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日，《茶器領世界─Canton
十三行茶貿易史證展》在廣州開幕，
通過一系列出口茶具、貿易單據、外
銷畫、中英翻譯工具書等，重現廣州
茶葉貿易影響世界的過程。

1757年清政府實行 「一口通商」
後，十三行行商享有對外茶葉貿易特
權，成為清代茶葉貿易中心，不僅促

進嶺南茶葉種植興旺發展，嶺南生產
的茶葉也加入出口行列。據悉，嶺南
從此重視茶葉培育，我們現在喝的潮
州烏龍茶系列、英德紅茶系列等，都
是那個時期培養的新品。

世界上關於茶的故事很多，如17
世紀茶葉傳入歐洲時，一度被認為是
有毒之物，英國貴婦飲茶後要喝白蘭
地排毒。

茶以國興，國伴茶名。一邊欣賞
眼前精美的茶器，一邊傾聽與茶有關
的各種趣聞，觀眾可以通過追尋茶葉
的影蹤，了解這片東方樹葉背後的貿
易紛爭和風雨家國事。

（記者 黃寶儀）

宮廷御馬
●成吉思汗時期宮廷專屬御馬，通體銀白、腳力好
●又稱烏珠穆沁白馬，體形優美、聰明睿智、耐力
十足

●白馬誕生地西烏珠穆沁旗被官方命名為 「中國白
馬之鄉」

●據相關專著記載，大量繁殖白馬至今的只有烏珠
穆沁部落

●逢年過節，當地牧民講故事、猜謎語、唱歌、遊
戲時都以白馬為主題

（來源：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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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體銀白腳力好 體格不大奔如風

成吉思汗白馬 爭鋒那達慕

五彩中國

寒風蕭蕭中，一匹匹蒙古馬馳騁在茫茫草原上。走近細看才發現，這些與雪
同色的神駿即是聞名中外的成吉思汗白馬。7日在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烏珠穆
沁草原啟幕的 「冰雪那達慕」 上，當地蒙古族群眾身着民族盛裝，進行賽馬、套
馬、蒙古馬選美等蒙古族傳統體育活動。其中，成吉思汗白馬成為 「亮點」 之一
，一出場即吸引諸多中外遊客目光，紛紛舉起相機或手機拍攝神駿風采。

成吉思汗白馬（即烏
珠穆沁白馬）看起來體格

並不大，奔跑起來卻如風快
。當地牧民那順介紹說，通體銀
白、腳力好是這些白馬的顯著特
點。這些白馬平時深居簡出，只
有在盛大的節日中才會組成方隊
亮相。牧民家中能擁有一匹白馬
，意味着身份高貴。

在遙遠的歷史中，作為宮廷
御馬的成吉思汗白馬的地位可謂
「尊貴」。成吉思汗戎馬一生，

每次出征時，與軍首並行的都是
一匹由人牽着象徵戰神的白馬。
正因如此，白馬誕生地西烏珠穆
沁旗，被官方命名為 「中國白馬
之鄉」。

更值得稱道的是，當地官方
為了更為系統地挖掘 「白馬文化
」，還出版相關專著《烏珠穆沁

白馬》。按照該書所指，烏珠穆
沁蒙古人最尊愛的畜種是白馬，
把白馬視如珍寶。書中清楚記載
道： 「大量繁殖白馬至今的也只
有烏珠穆沁部落，因此，烏珠穆
沁地區成為成吉思汗白馬的降福
之地。」

記者發現，這裏的牧民們已
將白馬文化浸入生活中的一點一
滴。逢年過節，人們在講故事、
猜謎語、唱歌、做遊戲時也都會
以白馬為主題。

提倡保護 再現萬馬奔騰
當地不少牧民對記者直言，

蒙古馬是蒙古人生活中最忠實的
夥伴，尤其是烏珠穆沁白馬更是
如此。他們認為，成吉思汗的81
匹白色戰馬就是來自於烏珠穆沁
，只繁殖在錫林郭勒草原的西烏

珠穆沁草原上。
儘管成吉思汗白馬在這片草

原被奉為 「神靈」，但在2004年
之前，白馬的數量卻呈現大幅減
少現象，因此保護白馬成為當地
官方近年的主要工作之一。

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西
烏珠穆沁旗白馬協會最新的數據
顯示，由於當地政府出台諸多支
持政策，截至目前，當地共有約
6000匹白馬，未來幾年將會發展
到10000匹，將再現 「千里草原
萬匹白馬奔騰」盛景。

當日，第七屆冬季蒙古族服
裝服飾藝術節亦在錫林郭勒盟西
烏珠穆沁旗舉行。

當地民眾身着五顏六色款式
不同的盛裝，向遊客展現了一場
民族服裝服飾的盛宴。

（中新網）

1月12日，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
所、雲南省林業廳、中山大學聯合
舉行新聞發布會，命名長臂猿科新
物種─高黎貢白眉長臂猿，為中
國科學家命名的唯一類人猿。

中山大學教授范朋飛介紹，由
中國科學家領銜的國際研究團隊
2007年起開始關注和研究中國白眉
長臂猿，不同合作者查看了分別館
藏於中國、美國和歐洲多個博物館
的122號白眉長臂猿標本，對內地長
臂猿種群、西白眉長臂猿和東白眉
長臂猿的遺傳差異進行分析。綜合

外部形態、牙齒和分子遺傳學證據
，最終確定中國的白眉長臂猿是一
個新物種，且主要分布於中國高黎
貢山地區，命名為高黎貢白眉長臂
猿。

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
蔣學龍介紹，雖然目前種群數量還
不是很清楚，但高黎貢白眉長臂猿
在內地種群數量不容樂觀，其分布
區非常狹小。在他們的研究論文中
，建議將其評估為 「瀕危」等級，
以喚起全社會對這一物種保護的關
注。 （記者 丁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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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泥清韻 皇家品位─故宮
博物館珍藏宜興紫砂回鄉展」12日在
江蘇宜興博物館開展，此次展覽從故
宮博物院珍藏宜興紫砂、均陶中遴選
出了130件（套）精品。故宮博物院
院長單霽翔表示，這是故宮博物院院
藏紫砂器首次走出紫禁城大批量展示
，同時也是宮廷紫砂首次 「回家」。

此次展品中最亮眼的是清乾隆年
間宜興紫砂大家時大彬製紫砂胎剔紅
山水人物圖方執壺，器身雖為方形，
但棱線自上而下微有弧度，方中有圓
，設計精妙。據悉，一代大師時大彬

開宜興紫砂壺藝術先河，把工藝裝飾
運用於紫砂壺，使紫砂壺在實用的同
時蘊含文化內涵，繼而進入宮廷，得
到皇家青睞。 （記者 陳旻）

故宮皇家宜興紫砂首回家

作為西周王朝都城，考古工作者
對位於陝西西安西南方向的鎬京遺址
的發掘已持續多年。12日，陝西省考
古研究院對外正式發布鎬京遺址最新
考古成果，經過一年的努力，該遺址
不僅新出土249件陶、銅、石、骨等文
化遺物，同時還在灰坑中首次發現了
12塊鱷魚骨板，以及大量保存較好的
碳化小麥顆粒。這為研究西周時期鱷
魚的生態分布、糧食作物品種均提供
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陝西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室

主任、鎬京遺址考古隊隊長岳連建表
示，上古時期，鱷魚的皮往往會被用
來做鼉鼓。此次在鎬京遺址出土的鱷
魚骨板，也應該是古人製作鼉鼓後的
產物。而在西周時鱷魚可能已經被周
人馴化飼養，鱷魚的皮用來做鼉鼓，
肉亦可食用。

至於出土的碳化小麥顆粒，岳連
建表示，這說明在西周時期，小麥傳
入陝西，周人已經在關中平原開始大
範圍種植並食用小麥。

（記者 李陽波）

陝鎬京遺址首出土鱷魚骨板

作為全國唯一獲得 「中國長壽之鄉」稱號的地級市
，浙江麗水2016年新增百歲老人97位，同比增長率達到
19.8%。其中女性53位，男性44位。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姚遠認為，和其
他長壽鄉相比，浙江麗水具有明顯的優勢和特點，一個
方面是長壽水平比較普遍，基本是村村都有長壽老人，
且城鄉水平較均衡；另一方面是可持續性比較高，60歲
以上、80歲以上和百歲老人比例呈一個正三角形階梯。

麗水地處浙西南山區，森林覆蓋率高，自然環境優
越，素有 「浙江綠谷」之稱，2016年全年環境空氣質量
優良天數達到349天，位於全國前列。同時，這裏始終
保持着耕讀傳家、尊老敬老的道德傳統，形成了源遠流
長、特色鮮明的養生養老文化。 （記者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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