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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9 月 11 日电 （记 者

吴光于） 初秋的夜晚，四川大剧院小剧

场，伴随着苍凉的咬笛、低沉的口弦和

磅礴的鼓点，一位“布摩”（彝族重要仪

式主持者） 摇动手中的铜铃，开始一阵

吟诵。

这是音乐会 《时间的声音》 的开

场，独特的氛围让观众仿佛置身某个大

凉山的山谷之中。

当彩色灯光打亮，彝族音乐人莫西

子诗和乐队出现在舞台中央。当天，他

们与四位来自大凉山的非遗传承人同台

献艺，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的音乐会

座无虚席。一曲终了，观众席中掌声欢

呼声不断。

“北漂多年，最能打动我的依然是故

乡的声音。”这一次，莫西子诗是为了家

乡凉山而歌，他说，“如今，一些古老的

歌谣正在消失，愿意学习传统乐器的年

轻人也越来越少。只有带着生命的律动

活在当下，融入今天的生活，‘非遗’才

能更好地传承。”

连日来，从歌剧 《听见索玛》《彝

红》，到交响音乐会《温暖的群山》，再

到充满浓郁民族气息的 《时间的声音》

《赶集》，一系列来自大凉山的文艺作品

在成都密集上演。加上合成器、效果器

后的咬笛、月琴音色更加饱满，与现代

元素相遇，一支单调的口弦也能弹拨出

千军万马之势。

9月7日，在音乐会《赶集》的舞台

上，一群歌者唱起十多首鲜为人知的山

歌，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有对家谱的

吟诵，有对思念的抒发，也有劳动时的

放歌，虽然都是彝语，传递出的情绪却

让听者热泪盈眶。

《赶集》艺术总监、彝族音乐人瓦其

依合告诉记者，为了搜集这些山歌，他

和创作团队跑遍了美姑、昭觉、布拖、

普格、雷波等地。“这场音乐会就像它的

名字，是一趟背着音乐‘赶集’的旅

程。”

20多年前，瓦其依合离开家乡追寻

音乐梦想，如今回归故里，他期待从曾

经被遗忘的声音中汲取创作的营养，也

为民间艺人提供一个走出大山的可能。

就在《赶集》博得观众经久不息掌

声的同时，在城市的另一端，凉山州交

响乐团带来的《温暖的群山》音乐会在

成都城市音乐厅上演。一曲终了，观众

席上掌声雷动，有乐手轻轻擦拭眼角的

泪水。乐团指挥唐青石在返场前，控制

不住声音颤抖，轻声讲起这个大山里的

交响乐团的故事。

2013年，曾担任过四川交响乐团团

长的唐青石离开生活了 30多年的成都，

来到西昌，成为交响乐“处女地”上的

拓荒者。8 年来，凉山州交响乐团在他

的带领下，为当地父老乡亲带去了 600
多场惠民音乐会，也为凉山培养了一大

批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和忠实观众。

“万万想不到，这片土地原来这么文

艺，各种文化如此多元！”走出音乐厅，

一位观众发出感叹。

“大凉山其实有许多面。一面是峰峦

重叠、沟壑纵横，一面是少数民族文化

灿若星河，土地上流淌着音乐和诗歌。”

凉山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刘康说。

近年来，凉山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

异，文化事业也朝气蓬勃。大凉山国际

戏剧节等高水平文化活动更是为这片古

老的土地注入前所未有的文艺气息。

■■

三星堆最后“盲盒”揭盖：

象牙、玉器琳琅满目
□ 新华社记者 童 芳

12 日上午 10 时 20 分许，随着最后

一棒火炬手、陕西籍武术运动员吴雅

楠驻足于西安奥体中心中央广场，十

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落

幕。从延安采集、点亮三秦大地 14 个

站点的圣火，完成了历时 28 天的接力

马拉松，回到火种灯中，静待两场开

幕式上的再度“绽放”。

7 月 17 日，圣地延安星火广场，

史上首次“两火合一”的全运会和残

特奥会圣火熊熊燃起，奥运冠军郭文

珺与残奥会冠军翟翔各持一支采火

棒，绕场接受观众的欢呼。曾经从延

河两岸、宝塔山下“撒”向全国的火

种，又一次因其红色血脉，吸引起世

人目光。

30 天后的 8 月 16 日，古城西安永

宁门前，“秦岭四宝”与唐代打马球俑

形象的十四运会、残特奥会吉祥物巨

型气球迎接火炬传递首站。背对巍巍

明代城墙，奥运冠军秦凯高擎火炬

“旗帜”，成为第一棒火炬手开启这股

巨大精神信念的接力传承。

与秦凯相比，同为首站火炬手的

蔡张杰并不显眼，他是全陕西上万名

外卖送餐员之一。“大路上的高楼越来

越多，小路两旁越来越整洁。”上过大

学入过伍的蔡张杰说，“我自己能对全

运会最大的贡献，就是遵守交通规

则，把每一单准时送到顾客手上。这

是我心中不灭的圣火。”

接过火炬时，蔡张杰与搭档单膝

微屈，摆出张弓搭箭的姿势。“我心里

所想，是把载着我老家延安圣火的箭

射向全陕西、全中国。”他说。

圣火如离弦之箭“射”出古都，

经过陕西“东大门”渭南与史圣故里

韩城，再一次回到延安。在宝塔山

上，作为收火仪式礼仪人员的延安鲁

艺文化园区讲解员刘美艳手捧火炬、

心潮汹涌。

她说：“咱们延安这次全运会有两

项比赛，希望运动员和观众来鲁艺参

观，了解延安时期虽条件艰苦但活泼

丰富的文体氛围。”

经过在延安的再次洗礼，“旗帜”

一路向北抵达“驼城”榆林，又折返

至铜川、咸阳回到陕西关中地区。在

西咸新区站，淅淅沥沥的雨水落下，

北京奥运会火炬手、人称“三秦库

里”的篮球爱好者徐长清步态轻盈，

如呵护孩童般生怕圣火被打灭。

“13 年过去，我的年纪虽然增大

了，但对体育的初心丝毫未改。”他

说，希望十几年后，自己还能奔跑在

球场，同球友切磋技艺。

进入 9 月，伴着“华西秋雨”，火

炬手跑过“中国农科城”杨凌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青铜器之

乡”宝鸡市感受周秦文明厚重，随后

深入绿水青山的秦巴山区，沿着汉

江、丹江的流向，在陕南三市——汉

中、安康和商洛的秀色中接续传递。

“ （举着） 火炬向前奔跑就像举

着生活的温暖和光亮、举着责任和担

当。”商洛站残疾人火炬手张英坐在轮

椅上激动地说。

她曾在残奥会的游泳赛场劈波斩

浪，也曾在秦岭里的脱贫战线风雨兼

程。如今，有不熄圣火与沿途观众的

鼓舞，她说：“参与火炬传递弥足珍

贵，这不仅是对我的认可，更是对全

体残疾人工作者恪守‘人道、廉洁、

服务、奉献’的职业道德的诠释。”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点亮梦

想，为爱起航”，在残健融合的感召之

下，无论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无论

是奥运冠军、抗疫先锋、健身达人还

是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奋斗者，此刻

高擎“旗帜”，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火炬手。

12 日上午，火炬回到西安传递，

99 名火炬手逐梦奋进。一路上，灞河

湿地水鸟翔集蹁跹，初见“八水绕长

安”的丰沛气韵；长安“云”“乐”建

筑线条跃动，直抒“古都换容颜”的

豪迈志向。沿着河滨自然人文风景

线，“旗帜”向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主

场馆进发……

一场历时 28 天、途经 14 站、千名

火炬手奔跑、无数目光关注的火炬传

递，成为盛会开幕前各赛区最好的暖

场与宣传，也是保障力量最完整的演

练与“阅兵”。

“火炬传递活动全程没有出现一次

意外熄灭，我们紧张一个月的心稍微

放松了些。但毕竟主火炬塔没有点

燃，我们依然会付出百分百努力。”本

次火炬制造厂商的副总经理柏华军

说。这家位于西安的公司至今已包揽

六届全运会的火炬制造工作。结缘全

运，也让企业成为国内火炬研发制造

行业的领跑者之一。

“全力以赴，一切只等 15 日 （全

运会） 开幕式的精彩上演。”柏华军

说。

·新华社西安9月12日电·

以梦为马 步履不停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侧记

□ 新华社记者 郑 昕 刘 潇

经过数月发掘，三星堆最后两个

“盲盒”盖子终于打开，7号、8号“祭

祀坑”露出厚实器物层，发现数百根象

牙、玉器、金器、前所未见的青铜器，

复杂程度前所未见，包含的历史信息和

价值超越想象。

记者近日来到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

掘现场，这里的进度和前几个月相比有

了很大变化，尤其是面积较大、被专家

认为是一组“CP”的 7 号和 8 号“祭祀

坑”，神秘面纱终于揭开，坑中铺满了象

牙、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琳琅满

目，层层叠叠，目之所及非常震撼。

据专家介绍，7号和 8号“祭祀坑”

的特点之一是象牙非常多，7 号“祭祀

坑”已经暴露出来的象牙已有180根，8
号“祭祀坑”已有 202根，这还不算埋

在下面尚未露出的。

“尤其在坑中央的部分，象牙有好几

层，几乎是密不透风的，下面什么器物

都看不到。”负责7号“祭祀坑”发掘的

四川大学教授黎海超说。

黎海超介绍，7 号“祭祀坑”还有

一个特点是玉器多，其中包括玉璋、玉

凿、玉斧、玉瑗等，琳琅满目，美不胜

收。“满满的一层几乎都是玉器，数量让

人震惊。”

甚至还有好几件前所未见的玉器。

其中一件还未完全出土的葱绿色“玉

板”很有特色，看起来它镶嵌在一块镂

空的青铜网格之中，形态非常罕见。商

周时期称青铜为“吉金”，黎海超说：

“这件首次发现‘金镶玉’，还需要进一

步发掘确认最终形态。”

此前与其他“祭祀坑”同时发掘的

8 号“祭祀坑”是目前唯一有厚实灰烬

层的，考古学家们花费了长达 4个月的

时间来清理，从灰烬里清理出3000多片

青铜器碎片、280多件玉器、超过360件

金箔器等。

在参观者看来，表层的碎片似乎有

点可惜，价值不高。但专家们认为，这

些碎片对研究当时的祭祀文化、流程具

有很高价值，而且数量较大，经过修复

也能惊艳亮相。

负责 8 号“祭祀坑”发掘的北京大

学副教授赵昊告诉记者，一些大型青铜

器在象牙层的表面开始露出来了，其中

一件神坛造型之复杂，内容之丰富，就

连考古学家都感到震撼。

“太奇特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给它

定名。”赵昊说。

根据赵昊描述，这件神坛与 1986年

三星堆发现的神坛完全不一样，因为神

坛还未完全出土，目前只能看到局部，

已经露出了三层正方形台基，台基上有

姿势迥异、大小不一的青铜人像造型，

有的身着飘带彩衣、翩翩起舞，有的小

腿布满文身、肩扛祭品……神坛上还有

一只戴着“项圈”的神兽。

这件神坛旁边还有一只目前发现最

大的三星堆“神兽”，相当于成年的柯基

犬大小，大眼宽嘴，细腰粗腿厚臀，看

起来非常可爱。神兽头上的独角还顶着

一个平台，平台上站立着一个青铜立人。

“为什么说神坛很重要？它不只是一

个单独的器物，更重要的是它描绘了一

个祭祀场景，代表着三星堆的人对于世

界的理解。”赵昊说。

此外，8 号“祭祀坑”还发现了见

证中原文明和古蜀文明交融的朱砂彩绘

青铜尊、面部彩绘的青铜人头像等。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

研究所工作人员冉宏林介绍，目前 7号

和 8号“祭祀坑”也只是刚刚揭开“盖

子”，更多精彩文物尚待揭晓，好戏还在

后头。

·新华社成都9月11日电·

这是在四川德阳广汉市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 8 号“祭祀坑”拍摄的青铜神兽

（9月2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 曦 摄

背着音乐去“赶集”
——大凉山流淌文艺之声

新华社杭州 9 月 10 日电 （记者

夏 亮） 10 日，在杭州亚运会倒计时

一周年活动上，杭州亚运会火炬“薪

火”以及杭州亚运会礼仪服装、官方

体育服饰正式发布。

杭州亚运会火炬，名为“薪火”。

据介绍，其设计思想源自实证中华五

千年文明史的良渚文化，旨在以庄重

大气、意蕴深远的造型，通过火炬手

们的手手相传，向世界展现中国设计

的独特创意、中国制造的硬核力量。

火炬造型自下而上“生长”，整体

高 730 毫米，净重 1200 克。炬基，以

八条水脉为文明之脉，代表浙江八大

水系；炬身，以良渚螺旋纹为演化，

形似指纹，自然交织，精致细密；炬

冠，以玉琮语意为特征，方圆相融，

昂然而立；出火口设计源自“琮”最

早的甲骨文字形，寓意“光在内周而

复始”；整体轮廓曲线犹如手握薪柴，

在动静之中迸发出由外向融合的运动

员力量感和汇聚态势。

“薪火”，寓意中华文明薪火相

传。火炬以玉琮为表征，以人文历史

和山川风物为主干，既是对中华文化

的致敬和传承，也向世界展示了真

实、立体、全面的古代中国、现代中

国和未来中国，使中华文明圣地闪耀

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薪火”，表达了各国和地区运动

员的团结共融。火炬四面八槽，聚合

至顶部中心“@”形象，以生命之河

的形式象征各国家和地区运动员汇聚

杭州共襄盛事，呼应了本届亚运会

“心心相融，@未来”的主题口号；炬

身纹样以中国结穗尾结束，以东方元

素展现着亚运大舞台上的团结共融，

也寄托着面向未来、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良好愿望。

据悉，火炬原材料通过区块链技

术，利用可溯源机制确保真实性。握

把采用可回收生物质材料，环保轻

盈，便于手持；燃料采用生物质燃

气，清洁安全可靠。

此外，杭州亚运会礼仪服装、杭

州亚运会官方体育服饰也正式发布。

杭州亚运会礼仪服装主题是“云舒霞

卷”，寓意姿态万千，色彩斑斓。杭州

亚运会官方体育服饰选用杭州亚运会

核心图形变化丰富的右侧部分，整体

呈现出灵动润泽的曲线美。

杭州亚运会火炬“薪火”、礼仪服装和官方体育服饰发布

9 月 11 日，工作人员引

导一名视障人士前往开幕式

现场。

当日，内蒙古自治区盲

人那达慕开幕式在通辽市扎

鲁特旗举行。

新华社记者 贝 赫 摄

内蒙古自治区

盲人那达慕
开幕式举行

新华社西安 9 月 12 日电 （记者

郑 昕 刘 潇） 12 日上午，第十四届

全国运动会、第十一届全国残运会暨

第八届全国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最后

一站在陕西西安举行。进入十四运会

和残特奥会主会场西安奥体中心的圣

火，将在未来两项盛会的开幕式上分

别点燃主火炬塔。

作为此次为期 28 天、传递三秦大

地 14 个站点的火炬传递活动的最后一

站，当天的西安站共有 99 名火炬手参

加。在位于西安国际会展中心的起跑

点，第一棒火炬手、全国劳动模范薛

莹高擎火炬昂首阔步开始了全程约 9.9
公里的接力传递。

“看到道路两旁观众的注视鼓励，

让我更加体会到了陕西人齐心协力办

好全运会的决心、信心。”薛莹在跑完

第一棒后激动地说，十四运会和残特

奥会的传递不只是传递了梦想与信

念，更体现出中国人的凝聚力。

本次火炬传递活动采取全运会与

残特奥会“两火合一、一体传递”的

模式，让更多残疾人与健全人一同参

与到接力奋进之中。从事残疾人康复

治疗与教育 36 年、接诊超过 9 万人次

的残疾人火炬手魏国光表示，十分骄

傲能成为一名光荣的火炬手，传递中

前后棒火炬手的支持与配合令人感

动、振奋。

“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未

来全社会一定能够形成残健共融的和

谐、和美氛围。”他说。

本次圣火于 7 月 17 日在陕西延安

宝塔山下采集。8 月 16 日，名为“旗

帜”的主题火炬在西安永宁门广场至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路段完成了首站

传递，随后前往陕西各市、区，经过

将近一个月的接力，再次回到省会。

与途经众多历史遗迹的西安首站

不同，12 日的西安站火炬传递沿途充

满现代人文生态气息。灞河湿地上水

鸟翔集，西安“一带一路”城市展示

中心“长安云”、文化交流中心“长安

乐”等建筑物线条跃动、光影变幻。

随着第 99 棒火炬手、陕西籍武术运动

员吴雅楠驻足于西安奥体中心中央广

场，圣火归于火种灯，活动正式落下

帷幕。

圣火将分别在 9 月 15 日的十四运

会开幕式和 10 月 22 日的残特奥会开幕

式上点燃主火炬塔。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
火炬传递活动在西安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