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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文化艺
术展活动关注非遗
文化传承

二十四节气文化艺术展19日
在中国农业博物馆开幕。 展览通
过知识普及、 艺术展示、 互动体
验、讲座交流等方式，诠释了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
的丰富内涵， 更好地让人们理解
节气文化。

记者当天从中国农业博物馆
了解到，本次展览的主题是“传承
节气文化，弘扬科学精神，坚定文
化自信”，将从12月19日持续到23
日。

展览包括综述、节气与天时、
节气与农事、 节气与生活四个部
分。 展览注重知识普及，讲述二十
四节气与天时、农事和人们日常生
活的密切关系。 同时，展览还充分
利用科技手段，通过激发、调动观
众视、听、触、嗅、味等感觉，让观众
现场体验并领悟节气艺术与文化。
展览上还有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
项目，可以让观众在亲自动手体验
中加深对二十四节气的认知。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2019年二
十四节气保护传承工作年会上，
与会专家积极建言献策， 号召发
挥全社会的力量， 共同推动二十
四节气保护传承工作。

2016年， 二十四节气获批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二十四节
气是我国先民通过观察太阳周年
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
实践，是安排农业生产、协调农事
活动的时间制度， 也是顺天应时
的生活指南。 它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典范， 体现了传统农耕文
明的博大精深。 /新华社

记者 19 日从甘肃简牍博
物馆获悉，历经 20多年整理研
究，《悬泉汉简》《玉门关汉简》
正式出版。专家表示，这为古代
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高水准的
原始材料。

据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
建军介绍，《悬泉汉简》《玉门关

汉简》是甘肃简牍博物馆继《肩
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甘肃
秦汉简牍集释》 等学术成果之
后的最新重大成果。

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张
德芳说， 西北汉简涉及西北边
疆政治、军事、经济和民俗等诸
多方面。 这两部著作为“两汉”

“西北”“丝绸之路”等研究提供
了高水准的原始材料。

据悉，全部《悬泉汉简》分
八卷出版， 每卷收简 2300 枚
左右， 彩色原图和红外图版同
时呈现， 释文和其他信息紧随
其后。《玉门关汉简》中收录的
部分简牍属首次公布。

甘肃是简牍出土大省，自
1907年以来，共有 8万多枚简
牍出土。 其中汉简总量达 7万
多枚， 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
80%以上。目前，甘肃简牍博物
馆集中保存了 4万多枚简牍以
及相伴出土的 1万余件文物。

/新华社

法媒称， 美国一家政府机
构12月16日称，在140年全球气
候记录中，上个月是气温第二高
的11月。 该机构还说，极地海冰
面积也缩减至接近历史最低。

据法新社12月16日报道，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说，2019年11月全球平均地表
和海面气温比20世纪该月全球
平均气温高1.66华氏度 (即0.92

摄氏度)， 为有记录以来气温第
二高的11月， 仅低于2015年的
11月。

报道称， 世界气温最高的5
个11月，均发生在2013年以后。

与此同时，北极和南极地区
的海冰覆盖面积也缩减至史上
第二低，仅多于2016年11月。

报道称， 北极海冰覆盖面
积比1981年至2010年的平均

水平减小了12.8%， 而南极海
冰覆盖面积比1981年至2010
年的平均水平少了6.4%。

报道称， 除北美洲及西亚
和中亚部分地区以外， 世界大
部分地区的气温都高于平均气
温。

报道称， 就在美国方面公
布上述数据的几天前， 欧盟的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项目也公

布了相关数据。 该机构采用不
同的方法， 确定2019年11月与
2015年、2016年的11月并列成
为有史以来气温最高的11月。

联合国指出，2019年即将
成为有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的三
个年份之一。 世界气象组织也
表示， 几乎可以肯定，2010年
至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气温
最高的10年。 /新华社

此前， 偃师商城陆续发现
了城门、府库、铸铜作坊等遗
址。 最近，考古人员对小城西
北部的 2 个圆形建筑基址进
行发掘，初步揭开了商代“国
家粮仓”的秘密。

“基址大体为圆形，以中心
柱为圆心，被‘十’字形柱槽
（或隔墙） 隔成大小差不多的
四部分，周围分布的小柱洞可
能是支撑粮仓的柱础，这应该

就是偃师商城的粮仓。 ”中国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
考古队相关负责人曹慧奇介
绍，与窖穴式的隋唐洛阳城内
含嘉仓、回洛仓不同，这种被
称为“囷仓”的粮仓位于地面
以上。

像这样的圆形建筑基址，
目前在偃师商城共探明 23
个。“判断它们为粮仓主要有
两点依据。 一是形状，圆形房

子历来以存粮食用居多，这也
是偃师商城首次发现圆形建
筑；二是其他遗址旁证。 ”曹慧
奇表示，在属于同时期文化的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发掘
出成排、 成组的圆形建筑基
址，形制、规模和偃师商城的
基本一致，学界大部分认为其
是粮仓。 此次发掘，并没有在
囷仓内发现粮食，可能跟地面
建筑不易保存有关。

囷仓的发现，进一步完善
了对偃师商城都邑功能布局
的认识。 此前，小城西北部属
于认知空白区域，现在可判断
为仓储区。 如此规模的囷仓存
在，还说明当时整个洛阳盆地
内及周边区域的农业生产较
为发达，人口相对密集，可能
存在一套较为完整和严格的
粮食收储制度。

/新华社

河南偃师发现疑似商代“国家粮仓”
商灭夏后最早建立的城池———偃师商城遗址有了最新发现，遗址内一处排列有序的圆形建筑基址群，被考古人员初步推断

为商代的“国家粮仓”。

今年11月气温为140年来第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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