边的民居、商铺，形成水患。沈华东任
太守时，根据泉水流向，以芙蓉泉为始，开
凿疏浚水道，把泉水引向北边不远处的府学
文庙的泮池中去。如此一来，既消除了水
患，又使活水注入泮池，保持了泉水的清
澈。在2009年重修关帝庙时发现的康熙三十
四年(1695年)的碑刻《建醮三年圆满碑记》
中就印证了这件事：“百年之武库、飞霜、芙蓉
泉，北注泮宫。”泉溪流入文庙，象征了文人士
子历经十年寒窗，一朝青云直上。因此泉溪被
称为“梯云溪”，意即顺着这条泉溪便可入泮，
开启仕途之路。有文献记载，清康熙初年，
此地商贾云集。为了方便通行，梯云溪由明
渠改为暗沟。随后经时代变迁，岁月流转，
梯云溪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它在老济
南城防洪抗洪方面的确功不可没。

时间转回当下，多少防汛工作人员奋战
在岗位上，全力值守，确保万无一失——— 对
承担济南市排水任务的市排水服务中心对泵
站设施、设备进行了集中保养，确保其完好
率在100%；今年汛期以来，济南市还对济齐
路二环西路西、山大路花园路口、北园大街
三孔桥等19处易积水的地点进行改造。发布
紧急预警后，各部门均进入备战状态，小清
河、护城河于预泄，小型水库、塘坝溢
洪……让济南安全度汛，成了大家共同的目
标。值得一提的是，在防汛抗洪中，科技防
汛已成为利器。有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
沿技术的“加持”，启用了“智慧水务”系
统，济南市实现了科学精准防汛，汛期桥涵
应急信号控制系统还可发布积水水位实时测
值和设定报警阈值发布预警信息，为交通避
险和内涝治理提供支持……

鉴往知来。治水防洪是千秋大计，是庞
大而系统的工程，这条路任重而道远，需要
下绣花功夫，需要常抓不懈，驰而不息。

既考虑了“颜值”，又增强了抵御灾害的“实力”———

古代济南的防汛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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