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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城北 37公里处有官道口镇，官道口镇往
洛宁方向 3公里处有三官庙村，三官庙村因有一座
天官、地官、水官三官庙而得名，因李密墓而著名。

“新诗曾付雪儿吟，千载风流说李君。挂角
遗踪何处是，乱山丛里一荒坟。”这是清朝卢氏籍
诗人王景福吟李密的一首诗，选在清光绪版《卢
氏县志》里。

李密墓东临三官庙村小学，墓南断壁处，一
条小河潺潺流过。据当地村民讲，李密墓已被河
水冲刷掉三分之一，如今还在不断冲刷着墓丘，
想必这就是那条因李密丧身而被称作“断密涧”
的小河了。

李密（582 年—619 年），字玄邃，一字法主，
京兆长安人（今西安人），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
辽阳），隋唐时期的群雄之一。李密出身贵族家
庭，613 年，隋礼部尚书杨玄感发动起义时，李密
曾参与其中。杨玄感兵败被杀，李密被捉，押解
途中逃跑，616 年投奔翟让、单雄信的瓦岗军。

由于李密足智多谋，献计献策，使瓦岗军节节胜
利，李密的地位也越来越重，直至成为全军统帅，
被封魏公。617 年年底，李密被王世充击败。618
年，李密率残部 2 万余人投降唐李渊，拜为光禄
卿，封邢国公。但李密不甘居于人下，同年底，李
渊 派 李 密 去 黎 阳 招 纳 旧 部 ，李 密 又 生 反 叛 之
心 。 当 李 密 率 部 东 行 至 稠 桑 驿 时 ，已 有 察 觉
的李渊突然反悔，诣其返回。李密心中有鬼，
怕返朝不利，遂决定叛唐，与王伯当空袭桃林
县（今 灵 宝 市），掠 夺 畜 产 向 南 进 入 卢 氏 境 。
李密计划前往襄城（今汝州）投奔旧将张善相，
他的所作所为被留镇熊州（今宜阳韩城）的右
翊卫将军史万宝得知，遂派副将盛彦师率精锐
数千追击。619 年，李密被盛彦师部杀死，时年
37 岁。李密最信任的爱将之一徐世绩（唐史称
李绩，封皇姓）时为黎阳总管，请求收葬李密尸
首，得到李渊允许。随后徐世绩将李密葬于黎
阳山西南五里处，坟高七仞。

黎阳山在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617 年，李
密曾率瓦岗军攻占黎阳，打开黎阳仓赈济灾民，
招 募 了 20 余 万 兵 士 ，是 他 的 重 要 发 迹 之 地 。
1969 年浚县卫河清淤时挖出一墓，因有墓志铭
为证，被确定为李密墓。

卢氏县官道口镇三官庙的李密墓应是李密
的首葬之地。相传，李密被追至官道口镇的石大
山后，遭伏击，中箭身亡，其最信任的两爱将之一
王伯当翻身下马伏于李密身上也被乱箭射死。
盛彦师摘了李密首级，草草掩埋李密尸体后班师
回朝，至半途，接到唐高祖诣令，念李密是唐朝大
将、邢国公，在反隋斗争中立有战功，诣将李密隆
重收葬。盛彦师重新返回，隆重收葬了李密，并
将王伯当就地葬于石大山上。从此，石大山北段
因王伯当而被称作“将军山”，南段因李密邢国公
的称号被称作“邢公山”。

只是，后来李密被重新葬至黎阳山，留一座
空丘与将军山共话凄凉。

我国的产茶量大，茶区分布广泛，采摘一般分春夏
秋冬四季，不同地区所产的茶都有不同的采摘规则。
一般来说，按滋味划分品级，春茶最佳，秋冬茶次之，夏
茶最末。每个季节茶的滋味香气特点因气候环境各有
不同。

春茶，一般指由越冬后茶树第一次萌发的芽叶采
制而成的茶叶，采制时间为三月至五月。开春萌发的
茶叶拥有一年中最蓬勃的生机，尤其是清明前后的头
春茶，品上一口，感觉整个春天就在嘴里。春茶最大的

特点在于它的鲜爽度、饱满度和协调度都极高。各大
茶类的名优茶几乎被整个春天承包了。不论是绿茶、
红茶还是普洱，都在追求头春。

夏茶，指每年六月到七月初所采摘的茶叶。夏天
的季风带来了丰富的雨水，它们是最好的催生剂，茶叶
为此疯长。但雨水洗刷掉了茶叶大半的滋味，对比春
茶来说，夏茶入口苦涩，所蕴含的滋味不够醇厚，汤水
落了下乘。于是，夏茶便用来制作奶茶、袋泡茶、普通
花茶茶坯、劳保茶及消暑茶这些大宗茶。

每年立秋至十月所采的茶为秋茶，而寒露过后，采
摘时间集中在十月中下旬到十一月上旬的也叫冬片。
初秋到中秋被称为“小阳春”。秋日有着和煦的阳光和
适量的雨水，茶叶此时会拼命吸收养分，在这种环境下
生长的茶叶肥厚、漂亮，香气厚重。一般来说，它的品
级会优于夏茶。虽然汤水的细腻度、鲜爽度不及春茶，
但香气悠远突出，入口扎实厚重。

每年立冬前后采摘下来的茶叶被称为“冬片”，因
其特殊的地形和环境，“冬片”独有一种高山的冷韵，产
量稀少。如台湾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高山冻顶乌龙，所
出产的冬片滋味醇厚。不过针对不同茶类的具体采制
时间，春夏秋冬茶的时间又有细微区别。

春茶品水，秋茶闻香。在茶席的一方天地里，我们
品尝四季的不同味道，也将岁月化入茶中最本真的滋
味。 （综合）

第 25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6
月 17 日晚揭晓金爵奖。日本
导演熊切和嘉执导的影片《658
公里、阳子的旅途》获主竞赛单
元评委会高度肯定。西班牙影
片《遗迹的声音》收获了评委会
大奖和最佳摄影奖，中国导演
陈仕忠凭借影片《寻她》获艺术
贡献奖。演员胡歌、大鹏并列
获得最佳男演员奖。中国导演
刘伽茵凭借《不虚此行》将最佳
导演奖收入囊中。约旦等多国

合拍影片《焦虑贝鲁特》捧得最
佳纪录片奖。最佳动画片奖则
归属匈牙利作品《土狼的四个
灵魂》。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
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于 6
月 9 日至 18 日举行，其间举办
了“一带一路”电影周、系列电
影论坛、电影展映及创投活动
等，共有近 450 部中外影片在
电影节期间展映。

（据新华社）

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巴林左旗举行的首届辽上
京文化论坛上，辽上京考古队
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董新林介绍，最新
的考古发掘，不仅初步确认了
辽 太 祖 耶 律 阿 保 机 陵 寝 的 位
置，且证明辽祖陵主要承继了
唐代陵寝制度。

辽祖陵位于巴林左旗林东
镇 辽 上 京 遗 址 西 南 约 20 公
里。2007 年至 2010 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
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

究所联合组成辽祖陵考古队，
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目前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唐朝帝陵有两种形制，即
“依山为陵”和“堆土为陵”。董
新林认为，辽祖陵既“依山”又

“堆土”，主要承继了唐代陵寝
制度的规制，又有创新，为后来
辽朝诸帝陵所遵循，反映出契
丹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传统的
尊崇和效仿，体现出北方游牧
民族在丰富中华文化内涵方面
所作的独特贡献。

（据新华社）

由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指
导，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广
播电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台联合出品的大型通俗理论节
目《中国智慧中国行》开播仪式
6 月 18 日在北京举行。该节目
从“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
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
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十个代表
中华文明智慧结晶的重要理念
展开，既追本溯源，深度解读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源 头 与 流

变，更借古开今，深入阐释“第
二个结合”对坚持和发展马克
思 主 义 作 出 的 重 大 原 创 性 贡
献。节目融入诗词歌赋、书法
篆刻、戏曲武术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元素，生动呈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伟大实践。

据了解，该节目于 6 月 18
日起在江苏、北京、天津等 10
家省级卫视和多家重点网络视
听平台同步推出。

（牛梦笛）

6 月 18 日，龙舟队在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金利
镇西围涌参赛（无人机照片）。

端午节临近，多地举行赛龙舟活动迎接端午。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李博）6 月 17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
际 频 道（CCTV- 4）《 远 方 的
家》系 列 节 目《天 下 黄 河》摄
制 组 一 行 6 人 ，走 进 位 于 我
市 湖 滨 区 车 站 街 道 的 青 年 文
化 阵 地 ——三门里文创街区
采访并录制节目。

《远方的家》是一档备受欢
迎的旅游栏目，宗 旨 是 行 走 、
体 验 、发 现 ，记 者 带 领 观 众 行
走 四 方 ，关 注 百 姓 民 生 、社 会
发展，同时赏美景、品美食、探
寻 人 文 奥 秘 、体 验 旅 行 乐 趣 ，
提供实用的旅游资讯，展示中
国 的 自 然 与 人 文 之 美 和 中 国
人眼中的世界之美，弘扬深厚
的中华文化。

在当天的摄制过程中，三
门里文创街区主理人孙伟博首
先为摄制组一行介绍了该文化
阵地的建设情况，随后带领摄
制组参观了街区内的各个工作
室和店面，并带大家体验了当
天街区开展的部分青年文化活
动，如女性读书会《听她说》、政
协委员与青年导演交流会《南
鑫的电影之路》等。当晚，大家
还一同感受了原创音乐人梁南

北的民谣专场《CD 复兴计划》。
摄制组一行分别采访了三

门峡本土青年导演南鑫、从哈
尔滨到三门峡工作的调酒师袁
宏岩以及从厦门嫁到三门峡的
陈莉这三位青年的故事。

丰富多彩的青年文化活动
和多元的文化元素，让摄制组
对 三 门 峡 青 年 的 文 化 生 活 方
式 有 了 更 进 一 步 的 认 识 。 该
频 道 记 者 叶 雨 赞 叹 ：“ 三 门 里
像 是 一 个 窗 口 ，透 过 这 里 ，我
们 看 到 三 门 峡 年 轻 人 的 文 化
生活原来如此丰富！”

三门里文创街区是我市一
处城市创意街区，由国外回乡
创业青年孙伟 博 将 一 处 老 旧
市 场 包 装 建 设 而 成 。 该 街 区
成 立 以 来 ，肩 负“ 归 国 留 学 人
员 创 新 创 业 基 地 ”和“ 青 年 阵
地 ”创 建 的 双 重 任 务 ，深 挖 青
年 需 求 ，广 泛 联 络 社 会 各 界 ，
发挥文创作用，吸引了不少年
轻 人 到 这 里 就 业 。 该 街 区 还
发挥文化交流窗口作用，多次
邀 请 电 影 导 演 、畅 销 书 作 者 、
民 谣 歌 手 等 在 此 举 办 文 化 活
动，吸引了广大市民尤其是广
大青年的关注。

日前，以“文物保护与价值阐释科技创新成果及
应用”为主题的第三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在四川
省成都市召开。该论坛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专题任务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为主要
内容，旨在促进研究成果交流、加强沟通合作、激发
文物科技创新活力。在论坛上，与会专家带来了多
项多学科、多平台的研究成果。

据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以来，在
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专题任
务先后启动了 36 个项目。来自全国文博机构、高
校、科研院所的 200 多个科研团队，在中华文明探源
研究、文化遗产风险监测与防控体系构建、石窟寺及
墓葬壁画保护关键技术研究、馆藏文物一体化防震
及深海考古技术装备研发等领域取得了多项成果和
技术突破，推动了我国文物领域科技进步。

多学科联合攻关探索未知

备受关注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便是以多学
科联合攻关方式开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所长、研究员陈星灿介绍，项目第五阶段（2020—
2024 年）开展以来，项目组不同团队持续围绕辽宁建
平牛河梁，山西兴县碧村、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
延安芦山峁，河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等遗址，开
展系统的田野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测年技术取得重要突破。项目组突破常规检
测方法，采用贝叶斯统计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测年结
果进行分析，综合分析考古遗存年代，对重点遗址的
关键时间节点探索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在石峁与
三星堆遗址的测年工作中取得了重要突破。此外，
在古环境研究、文明起源生业经济模式研究等方面
也取得了重要进展。”陈星灿说。

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主任、教授吕红亮带着
“5000 年以来青藏高原古代人群的迁移与文化变迁”
的相关研究，从多学科交叉前提下的考古学视角，对
青藏高原古人群展开大规模、系统性古基因组研究，
并将古蛋白组学技术应用于青藏高原史前人群的食
谱研究中。

为文物保护插上科技翅膀

文物作为历史的物质遗存，是中国悠久历史文

化的见证和重要载体。但在对其保护的过程中，也
面临多重挑战。历经沧桑的石刻、壁画等，如何抵抗
岁月侵蚀？如何利用现代科技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带来的是墓葬壁画原位
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墓葬壁画分
布多、保存难度大等问题。

据苏伯民介绍，项目聚焦墓葬壁画原位保护中
的重大技术需求，目前开展的研究包括阐明河南打
虎亭汉墓、江苏南唐二陵等 2 处墓葬壁画制作材料
及工艺特征，揭示微生物病害、盐霜及已施用的保护
材料老化等 3 种典型病害形成机理；研发智能移动
式辐照灭菌装置及空气灭菌装置、具有自灭菌功能
的壁画保护材料及绿色环保壁画灭菌材料，提出预
防性控制、电子束辐照等多种微生物防治方法；揭示
墓葬环境特征变化与墓葬壁画附着力变迁之间的关
联关系，实现了对原位环境下墓葬壁画本体劣化的
量化评估和预测，形成自适应智能化墓葬壁画原位
保护环境调控技术和实施方案；研发两类无机纳米
材料杂化复合改性的地仗层加固材料，研发多种潮
湿环境下可快速固化、原位修复加固壁画颜料层材
料。

“墓葬壁画、遗址的保护都是整体性的。如果一
开始就能够介入预防性的保护措施，进行可靠、科学
的防护，墓葬壁画的保护会有非常大的进步。”苏伯
民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胡钢关注的是金
属文物耐蚀性评估电化学原位无损检测技术。该研
究通过本探头的设计，将极化曲线、交流阻抗、电化
学噪声等多项测试方法，应用于金属文物带锈原位
检测，数据稳定，重现性良好。

“多种测试表明，该技术解决了文物粗糙带锈表
面检测等难题，实现对金属文物微区针对性保护的
明确指导，在金属文物保护监测领域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胡钢说。

用科技找到文物防灾“密码”

文物防灾减灾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确保文
物安全的长期任务。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葛家琪关注的是馆藏文
物一体化防震关键技术研究。

据葛家琪介绍，国内外历次强震造成了馆藏文
物大量损毁，且存在“馆舍不坏、文物震损，采取措
施、文物仍震损”等问题，造成不可逆的重大损失。

“本项目通过开展地震动传递至文物本体的耦合系
统多学科交叉研究，基于震害风险调查完成地震易
损馆藏文物的界定，建立风险评估方法；开展‘馆舍
结构+展藏柜+文物’一体化模型振动台试验，提出
安全性指标和一体化设计方法，形成系列自主知识
产权的防震措施装备和有效性评价方法；专门针对
馆藏文物防震装备研究检验和加工生产开发建设了

‘超低频、大位移、高精度’振动台和高精度自动化示
范组装线。”葛家琪说，“值得关注的是，集成成果及
成套技术在甘肃省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
碑林博物馆等开展示范应用。”

科技赋能，让文物“活起来”

科技的作用不仅在文物保护，也在文物利用，为
文物“活起来”赋能。

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教授万亮关注的是数
字文化遗产数据的智能化分析利用及全流程版权保
护。据万亮介绍，该项目围绕让数字文化遗产“长久
活下去，生动活起来”的目标，重点面向不可移动文
物（以石窟壁画为代表）和可移动文物（以青铜器为
代表）的数字化表示，构建起“加工—保存—增强—
利用”4 个环节在内的技术体系，针对当前数字文化
遗产数据面临的“实际利用率低、不敢共享”等现实
难题探索可行的解决方案。

具体而言，项目以考古、传播、管理等实际业务
需求为导向，结合示范单位数据特点，研究并构建了
敦煌壁画高质量图像数据集，初步开发了具有跨平
台、跨硬件、跨系统等特性的智能计算引擎。此外，
设计并实现了区块链—数字水印联合的两级版权
保护技术，对在线数据的使用提供随时跟踪追溯，
对于离线数据提供版权识别功能，有效回答了“谁
在何时用了什么数据”这个问题。“基于上述技术
方案，项目已将软硬件平台及技术初步集成到敦
煌研究院、湖南博物院两家示范单位的数字资产
管理平台，协助构建了‘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与
IP 授权平台。”万亮说。

（赵晓霞）

科技护航，文物长寿更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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