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山西省考古研究
院发布最新考古成果称， 发现山
西碧村遗址外城门具有明显防御
性质， 认为这处龙山时代大型石
城聚落应为黄河畔一座关口城
市。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
兴县碧村村北， 地处蔚汾河与黄
河交汇处， 面积约75万平方米，
时代主要为龙山晚期， 距今4200
年至3800年， 其中最兴盛时期距
今4000年左右。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山西省
考古研究院对碧村遗址进行了考
古发掘， 2015年至2018年， 对碧
村遗址核心区域小玉梁地点石砌

建筑群进行整体揭露； 2020年至
2022年， 主要发掘了外城门。

此考古项目领队、 山西省考
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所长张
光辉介绍， 该遗址是一处具有内
外双重城墙的石城聚落。 碧村先
民借助遗址南、北、西三面环河临
沟的天险，在遗址中部、东部各修
筑一道城墙及城门，控制通道。

其中， 小玉梁地点为遗址中
心台城， 是一个四周砌筑护墙的
高台， 分布着一批以大型连间房
址为核心的石砌建筑群。 石门墕
地点为遗址内城墙及城门， 城墙
圪垛地点是遗址外城墙及城门。

外城门由三个大型墩台围合

成 “品” 字形， 中心设置小型墩
台， 两侧衔接障墙。 入口设在南
北两侧， 南侧已废弃封堵； 自北
侧入口经过两道瓮城可抵达城
内。

张光辉认为， 外城门形制规
整， 结构严密， 具有明显的防御
性质， 是认识中国史前及先秦城
门布局的重要案例。 碧村遗址占
据控扼黄河与蔚汾河关口的突出
战略位置 ， 其沿外城墙 、 内城
墙、 中心台城逐步下降到入黄河
口处的线性布局 ， 以及层层设
卡、 背靠黄河面向东方的城门系
统， 强烈指向其可能会发挥着黄
河关口作用。

山西碧村遗址发现距今约4000年的防御体系 这是一群在黑暗中歌唱的
人 ， 渴望用音乐追逐生命的微
光。

“总有温暖的手牵着我， 总
有温柔的话送耳旁， 总有一个声
音为我带路， 总有一个呼唤飘在
我心上……” 在山西省陵川县盲
人曲艺宣传队的院子里， 队员们
在老师的带领下练习合唱， 在音
乐中开始了一天的学习和生活。
音乐 ， 成为他们表达自己的方
式。

陵川县盲人曲艺宣传队多年
来穿行在太行山上为村民演出。
随着老队员们年事渐高， 为了将
非遗项目陵川钢板书传承下去，
曲艺宣传队于1995年成立了特教
班， 近年来陆续接收了100多名

视障学员。
特教班为学员们免费提供食

宿和学习的机会。 为了排练好节
目 ， 小学员们需要将每一个音
符、 每一个乐器按键的位置熟记
于心， 反复练习。 在老师和老队
员的精心指导下， 学员们逐渐掌
握盲文、 熟悉乐器、 练熟节目，
跟着曲艺宣传队下乡演出。

特教班也得到了众多爱心人
士的帮助， 点滴爱心汇聚成巨大
的暖流， 让队员们的世界充满了
阳光。 虽然 “视界” 无光， 但队
员们通过音乐找到了心中的光
亮， “看见” 了世界。

图为陵川县盲人曲艺宣传队
在陵川县杨村镇北山村演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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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在台湾新北市芦
洲区的街巷里， 记者乘车几经探
寻， 终于找到夹在林立高楼间一
处清末闽南风格红砖院落。 它的
名字叫 “芦洲李宅”。

芦洲李宅被当地人称为 “李
祖厝”， 是台湾著名抗日将领李
友邦将军的故居。 清乾隆年间 ，
祖籍福建同安的李氏家族渡台拓
垦并落地生根。 芦洲李宅院门匾
额上的三个大字 “陇西堂”， 道
出李氏家族的渊源。

古宅初建于1857年前后 ，由
李氏迁台二世祖李清水开始创
建；1895年， 李清水7个儿子与儒
学督正李树华等合资重修扩造。

当时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曾
经主管全台秀才科考的李氏先祖
李树华辞官返乡。 面对日本的殖
民统治， 李树华及族人决定盖一

栋家乡样式的房子给子孙， 表示
不忘本源。 他们特别聘请大陆名
匠来台，按照中原合院建筑模式，
融合当地风情，修建了这座祖宅，
当地人也称之为“中原厝”。

古宅为三进三落四合院，包
括正身的前厅、正厅、后厅三进，
以及左护龙合院、正身合院、右护
龙合院三落，总共7厅56房。

“一般心而友弟兄必恭必
敬， 两件事以传孙子半读半耕”，
这幅悬挂于中厅的对联， 和宅院
每个门前的楹联一样， 许多是先
辈所写， 后人只换门联、 不换字
句， 以示不忘祖训。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李宅
成为抗日志士聚会的历史舞台。
数十年前，蒋渭水、林献堂等台湾
抗日斗争史上的重要人物曾在此
畅抒胸臆；也是在这里，李友邦于

1906年出生， 从小便萌生反日意
识， 少年时和同学袭击日本殖民
当局的派出所， 被通缉而于1924
年前往大陆，进入黄埔军校就读。

1937年 ， 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 李友邦提出 “保卫祖国， 收
复台湾” 的口号， 号召台胞共同
为抗日救国而奋斗。 其后， 他在
浙江金华筹组台湾义勇队与台湾
少年团， 活跃在抗日前线。

抗战胜利后， 李友邦携妻子
严秀峰回到台湾 。 然而 ， 1950
年， 严秀峰被特务机关以 “参加
中共组织” 的罪名逮捕判刑。 隔
年李友邦也被捕， 并于1952年被
秘密执行死刑， 年仅46岁。

上世纪80年代， 严秀峰代表
李家七房全体子嗣将祖宅捐为历
史古迹， 用以宣传李友邦的抗日
事迹与弘扬中华文化。

如今的李宅仍保留了李友邦
在这里居住的痕迹 。 后厅书有
“忠孝” 的左厢房是李友邦赴大
陆前的居所， 现在陈列着将军遗
物以及研究其事迹的书籍。

院门口竖立着李友邦与夫人
严秀峰这对抗日夫妇的半身浮雕
像， 基座铭刻着李友邦召集抗日
同志开会时墙上必挂的 “复疆”
二字。 李友邦次子李力群对记者
说， “复疆” 是父亲率领的台湾
义勇队、 台湾少年团的暗号， 父
亲一生都以 “保护祖国、 收复台
湾、 建设台湾” 为己任。

今天， 在厦门南普陀寺， 仍
留有李友邦在抗战胜利后题刻的
“复疆” 两字。 担任芦洲李宅古
迹维护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的李力
群接过父母的使命， 积极宣扬父
母和台湾义勇队所代表的爱国精

神与民族情怀。
“如今40岁以下的台湾年轻

人， 对当年那段历史已不太了解
了。” 李力群痛心地说， 民进党
上台以来 ， 不断推行 “去中国
化”， 修改历史课纲， 抗战史内
容被删到仅剩数百字， 提及他父
亲的只寥寥数语。

过去几年来， 七七事变、 九
一八事变等重要历史纪念日被民
进党当局 “选择性遗忘”。 但李
力群不改其志， 依然积极奔走，
举办各种活动， 向民众介绍父辈
英勇抗日的事迹。

“我父母一生追求国家统一
与民族复兴。 我希望继承父母的
遗志， 通过李家古宅的史迹重现
父辈的抗日历史 ， 告诉世人 ：
‘复疆’ 道路上， 台湾同胞从未
缺席！” 李力群坚定地说。

台湾新北：一座“中原厝”，一生“复疆”情

用音乐“看见”世界

新华社电 继2006年 、 2012
年、 2017年之后， 第4次长江全
流域江豚科学考察19日在武汉正
式启动。 这是长江实施全面禁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
法》 颁布施行后， 首次开展长江
流域物种系统调查。

本次科考将全面掌握长江江
豚种群数量分布和栖息地环境现
状 ， 整体评估长江江豚种群数
量、 结构及变化趋势， 科学分析
长江江豚致危因素和保护措施效
果， 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长江江
豚保护方案提供依据。

本次科考由农业农村部长江
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组织，
长江中下游6省 （市） 渔业主管
部门、 有关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
共同参与 。 120余名考察队员 、

20余艘渔政船艇同步实施， 将覆
盖有长江江豚分布的长江中下游
干流、 鄱阳湖、 洞庭湖以及部分
支流汊江水域。

湖北江段是长江江豚的重要
栖息地之一。2020年至今，武汉城
区江段出现长江江豚超20次、近
210头次。 在宜昌城区江段，更有
一片水域常年活跃着一群江豚，
成为爱豚人士的 “网红打卡点”。
在长江支流汉江潜江段， 近30多
年来首次发现了江豚的身影。

长江江豚为国家一级保护野
生动物， 属于长江特有淡水鲸豚
类动物， 是评估长江生态系统状
况的重要指示物种。 2017年的长
江江豚科学考察结果显示， 长江
江豚数量约为1012头， 种群极度
濒危。

第4次长江江豚科学考察正式启动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补给区。 受自然
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玛曲草原出现不同程度沙化退化现象，水源涵养能力下降。玛曲县通
过实施退牧还草、沙化退化草原综合治理、湿地保护与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修复治理、草原鼠害
防控等一系列生态保护工程项目，全力推动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目前，玛曲县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玛曲草原向黄河补给水源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图为玛曲县阿万仓湿地内的河流和沼泽。

新华社发

甘肃玛曲：保护草原生态 涵养黄河水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