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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鎏金马，承载民族精神气质的艺术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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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一提到关中面食，
脑海里第一浮现 biangbiang面、
臊子面、驴蹄子面、杨凌蘸水面
等。而提起礼泉烙面，却鲜为
人知。礼泉烙面被称为世界上
最早的方便食品。其特色吃法
称之为“泖（mǎo）”，意思是将
面盛在碗里，用开水反复浇烫，
然后放上调味，即可享用。

烙面的调味，一般选用上等
的猪油调和辣椒面，配上葱花、
韭菜、盐以及香醋。“礼泉烙面”
味道奇特，做法亦奇。

和面
将数十斤面粉倒入盆中，开

始缓缓加水和面。因为面粉量
大，所以和面是一项花费体力的
工作。和面的人往盆中一边加
水，一边揉面，再反复抓洗。把
面中的面筋尽数洗出，形成面
糊。循环往复，最后要和稠搅
匀，越匀越好，全凭操作人的体
力和耐心。搅匀之后，继续缓
缓加水，然后搅拌揉搓，直到面
糊中没有颗粒，放置一旁，等待
面糊形成更加均匀的糊状，这一
步又称为“饧（xing）面”。

烙面
面糊调制完成，接着就是

烙制。通过火的烙烤，制成形
似煎饼的面食。饧好面后，将
面糊用特制的铁板，从瓦盆中
捞起，然后沿铁锅淋入，逐渐
沿锅的周边摊开，直到既匀又薄为
止。微火加热，烙烤至熟，过程和
摊煎饼类似。

传统上，摊烙面一般用麦草烧火，
火性温和，这样烙面会不焦不糊，内外皆
熟，现在由于锅灶起火技术改进，火力可
以控制，也可以煤火、炭火、劈柴火加
热。烙熟的面饼薄光透亮，麦香扑鼻。

晾展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晾展。烙好的

面温度较高，水分含量大，不利于保
存，需一张张拿出，搭在绷紧的绳索之
上，晾置于阴凉的厅堂之中，晾干后折
叠成长条，放于木板上。

切面
由于烙面的吃法有干汤两种，所

以切法也分两种。干吃，切大约
麻将大小的方片或菱形片，汤
吃，则切长而均匀的面丝。

吃面
烙面的经典吃法是汤吃。
一是要面少汤多。烙面遇

到热汤，空隙开张，汤的五香美
味迅速浸入面中，汤里有面，面
中有汤，汤多面少，才能热气蒸
腾，美味浓烈，因而一碗面以三、
四筷子捞完为宜。正因为如此，
礼泉人吃起烙面来显得饭量特
别大，动辄一二十碗，黄口小儿
也能轻松吃上七八碗，令外地人
听了惊愕。

二是热汤浇上即食。万不
可拿着筷子吃吃停停，搅搅拌
拌，左右寒暄，耽搁时间。烙面
膨胀较快，即浇即食，能品味到
烙面的筋细和汤的辣香，这正是
吃烙面的神韵所在。在汤里泡
得过久即胀软难吃，两者口味相
差极大，此点切记。

三是只吃面而不喝汤。汤
已入面，面中含汤，吃了面还喝
汤，汤咸，饭后一定口渴不止。
曾有人到礼泉吃烙面，吃完一碗
后掀起碗底将汤也一饮而尽，还
大呼过瘾，成为当地人茶余饭后
的笑柄。因而，讲究吃的方法，
是品食美味的前提。

烙面的另一种吃法是凉拌。
这种吃法在礼泉当地似乎

并不多见，是烙面在发展过程
中，传到宝鸡地区衍生出来
的。调味用宝鸡当地岐山醋打
底，配上香而不辣的油泼辣子、
蒜汁以及秘制调料，再放上时
令野菜，色香味俱全。观之，仿
佛宝鸡的擀面皮一般；食之，却
又不同于宝鸡擀面皮。

说面
烙面由于存在的区域较小，

面食里面只能算作小品种，然
而其历史悠久，来头不小。据

考证，此面起源于商末周初，因其存
贮期长、方便携带、热汤冲泡即成面
食的独特优点，被周武王选定为伐
纣途中的军用伙食。久居关中平原
的数万军士，背负着烙面开进河南，
打败了商纣王，开辟了周朝八百年
的天下，后人因此称烙面为“世界最
早的方便面”。

烙面有复兴之势，由礼泉、乾
县、永寿的山区已经发展到县城，甚
至波及咸阳。到了冬季，咸阳街头巷
尾也常能见到骑着自行车驮大竹筐
沿街叫卖烙面的，虽然已经不太正
宗，有橘生淮北之嫌，却也说明了喜
食烙面的人在增加，给偏好本地风物
的人聊以安慰。 □邱泽轩

红色票证上的陕南区
红色票证是收藏界的重要内容。那些珍贵的红

色票证曾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重
温这些有着历史印记的票证，就是重温革命历史。解
放战争时期成立的陕南区，根据形势需要，曾发行过
不同面额的粮票和借粮收据，由于陕南区存在只有两
年多时间，当年发行的红色票证存世非常稀少，成为
藏界珍品。

陕南区是党的历史上较为短暂的一个省级行政
单位。陕南区因南倚大巴山、北靠秦岭、东临武当山、
西接陇东南，地处陕西省南部而得名，是解放战争时
期陈（赓）谢（富治）兵团于 1947年 9月开辟的相当于
省级行政区的解放区，境域设有两郧、商洛、安康、汉
中 4个地区 36个县（市），人口 500多万，面积 9.7万平
方公里。1949年 12月迁址汉中，1951年 2月撤销建
制，其辖区分别并入陕西、湖北两省。

1947年 7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省靖边县小河村召
开前委会议决定，将原拟定调往陕北加强西北野战军
作战的晋冀鲁豫第4纵12旅改为南下，和秦基伟率领
的第 9纵队、西北民主联军 38军 17师共约 8万人，组
建成 1个战略兵团，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史称陈
谢兵团），并成立兵团前方委员会（简称前委）。8月，
陈谢兵团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突破敌茅津渡至官阳段

黄河防线，进军豫西，直插陕南，建立了豫陕鄂解放
区。1948年5月，中共中央电令，在豫陕鄂解放区基础
上，分别成立陕南区和豫西区。它是毛主席和党中央
部署的解放大西北的军事战略之一，对于影响鄂豫川
陕四省乃至全国各大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年 6月 7日，陕南区党委、行署、军区在湖北省
郧县成立，汪锋任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时逸之任行
署主任，刘金轩任陕南军区司令员，陈先瑞任副司令
员。陕南区辖两郧、商洛两个专区 10个县，下辖人口
200余万。扩展区域为包括汉中、安康在内的整个陕
南地区，潜在人口约500万。

陕南军区成立时，有正规部队 12个旅、17个师共
1.5万人，地方武装 5个独立团、8个独立营（县大队）、
47个区干队共万余人。为了保证部队供给和解放区
的稳定，红色票证应运而生。

据汉中市档案馆主编的《陕南区革命历史档案史
料汇编》辑录：陕南区行署在湖北郧县成立后，即建立
了财政处，各专、县亦相应建立了财政机构。各地在
抓军事工作的同时，把发展经济列入重要日程。为了
保证部队粮食和柴草供给，行署财政处印发了小麦票
和苞谷票。

陕南区行署规定，票证只限于野战军、地方武装

使用，地方党政民机关与后方机关不得使用。机关人
员柴草的供给，原则上由机关自备。柴草票只准抵交
应征之柴草任务，不得抵作公粮。

1949年后，为筹措部队西征军粮，陕南区还发行
了《借粮收据》和《借草收据》（定额制式），可由村民交
民主政府抵交公粮、柴草。同时还发行了专供陕南区
使用的纸币和邮票。

当时部队的供给标准为：机关和直属队，干部每人
每日小米1斤4两；作战部队不分干部战士，每人每日小
麦1斤8两。1949年6月调整为：军分区机关干部、伤病
员、县区武装、警卫武装及勤杂人员，每人每日小麦2斤
2两；基干团、野战军，每人每日小麦2斤4两。各机关、
部队平时自行搬运领粮。战时，凭陕南行署统一印发
的军用粮票及借粮证兑取粮食。军区机关部队烧柴，
每人每日2斤。平时自行购买，进入新区作战则使用柴
票、借草证，按供给需要，持柴、草票向当地政府或村公
所兑取柴草。在解放战争时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夕，陕南行署印制的粮票除鄂陕边、陕川边，还
曾在河南省西部部分地区流通使用。

1951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西进汉中的陕南
行署区完成历史使命，陕南区党委、行署、军区同时撤
销。陕南区发行的票证，也逐步退出流通。

目前，陕南区的红色票证非常稀少，成为藏品界
的珍品。据说陕南区粮票和借粮收据仅存世8枚。

见证了陕南区历史的红色票证，已成为收藏界红
色藏品的骄子。 □郭松林

隋唐长安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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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电影《长安三万里》自上线以来火

爆全网，该片通过精彩剧情和细腻精美的画
面，展现了唐代诗人群体对“长安”的热爱和
追求，诗中长安城里的历史人物也从影片
里走出来，古籍、诗词、文物中也留下过他
们的身影。

诗意长安

据该电影主创团队负责人介绍，该电影取
名“长安三万里”。长安，不完全是一个城市的
名字，它是诸多诗人、文人、墨客心目中的理想
之城，是一个精神的寄托，而“三万里”便是抵
达理想的距离。

“长安三万里”从诗人高适的视角出发，
讲述了他与李白跨越数十载的深情厚谊。
除高适和李白两位主人公外，影片还呈现了
杜甫、王维、王昌龄等唐朝著名诗人形象，
展现他们的豪情壮志和对人生理想的不懈
追求。

西安古称长安，在诗人们的眼中“长安”不
仅是一国之都，万民之城，俨然成为一种精神
信仰。关于“长安”的诗词更是不计其数，无数
文人从长安汲取灵感，挥手写下了不朽的诗句
和华美的篇章，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个生动的

“长安印象”。
片中出现了李白、高适、杜甫、张旭、王维、

王昌龄、李邕、岑参等历史名人流传较为广泛
的诗句，也有唐代乐圣李龟年、唐代名将哥舒
翰、郭子仪的故事。有统计，该电影中共计出
现了超过40首流传较广的著名诗句。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
维笔下的长安是万国来朝的国际化大都市。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
郊笔下的长安是一座意气风发的城。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李白眼中长
安是一座才子相惜的城。

贺知章一见李白，毫不吝啬赞美之情，称
他是“谪仙人”。杜甫也是李白的粉丝，在他眼
中“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
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边服胡尘起，长安汉将飞”，李隆基笔下
的长安是座将才之城。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卢
照邻笔下的长安是一座富丽繁华的城。

“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王
昌龄笔下的长安是一座令人向往的城。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
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王维笔下
的长安是一座英雄少年的城。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
甫笔下的长安是一座佳人云集的城。

在许许多多诗人笔下，长安还是一座魂牵
梦萦的城。杜甫说：“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
安。”李白感叹：“长相思 在长安”“长安如
梦里，何日是归期”。张敬忠认为：“即今河
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崔尚眼中“春
日照长安，皇恩宠庶官”。留给张说的印象
是“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刘
禹锡表示“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
里”。卢照邻怀念“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
马七香车”。

千年云烟已过，当人们漫步在唐长安城
诸多宫殿遗址上、穿梭于曾经的里坊之间
时，仍然能够感受到它与意大利罗马、希腊
雅典、埃及开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等这些
伟大城市相同的浓郁历史气质。

玉真公主

电影中，剧情设计了一位长相丰腴的“玉
真公主”，她一出场就抓住了观众的心。据主
创团队介绍，玉真公主的外观体型和头饰衣饰
设计，参考了诸多博物馆中保存的唐代女俑，
电影中她推荐了李白、王维做官。那么历史上
的玉真公主是谁呢？

据《新唐书》载，玉真公主是女皇武则天的
孙女，唐睿宗李旦的女儿，唐玄宗李隆基有两
个同胞妹妹，尤其对这个玉真公主疼爱有加，
因另一个妹妹（金仙公主）早逝，所以对玉真公
主格外关心。哥哥唐玄宗曾多次“催婚”，都被
玉真公主挡了回去，她愿意放弃公主名号也不
愿意结婚。

玉真公主热衷于学道和向父亲、哥哥推荐
人才，帮助他们搞事业，跟宗教界和文化界关
系密切，李白、王维就是被她推荐上去的。看
完电影后，有观众戏评“至少在开元天宝年间，
在长安城中有一个以玉真公主为核心的文艺
沙龙，文人才子们在沙龙上通过文学交流、文
艺表演等形式，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获得推
荐机会”。

千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玉真公主
的姐姐——金仙长公主的墓志，现在就保存
在蒲城县博物馆内。两姐妹都崇信道教，一
同入道家学习，金仙长公主 18岁入道，筑道观
于两京。开元二十年（732年）卒于洛阳开元
观，两年后陪葬于父亲睿宗李旦的桥陵，桥陵
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对外开放。

金仙长公主墓志，刻于唐开元二十四年
（736 年）。志石方形，长 106 厘米、宽 108 厘
米。徐峤撰文，玉真公主书，卫灵鹤检校镌勒
并题篆盖。志题“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
序”。志文33行、满行32字，楷书。盖题“大唐
古（故）金仙长公主志石之铭”，篆书，四杀饰四

神及蔓草纹。

收复长安

电影最后以字幕简述
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收复
长安作为结尾。两唐书记
载，唐肃宗派郭子仪在至德
二年和 20 万边军一起收复
长安、洛阳。

《新唐书》载，郭子仪 85
岁逝世后，“赠太师。陪葬建
陵。及葬，帝御安福门，哭过
其丧，百官陪位流涕。赐谥
曰忠武，配飨代宗庙廷。著
令，一品坟崇丈八尺，诏特
增丈，以表元功。”建陵是唐
肃宗李亨的陵墓。位于礼
泉县东北 15 公里处的武将
山南麓。李亨是唐玄宗第
三子。建陵现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保存的“郭家庙
碑”，是郭子仪为他父亲郭敬之建家庙时所
立，碑文记述郭氏家族世系颇详。郭子仪父
亲郭敬之的官职最高为寿州（今安徽寿县）刺
史，并不显赫。就是因为郭子仪在安史之乱时
任朔方节度使，收复了长安、洛阳，对唐王朝有
再造之功，官至中书令，封汾阳郡王，所以父以
子贵，郭敬之被追赠太保。

此碑还有个特点，由唐代著名书法家颜
真卿撰并书，唐代宗李豫题额。内容很大篇
幅是对郭子仪功业的赞颂。写此碑文的时
候，正是颜真卿楷书形成独特风格的时期，其
书法与“臧怀恪碑”大致相当，风骨秀劲，有别
于晚年诸碑。

“郭家庙碑”刻于唐广德二年。螭首方
座，高 371厘米、宽 126厘米。碑题“有唐故中
大夫使持节寿州诸军事寿州刺史上柱国赠太
保郭公家庙碑铭并序”。正面碑文 30 行、行
58 字，楷书。碑阴分三截刻子孙名字职衔，
共 34行，行字不等，行书。另外，郭晞是郭子
仪的第三子，郭晞的墓志现在也保存在西安
碑林博物馆。

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收复长安的故事
被传为佳话，在全国很多地方有纪念他的场
所。比如在韩城市城东的韩城大禹庙，现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该庙内的墙壁神
龛内壁上，就有明代绘制的郭子仪单骑见回
纥的壁画内容。

在渭南市蒲城县平路庙乡的关帝庙，现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石碑记载，唐代平

定安史之乱时，郭子仪曾在此安营扎寨，大
败安禄山叛军。为纪念此役兴建有“平虏
庙”，后谐音为“平路庙”而延续下来。该庙
明代改建为关帝庙，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
修葺。 □卜丁

郭家庙碑拓片（局部）

陕南紫阳县是“陕西省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紫阳新民歌创作从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应时而生，六七十年代曾出现
空前的繁荣气象。其中《三月三，上茶
山》《山歌长，山歌亲》《春到茶山一片新》
《开山号子》等优秀新民歌唱红陕南，传
唱至今。

紫阳新民歌创作题材范围广泛，
但歌唱拥军爱民题材的只有一首——
那就是由紫阳老字辈诗人刘培森作
词，作曲家田丰谱曲的《插秧曲》。

《插秧曲》最初发表在1973年第二期
《解放军文艺》，原兰州军区政治部作曲家
田丰看到后，专程来紫阳寻找词作者，通
过县武装部联系，二人见面叙谈。词作者
向田丰谈了创作《插秧曲》的经过和感
受，田丰回到兰州后，为《插秧曲》谱了
曲，发表在《兰州歌声》。

《插秧曲》共五段二十行，创作形式
打破传统民歌五字句和八字句的句式，
以诗歌的表现手法，描绘出一幅军民劳
作鱼水深情般的新图画。作家田先进
在《中国有个紫阳县》一书评介：“刘培
森的《插秧曲》创作于二十世纪拥军爱
民热诚正炽、民歌创作风光正好的时
期，满怀深情地歌唱了军民一家亲的史
实。1973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杂志
上，是紫阳歌唱人民军队的诗歌中写得
最好的一首。用质朴的语言把人民子
弟兵的劳动本色表现出来，点明了主
题，深化了意境。”

“青山放彩霞，深谷传歌声。一湾清
江水，引来插秧人。”第一段以诗人的激
情交代背景，青山绿水，彩霞歌声，一
队插秧人行走在画中，一静一动，动
静结合，给人以人在画中游的感觉。“插秧人，一
排排，头上闪闪红五星。支援山村学大寨，迎来
爱民一片心。”第二段交代了插秧人的角色，通过
头上闪闪的红五星借指插秧人不光是农民，还有
人民子弟兵。子弟兵与农民一起田间劳作，其乐
融融，其情深深，把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情结扎根在
心里。民歌是时代的镜子，在这一段中，顺时而
歌的烙印也明显表露出来。但是，抛开历史的
局限，重新审视民歌创作，紫阳新民歌的创作
主旋律是积极向上的，而且遵从了源于生活、高
于生活的文艺创作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

紫阳民歌是流传在紫阳县境内传统民间歌曲
的总称，是陕南地区传统民歌中具有代表性的曲
种。2006年，紫阳民歌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多年来，紫阳县不遗余力推进
紫阳民歌品牌建设的战略，加强优秀民间文化艺术
保护、传承工作，推动了民间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使紫阳民歌走出陕南，唱响神州。 □刘全军

西汉鎏金马为西汉的文物，1981年 5月于陕西兴
平市茂陵陪葬坑阳信墓南出土，为中国出土的少数秦
汉时期鎏金马之一。因此，其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考古价值、文物价值、科学价值，为冶炼工艺、造型艺
术等方面提供了实物资料。通过此文物，可以了解汉
代人造型的准确和技艺的高超。

平阳长公主的遗物
西汉鎏金马高 62厘米、长 76厘米、重 26千克，出

土于平阳长公主墓茂陵一号随葬坑。西汉鎏金马仿
照西汉时期大宛国所产“汗血宝马”精制而成，通体
铜铸，表面鎏金。西汉鎏金马头部造型尤为生动，粉
鼻亮眼，口微张，露出牙齿六颗，两耳竖立，耳间、颈
上均有鬃毛。其身中空，静中含动，气度非凡，有一
发千里之势。

平阳长公主是汉景帝刘启与皇后王娡的长女，是
汉武帝之姐，初封阳信公主，嫁给平阳侯曹寿，生下一
子曹襄，故通称平阳公主。汉武帝即位后，她被尊为
长公主。曹寿去世后，她再嫁汝阴侯夏侯颇。元鼎二
年（公元前 115年），夏侯颇畏罪自杀，她再嫁大司马
卫青，死后陪葬于茂陵。这件鎏金铜马来自汉武帝
的赏赐。西汉时期，国家要抗击匈奴、平定边关，主
要作战都需要马匹，尤其是良马，汉武帝对马的重视
程度可想而知。

马一直是大汉天子的宠儿。据《史记》记载，张骞
出使西域归来说：“西域多善马，马汗血。”故在中国，
两千多年来，这种马一直被称为“汗血宝马”。

鎏金马从 1981年出土至今，未经任何专业的修
复，但马身表面依然金光闪闪，通体保存完好，由此可
见西汉时期的冶金铸造工艺已相当高超。该马以“汗

血宝马”为模特，造型精致，体态符合黄金比例，是古
代以马匹为造型的文物中的佼佼者。

西汉鎏金马重见天日
1981年 5月 1日下午，兴平西吴公社豆马大队利

用农闲时间，组织社员平整田地。社员高军田被分到
靠近北干渠的一块田地里。豆马村的东侧就是埋葬
汉武帝的茂陵，这里黄土深厚，地下经常有文物出土。

午后艳阳高照，正在挖土的高军田突然听到“咣
当”一声，感觉铁锹碰到了土下的一个硬东西，手都被
震麻了。他蹲下身子扒开黄土，一道金光映入眼帘。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金黄色像马头一样的东西。
高军田心里很激动，意识到这个东西很可能是件宝
物，就直奔茂陵博物馆而去。

经过茂陵博物馆发掘鉴定，确认这是一件汉代鎏
金马。文物工作者还在下方发现一个大型墓葬，经过
两个星期的抢救性发掘，共出土各种器物236件，铜器
占多数。

在众多出土器物中，有60多件国家一、二级文物，
其中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的有两件，除了鎏金马，还
有一件鎏金银竹节铜熏炉。这两件国宝级文物的出
土，震惊了当时的考古界、文物界。后经专家考证，这
个墓葬是汉武帝的同胞姐姐平阳长公主的墓。在此
出土的很多文物，都是汉武帝赐给姐姐的御用器物。

彰显西汉顶级技艺
秦汉时期的铜马、陶马、玉马和石马等文物出土

很多，但鎏金铜马极少，因此其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考古价值、文物价值、科学价值，为冶炼工艺、造型艺
术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茂陵博物馆珍藏的这件西汉鎏金马，虽然不是纯

金铸造，但因其采用了鎏金工艺，通体仍金光闪闪。
鎏金是自先秦时代就产生的传统金属装饰工艺，

先后称为黄金涂、金黄涂、金涂、涂金、镀金，宋代开始
称为鎏金。其制作方法是先将黄金锻成金箔，然后将
金箔剪成碎片，放入坩埚内加热，之后按一比七的比
例加入水银制成银白色泥膏状的金泥，涂在金属器物
表面，再经加热使水银蒸发，这样黄金就牢固地附着
于器物的表面，最后使用玛瑙工具磨压抛光。

从造型艺术角度看，西汉鎏金马精美绝伦，它没
有故作张扬驰骋的样子，显得沉静、自然，却又蕴含着
阳刚之美。它是汉代良驹的代表，对于研究2000多年
来中亚马种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据文献记载，“汗血宝马”的两耳之间有肉冠，肉
冠越大，马的奔跑速度越快。肉冠长一寸，日行三百
里；肉冠长三寸，则日行千里。这匹鎏金马的出土，也
成为现代鉴别良马的标准模型。

西汉鎏金
马，见证了大汉
时代威武雄壮的
精神风貌，也展
现出我国古代工
艺美术的辉煌，
反映出古代工
匠们卓越的智
慧和娴熟高超
的技艺，向全世
界展示着悠久
灿烂的中华文
明。 □张琪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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