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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顺的兔子如何与威猛霸气的龙联系
在一起？我国迄今发现的唯一地上皇陵、
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墓就出土了这样一只威
风凛凛的“兔子”。这是一件兔首龙身的谥
宝，为王建随葬品，寓意“玉兔变真龙”。

这件文物收藏于四川博物院。据四川
博物院文博副研究馆员殷红介绍，“谥宝”
是仿照死者生前所用的玺印而制，即将谥
号刻于预制的玺印上，葬于墓中，以表示其死
后所得称号。在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冯
汉骥的主持发掘下，这件兔首龙身谥宝1942
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西郊的王建墓。

根据冯汉骥先生撰写的《前蜀王建墓

发掘报告》，兔首龙身谥宝质地为纯洁温
润的白玉，但表面已全部风化。兔首龙身
钮雕，身腹均刻麟甲，其上原有贴金，嘴巴
和腹部涂朱，尾部卷于右侧，侧面四周印
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印面
阴刻：“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谥
宝”十四字，字体流畅匀称，出土时篆刻
均贴金。

古代皇帝的印玺，从来以龙为钮，象征
至高无上的皇权。这件兔首龙身谥宝在全

国独一无二。之所以如此特殊，与王建生
前经历密不可分。他本人属兔，许州舞阳
（今河南舞阳）人，出身寒微，青年投军，经
过几十年南征北战，终于在他 60岁这年登
基称帝，而那一年恰好也是兔年。宋代笔
记小说中记载，王建称帝之前，派人在民间
传播“兔子上金床”的歌谣，为自己后来称
帝赋予了“天命神授”的色彩。

王建在位十二年，庙号高祖，谥号神武
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葬于永陵。在他统治

期间，任贤用能，减轻赋税，人民休养生息，
蜀地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这件文物出土后不久，在 1943年元旦
对公众进行了为期 4天的公开展出。20世
纪 80 年代曾出国展览。2017 年回成都永
陵博物馆展出，堪称“国宝省亲”。

据了解，今年是兔年，在四川博物院春
节期间举办的新春文物展上，公众将再睹
这件兔首龙身谥宝“真容”。

（新华社成都1月24日电）

这只兔子帅 兔首龙身

你见过“方”兔子吗？明末清初画家
“八大山人”朱耷的《个山杂画册》中就有一
只，兔子的轮廓和眼睛都是方的。

“《个山杂画册》为九开册页，水墨纸
本，笔墨凝练淳朴，造型生动夸张，其中

‘方’兔子最为奇特。题识表明，朱耷的创
作时间为康熙甲子年（1684年）。”西泠印社
副社长童衍方介绍，这是目前所知的首次
出现“八大山人”钤印的作品，2008年曾创
下西泠印社当时的最高拍卖纪录。

这只兔子呈蹲前拱后状，以单线勾出，
方笔折转，眼睛颇为传神，也变形略呈方形；
两耳作一粗一细对比，自然而灵动；尾部只用

浓墨一抹而成，饱满而生动。“此时运用
的‘方笔’意味着朱耷花鸟画造型风格

的蜕变。”童衍方认为，这为其成熟期的运笔变
形以及对某些空间的夸张奠定了基础。

朱耷是明朝皇室后裔，擅画山水、花
鸟、竹木，晚年用“八大山人”号直到去世。
他经历坎坷，一度遁入空门，被后世称为

“清初四高僧”之一。学界普遍认为，朱耷
为了不被清政府迫害，才以佯疯装癫的方
式完成了还俗，该画册就是他还俗后创作。

长期研究“八大山人”的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萧鸿鸣说，结合史料记载和画册题
识可知，画册是朱耷参加雅集所作，赠送给
友人的。“当时 59岁的朱耷作为前朝遗民，

出售书画成为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他也
想娶妻生子，正拜托朋友四处帮他说媒，这
本画册正是作为说媒的酬谢。”

该画题识为“下第有刘蕡，捉月无供
奉。欲把问西飞，鹦鹉秦州陇。个山”，钤
印为“八大山人”。“明代花鸟杂画善用隐
喻，朱耷在这里学习苏轼‘把酒问青天’、李
白‘把酒问月’，画兔喻月，追问友人何时能
再给自己介绍姻缘。前两句用典‘刘蕡’，
借刘蕡因落第而无俸禄戏谑自己娶妻未能
成功，后半句用典《禽经》中的‘鹦鹉摩背而
喑’，暗指友人在做媒一事上像鹦鹉一样没

有明确的反馈。”萧鸿鸣说，该册中的鸟、
鱼、花等画页中题识均有类似的隐喻。

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周晓健
说，70岁以后的朱耷用笔渐渐圆融内敛，直
至其艺术生涯的巅峰。在此之前的这一阶
段，朱耷的花鸟画和书法多用“方笔”，因其
刚“癫狂”还俗，处于艺术创作走向成熟的
过渡期。可以注意到，画中题识书法也是
大开大合，字形大小错综，这也是朱耷创作
逐渐走向成熟期的标志。65岁至 70岁，朱
耷的风格基本稳定下来，愈发随意和

“老辣”。（据新华社南昌1月24日电）

这只兔子怪 略呈方形

正在举办的上海豫园灯会，增强现实
等数字技术带领游客进入一个“虚实结合”
的奇幻世界。人们慕名而来，大年初一，进
入豫园灯会赏灯的人数超过8万。

用手机扫描中心广场“玉兔东升、鲲鹏
万里”主灯组旁设置的二维码进入小程序，
随后对准周边建筑扫描，一条色彩缤纷的

“大鱼”跃然于屏幕上。伴随着手机镜头移

动，“大鱼”围绕着“玉兔”灯彩和往来行人
游来游去。上海市民周熹与“大鱼”合影时
感叹，赏灯 20 多年，这样“跨次元”的拍照
还是第一次。

在重庆，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景区
张灯结彩。在 2022年年中新上线的“实景

拍摄+CG 动画结合”8K 球幕电影《大足石
刻》，展现巍峨庄严的千手观音像、宏大写
意的卧佛等大足石刻经典造像。大足石刻
景区在大年初一接待近万名游客，较上年
同期增长超过13倍。

古都西安延续了 36 届的城墙新春灯

会也变“潮”了，形象分别源自唐代妇女、金
甲武士、文人墨客和古丝路上友好使者的

“盛唐天团”IP人物亮相即“出圈”，相关主题
限定数字藏品和文创产品在线上线下热销。

美团研究院副院长厉基巍认为，今年春
节假期餐饮、旅游、出行、休闲玩乐等多板块消
费将快速回暖，为提振全年消费市场、促进经
济发展开好头。（据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新技术结合传统文化 助力提振消费

新华社北京 1月 24日电 稳外贸是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的
关键之一。记者日前从海关总署获悉，2023年全国海关将在
保市场主体、保市场份额、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三方面
继续发力，全力以赴促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保市场主体是稳外贸的重要抓手。为了进一步助企纾
困解难，海关部门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增长政策措施，统
筹推进已出台帮扶企业措施的落地落实，包括巩固深化关长
送政策上门、结对帮扶、12360热线服务等机制；认真执行税
收优惠政策，稳步实施汇总征税、自报自缴、多元化税收担保
等，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持续优化口岸
营商环境，实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深入推进“单一窗
口”建设，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打造智慧口岸；减少轻微
违规行为对企业经营影响，完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拓宽主
动披露适用范围。

在促外贸稳增长保市场份额方面，海关部门将充分发挥
关税措施等作用，保持我国传统市场、传统产业出口竞争优
势，做好进博会、广交会等监管服务保障，促进跨境电商、海
外仓、市场采购等新业态发展；推动边境口岸软硬件基础设
施全面升级改造；加强与地方的沟通对接，加大对各类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指定进口口岸和监管场地发展的指导力度；
此外，还要做好外贸数据发布，稳定市场预期。

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面临的挑战，海关总署
表示，全国海关将大力“稳链”，持续创新优化对大宗商品、
高新技术产品监管查验机制，扩大“船边直提”“靠泊装卸”

“组合港”等便利化措施实施范围，加大国外技术、标准、规
则研究力度，有效应对经贸摩擦；精准“补链”，加强重点商
品进出口监测，支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等产品进口，扩大
能源资源类大宗商品战略储备，积极推进食品农产品准入
和优质种质资源引进，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促进“强链”，
支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加强自主品
牌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支持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和“专精特
新”企业发展。

海关部门三方面发力
促进外贸保稳提质

新华社日内瓦 1月 24日电 针对近期多国报告有儿童因
服用某些非处方止咳糖浆导致死亡的事件，世界卫生组织
23 日紧急呼吁，各方应“立即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预防、发
现，并应对不合格药物和假药等医疗事件。

世卫组织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过去 4个月有多国报告
了儿童服用非处方止咳糖浆死亡的有关事件，其中大多数发
生于 5岁以下幼童。至少有 7个国家出现上述病例，其中冈
比亚、印度尼西亚和乌兹别克斯坦 3国共报告超过 300个死
亡病例。

声明说，目前已证实或被怀疑这些止咳糖浆受到高浓度
二甘醇、乙二醇污染，此二者是被用作工业溶剂和防冻剂的
有毒化学品，即使少量服用也可能致命，绝不应出现在药品
中。截至目前，该组织已确定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 6家制药
商与此有关。

世卫组织称，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并呼吁参与医疗供
应链的各主要利益方针对受污染药品立即采取协调行动。

世卫组织要求，各国一旦发现受污染药品必须将其从市
场中清除，同时各国对来自可能受影响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供
应链加强监管，一旦发现不合格产品应立即通知世卫组织，
并向公众宣传有关不合格药品的危险和毒副作用。

针对药品制造商，世卫组织要求只从合格的供应商处购
买医药级辅料，并在收货时和制造成品药前全面检测。此
外，所有医疗产品供应商和经销商也须始终检查其药品和保
健品是否有伪造迹象。

多国报止咳糖浆致儿童死亡
世卫拉响清理问题药品警报

新华社莫斯科 1月 24日电 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总裁尤
里·鲍里索夫 24日说，到 2030年，俄罗斯应将其在轨运行卫
星数量从目前的约200颗增加到至少1000颗。

据俄塔斯社报道，鲍里索夫当天在莫斯科出席一个航天
领域会议时说，为了实现这样的增长，俄每年需要生产 250颗
人造卫星。考虑到需要逐步更换在轨老旧卫星，到 2030年时
年产量应提升至300颗至350颗。

他强调，1000颗在轨卫星应该包括用于通信、地球遥感、
气象、导航等各种用途的卫星。

鲍里索夫同时透露，俄计划从 2027年开始部署俄罗斯轨
道服务站。他去年 7月曾表示，俄将在 2024年后退出国际空
间站项目，届时将开始组建俄罗斯轨道服务站。

俄罗斯计划到2030年将在
轨卫星增加到至少1000颗

1 月 23 日，在尼日利亚拉各斯，一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
停泊在莱基深水港。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
设和运营的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项目当日在尼西南部拉各
斯州举行开港运营仪式。 新华社发

1 月 23 日，在斯洛文尼亚科切维，行人撑伞走向一处公
交车站。当日，斯洛文尼亚遭遇暴风雪天气，部分地区交通、
电力供应受到影响。 新华社/美联

乡镇市集上年货琳琅满目，返乡人忙着采购；都市商圈里，餐厅生意红火，商品畅销；“北赏雪、南避寒”的长线游预订火爆，
各地新春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自然风光和非遗灯彩，因为数字技术的引入焕发活力、助力激活消费……记者在全国多地见到，
今年春节假期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强劲的内生动力。

城乡市集春意浓 过年出游合家欢
——春节假期各地消费市场一线观察

清晨 7 时许，重庆市大足区宝顶镇香
山老街上，炒货干货、活禽水果、鞭炮香烛
商品一应俱全，商贩们沿路吆喝，往来行
人不时驻足询价，构成一幅新春农村赶
集年俗画。“过年期间，家家户户大鱼大
肉，解腻的萝卜卖上了好价钱！”随着自
家种的白萝卜销售一空，73 岁的夏应合
从卖家变买家，在集市上挑选心仪的年
货。因疫情许久没有回家的女儿和外孙今
年回家团圆，老夏要烧一锅女儿最喜欢的
海带腊肉汤。

蔬菜油绿，卤肉飘香……西安市西咸
新区空港新城北杜街道年货大集绵延近两
公里。在浙江嘉兴的工厂里上班的杜龙朝
和王盼盼夫妻俩返乡后早早前来赶集，兴
致勃勃为孩子和亲戚们选购礼品。

北京荟聚中心新春市集推出 40 个摊
位精选佳品，供顾客挑选心仪的年货。该
中心总经理周欣介绍，大年初一，商场内
7000多个地下车位停得满满当当，多家餐

馆需要等位，黄金珠宝销售额较上年翻番，
新春消费“火”起来了。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沿线餐厅生意红
火。老字号新雅粤菜馆堂食位几乎天天订
满，外卖和预制菜深受欢迎。餐厅特别为
在沪过年的小家庭推出小份半成品套餐，
还紧抓年轻人“围炉煮茶”的新爱好推出相
关菜品。

美团平台上标记“春节不打烊”的商家

接近百万家，覆盖餐饮、景点、酒店、KTV、
美发等多类服务，满足各地消费者多样化
的春节消费需求。

受益于发达的互联网经济和快捷的邮
政快递运输，回家团圆的人或许还在路上，
年货已先抵达。淘宝天猫的数据显示，今
年春节期间异地年货成交保持同比正增
长；菜鸟直送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预计
处理单量同比将增加 30%，不仅酒水和年
货礼盒热销，运动户外产品等消费也大幅
增长。

城乡市集火热 餐饮年货消费旺

春节假期，以“北赏雪、南避寒”为特点
的长线游迎来“爆发式”增长。

下午 4 时的哈尔滨，喧嚣和欢乐拉
开帷幕。第 24 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
内，15 万立方米的冰和雪凝成上百个冰
雪景观，500 米超长滑梯前游人排着
长队，新晋“网红”游乐项目大雪花摩天
轮增添浪漫气息。“向往已久的‘北国’之
旅，终于实现了！”来自厦门的游客章

懿说。
西安游客吴兰一家三口自驾来到海

南，先后在海口、三亚、陵水待了数天。吴
兰说，最让自己开心的是购物。此前，她
已在三亚的免税店消费，回到海口又忍
不住在免税店“血拼”。一家人还前往海
口骑楼老街，观看了这里的传统舞龙舞狮

巡街表演。
携程集团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假期

旅游产品预订量同比上涨 45%，人均旅游
花费同比提升 53%；其中长线旅游订单占
比达七成，订单量同比增长72%。

新春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各地本地旅
游休闲也颇有年味和新意，实现主客共享；

北京、上海等多地度假酒店热度持续攀升。
北京文博单位共推出展览 70 余项以

及线上线下文博活动 140 余项，结合生肖
文化，形式多样，年味十足。春节假期前 3
天，上海迎接游客 441.26万人次，500余项
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尤其是长三角
游客前来“打卡”。“西安年”春节文化旅游
活动涵盖 6大主题 44大类系列活动，全方
位展示西安特色年文化。

长线游大幅增长 各地主客共享

享美食 过大年

← 1 月 23 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南强街
巷，小朋友准备品尝美食。 新华社发

↑ 1 月 23 日，在成都街头，一对父女在
享用美食。 新华社发

↑ 1 月 24 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
区马迭尔冷饮厅，小朋友在吃冰棍。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