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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篇文物篇

本报讯（记者 孙良 共享联盟·绍兴
殷俊 通讯员 许波） 近日，由绍兴市食
品安全工作联合会和浙江省产品与工
程标准化协会联合发布的《梅干菜及其
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开始实施。这意味
着，绍兴地方特色传统食品梅干菜终于
有了统一配方，在打响标识度知名度上
迈出重要一步。

绍兴梅干菜，又称绍兴乌干菜，
与乌篷船、乌毡帽并称绍兴“三乌”。
梅干菜既是绍兴百姓常备的家常菜，
又是游客必买的特产之一。但因为
是手工制 作 ，与 天 气、用 材、工 艺 密
切 相 关 ，不 同 的 人 制 作 的 梅 干 菜 在
口感和质量上也会有差异。因为没

有统一的生产标准，顾客买到劣质的
梅干菜投诉时，产品是否合格往往很
难界定。

为此，绍兴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
和浙江省产品与工程标准化协会联合，
组织浙江松盛园食品有限公司、方圆标
志认证集团浙江有限公司、绍兴市食品
药品检验研究院等 9 家单位的相关专
家，经过深入调查、走访、研究，广泛收
集整理生产工艺及检测数据，对梅干菜
及其制品的产品分类、产品要求、检验
规则、包装、标志与标签、运输、贮存等
多方面进行了规范。

该标准明确规定，绍兴梅干菜要
选用雪里蕻、大叶芥等芥菜类蔬菜为

原料。制作工艺上，绍兴梅干菜采用
干燥工艺除去其所含大部分水分，与
传统梅干菜以蔬菜咸坯为原料的制作
方法略有区别。绍兴笋干菜规定以绍
兴梅干菜为主要原料，经与可食用的
春笋混合、烧煮、调味，采用干燥工艺
除去其所含大部分水分。标准还对梅
干菜的农残、污染物、添加剂的含量作
出规定。

“实施梅干菜的团体标准，有助于
推动梅干菜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工艺
创新和品牌建设，助力区域特色食品产
业转型升级，也有助于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
处相关负责人说。

明确规定原料、制作工艺等

绍兴梅干菜有了统一标准

“策展人很罕见地给玉琮王打了个
侧光⋯⋯”

前不久，经常拍摄良渚文物的摄影师
李慧力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起自己去浙江
省博物馆之江馆拍良渚玉琮王的新体会。

“肯定是为了让普通观众能看清楚神
人兽面纹而特意打的这个侧光，侧光让纹
理突显，当一个观众从侧面路过的时候，
就可以拍出‘良渚神人凝视’的效果。”

看到这一幕，你感受到王的凝视了吗？

（一）

被誉为“天下第一”琮的，就是这件
良渚反山王陵 12 号墓出土的玉琮王，
登上央视《国家宝藏》的国之重器，现藏
于浙江省博物馆。

出土时，它像枕头一样，正面放置，
“枕”在墓主人的头部一侧。

这件玉琮，重达 6.5 千克。直槽上，
雕琢了 8 幅火柴盒大小的完整神徽，神
人的脸和冠帽、神兽的大眼睛和鼻子嘴
巴，都用上了浅浮雕的技法，神人的上
肢和神兽下肢，则用阴线刻划，极尽繁
复，是良渚微雕的杰出作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
明量过，琮王身上神像的兽眼眼珠只有
二三毫米。它是用什么工具钻刻的？

做动物考古的宋姝又进行了观察和
测量，发现麻雀肢骨的截面直径约在1至
3毫米，而雉肢骨的截面直径约4至10毫
米，以桡骨和尺骨骨干的截面直径最小，
而且最接近圆形。可能只有像麻雀这类
小鸟的肢骨截面直径才比较接近兽眼的
尺寸。但是，目前还不能确定就是用骨
骼来钻刻的。也有人实验考古，用狗尾
巴草进行小口径管钻，也可行。

玉琮王的发现，不得不说到反山的
故事。

1986年，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江
苏已经拿出了草鞋山遗址，上海有青浦
福泉山遗址，浙江，良渚文化的命名地，
怎么没花头?

这一年年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开始筹划。一切自然落到了史前室
的 5 个人身上：牟永抗、王明达、杨楠、
芮国耀、刘斌。牟先生是室主任。

老中青三代分头行动。王明达和杨
楠在反山工地发掘，牟永抗带着刘斌和
芮国耀在吴家埠工作站整理资料，写论
文。他们约定，一旦发现良渚文化墓葬，
整理工作立刻停止，大家一起投入发掘。

1986 年 5 月 8 日，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反山考古队进驻反山工地。5月
9日，反山正式开始发掘。

发掘工作持续了十多天，挖了11座
砖室墓，都是汉墓，良渚文化的墓葬影子
也没见着。难道此处就只是汉代墓地?

5 月 19 日晚，王明达在工地给大家
开会，鼓励大家要坚信原来的判断，强
调接下去拆除墓砖后，发掘深度会达
120 厘米左右，每下挖 10 厘米，一定要
把各探方的平面铲光，辨别土质土色，
特别要注意寻找墓口，必须在领队确认
没有迹象后再继续下挖。

5 月 28 日，汉墓的清理已经接近尾
声。为慎重起见，王明达决定停止使用
小锄头翻土，改用锋利的大平铲，一遍
一遍，把地面铲得又平又光。傍晚，随
着日光的移动，他们在平整的地面上仔
细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终于在 3 号
探方的中部，从大面积的灰黄土中辨认
出一块灰褐色的斑土，也就是说，土坑
的墓口，确认了，王明达清晰划出了长
方形南北向的四边界线。

5 月 29 日下午，王明达决定改用小
铲，每下挖5厘米，就平整一次。半天时

间，像蚂蚁搬家，他和文保员陈越南两
个人只挖深了30厘米。又过了一天，已
经下挖到90厘米了，仍没有看到任何遗
物。是不是挖反了？如果挖反了，土再
填回去也不能掩盖操作的失误。

5 月 31 日下午 2 时多，乌云翻滚，
要下雨了。王明达和大家商量着，准备
收工。他站在 1.6 米高的隔梁上，指挥
大家把探方里的松土赶快挑走，盖上塑
料薄膜。这时，一直在清理的陈越南从
深达 1.1 米的墓坑里爬了上来，他是绍
兴人，指着墓坑里露出红色、白色的一
块土说：“王老师，这个啥西?”王明达一
看，有红的，还有白点。他从隔梁上直
接跳下，跳到墓坑里——这样一跳，其
实是违反考古工作规程的，但当时，王
明达实在是太激动了。

蹲在坑里，再次观察这块土，印痕
上同样留下一些玉粒和漆皮。陈越南
递给他一把小铲，他不敢用，在装土的
竹簸箕上折下一段竹片，顺着土块的边
缘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又露出朱红色
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这就是后来编
号为余反M12:1的嵌玉漆杯。

他又用竹签子来来回回剥墓坑，看
到了白花花的颜色，那是玉的鸡骨白。
这是后来编号为 97 号的玉琮，这件三
节玉琮，因为口高，刚好剥剔到它的射
口。这也是良渚古城遗址范围内第一
件经科学考古发掘的玉琮。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反山 12 号墓，
浙江省第一座良渚文化贵族大墓终于
被发现了——出道即巅峰。

按照考古工作规程，确定了考古学
单元之后，就给它们编号，作为出生证，
原始记录，永不改变。因为反山一开始
挖了 11 座东汉砖室墓，所以良渚第一
座大墓编号为“余反 M12”。墓主人被
认为是良渚文化早期的一位王，也就是
最著名的那位拥有玉琮王的“王中王”。

7 月 7 日至 10 日，王明达在吴家埠

工作站撰写完成《浙江余杭反山发现良
渚文化重要墓地》（后刊登在《文物》1986
年第10期）。10月4日全部墓葬清理完
毕，10月10日全体考古人员撤离。

100 天，王明达的体重从 110 斤降
到了93斤。

再插播一则玉琮王的小八卦。
玉琮王重6.5千克，怎么来的?
在吴家埠工作站，王明达每天要买

菜，称肉。虽然有磅秤，但被用来称煤饼
了。另外还有一把杆秤，那天，王明达拿
来称玉琮王，秤砣尽量放平——13斤!

（二）

反山墓地共清理出良渚文化时期
墓葬共 11 座（M19 和 M21 是这座土台
中的残墓，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已遭破
坏）。其中 9 座良渚文化早期高等级墓
葬，南北两排，共出土 1200 多件（组）随
葬品，其中玉器就有 1100 多件（组），占
了九成，光种类就有三四十种。

反山王陵有三个最——已知良渚
文化遗址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
丰富、雕琢最精美的一处高等级墓地。
还有一个最——反山 12 号墓是迄今发
现良渚文化最高等级墓葬，如果以单件
计算，随葬品数量多达 658 件，其中玉
器以单件计共 647 件（不含玉粒和玉
片）——几乎全是。

反山遗址的发现过程，至今依然是
田野考古的经典。它创造了多个第一
次。最厉害的一件事：纠正了过去认为
良渚人是“平地掩埋”的认识，首次在野
外确认了良渚文化墓葬存在棺椁，首次
清理出良渚文化大型墓葬的棺椁葬具
痕迹。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说明良渚
人在 5000 年前就已经使用棺木类的葬
具为“王”和王室成员办葬礼。

反山墓葬地营建规模之大、随葬品
之丰厚、玉器之多而精，还没有任何一
处良渚文化墓葬超过它，这不是最高等
级的贵族“王陵”吗?

（三）

反山发掘以前，人们一直认为玉器上
的复杂图案，是一种类似于饕餮的兽面

纹。在反山12号墓的出土玉器中，人们首
次在玉琮王上发现了完整的神人兽面像。

几乎所有玉器上都会刻上或繁或简
的“神人兽面像”，这个图案是良渚文化
中细节表现最多的一个，几乎是良渚玉
器唯一的主题。图案上部，是头戴“介”
字形羽冠的人的形象，下部是圆圆的大
眼睛、露出獠牙的猛兽的面目，下肢作蹲
踞状，还有飞禽或猛兽（虎类）的利爪。
神人加神兽的复合形象，或许就是良渚
人心中神的样子，是良渚部族崇拜的神
徽。从良渚早期到晚期，神像的造型几
乎不变，完全是程式化、标准化的复刻，
这是礼制的需要，更是信仰统一的要求。

这个图案到底什么意思，不可能有
标准答案。但可以知道的是，神像是各
种动物元素构成的一个复合图像，我们
可以看到龙、猪、鸟、虎的影子。但有趣
的，不正是无解吗?

这么多种类的玉器中，神像最黏的
只有玉琮。在良渚文化存在的岁月中，
玉琮自始至终都与神像相伴。神像是
构成琮的核心因素，是琮的灵魂。

而且，这种情况不是只在良渚文
化核心区有。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考
古专家在江浙沪“包邮区”发现，环太
湖流域存在一些较大的良渚文化聚
落，比如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
墩等遗址都有这一现象。在没有现代
化通讯的年代，神徽的分布范围，从良
渚遗址核心区，一直延伸到整个环太
湖地区，和良渚文化范围吻合，一像独
尊。而且，它不仅在玉器上被大量表
现，也见于其他材质的载体，比如象牙
器、漆器、陶器等。

2010 年，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吴
家场 207 号墓，出土了 2 件通体雕琢 10
幅神像的象牙权杖，形制与反山 12 号
墓豪华玉瑁镦权杖完全一致。

长三角目前发现的良渚玉器上都
刻着统一的神徽，这似乎意味着，三地
在远古时代就有过共同的图腾。玉器
上的神像，成为社会稳定和认同的标
志。良渚社会开创了以玉礼器系统构
建的礼制秩序和依此体现王权神授的
统治理念，是中华玉礼制的先河，也为
中华文明起源和演进奠定了基础。

（本报记者 马黎）

走进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

玉琮王，穿越五千年的凝视

良渚反山王陵 12 号墓主要随葬器物放
置示意图。 方向明手绘

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的良渚玉琮王。 通讯员 李慧力 摄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的良渚玉琮王。 通讯员 李慧力 摄

地处长江支流——岷江边上的眉
山市，有一座通往中华文化堂奥的古
建筑。它，就是著名的眉山三苏祠。

三苏祠，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
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一门父
子三词客”，“三苏”在中国文化史上占
据重要地位，特别是苏轼，他一生著述
丰赡，流播广远，影响至深。

奔流不息的岷江水在眉山蜿蜒前
行，古往今来，浸润了无数文人的灵光
妙笔，留下了不少锦绣文章。我们沿
着岷江一路顺流而下，来到了眉山三
苏祠，感受一滴水里的太阳之光。

从故居到祠堂
建筑保护千载不绝
深秋时节的三苏祠博物馆，树叶

金黄，红墙环抱，游客络绎不绝。人们
或徜徉在启贤堂、来凤轩、披风榭等标
志性古建筑下，或驻足在古井、老树、
匾联等古遗存前，追寻三苏足迹。

三 苏 祠 ，坐 落 在 眉 山 市 纱 縠 行
南街。

元延祐三年（改宅为祠时间最早
可追溯到南宋时期），三苏故居被改建
成 了 祠 堂 。 明 洪 武 二 十 九 年（1396
年），地方官吏重修三苏祠，纪念苏门
三父子。明嘉靖九年，眉州太守莫钝
维扩建了三苏祠。明末，三苏祠曾毁
于兵燹。直至清康熙四年（1665 年），
三苏祠又开启重建。

历经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三苏
祠已从原先的 5 亩中式庭院发展为如
今的 106 亩古典园林。整个景区保存
古建筑 16 处，整体布局呈“三分水，两
分竹，祠在水中央”的特色。其中，祠
堂区为三进四合院，主体建筑有飨殿、
启贤堂、来凤轩，保留了传统祠堂风
貌，是游客拜谒先贤、风追三苏的核心
场所。

2019 年 9 月，考古工作者对三苏
祠博物馆展开发掘，首次发现了宋代
文化遗存。院内一株枯死的荔枝树，
经测量已达900多岁。“三苏祠，是三苏
的老宅，不仅有了可靠的文献来佐证，
考古发掘更是有力证据。”三苏祠博物
馆资深讲解人员徐丽介绍。

在维修三苏祠的过程中，工作人
员找到刻有字样、工艺精湛的清代瓦
片。此后，三苏祠博物馆基于清代瓦
片样本，定制 40 余万片小青瓦、筒瓦，
用于三苏祠保护维修。“如今，三苏祠
的大门、主殿之上，所用之瓦大多来
源于此。”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
介绍。

近年来，眉山市通过编制规划、设
立专项资金等措施，保护三苏遗址遗
迹，推动保护走上制度化、法治化、规

范化道路。

从“线下”到“云端”
文化传播绵延久远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得到一则好

消息：日前，在 2024 年“数据要素×”
大赛四川分赛总决赛上，眉山三苏祠
博物馆“三苏文化大数据库（一期）建
设项目”脱颖而出，在文化旅游赛道斩
获一等奖。

今年 6 月，三苏文化大数据库上
线 ，为 广 大 三 苏 文 化 爱 好 者 带 来 福
音。人们通过线上登录，便可轻松获
得与三苏相关的文献资料，追寻三苏
足迹。三苏祠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王荷
介绍，三苏文化大数据库上线仅 4 个
月，访问量已超366万人次。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依托三苏祠
建立，是集收藏、展示、研究三苏文化
于一体的专题博物馆，馆内收藏的文
物 文 献 与 古 建 遗 迹、园 林 景 观 相 映
成辉。

三苏祠博物馆副馆长黄建介绍，
博物馆现有藏品 4976 件（套），包括汉
代至近现代见证眉山历史文化及三苏
文化的各类实物，涵盖书法绘画、古籍
图书等 10 多个门类。其中，代表性藏
品有东汉抚琴陶俑、元代《王状元集诸
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明代八仙过海
纹犀牛角杯、明代陈淳草书苏轼《前赤
壁赋》册页、明末清初王式《西园雅集
图》卷、清代何绍基书《东坡词》四条
屏等。

站在《西园雅集图》卷前，来自广
东的游客曾先生驻足凝视，久久不愿
离去。“北宋元祐年间的一场文人雅
集，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在三苏祠
博物馆领略其风采，很难得！”

为讲好三苏故事，眉山三苏祠博
物馆开设常设展览三部分，包括“三苏
故居祠堂文化展”“三苏生平及文学成
就展”“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
国情怀”主题展。

同时，三苏祠博物馆还邀请知名
专家学者开设“东坡论坛”“名人大
讲堂”“东坡大家讲”等三苏文化主
题讲座，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
泛传播。

三 苏 文 化 传 播 从“ 线 下 ”到“ 云
端”。记者了解到，三苏文化大数据
库不仅收录了三苏父子的 11270 篇
作品，还有文物、文献等数据 10 万余
条、书籍上万册。王荷表示，下一步，
三苏祠博物馆将对接国家文物局文
物信息中心，争取纳入全国与三苏文
化有关的所有数据，“让三苏文化的
传播绵延久远。”

（川观新闻记者 张斌）

打卡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打开手机，去苏东坡家里逛逛

游客在三苏祠博物馆参观。 通讯员 张忠萍 摄

玉琮王上的神人兽面像。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郑元丹 通讯员
郭俊汉）又到午饭时间，11月4日中午，
嵊泗县嵊山镇“侨爱餐厅”里飘出阵阵菜
香。“阿姨阿伯吃饭嘞！”随着工作人员的
一阵吆喝，老人们应声赶来吃午饭。

“侨爱餐厅”由海外侨团资助改造，
于今年 7 月投运，为镇上 50 余位 60 岁
以上的困难老人提供爱心就餐服务。
除解决老人吃饭问题外，嵊山镇还利用
侨界力量，在海岛医疗、养老方面为当
地群众提供帮扶。

这一系列“侨爱”暖心举措，是嵊泗县
打造“侨爱岛”的生动缩影。今年起，嵊泗
启动同舟共建“侨爱岛”项目，导入和整合
侨务资源，构建“侨聚海岛·为侨服务·侨助

共富”的复合型“侨爱”工作体系，为助力海
岛共富与公共服务一体化作出“侨贡献”。

花鸟岛是“网红岛”，侨眷和留学
生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助力花鸟爱情
主题岛屿建设。从英国留学归来的
柳欣茹女士和丈夫在岛上投资了一
家陆离民宿和一个酒吧，同时参与了
政府共创的“花鸟岛照相馆”相关建
设；上海侨眷黄忆投资 500 多万元，
建成了一家民宿综合体，参与婚庆产
业链打造。近年来，这座“爱情岛”影
响力持续“破圈”。今年 1 月至 8 月，
花鸟乡旅游总产值达 6252.3 万元，上
岛游客同比增长 28%。

侨爱岛，岛也爱侨。嵊泗县委统

战部通过建立“小岛你好”暖心工作机
制，成立“侨助共富驿站”，打造“侨韵
街区”、“侨胞之家”、海外人才工作室、
新侨创业创新基地等多个侨联“主阵
地”，为侨眷和留学生等提供精准化服
务。“我们坚持侨创人员即人才的理
念，县里相关部门和企业为侨创人员
提供政策支持。”嵊泗县委统战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建立与上海纽约
大学、临港新片区的双向交流机制，吸
引华裔留学生、侨界青年“寻美”嵊泗。

“我们将深入挖掘侨务资源潜力，
加强与省内外侨界的交流合作，不断
拓展侨助共富的新模式、新路径，为海
岛共富贡献侨界力量。”该负责人说。

嵊泗多举措打造“侨爱岛”

以侨为桥，让海岛更美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