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田 鑫

美术编辑/郑唯唯 本版校对/孙翠华 文旅06 2023年6月14日

星期三

■音乐会现场。 通讯员供图

1996年新泰市禹村镇大生寺
塔基地宫出土，通高19.8厘米、盖
高11.4厘米、炉身高9厘米、口径
7.8厘米。“狻猊”为传说中的龙生
九子之五，形似狮子，蕉叶尾上
翘，腹中空与嘴和炉身相通，以子
母口与炉身相扣合。炉身呈杯
状，直口，平折沿，深腹寰底，圈足
上卷，杯上有两道花形突棱。此
香薰胎质细腻洁白，釉色晶莹呈
半透明，炉盖底部与炉身底部留
有黄褐色垫烧痕。整器采用刻
画、镂空及捏塑等工艺，造型独特
优美，为宋代景德镇窑青白瓷精

品。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新
泰市博物馆。

青白瓷是宋代江西景德镇在
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创烧而
成的新品种。它兼具青瓷、白瓷二
者之美，因景德镇一带时称饶州，
故有“饶玉”之称。宋代是青白瓷
的辉煌时期。景德镇从宋代生产
青白瓷以后便声名鹊起，为天下所
瞩目。时人既有“青如天，明如镜，
薄如纸，声如磬”之誉，宋真宗将青
白瓷定为贡品，并以其“景德”年号
（1004—1007）命名此地，使天下
皆知有“景德镇”。因此说，青白瓷

奠定了景德镇作为世界瓷都的地
位，在中国乃至世界制瓷史上具有
重要意义。

狻猊形香薰炉在陶瓷文献中
多有记载，北宋徽宗年间使臣徐兢
在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写道：

“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
兽，……诸器唯此最精绝。”即是指
此，在当时已是名贵一时的贡品。
狻猊本是狮子的别名，形状像狮，
身有佛性，喜好香火，又好坐，其状
在香炉盖上常见。随着佛教传入
我国，人们便将狻猊雕塑在香炉
上，让其尽情享用香火。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瓷狻猊盖香薰
□新泰市博物馆 张勇

大运河泰安段

活化的世界文化遗产 流动的运河魂
□泰安市文保中心 邢向前/文 张瑞泉/图

大运河泰安段是中国大运河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大运河世界
文化遗产中，戴村坝及小汶河（含泰
安段）被列入遗产点。做好大运河
泰安段遗产保护，建设好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讲好大运河“泰安故
事”具有重要意义。

京杭大运河流经泰安市东平
县，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东平段运河
(会通河）开凿于元代。由于后来运
河河道变迁，年久河废，元代会通河
遗址已难以考辨。明代永乐九年
（1411年）2月，朝廷命工部尚书宋
礼等率山东六郡及徐州应天镇民众
30万人修复运河，因为袁口以北运
河淤塞，安民山南安山、寿张等闸频
受河患，乃自袁口左改道北移20余
里，并将东平境内安山湖设为水柜，
自是漕运直达通州。明清时期多次
修复，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京杭大运河改由各省分管，漕运终
止。古运河在东平境内的一段也完
成了其历史使命。京杭大运河泰安
段是明清大运河重要组成部分，作
为大运河上重要的节点，现存有运
河故道、东平湖、“两坝”、“两闸”等
重要文物遗存，为研究运河流经路
线及其规模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资料。

泰安境内现存运河故道有两
段，一段是元代运河故道，由东平湖
水域南来的柳长河和东平湖内聚义

岛东侧济水故道组成。另一段故道
可追溯至明永乐九年宋礼疏浚运河
时，当时为解决寿张附近的运道淤
塞，把会通河中心北移20里，使其
从济宁市汶上县进入东平县新湖乡
小河崖村，沿东平和汶上两县县境
西北方向，经大安山进入东平湖，出
东平湖西北进入戴庙乡，至十里堡
以西黄河东岸。该故道途经东平县
新湖、商老庄、戴庙三个乡镇，全长
约40公里，运河沿线群众多称为

“运粮河”。运河河道为废弃河道，
部分遗迹尚存，遗存最宽处200余
米，最窄处不过40米。

东平湖古时称大野泽、巨野泽、
梁山泊、安山湖，到清朝咸丰年间定
名称为东平湖。《尚书·禹贡》有载：

“大野即潴，东原底平。”今东平西
部、南部一带，因古时地势低洼，加
之济水、汶河流经，山泉集会，时常
形成或大或小的水域，与今巨野县
处古代水域通称大野泽或巨野泽。
黄河的泛滥也是东平形成大面积水
域的主要作用。元末明初梁山泊堙
涸，仅存东平湖（古称安山湖）遗存
水域，时建有安山闸、戴庙闸，蓄水
济运，是大运河的水柜，起着调节运
河水量的作用，常年积水面积209
平方公里，蕴涵着丰富的运河文化
和水浒文化。湖周边有洪顶山摩
崖、棘梁山石刻、腊山古建群等众多
文物资源，湖下沉埋着商周时期至

宋代的须昌城、唐代洄源亭、隋代清
水石桥等文物古迹。自2015年，省
水下考古中心对东平湖水域及其周
围淹没区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通
过运用多波束、旁测声纳、浅地层和
磁力仪等地球物理探测技术，获取
了东平湖底高精度水下三维地形地
貌信息和部分湖底浅层地层剖面信
息，采集标本数百件，为东平湖和周
边历史研究以及划定文物保护区提
供了基础数据。

“两坝”即堽城坝、戴村坝。堽
城坝（闸）遗址，位于宁阳县堽城镇
堽城里村西北的大汶河内，始建于
元代，现存遗址13万平方米，由西
向东依次为石堰、斗门（西闸）、双虹
悬门（东闸）、东大闸和挡水墙等，其
作用是拦截汶水，流经洸河，注入济
宁大运河，抬高运河水位，使南来北
往的船只畅通无阻，并灌溉济宁兖
州之间的农田，在历史上起了重要
作用。溢坝西去的滔滔汶水注入东
平湖，进入黄河水系，从而形成了黄
淮水系的分界线。元代堽城坝（闸）
作为大运河沿线的一处重要水利工
程配套设施，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
作用，成为京杭大运河著名分水枢
纽工程。戴村坝，位于东平县彭集
镇南城子村北大汶河上，始建于明
永乐九年(1411年)，为三位一体且
科学完善的遏汶济运枢纽工程。坝
分主石坝、窦公堤、三合土坝3部
分，全长1600米，其中主石坝分玲
珑、乱石、滚水三坝，长414米，主要
作用是拦蓄大汶河水，使趋南旺，三
分南注，七分北流，以济运道，其功
能等同于人的“心脏”，故把戴村坝
誉为“运河之心”。戴村坝保障了明
清两代漕运畅通，对我国南北经济
交流、文化融合、社会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其设计之巧妙，木桩与石
条自身与相互之间结合之科学，四
季向南旺持续供水之准确，充分体
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是劳动
人民智慧的结晶，在世界水利史上
享有盛誉，可与都江堰相媲美。毛
主席曾称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
程”。

“两闸”即戴庙闸、安山闸。戴
庙闸，位于东平县戴庙镇戴庙村南
的运河故道上，具有调节运河水流，

控制漕船荷载，保障古代运河畅通
的作用。始建于明代景泰五年
（1454年），清光绪五年《东平州志》
载：“戴家庙闸，在州西四十里，安山
闸北三十里，明景泰五年建，西邻安
山湖，旧有进水二口，曰安济，曰私
沟。”1973年修建220国道时，在原
坝基础上增高加宽改为石桥，增修
时改为长10米、宽5米、高4米的
石桥。由于220国道的通过和常
年河水淤积，原闸样式大部分淤积
地下。安山闸，位于东平县商老庄
乡东平湖南堤北侧、潘孟于村南，
具有调节运河水流，控制漕船荷
载，保障古代运河畅通的作用。始
建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清
代光绪五年《东平州志》载：“安山
闸，在州西十二里，靳家口闸北三
十里，明成化十八年建，西邻安山
湖。”20世纪七八十年代增修时，在
原基础上增高加宽改为长7米、宽
5米的石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利用工作。中办、国办印发了《大
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印发《大运河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规划》，为大运河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提供了政策保
障。当前，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大运河丰富的文化遗产，推动大运
河沿线文化和旅游全方位、深层次、
宽领域融合，是增强“文化自信”的
重要抓手。泰安是中国大运河沿线
重要节点城市，在中国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中理应走在前列，发挥示范
带头作用。应深入挖掘大运河优秀
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加大运河文化
遗产考古研究与保护展示力度。应
加强对运河文化、运河艺术、运河故
事的研究阐发，推动运河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运河文化
与泰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深度融合，
不断提升价值引导力、精神原动力、
文化软实力。应立足泰安实际，努
力实践和探索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
的“泰安模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示
大运河泰安段文化特色。

本报 6 月 13 日讯（通讯员
张荣欣）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期间，我市各级文物部门、文博
单位围绕“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
自信自强”这一主题，组织开展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充
分展现文博行业特色，发挥文物
资源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功能。

我市各级文物部门、文博单
位围绕主题，策划推出了一系列
主题活动。泰安市博物馆举办楹
联书法展；新泰市博物馆线上线
下推出新泰文物精品展；泰安市
岱岳农耕文化博物馆通过抖音平
台开展专题直播；泰安市泰山石
敢当博物馆线上宣传介绍泰山石

敢当文化；东平县博物馆开展东
平石窟寺文化遗产宣传活动；泰
安市泰山茶文化博物馆举行炒茶
体验活动；泰安市泰山印刷博物
馆推出探索印刷术起源、发展、传
播和演变的研学活动。同时，市
博物馆通过设立文博咨询台，为
群众提供文物咨询和免费讲解服
务。全国普法教育先进个人于勇
在文庙东庑举办文物普法教育讲
座，宣传《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

我市各级文保、文博单位通
过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
丰富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
提高了其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文物资源的意识。

我市开展2023年度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集中宣传活动

本报6月13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董梁）近日，省委宣传
部在全省专门征集“农家书屋创
新示范工作优秀案例”，经逐级推
荐、优中选优，共选出“农家书屋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紧密融
合及志愿服务”等七大类25个优
秀案例。其中，肥城市、新泰市、
东平县的3个项目成功入选，入
选数量与济宁、临沂并列全省
第一。

农家书屋是党中央、国务院
实施的公共文化惠民工程。此次
征集的优秀案例，汇集了我省各
地围绕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和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局，积
极推动农家书屋提档升级，努力
实现农家书屋由“建设好”向“服
务好”、由“有书读”向“读好书”、
由“传统书屋”向“乡村书房”“数
字书屋”“图书馆分馆”转变，涌现
出的众多好经验、好做法。

自2018年以来，肥城市在全
省首创“政府购买服务、社区提供
场所、文化企业运营”的三位一体
社区图书馆建设新模式，在基层
社区先后建成 11家集阅读、文
化、休闲、交流于一体的“家门口
的图书馆”，惠及6万多户20余万

居民，构建起了公共图书馆阅读
推广体系。其经验做法在省新闻
联播、大众日报、学习强国、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山东宣传网等
50多家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先
后吸引了全国30多个地市单位
参观学习。

新泰市紧紧围绕农家书屋提
质增效，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
深入推进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
设，打造农家书屋升级版，创新实
施乡村书房建设工程。截至目
前，该市共建成乡村书房30家，
每个书房平均建设面积达150平
方米，藏书1万余册，真正将优质
的阅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群
众满意度不断提升，为乡村振兴
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和智力
支持。

东平县梯门镇山头村紧紧围
绕将农家书屋打造成为“农村文
化殿堂”这一目标，着力做强农家
书屋特色品牌阅读活动，通过开
展图书漂流、主题研学、阅读空间
策划、志愿服务结对等活动，将山
头村农家书屋打造成儿童成长的

“小乐园”、学习技术的“充电站”、
学思践悟的“新课堂”，为广大村民
提供了享受文化大餐的好去处。

我市入选“全省农家书屋创新示范
工作优秀案例”数量居全省首位

本报6月13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张芮）10日晚，灿若
夏花——王硌师生中外声乐作品
音乐会在泰山大剧院歌剧厅
举办。

王硌是天津音乐学院声乐系
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次音乐会，
她带领学生分别演唱了美声专业
教学中的常用曲目、以古诗词为
基础创作的声乐作品，以及具有
流行性元素、音乐剧元素的歌曲，
曲调或典雅、或清新、或抒情。“新
创作的部分作品以古诗词为依
托，伴奏音乐采取西洋管弦乐队
的伴奏形式。在演唱中，我力求
把女中音与中国传统民歌相结
合，走出一条融合之路，在吐字、
音腔等方面也适当口语化，希望
这样的尝试能感染观众，引起共
鸣。另外一种则是钢琴进行伴
奏，曲调比较清雅。”王硌说。

演唱中，王硌特意准备了一
首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为流传的歌
曲《青春啊，青春》，希望青春向上
有传承，也希望学生们能从中感
受到时代的声音。“现场观众年龄

不同，我希望通过这首歌唤起人
们对过往的回忆，对未来的向
往。”王硌表示，音乐会演出中尝
试了二重唱、歌剧选段等内容，学
生不仅要会唱，还要有自己的角
色特征，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
好的实践机会。

据了解，盛夏之际，王硌将这
场在泰山脚下开启的音乐会主题
定为“灿若夏花”，接下来，她和学
生们将根据不同季节确定主题举
办音乐会。“我们来自海河之滨，
很荣幸为泰安人民献上自己的歌
声。我们的音乐会起步于东岳泰
山脚下，今后将回荡在祖国辽阔
的大地之上。”王硌和学生们
表示。

泰安市泰山青少年民族乐团
是本次音乐会的主办方，乐团团
长朱华英告诉记者，乐团将利用
暑假时间，不定期邀请中央音乐
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高等音乐
院校的专家、教授来泰举办公益
性学术讲座、独奏音乐会或师生
音乐会，进一步提高青少年综合
素质以及文化艺术素养。

灿若夏花——王硌师生
中外声乐作品音乐会举办

东平湖。

戴村坝戴村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