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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心·传——陈玉树新时代古典家
具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举办，展出高级工艺美术师陈玉树近年创作的古典家
具，展现中国木作技艺之美。

展览展出了 《松风》《祥瑞》 等新古典家具作品，
涵盖了床榻、桌案、椅凳、柜架等类别。家具在制作
技法上遵循传统的榫卯结构，但在形态上更符合现代
风格和当代审美。

其中，获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永久收藏的古典家具 《松风》 为陈玉树近年来的代表
作，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延展，也是以
器载道、以技载道的寓意所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鸣表示，陈玉树在品有
匠心、性归自然的艺术构思中不断探索，从型、材、艺、韵
4个方面提炼中国传统家具之精要。

陈玉树表示，古典家具技艺不仅要传承中国传统
工艺源远流长且不断革新的丰富技法，更重要的是坚
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传承发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更多精品。

（邱煜雯）

本报电 （记者龚仕建、张丹华） 在近日举行的
“盛世中华 何以中国”网上主题宣传启动仪式上，陕
西省文物局发布了陕西黄河流域旧石器时期考古发掘
研究的最新成果：

据介绍，2021—2022 年，在南洛河流域首次通过
考古发掘揭露出厚达24米的地层堆积物，发现了距今
110万年至3万年左右长达百万年、基本连续的古人类
文化遗存；

2019—2023 年，在黄河沿岸及黄河支流无定河、
北洛河等流域以及秦岭北麓新发现 150 余处旧石器遗
址，多样化的石器技术面貌，展现了距今70多万年至
1万年前后古人类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生存画卷；

2022—2023 年，在渭北石川河流域首次发现旧石
器遗址，将古人类在该地区活动的历史上溯至距今约
60 万年前，不同时段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打制石
器，显示出远古人群生产生活的鲜活图景。

“上述新发现，为黄河流域远古文化的研究提供
了弥足珍贵的新资料，该地区古人类石器制作技术
表现出的连续发展、一脉相承的显著特点，更加有
力地实证了我国百万年不间断的人类发展史。”陕西
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说。

黄河流域发现长达百万
年连续古人类文化遗存

“心·传”古典家具展
展现木作技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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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已翻开新的一页

盛夏时节，可可西里雪花纷飞。每
年有超过 3 万只雌性藏羚羊，从青海三
江源、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等地陆
续前来，集中到卓乃湖产仔。

藏羚羊生性胆小，特别是迁徙中对
周围人类活动和天敌极为敏感。青藏铁
路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藏羚羊的“迁徙
通道”。通车以来，这些“高原精灵”悠
闲自在，乘客也能有幸观赏到至今未解
的迁徙之谜。

没有汽车鸣笛驱赶、没有人群喧嚣
围观。每当遇到迁徙羊群，青藏公路两
侧的车辆会在可可西里巡山队员的指挥
下排成一列，守望让行。曾经，藏羚羊
没有这般悠闲。

20 世纪 80 年代，一种叫“沙图什”
的奢华披肩在欧美市场走俏，藏羚羊的
绒毛就是制作材料。大批偷猎者不顾禁
令涌入可可西里，把枪口对准藏羚羊。

为拯救可可西里生态危机，时任青
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委副书记的
索南达杰，与盗猎分子生死搏斗，抓获
了多伙非法持枪偷猎集团。

然而，1994 年 1 月 18 日，索南达杰
和 4 名队员在押送偷猎分子途中遭遇袭
击。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匍匐于地，
右手持枪，左手拉枪栓，怒目圆睁，早
已被风雪塑成一尊冰雕……为了纪念这
位英雄，人们在可可西里设立首个藏羚
羊保护站，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如今，这片脆弱的净土再无枪声，
藏羚羊数量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不足 2
万只增长至7万多只。2016年9月，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将藏羚羊的受威胁程
度由“濒危”降为“近危”。

从“濒危”到“近危”，一字之差，
却凝聚了中国政府和无数环保英雄的付
出，首批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巡山队员
罗延海回忆往事，无限感怀。

1996 年，青海省成立可可西里省级
自然保护区。

1997 年，国务院公布可可西里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6 年，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启动，可可西
里纳入其中。

2017 年，可可西里成为青藏高原首
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2021 年，中国面积最大、世界海拔
最高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
立……

从临时组建的巡山队伍到成建制的

管理处，“反盗猎盗采穿越”的巡山制度
不断建立完善。三代队员接续守护着这
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感悟践行着顺
应自然规律的生态智慧。

“可可西里已经翻开新的一页。”三
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可可西
里管理处主任布周说。

用生命守护脆弱的净土

沟壑般的皱纹、黑紫色的皮肤，记
录着可可西里管理处卓乃湖保护站副站
长郭雪虎18年的坚守。

海拔逾 4800 米的卓乃湖是“藏羚羊
大产房”，也是盗猎高发地。索南达杰去
世后，当地在卓乃湖畔设立了首个季节
性保护站。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陆
续建立了 6 个保护站。工作人员除了分
批倒班驻站，还会不定期深入腹地。三
天一次小规模巡线、每月至少一次大规
模巡护。风雪无阻，全年无休。

藏羚羊的乐土却是“人类生命禁
区”——可可西里年平均气温低于 0 摄
氏度，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40 多摄氏度，
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一半。

一片湖，一群羊，一队人，还有身
后一片广袤的无人区……队员们每次巡
山都可能是与亲人永别。

2009 年冬天的一次遭遇，让郭雪虎
终生难忘。那天，巡山车辆陷进冰冷的
湖中导致油箱进水。

修好车，郭雪虎点起一堆火准备取
暖，谁料火星一瞬间引燃了修车时溅在
身上的油水混合物。

火苗顺着郭雪虎的裤腿直往上蹿，
队友尼玛扎西抓起一床棉被瞬间扑盖在
郭雪虎身上。

“如果火再不灭，我会一脚把你踢回
湖里。”惊魂甫定，二人破涕而笑。

翻开手机里一张用锅煮雪的照片，
巡山队员才文多杰想起了自己离死亡最
近的一次巡山。

正值夏天，可可西里原本的冻土和沼
泽融化成一个个烂泥滩。绞盘断了、千斤
顶坏了，巡山车辆埋在泥里，动弹不得。

1 天、2 天、10 天、20 天……山外是救
援队联系不上山里，全无头绪，山里是 10
个队员每人每天啃半包方便面“续命”。

入夜，气温低至零下，队员们盖着
薄床单并排躺在塑料布上，豆大的冰雹
和雨水打在他们脸上。有些队员偷偷在
鞋垫上写下了遗书。

“最饿那天，我梦见阿妈给我做了一
碗面条，还有我最爱吃的牦牛肉炒粉
条。”才文多杰说。

被困 33天后，队员们获救了！离开
家的日子，整整 66天！一群硬汉默默流
着泪，紧紧拥抱在一起。

尽管硬件设施和交通工具愈加发
达，世界“第三极”对人类的考验却并
未改变：夏天沼泽泥泞，大河拦道；冬
季冰封雪冻，呵气成霜。

每次外出，为了减少负重，他们会
尽量少拿些饮用水，冬天还好说，可以
凿冰取水，到了雨水丰沛的夏季，他们
喝的水半层都是泥沙。

2006 年，大学毕业后，索南达杰的
外甥秋培扎西毅然加入保护可可西里生
态的队伍，如今已成长为卓乃湖保护站
站长。

秋培扎西说：“我们是可可西里的一
分子，就要以最虔诚的心守护这里的万
千生灵。”

“志向跟昆仑山一样高”

傍晚时分，一道晚霞铺在雪山顶
上，成群的藏羚羊沿着山梁飞奔而过。
才索加拨通了女儿的视频电话：“你看，
这里就是无人区里的‘幼儿园’，爸爸的
工作就是保护这些年幼的藏羚羊。”

巡山队员发现和羊群走散的藏羚羊
幼仔后，都会把它们带回自然保护站。
无数个孤独巡守的日子里，守护这些小
羊就成了无人区里特有的欢乐。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社会各界
的爱心支持下，一个占地 550 亩的“藏
羚羊幼儿园”建立起来。2002 年至今，
已有50多只小羊获得新生，重回自然。

有一次，一只康复的小羊重归羊
群，才索加在日记里写道：“可可西里
的苦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但也有
幸福。”

今年 5 月 31 日，卓乃湖保护站开通
了5G基站，可可西里腹地首次通过网络
与外界连接，巡山队员从此在无人区有
了“陪伴”。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
军说，科技手段再发达，短期内人力巡
护的作用不会被替代，因为可可西里地
形太特殊，生态价值太珍贵了！

万山之祖、千湖之地、动物王国、
人间净土……这片广袤的荒野拥有丰富
的矿产资源，孕育着雪豹、金钱豹、藏
羚羊、黑颈鹤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及
喜马红景天、羽叶点地梅、水母雪兔子
等高原珍稀野生植物，被誉为青藏高原
珍稀野生动植物基因库。

地球不仅是人类的家，也是野生动
物的家。在可可西里的巡山队员心中，
新时代中国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就体现在对藏羚羊生活习性的尊重
和对珍稀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中。

2017 年 9 月，正在五道梁保护站周
边巡护的巡山队员邓海平发现，一只受
伤的藏羚羊试图穿过青藏公路，他用身
体护住了藏羚羊，自己先后被两辆小轿
车撞飞，造成颈椎严重受损、手指残疾。

为了只羊，值得吗？邓海平毫不后
悔：“如果再遇见，我还会冲上去！”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
心，可可西里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
注。野生动物救助中心陆续开办起来，
志愿加入保护行动的人也越来越多。

“白灵，快过来。”随着一声呼唤，
一只 1 岁龄的雄性藏羚羊跑到巡山队员
扎西桑周的身边，用长了小羊角的脑袋
蹭蹭他的腿。

“我们是他们的‘奶爸’。”还没成家
的 90后小伙儿扎西桑周抚摸着羊头，笑
得开怀。

车子发动起来，又一次巡山就要开
始。队员们把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减了又
减，又添上20箱牛奶。

“这些奶是为和羊群失散的幼仔准备
的。”一说起喂养藏羚羊宝宝，扎西桑周兴
奋不已，从专属奶瓶怎么用，到奶水温度
怎么试，再到幼仔粪便怎么观察……

日夜兼程，爬冰卧雪，60 多名巡山
队员时刻准备着出发。“在可可西里，每
个人都很渺小，但心里的志向跟昆仑山
一样高！”布周说。

（据新华社电）

可可西里巡山队
薛玉斌 李琳海 王金金

可可西里是青藏高原唯一一处世界自然
遗产，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重要的
栖息地。

每年5至7月，藏羚羊会在这里上演世界上
最为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有一群人也会
开启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巡山任务。

每次到达海拔4768米，位于昆仑山口的一

处石碑，他们都会停下车、献上哈达、倒上一
碗青稞酒、向空中抛撒象征吉祥的风马旗。

这座石碑镌刻着杰桑·索南达杰的名字。20
多年前，为了保护濒危的藏羚羊，他与盗猎分
子枪战到生命最后一刻，遗体被冻结成冰雕。

如今，索南达杰的后继者，依然守护着这
片土地。

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每年5月至7月，来
自青海三江源、西藏羌塘、
新疆阿尔金山等地的雌性藏
羚羊，会陆续迁徙到可可西
里腹地卓乃湖产仔。产仔结
束后，雌性藏羚羊再携幼仔
返回原栖息地。

藏羚羊迁徙是世界范围
内最为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
迁徙之一。每年，伴随迁徙
高峰期的到来，藏羚羊“过
公路”已经成为青藏公路沿
线的一道独特风景。据可可
西里管理处统计，每年聚集
在卓乃湖产仔的雌性藏羚羊
可以达到3.5万只。

延伸阅读

图为观众在参观展览。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图为观众在参观展览。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黄河沿岸旧石器遗址。
图片来源：国家文物局

可可西里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重要的栖息地。上图为

一群藏羚羊在可可西里卓乃湖区域活动。下图为可可西里管理处
卓乃湖保护站巡山队员更却罗周、尕玛成林、郭雪虎、才索加、
更松多杰、尕玛扎西 （从左至右） 在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保护站
的途中留影。

本文照片均由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可可西里
管理处索南达
杰保护站队员
才文多杰在保
护站内查看被
救助的藏羚羊
身体状况。

可可西里
管理处卓乃湖
保护站巡山队
员 尕 玛 成 林

（右） 在 救 援
受困车辆。

本报电 （记者王锦涛） 近日，樊锦诗从事敦煌
文物工作 60 年座谈会在甘肃省敦煌市举行。记者了
解到：樊锦诗在继捐资 1000 万元支持敦煌学研究
后，再次捐资 1000 万元用于敦煌文物事业和急需人
才培养。会议宣布，一颗国际编号为 381323 号的小
行星被命名为“樊锦诗星”。该小行星由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命名
委员会批准命名。

樊锦诗今年85岁。1963年，她从北京大学历史系
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敦煌莫高窟，至今已从事敦煌文物
事业整整60年，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全身心投入敦煌文物事业，不仅在敦煌石窟
考古和文化遗产管理方面取得了重大学术成就，而且带
领莫高窟人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有效管理利用方面走
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促使敦煌石窟保护从抢救性
阶段迈向科学保护阶段。”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

今年，樊锦诗已将她获得的“吕志和奖——世界
文明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
以及个人积蓄共计2000万元捐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发布的公报认为，樊锦诗为中国石窟考古与保护做出
了重大贡献，构建了“数字敦煌”和综合保护体系，
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范例。

天上有了一颗
“樊锦诗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