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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日前，《考古Archaeology》杂志新出版的2024年
第一期评选出了“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陕
西西安汉文帝霸陵发现的动物殉葬坑入选，为中国
唯一入选者。这是继霸陵考古成果荣获“2021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 年陕西省六大考古发
现”之后再获殊荣。

汉文帝霸陵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江村东
部白鹿原的西端，其西南约 2000 米处为薄太后南
陵。霸陵和南陵周围的很多小型殉葬坑中发现了大
量的珍禽异兽骨骼，经初步形态对比、数据测量和部
分兽类古 DNA 鉴定，发现有丹顶鹤、绿孔雀、褐马
鸡、陆龟、金丝猴、虎、马来貘、鬣羚、印度野牛、牦牛、
羚牛等40种动物骨骸，这座两千年前的“地下动物
园”令人惊叹不已。

首次：发现完整貘骨骼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胡松梅、研究馆员曹
龙，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张婉婉曾
在《令人叹为观止的西汉皇家苑囿——霸陵与南陵
出土珍禽异兽及其意义》一文中称，2021 年 8 月至
2022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霸陵共发掘23座动物殉
葬坑，发现动物种类共计11个属种，包括鸟类2种和
兽类9种，均为珍稀野生动物，出土的动物种类既有
现在仍生活在南方东洋界（热带或亚热带）的动物，
如印度野牛、马来貘和绿孔雀，也有“秦岭四宝”中的
三宝——金丝猴、大熊猫、羚牛。其中，虎、马来貘、
牦牛、印度野牛在陕西省属首次发现。

在出土动物的头骨中，考古人员发现两个牙齿
尖连起来呈现山脊状，“只有貘有这种特征”。一直
以来，很多人都认为貘就是大熊猫的另一个名称。
而在霸陵的外藏坑中同时发现了貘和大熊猫的骨
骼，考古专家认为，这也就证实了，貘和大熊猫自古
以来就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动物。

“马来貘产于马来西亚、苏门答腊岛和泰国，是
貘类中最大的一种。目前，貘在我国已经灭绝，但在
历史上曾存在过。”考古专家称。因此，霸陵出土的
完整貘骨架弥足珍贵，证实了直到汉代，中国北方地
区仍然有奇蹄类动物貘的存在，该发现为研究当时
的气候、环境和生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首次：发现亚洲巨龟“靴脚陆龟”

考古勘探显示，位于霸陵西南约2000米处的薄
太后南陵，分布有10列42排共380余座动物殉葬坑。

2020年12月至2022年4月，霸陵考古队共发掘
55座动物殉葬坑，殉葬动物有鸟类、兽类和爬行类。
经初步鉴定，发现的动物种类共计30个属种，包括
鸟类18个属种、爬行类1种和兽类（哺乳类）11种，包
括金雕、绿孔雀、褐马鸡、丹顶鹤、金丝猴、猕猴、虎、
鬣羚、鹅喉羚、梅花鹿、狍子等30种珍稀野生动物骨
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首次发现了爬行动物龟鳖
目陆龟科的靴脚陆龟、鸟类犀鸟科的地犀鸟属。

“在薄太后南陵西北角外藏坑发现的龟不是本
地的，是陆龟，龟甲很厚、个头很大，仅龟甲长度就达
52厘米，在陕西地区从来没发现过，应该是从南方纳
贡过来的。”专家称，这次发现的陆龟应为亚洲巨龟
——靴脚陆龟。此外，地犀鸟属分为地犀鸟和红脸
地犀鸟两种，分布于非洲热带草原，体型大，为犀鸟
目中最大的种类，也是肉食性最强的鸟类，可捕捉地
面昆虫、蜥蜴等各种小型动物。考古专家从动物殉
葬坑中保存较好的肱骨、股骨、跗跖骨和头骨枕部分
析，认为其属大型鸟类，进一步的种类鉴定还需借助
古DNA技术及形态对比研究。

考古专家表示，此次考古发掘的动物殉葬坑，应
是西汉皇家苑囿的再现，是西汉帝陵外藏系统的一
种新的遗存类型，对研究西汉帝陵制度、秦汉皇家苑
囿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赵争耀

“鎏金走龙收藏于西安博物院，
属于典型的兽身龙形制，锯齿状背
脊，长尾拖后上卷，代表了唐代高超
的冶金技术，‘龙辰辰’取其昂首行
步、雄壮刚健的姿态。”12月6日，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 2024 龙年春晚吉祥物
形象“龙辰辰”正式发布亮相。

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象征
和文化符号，千百年来，龙的形象贯
穿文学、艺术、民俗、建筑、服饰、绘画
等各个领域。“龙辰辰”参考故宫博物
院九龙壁上的“五爪金龙”设计龙爪
造型，彰显威武和庄严；从出土于河
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
中提取独具上古特色的龙鼻作为设
计元素；龙脊结构、龙腹纹来源于宝
鸡出土最早记载“中国”二字的西周
何尊侧面的四道扉棱和云雷纹；眉弓
和龙肩上的装饰取自河南博物院收
藏的云纹铜禁纹饰，精美别致，增添了吉祥物的趣
味和古韵。“龙辰辰”的配色则选取了大繎、赩炽、赪
霞、玉頩、春辰等中国传统色，赪霞色代表了红色的
云霞，代表了旭日初升时霞光万丈的青春色彩；春
辰是冰雪初融，草木萌动的颜色，它所属的青绿色
系正是东方青龙的代表色。 张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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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的冬季有着不一样的精彩。戏雪休闲、
特色演出、民间美食等多种多样的冬日元素，让陕
西的冬季更加热闹。这个冬季，陕西面向大众推
介滑雪、温泉、演艺、民俗等冬季旅游活动，吸引更
多游客来陕旅游，让冬天的“冷气”变成市场的“人
气”与“财气”。

滑雪 感受速度与激情

在广阔的雪场里自由驰骋，是冬天别样的打
开方式。从雪道上快速滑下，游客可以感受速度
与激情。陕西多家知名滑雪场纷纷推出特色冰雪
产品，为滑雪爱好者准备了一场冰雪盛宴。

近日，照金国际滑雪场2023-2024雪季合作大
会在陕文投集团举行，精彩推介照金国际滑雪场
新雪季十大亮点及照金文旅冬季研学、团建新产
品。现场签约包票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创照金
国际滑雪场历年雪季新高。

“近年来，通过不懈努力，照金国际滑雪场已
成为享誉西北的滑雪胜地、陕西冰雪旅游目的地，
累计接待游客突破百万人次。”陕文投照金文化旅

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永才说。
照金国际滑雪场作为陕文投集团冬季旅游

布局的重点产品与示范样板，已成为距离西安最
近的高品质大型滑雪场。新雪季，照金国际滑雪
场全方位立体化焕新升级，将以“功能迭代新设
备、戏雪乐园新玩法、星空夜滑新风尚、五味俱全
新餐饮、极致服务新体验、冬日艺术新装扮、电车
充电新配套、滑雪教学新课程、冬日团建新选择、
学生畅游新福音”十大亮点焕新亮相。此外，陕
文投照金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将在新雪
季推出多项冬季特色产品与优惠政策，满足游客
多样需求。

照金国际滑雪场造雪面积20万平方米，拥有
专业雪道12条。戏雪区新雪季新增雪地挖掘机、
雪地摩托等20余种戏雪设备，满足全年龄段游客
的体验需求。

宝鸡的鳌山滑雪场整修了专业雪道，设置了
初学者滑雪教学训练区域，让更多零基础的游客
也能感受到冰雪运动的乐趣；铜川市的玉华宫滑
雪场引进了马术表演、骑马体验等项目，用特色产
品提升游客体验；翠华山滑雪场、竹林畔滑雪场等
雪场都是冬日滑雪的好去处。

泡温泉 让旅行更温暖

孟浩然有诗云：“树绕温泉绿，尘遮晚日红。”冬
季是养生的好时节，温泉养生备受人们喜爱。冬日
无事，暖意洋洋，泡温泉是个不错的休闲方式。

白居易笔下“温泉水滑洗凝脂”的“华清御
汤”，自古就是有名的温泉胜地。宝鸡“太白山御
龙湾温泉”“太白山凤凰温泉”、渭南“华山御温

泉”、西安“汤峪碧水湾温泉”等陕西特色温泉也吸
引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今年“双11”期间，陕西温泉业推出“直达泡”
促销活动。11月12日，“直达泡”“双11”促销活动
结束。本次活动共有33317人参与，交易总额突破
32万元。

实景演出 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

作为中国首部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
一直好评如潮。冬季版《冰火·长恨歌》不仅实现
了北方实景演艺零的突破，更融合了北方冬季舞
美设计，更显唯美浪漫。今年，经典版《长恨歌》演
出场次近800场。《冰火·长恨歌》自开演以来，受到
了广大游客朋友的喜爱。12月1日，《冰火·长恨
歌》踏雪归来，带给游客震撼的艺术感受。

此外，大唐芙蓉园的《梦回大唐》、丝路欢乐世
界的《丝路之声》等精彩演艺项目等你打卡。

陕西年 独特的年俗体验

陕西民俗文化丰富而独特。春节前后，各地
都会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活动。游客可以在
西安雁塔鸣钟祈福，在延安宜川壶口斗鼓迎春。
各种年俗活动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
往。

此外，将在春节前后举行的“西安城墙灯会”“大
唐芙蓉园灯会”和华清宫的“唐宫灯会”等活动等你
来打卡。这个冬天，来体验不一样的陕西年吧。

陕西文旅惠民平台还发放了惠民卡、惠民券，
专项补贴旅游演出、旅游景区、非遗文创产品，诚
意满满“引客入陕”。 李卫

冬游三秦冬游三秦 踏雪飞歌踏雪飞歌

近日，市民在华山冰雪世界滑雪。

汉文帝霸陵动物殉葬坑入选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滑雪、温泉、民俗等冬季旅游主题活动等你来

近日，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举办商洛地方戏创
作人才培训班，共60多名文艺骨干参加培训。

商洛有“戏剧之乡”的美誉。一代又一代戏剧
人深入生活、扎根群众，创作了一大批能够立得住、
叫得响、传得开的优秀戏曲作品。其中，以《夫妻观
灯》《六斤县长》《屠夫状元》《月亮光光》《带灯》《情
怀》为代表的商洛花鼓戏享誉大江南北，擦亮了商
洛“戏剧之乡”的文化品牌。

本次培训班邀请戏剧评论家胡安忍，国家一级
演员、编剧冀福记，国家一级演奏员、作曲李书，编
剧田井制、刘安民等省内知名剧作家进行授课。授
课内容包括《商洛“戏剧之乡”再创辉煌的思考》《当
前戏剧创作和戏剧评论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陕
西地方戏曲音乐创作漫谈——主题音乐与唱腔设
计及伴奏关系》《商洛地方戏创作》。

商洛通过举办培训班大力培养商洛地方戏曲
创作人才，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
步提升艺术创作水平，全力备战第十一届陕西省艺
术节。 王佳伟

商洛提升地方戏
创作水平

殉葬坑中发现的大熊猫骨骼

近日，陕西省备战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工作会暨
创作骨干培训班开班仪式在西安举办。

今年以来，陕西省美协专家组先后14次赴全省
各市区、各美术团体单位开展培训工作，开展“大秦
岭 ·中国脊梁”美术创作工程——重走“长安画
派”之路采风写生活动，从艺术观念的变革、表现主
题的创新性、新的艺术探索和表现形式方面引导大
家提升创作观念，拓宽创作思路，在新一届国展中
彰显自己的艺术才华。

中国美协各艺委会专家委员近期来到西安美术
学院，从创作主题、表现手法方面给予指导，了解西
安美术学院在调研、场地、经费方面全力保障国展创
作的相关情况，从多个方面阐释了国展题材导向的
重要性。 师念

陕西省全力备战
第十四届全国美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