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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杨璇

黄河一直都被奉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距
今四千多年前，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时期，最
质朴的材质邂逅了最巅峰的工艺，出土量极少
的薄壁黑色陶杯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千古绝唱。

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章丘龙山镇
而得名，距今4600年—4000年左右，考古学上
一般把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称为“典型龙山文
化”或“山东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现与
确立揭开了山东古代历史的新篇章。

龙山文化最典型的器物便是黑陶，以城子
崖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在被发现之
初，还曾以“黑陶文化”来命名。

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这样评价龙山文化的
黑陶：“这个文化最显著的器物是陶器，拥有
这个文化的人民是极精巧的陶工。他们所制的
陶器可与中国制陶技术最好的产品相抗衡，而
形式的轻巧、精雅、清纯之处，也只有宋代最
优良的瓷器可以与它媲美。”

龙山黑陶以黑、亮、薄著称，器型器类也
复杂多变，尤以“蛋壳陶”最为珍贵。“蛋壳
陶”通常是指一种陶胎极薄的特制黑陶高柄
杯，这是仅见于山东龙山文化的一种薄胎陶器
精品。

蛋壳陶因其陶胎薄如蛋壳而得名，陶胎之
薄，无与伦比，最薄部位多在盘口部位，一般
厚度在0 . 2毫米—0 . 3毫米，其余最厚的地方也
不足0 . 5毫米，重则不超过70克。陶质极纯，
皆为精加淘洗的细泥质黑陶，不含任何杂质，
也没有任何掺料。

龙山文化发现的蛋壳黑陶杯以“黑如漆，
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
击铮铮有声”而闻名于世，世界考古学界称其
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山东博物馆所藏的蛋壳黑陶杯，是龙山文
化蛋壳黑陶器的典型代表，代表了当时制陶工
艺的最高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
的。1960年出土于潍坊姚官庄遗址，现在是山
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其薄如蛋壳，表面乌黑光亮，由两部分套
合而成，拿在手上根本感觉不到重量。口径12
厘米，内径4 . 9厘米，通高16 . 9厘米，柄高13 . 2
厘米。杯如草帽，宽沿、深腹，下部为圆筒状
且上下两端外侈的杯柄，杯套入柄内。采用快
轮制作，器形更加规整和匀称，制作难度极
高，如此轻薄，能够完整保存下来更是不易。

蛋壳陶的制作工艺极为讲究，盘口、杯部
及底座部分都有细密的同心圆轮纹，极致的工
艺使黑陶杯独步天下。

制作蛋壳陶的陶土非常细密，必须把要采
用的陶土放在水中反复淘洗，去掉杂质，去粗
取精，然后用快轮拉坯成型，再放入高温陶窑
中烧制。

蛋壳陶通体漆黑油亮，光可鉴人，且表里
一致，几乎没有渗水性，足见当时烧窑的渗碳
技术已掌握得十分纯熟，对火候的控制技术出
神入化。在烧制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向窑内注
水，产生大量的浓烟，烟中的碳粒附着在陶器
表面，渗透到胚体的空隙中，从而形成内外漆
黑的黑陶。这点连后世陶器生产也很难做到。

目前发现的蛋壳黑陶杯均出自龙山文化时
期的大、中型墓葬中，往往被身份高贵或富有
者所占有，单独摆放在墓中显要的位置，不与
其他随葬品混在一起，应是供社会上层专用的
一种礼器。

据研究，在龙山文化的大型墓葬当中存在
一套相对固定的礼器组合，它们以蛋壳黑陶杯
为中心和主要代表，另外还有鼎、鬶、罐、
盆、甗等，而且这些陶器大多数以单数的形式
有序摆放在墓葬中，已经具有了商周时期用不
同数量的青铜鼎和青铜簋来随葬以显示其身份
和地位的礼仪制度的雏形。

“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据新华社，香港苏富比将于10月秋拍期间呈
献两幅清宫旧藏珍稀手卷——— 王翚等人的《康熙
南巡图》第六卷及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前者是
散佚逾百年后首次全卷合璧公开展出；后者将亮
相中国古代书画拍卖专场。

《康熙南巡图》主笔者为明末清初画家王翚，
他与众人历时六载而作成。整部作品共12卷，各卷
长短不一，总长逾200米。画作以康熙第二次南巡
路途为线索，分段描绘沿途重要山川城镇。图中人
物逾万，牲畜过千，山川地貌、风景名胜、风俗人情
均得以呈现。康熙的形象在每卷中仅出现一次，且
人物比例较其他人略大，突出其尊崇地位。

《康熙南巡图》第六卷将于10月3日至8日在香
港会展中心公开展出。该卷曾被分割数段散佚海
外，经苏富比多年努力，如今各段都已发现并终成
完整一卷。全套12卷目前仅有第六卷为私人收藏，
有9卷由多国的博物馆和大学保管，第五卷和第八
卷长期下落不明。

阅文集团

升级作家福利体系

据中国新闻网，网文平台阅文集团近日发布
“职业作家星计划”，该计划对网文作家的福利体
系进行了整体升级，包含作家扶持、作家关怀、作
家培训和品牌运营等各个方面。对此，阅文集团副
总裁杨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计划的推出
是为了让作家能够更安心、更稳定地创作，并且让
更有才华、更努力的作者获得更多的回报。”

据了解，与此前每月固定获得600元全勤奖相
比，今后作家的平均回报将得到大幅提升：除每个
月额外发放20%的自有平台订阅稿酬作为创作补
贴外，新计划加大了对新书的补贴力度——— 为作
家提供每月1500元，最高4500元。此后，达到成绩
基准线的作品还将继续获得每月1000元的写作奖
励。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则认为，对不同阶段作家的扶
持，对不同题材作家的支持，这种分阶段、多角度
的扶持，堪称一种“精准"服务。这种定向与定位扶
持，对于网络文学的多元演进与整体发展很有促
进作用。

《在一起》将首播

据新华社，抗疫题材时代报告剧《在一起》将
于国庆黄金周在全国多家卫视和网络平台首播。
日前，《在一起》部分主演、编剧、导演等来到曾经
的武昌方舱医院所在地武汉洪山体育馆，共同参
与录制开播特别节目，向英雄的武汉人民和所有
在抗疫斗争中作出贡献的人们表达敬意和感恩。

时代报告剧《在一起》分为《生命的拐点》《摆
渡人》《同行》《救护者》《搜索：24小时》《火神山》

《方舱》《我叫大连》《口罩》《武汉人》10个单元故
事，以抗疫期间各行各业真实的人物和故事为基
础，讲述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一个个平凡
而感人的故事。

“人民英雄”张定宇、上海援鄂医疗队代表陈
尔真和钟鸣、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护士长陈
静、“滴滴”司机王利和武汉东湖新城社区工作者
代表等人，作为剧中故事的原型人物，出现在特别
节目录制现场，受到热烈欢迎。

南京千年古巷熙南里

将重现《南都繁会图》盛景

据中国新闻网，南京旅游集团近日发布消息，
千年古巷熙南里街区将于9月26日正式恢复“笪桥
灯会”，通过现代与传统的共融，再现明清灯市的
热闹辉煌，重现《南都繁会图》描绘的盛景。

南京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刘媛之介绍，笪桥是
昔日金陵灯市的“主场”。当年朱元璋“集天下工匠
于江宁”，评事街一带成为工商重地，出现了一批
手工作坊群落，后统称“明代十八坊”。

时至今日，盛极一时的“笪桥灯市”逐渐衰落。
但近些年，随着熙南里街区开发保护工作取得阶
段性进展，一些曾被遗忘的传统又重新回到人们
视线中，得到保护和恢复，为此也有不少专家提
议，在条件许可时，可以考虑在熙南里恢复当年的

“笪桥灯市”。
据了解，今年中秋节，熙南里街区将通过传统

秦淮灯彩与现场科技灯组的搭配组合，力求将传
统文化与城市风貌特色、商业公共空间完美融合。
游客置身其中，既能看到“嫦娥奔月”这样的传统
主题灯，也能看到“萌兔”这样的现代灯。与此同
时，增强互动性和沉浸式体验，打破传统的观看模
式，让观众参与到作品之中。

《漫步长安街》将播

据人民日报，由中国教育电视台策划并制作
的3集大型纪录片《从建国门到复兴门——— 漫步长
安街》，将于今年国庆期间与观众见面。该纪录片
以长安街发展变迁为缩影，向人们展现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民族振兴的伟大
征程。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 漫步长安街》通过人
文历史、国家象征、伟大复兴3个维度，以长安街建
筑为坐标，用“漫步”的视角讲述了矗立在长安街
两侧建筑背后的故事。该纪录片从建国门桥至北
京饭店、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和新华门至复兴门桥
等长安街标志性建筑群的变化，将长安街每一次
延展和一座座标志性建筑建成过程中所积淀的奋
斗故事娓娓道来。该纪录片将于10月1日至3日每
晚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播出。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康熙南巡图》

第六卷首次合卷

将在港公开展出

□ 本报记者 李剑桥 姜斌
本报通讯员 贾海宁 蒲怡瑄

特有水土赋予上乘品质

沾化当地民间古来素有“先有冬枣树，
后有沾化县”的俗语，沾化境域独立置县始
于宋庆历二年(1042年)，名曰招安县，金明
昌六年(1195年)更名沾化县，据此推断沾化
冬枣已有近千年的栽植历史。

冬枣与沾化，如鱼同水，独特的地理环
境造就了独特的沾化冬枣。沾化濒临渤海，
2000多年前，这里大部分土地还是浅海滩
涂，海潮入浸则田野斥卤，河流泛滥则一片
汪洋。典型的暖温带半干旱季风性气候，阳
光充足，四季分明。土壤以黄河沉积泥沙为
主要成土母质，发育于退海之地，成土年龄
晚，具有土体厚、类型少、矿物营养成分及
微量元素含量高等特点。正是这种特殊的自
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土质结构，孕育和
造就了多种特殊植物，其中枣树因其耐盐
碱、抗干旱，经过自然变异就选择在这里落
户扎根。

历经千年，自然进化，枣分化出许多类
别。据民国版《沾化县志》载：“枣为本县
特产，有无核枣、金丝小枣、银丝小枣、铃
枣、冬枣、帑枣、泼枣等名”。沾化枣品，
被渤海湾畔的特有水土赋予上乘品质，而在
众多类别中，冬枣尤为独特，脱颖而出，闻
名遐迩。因其产于沾化，约定俗成，遂称之
为“沾化冬枣”。

沾化冬枣属于北方落叶果树中高档的鲜
食品种，皮薄、肉嫩、多汁，它含有人体必
需的19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
C的含量是苹果的70倍，梨的100倍，金丝小
枣的20倍，有“活维生素丸”之称，更有
“早知沾化冬枣美，何须策马传荔枝”之
说。

一次令人惊喜的偶然发现

沾化冬枣在当代真正被发现并逐步发展
形成产业，就不得不提一个地方——— 下洼
镇，就不得不提一个人——— 被称为“沾化冬
枣之父”的于洪长。

提起与冬枣结缘，于洪长说那是个很偶
然的机会。1984年去村民家里传授食用菌栽
培技术时，他偶然发现村民于金义家的庭院
里有棵枣树，虽在深秋，却硕果累累，果实
吃起来甘甜清脆。“我当时意识到，这应该
就是我们这里的纯正的冬枣。”于是，于洪
长将冬枣枝嫁接到自家庭院的5棵小枣树
上，“当时我们村，村前屋后都有种的枣
树，但是品种比较杂乱，像这种冬枣还真是
不多见。”

第二年清明过后，于洪长惊喜地发现，
院子里嫁接的冬枣树有3棵吐出了新芽，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么好的冬枣，如果能
好好发展，应该有很好的市场。”

于洪长向当地政府申请，在政府的支持
下，进行较大面积的枣树资源普查，最终在
下洼镇发现了56棵沾化冬枣树。

想要靠冬枣挣钱，就必须大面积种植，
但此时，一个问题难住了于洪长：沾化冬枣

虽然可育，但不像一般枣树那样插枝就活、
衍苗就生，难于培植。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于洪长通过不断
学习试验、请教专家等方式，生生把自己从
一个门外汉“逼”成了冬枣专家。1988年
秋，于洪长嫁接的第一批冬枣树终于试验成
功，攻克了繁育这一难题，并获得山东省
“七五”星火计划新产品展销会金奖。

于洪长的冬枣，受到了沾化县领导的重
视，1989年，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在全县开展
了沾化冬枣良种优选工作，从选出的28株良
种优树上，采集接穗，嫁接良种冬枣树1050
株。在于洪长的带动下，周围的十里八乡掀
起冬枣种植热。

吃的苦多，育的果才甜

眼瞅着沾化发展冬枣已消除繁育技术障
碍，于洪长又遇到了新问题。“如果解决不
了储存保鲜问题，将冬枣发展成大产业无异
于引火烧身。”于是，有专家不赞成冬枣大
规模、产业化发展。为此，于洪长茶不思饭
不想，在家里闷了4天。待平心静气后，他
认为专家的意见非常中肯。沾化冬枣含糖、
含水量太高，肉质细嫩脆如酥，落地即碎，
保鲜确实是大问题。但如果就此放手，这些

年来的努力就白费了。但如果继续发展下
去，一旦出了问题自己又承担不起。

不服输的于洪长决定到外地取经，先后
聘请了中科院、清华大学、山东果科所等院
所的10多名专家教授为技术顾问，一起攻关
解决了冬枣贮存保鲜的问题，使冬枣保鲜期
延长到100天以上。

1993年春，沾化大面积推广冬枣，开始
实行产业化发展。1994年，建起了沾化县冬
枣研究所，于洪长担任冬枣研究所所长，并
办起年产80万脱毒冬枣成苗的高科技冬枣苗
木繁育场。

经过多年来的发展，目前，沾化区冬枣
种植园稳定在50万亩，其中原产地下洼镇达
到9 . 8万亩，全区连续10年产值突破30亿
元，预计今年的总产量将达6亿斤。“吃的
苦多，育的果才甜。”于洪长感慨当初创业
的艰辛。

新科技提升冬枣品质

近年来，随着沾化冬枣从业人员老龄化、
现代农业发展缓慢、管理技术水平不高、深加
工能力不足等问题逐步暴露，沾化冬枣产业
又处在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

在下洼镇“枣恋谷”田园综合体，一眼

望去，棚中枣树整齐排列，郁郁葱葱，却不
见枣农忙碌的身影。沾化区生源冬枣专业合
作社领办人王忠坤在棚边的控制器上操作几
下，棚上的自动喷雾机即刻运转起来，为枣
树降下“甘霖”。“棚里打药、浇水、施肥
全部一键启动。”王忠坤指着枣树说，“诱
虫罐、色诱灯、粘板都上了，减少用药量，
结出来的冬枣品质更好。”

去年的收获验证了这种尝试的可行性。
30户加入合作社的枣农，自己只需抹芽、开
甲，其余都在统一生产指导、水肥管理、病
虫防治、营销分成、品牌宣传下进行，比前
一年增收了约30%。

在沾化区冯家镇大流村“沾冬2号”示
范园内，45亩冬枣树全部按宽行密植、划线
成一要求栽植，整个示范园区实现冬枣标准
化、机械化和水肥一体化生产。枣农张亦明
说：“随着冬枣质量的提高，收入也逐年提
升，去年‘沾冬2号’每斤价格不低于50
元，供不应求，今年俺的示范园估计收入能
到六七十万元。”

四季都有甜蜜收获

对于下洼镇曹家庙村枣农陈元洪而言，
如今一棵冬枣树给他带来了四季的甜蜜收
获，“4、5月份采摘冬枣芽加工枣芽茶，6
月份枣花盛开时原汁原味的枣花蜜又抢鲜上
市，冬枣还没到成熟季，俺们的钱包已经鼓
起来喽！”

今年4月，下洼镇生源冬枣专业合作社
与济南圣虎山茶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作，
联手打造具有沾化特色的冬枣芽茶品牌———
怡致园，并与5A级景区台儿庄古城内商家
合作，将怡致园冬枣芽茶作为特色旅游产品
摆上了专卖店销售柜台。

6月中下旬，枣花进入盛开时节，纯正
的枣花蜂蜜成了“网红达人”直播的热销
品，日销量达到百余单，带动广大枣农加入
电商队伍。

为彻底改变沾化冬枣产业一产打天下，
二、三产业链条短、产值低的突出问题，沾
化区大力发展冬枣生态旅游、精深加工、设
计包装等相关产业，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
膨胀产业规模，真正把沾化冬枣产业打造成
“接二连三”的综合产业。

在山东齐鲁浩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冬
枣休闲食品、冬枣饮品、果醋、啤酒等冬枣
延伸产品让人眼前一亮。“我们正在建设冬
枣深加工智慧园区，占地103 . 5亩，建成后
可年处理冬枣1 . 6亿斤。”该公司生产经理
张强说。作为全区的冬枣深加工龙头企业，
齐鲁浩华引领冬枣产业“二次革命”。

曾被随意丢弃的枣树根也成了抢手的
“金疙瘩”。沾化区成立了枣木雕刻协会，
开发枣木雕刻系列产品，研发枣木马扎、手
杖、挂件系列枣木工艺品，成为外来游客的
“必选品”。目前下洼镇已发展木雕经营企
业、业户近30家，带动近千名枣农实现木雕
创业就业。

如今，在沾化，一棵冬枣树上不仅有鲜
食的冬枣，还能“种”出茶、蜂蜜、枣酵
素、冬枣啤酒，还可以采摘游、观盆景、赏
枣木雕刻，一年四季能吃能玩能观赏，小冬
枣树长成了富民大产业。

金秋九月，冬枣飘香。今年的沾化冬枣
节于9月20日全面启动，节会时间一直到10
月20日。从1999年，沾化县开始举办“沾化
冬枣节”，至今已是第二十二届。以枣为
媒，以枣会友，推介冬枣，宣传沾化，“沾
化冬枣”已经成为沾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沾化冬枣美，何须传荔枝

▲沾化冬枣皮薄、肉嫩、多汁

▲采摘的乐趣

黑陶双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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