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墟博物馆新馆占地262.5亩，建
筑规模 5.1 万平方米，展厅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将展出青铜器、陶器、玉器、
甲骨等文物近4000件套，展陈文物数
量之庞大、类型之齐全，都是商代文物
展览之最。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珍贵
文物首次亮相，一系列考古新成果首

次展示。
在有文献典籍记录的3000多年中

国历史中，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文献可考、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
期都城遗址，填补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空
白，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新馆共设有三个基本陈列，分别是
“探索商文明”“伟大的商文明”“世界的
商文明”，以及四个专题展览、一个特色
沉浸式数字展。持续近百年的殷墟考古
再现了3000多年前东亚地区高度发达
的青铜文明。由已知求未知，回顾商文
明探索历程，殷墟是起点与基石。

占地262.5亩 展出文物近4000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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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购旧机械
发电机，车床、铣床、冲床，
塑料机，仓库物资，五金，
废铁，库存机械等。承接
各种倒闭改行整厂设备。
电话：13506045678

数千件珍贵文物首次亮相数千件珍贵文物首次亮相

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6 日，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

物馆新馆正式开馆。洹水之滨，静水
深流，洹水见证了 3000 多年前中国
青铜文明的顶峰，同样也见证了生
生不息、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传承
至今。 □央视

参 观 者参 观 者
在河南在河南安阳殷安阳殷
墟 博 物 馆 新墟 博 物 馆 新
馆内观看馆内观看““亚亚
长长””铜方斝铜方斝

（（新华新华））

殷墟博物馆新馆内展出的刻辞卜甲殷墟博物馆新馆内展出的刻辞卜甲（（新华新华））

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 （（新华新华））

殷墟博物馆新馆内展出的玉鸟殷墟博物馆新馆内展出的玉鸟（（新华新华））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陈智勇 通讯员
刘永祥 文/图）日前，晋江市南音艺术团
一行12人访问菲律宾北达沃省塔贡市，
参加在该市举办的第21届塔贡音乐节。

据介绍，塔贡音乐节是菲律宾南部
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音乐节，
今年以“享音乐魅力，创和谐之城”为主
题，来自菲律宾及中国、日本、马来西
亚、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等
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0名音乐艺术家
在本届音乐节上献演。

在菲期间，晋江市南音艺术团献上
合唱《直入花园》、表演唱《春光明媚》、琵
琶弹唱《帘外雨潺潺》、洞箫独奏《禅定》、
对唱《感谢公主》、诗词南音《静夜思》等，
精彩演出受到各国艺术家以及当地观众
热捧。活动期间，该团还赴达沃孔子学院
举办讲座，与学院师生进行互动交流。

晋江市南音艺术团赴菲参加音乐节

西蒙·高茨回球下网，马龙在25日晚为
中国男队拿下通向釜山世乒赛团体赛冠军
的最后一分后，用右拳轻轻敲了一下球台。

“作为世界锦标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能
以胜利结束我的世锦赛之旅是完美的。”站
在队友中间，马龙发表的这番世乒赛告别宣
言，来得有些突然，却也并不意外。

九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九次站上最高
领奖台，马龙凭借对乒乓球运动的无限热爱
和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写下世界乒坛的传
奇故事。

发布会上，马龙和身旁的樊振东仔细观
察着斯韦思林杯，不时耳语几句。“我们交流
的都是秘密，不能说。”眼前的奖杯之于马
龙，或许有着更特殊的意义。

“九届世锦赛感觉挺漫长，但往回看，其
实时间过得又挺快的，一转眼18年就过去
了，所以人不能往回看。”马龙感慨道。

2006年在不来梅，马龙迎来了第一次世
乒赛团体赛之旅。当时他还是国乒男队的一
名小将，跟随“二王一马”，他拿到了首个世
界冠军。

18年间，马龙的世界冠军数量累积到
了29个。2016年，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成为
世界乒坛第五位男子“大满贯”得主。东京奥
运会上，他又成为奥运会乒乓球史上男单卫
冕第一人。夺得男团冠军后，他成功解锁奥
运第五金，并成为乒坛史上拥有世界冠军头
衔最多的选手（26冠）。

去年在德班世乒赛上，马龙拿到了复刻
圣·勃莱德杯。2015年至2019年连续三届
世乒赛夺得男单冠军的他说：“这是最特别
的一座奖杯。”

在釜山，担任第三单打的马龙共出战七
盘比赛，赢下其中六盘。唯一丢掉的一盘来
自半决赛，面对东道主韩国队，马龙在与李
尚洙的较量中两度落后又两度扳平，但还是
在决胜局中落败。

“半决赛打完以后，自己多少还是会有一
些沮丧。”马龙感谢队友和教练一直给予他信
心，“世锦赛决赛能够参加七次，这是一种荣
耀，也希望不给自己留下遗憾。这可能是整个
世锦赛之旅的最后一场比赛，昨天自己有这
样的机会拿下比赛，但是没有赢下来，今天队
伍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自己也希望能够把
握住，在最后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马龙依然是球队的定海神针。”2006
年世乒赛团体赛冠军成员、如今的国乒男队
主教练王皓说。

都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但纵使被誉为
乒坛最伟大运动员的马龙，也终会面临离别
的时刻。

马龙说，这两年自己时常会出现“最后一
次比赛”的想法。“世锦赛两年一次，一年单打
一年团体。如果是下一届再参加团体的话，肯
定是两年以后，自己应该不会坚持到两年以
后。如果是单项（世锦赛）的话，自己可能也不
会以胜利者的身份坚持到最后。”他笑言。

“用这样一场胜利作为世锦赛之旅一个完
美的ending（结局），也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新华社韩国釜山2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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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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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柏林 2 月 25 日电 25日，在体
操单项世界杯德国科特布斯站决赛中，中国
队选手周雅琴分别在平衡木和自由操项目
上夺冠，陈欣怡、田昊分别在自由操和单杠
项目上摘银，陈忆路跳马获铜牌。

女子平衡木决赛中，去年世锦赛该项目
银牌得主周雅琴第一顺位出场，以一套难度
达6.7分的动作赢得14.900分，锁定金牌。
2021年世锦赛该项目冠军、日本选手芦川
悠莱和日本15岁小将中村遥香分获银牌和
铜牌。

女子自由操决赛中，周雅琴与陈欣怡包
揽金、银牌，两人成绩分别为 13.733 分和
13.666分。起初周雅琴的难度分被认定为
5.4，申诉成功后改判为5.6。奥地利选手摩
兹获得季军。

体操世界杯德国科特
布斯站决赛

周雅琴夺双冠

据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国际滑联官
网消息，在波兰格但斯克举行的短道速滑世
青赛当地时间25日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中国队在女子1000米和混合团体接力项目
上夺得冠军，王晔成就“三金王”。

18岁的王晔前一日已将女子500米冠
军收入囊中，当日在1000米决赛中再次夺
魁，成绩是1分50秒684。韩国选手刘秀敏
紧随其后获得银牌。

王晔还携手李坤、宋佳蕊、张柏浩在混
合团体接力决赛中出场。张柏浩借最后一次
交接之机超越韩国选手滑到第一，并守住领
先优势率先冲过终点，中国队以2分44秒
239夺得冠军，韩国队获得亚军。

短道速滑世青赛

中国队再摘两金

“沉浸式数字化体验展厅”采用
先进裸眼 3D 技术、VR 技术等，将文
物、文献、甲骨记载与人工智能、多
媒体等数字技术虚实相结合，观展者

可以参与沉浸式互动，获得独特观展
体验。

殷墟博物馆开通网上预约窗口服
务平台，采取分时段错峰限流参观方

式，以满足更多游客需求。开馆时间：
8:30—17:30(16:30停止售票)，全年无
休(临时公告闭馆除外)。目前，已面向公
众开放预约通道。

多媒体技术 打造沉浸式数字展厅

三个基本陈列将长期对公众开放，
展示几代殷墟考古人接力前行、不断求
索，取得了一次又一次重要的发掘成果
和对夏商都邑的深入研究，为不同时期

不同区域的商文化研究提供了对比标
尺。众多首次亮相的各类珍贵文物再现
了商朝繁盛的城市文明、完善的礼乐文
明、发达的青铜文明、灿烂的文字文明

以及高超的科技文明，全面系统地展现
了我国商代晚期都城的风貌，让全世界
看到一个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最为
辉煌的时代——大邑商。

三个基本陈列 长期对公众开放

四个极具特色的专题展，带给观众
更多的震撼和思考。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中华文
明的重要标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底蕴和文化基因。正是“汉字鼻祖”甲骨
文的发现，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
1000年，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连续性与
统一性，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
精神符号。

在首次亮相的“子何人哉——殷墟
花园庄东地甲骨特展”中，大家可以看
到契刻占卜记录刻字规范，工整秀丽。

“子”是这批占卜记录的问卜者，其与商
王武丁、妇好的关系极为密切，拥有号
令商王朝其他诸子及诸侯大臣的至尊
权威。占卜内容“日记式”展示了“子”的
日常生活，涉及祭祀、贡纳、军事、田猎、

宴饮、舞乐等诸多事项，生动再现了商
王朝“王子”的方方面面。

“长从何来——殷墟花园庄东地亚
长墓专题展厅”以“亚长”这位殷商时期的
大将军为主人公，通过亚长墓出土的577
件文物，生动展现了他的赫赫战功、排兵
布阵、生活起居等场景。亚长墓是殷墟继
妇好墓之后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多的墓葬。
据铭文可知，墓主为“亚长”。透物见人，
墓葬是墓主生前世界的缩影：觚爵鼎尊、
璧琮戚玦，体现亚长的位高权重；钺刀戈
矛、车马辎重，彰显亚长的赫赫军威；锛凿
铲刀、璜环笄觿，再现亚长的生活场景。考
古学家经过不懈探索，如侦探般抽丝剥
茧，揭开了尘封3000年不为人知的史实，
呈现了亚长鲜活立体的形象，这是亚长的
人格魅力，更是考古学的价值所在。

“车辚辚马萧萧”殷墟车马遗迹展，

展厅内23座车马坑遗迹，矩阵式陈列，气
势震撼。展示了商代装饰华丽、结构精
巧、机动灵活的马车，是中国目前所见最
早的马车实物标本，更是对3000多年前
商文明的生动诠释。经过近百年探索，殷
墟发掘车马坑90余座，再现了商代马车
面貌。马车不仅作为王室贵族的代步工
具，也在驿站传递、田猎出行、载兵作战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殷墟马车多埋
于大型墓葬附近或墓道内、以车、马、人合
葬居多。殷墟早期以车马器陪葬，车马器
套数代表主人所拥有的马车数量，见证着
主人身份等级的高低；晚期马车陪葬成为
中、上级贵族的专属，彰显着墓主人的赫
赫权威，亦是马车陪葬制度的萌芽。

“王畿与四方”专题展，集中展示了
山东、安徽、湖南、四川、河北、湖北等多
个省份的商代文物。

四个专题展览 极具特色

（（CFPCFP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