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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山 东 省 淄 博 市 临 淄 区 齐 都 镇 小 徐 村

西，齐国故城小城西门的外建筑基址群，近

日正式被确认为稷下学宫遗址。

从 2017 年 6 月开始，山东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对齐故城大城及小城西侧进行了大

规模的详细勘探。通过 5 年的考古勘探和

发掘，证明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

为整个齐故城西墙及南墙外侧，唯一一处

战国时期高等级的院落式建筑群。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的

高等学府，东周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盛景就

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而关于稷下学宫

的位置，有多处历史文献指向齐故城西门外。

西汉刘向《别录》，“齐有稷门，齐城门

也。谈说之士期会于其下”；十六国时期南

燕国临淄人晏谟《齐地记》，“齐城西门侧，

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往往存焉”“临淄城西

门外，有古讲堂，基柱犹存，齐宣王修文学

处也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淄

水》记载，“系水傍城北流，迳阳门西，水次

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

这些记载没有言明稷下学宫究竟是在齐

故城大城西门外还是小城西门外，另有说法

在小城南门外，以及稷山之下。但中国历史上

所办官学，都附属于政治中心，往往处于国家

中枢的西侧，因此稷下学宫不会建在荒郊的

稷山下，只会处于齐故城附近。而通过考古勘

探和发掘，除了齐故城小城西门外这处建筑

基址群，其余文献言及的地方，均已排除。

考古发现，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

址群紧贴小城而筑，小城城壕直接把其圈

护 在 内 ，可 见 两 者 是 一 体 规 划、一 体 建 设

的 。田 氏 代 齐 后 ，把 宫 城 从 大 城 内 迁 到 小

城，就决定了同时兴建稷下学宫。如此，既

把官学置于肘腋之处，便于利用和控制；也

将之与中枢相隔，内外判然有别。从这样的

设置中可以看到，田氏代齐迁都与建设稷

下学宫并举，争霸天下的雄心昭然若揭。

有趣的是，如今，一条名为“黉大道”的

乡村公路穿过该遗址中部——而穿过该遗

址的乡间道路，历来皆称黉大道；由此路进

入村庄的大门，则名为“黉门”。“黉”的意思

是学府，历史，总会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穿越两千年的时光，稷下学宫再次开

启“校门”。

稷下学宫遗址确认，那是中国“最早的大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手握一捆又一捆细细瘦瘦的简牍，扬

雄焦灼地走在长长的甬道上；在竹林间狂

舞长啸，在雷电中昂首穿梭，嵇康想象自

己是一只孑然独立的飞鸟；残阳如血，寒

风 凛 冽 ， 陈 子 昂 忧 思 刻 骨 ， 登 上 了 幽 州

台；30 次委任，17 次失宠与流放，苏轼

一蓑烟雨，千里行舟；囚窗里，花白的头

发 披 散 着 ， 书 稿 终 于 完 成 ， 李 贽 了 无 遗

憾，自刎，遂绝⋯⋯

这些中国世子的剪影，在历史的星空

中，耀眼闪烁，落在著名作家、学者李舫

的 笔 下 ， 汇 集 成 一 部 《大 春 秋》。 她 说 ，

在这本用历史来串联的书中，她很想提示

读者的是——忘却历史的悲剧和重复悲剧

的教训。

中青报·中青网：之前你也出过不少
文化散文作品，如 《能不忆江南》《大道
兮低回》《纸上乾坤》《苟利国家生死以》
等。创作 《大春秋》 这部历史文化散文
集，有什么契机或者初衷？

李舫：这 些 年 我 的 阅 读 兴 趣 发 生 了

一 些 变 化 ， 从 西 方 现 代 性 、 现 代 派 艺 术

转 向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和 历 史 哲 学 ， 这 可 能

就是契机。

2016 年 年 初 ， 我 在 某 中 央 机 关 挂

职。工作间隙里的阅读、时间碎片里的思

考，成为我一天生活中最难得的放松。用

这些碎片一样的时间，我读完了“点校本

二 十 四 史 ” 中 的 大 半 ，《史 记》《汉 书》

《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

《宋史》 ⋯⋯当然，没有目的的阅读，有

时 候 是 囫 囵 吞 枣 。 某 一 天 ， 囫 囵 吞 枣 之

后，我突然萌生一个想法，写一本关于中

国的“大书”。

我开始思考很多未曾深入思考过的大

问题，比如理想与信念、人类与世界、文

明与传承、时间和空间⋯⋯书的内容还没

有眉目，书的名字却固执地横亘在我的眼

前——大春秋，像一座巍峨的山峰，吸引

着我去攀登。

今天想来，这些思考是多么肤浅，而

我的雄心壮志又是多么幼稚。可是，那时

候，我沉浸在春秋战国的历史钩沉中不能

自拔，特别是老子和孔子的风云际会，让

我对那个遥远的年代充满了激情。

老子和孔子，两个历史深处的思想巨

人，他们究竟以怎样的心情、怎样的姿态

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得以相见？如此迥然

相异的两个人——一个温良敦厚，其文光

明朗照，和煦如春；一个智慧狡黠，其文

潇洒峻峭，秋般飘逸——他们走到一起，

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碰撞。

春秋，这才是中国历史的大时代。

中青报·中青网：所以，书名“大春
秋”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李舫：春秋，有很多种内涵，我们常

说：春秋笔法、春秋积序、春秋鼎盛、春

秋责备贤者⋯⋯春秋，指的是时间，更是

一种人生的态度，是人生观、世界观、宇

宙观，更是方法论。

春秋者，时也，史也。古代先人春、

秋两季的祭祀，让这个词具有了农耕文明

的鲜明气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春韭

秋菘、春露秋霜、春花秋月⋯⋯典籍里的

美好词语，负载着先人的美好期待，也收

获着先人的美好祈福。春去秋来，四季轮

回，成就了中华五千年的浩浩汤汤。

春秋之时，人道亦是天道。正是在这

个 时 代 ， 古 代 中 国 与 古 代 希 腊 、 古 代 印

度、古代以色列一道，开始了“终极关怀

的 觉 醒 ”。 还 处 于 童 年 时 期 的 人 类 文 明 ，

已经完成了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突破。

在 4 个文明的起源地，人们不约而同

地 选 择 了 用 理 智 和 道 德 的 方 式 来 面 对 世

界 ， 从 而 成 就 了 世 界 文 明 的 “ 轴 心 时

代”。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实现突破的古

代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然

规模宏大，最终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

为文化的化石。

在 我 看 来 ， 春 秋 ， 是 一 种 记 忆 ， 也

是 一 种 觉 醒 。 大 春 秋 ， 这 三 个 字 里 包 含

太 多 太 多 ， 我 希 望 用 这 3 个 字 来 致 敬 伟

大的时间。

中青报·中青网：书中有部分是你新写
的散文，与以往作品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李舫：这本书是我大约六七年时间里

的历史散文，也是我的历史笔记。我很想

说说我写的那篇关于李贽的文章 《山山记

水程》。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的 《藏书》

《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它们是我父

亲 的 案 头 书 。 我 曾 经 很 认 真 地 翻 过 这 些

书，可是真的读不太懂。李贽反对空谈理

学，主张革故鼎新，痛恨满口仁义的卫道

士、伪君子。这些都深得我心，可还是觉

得跟他隔着很遥远的时空。

然 而 ， 2014 年 ， 我 来 到 泉 州 ， 在 李

贽简陋的故居，我突然就懂得了他，懂得

了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在北京

通 州 的 监 狱 里 ， 76 岁 的 李 贽 宁 死 不 屈 ，

不为自己的所做所思忏悔，最后用剃刀割

断自己的喉咙，血流两天乃亡。

每想到这个场景，我就肝肠寸断。这

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生活在怎样的时代？

他在做什么、想什么，又试图将怎样的自

己留给后世？李贽是一本大书，也是一个

沉重的谜题。写作李贽是个痛苦的过程，

不 说 他 卷 秩 浩 荡 的 作 品 、 特 立 独 行 的 思

想 、 运 乖 时 蹇 的 一 生 ， 他 的 死 就 令 人 心

疼，更让人震撼。

我 也 想 说 说 李 贽 的 泉 州 。 今 天 的 中

国 ， 北 京 和 上 海 是 世 界 闻 名 的 国 际 化 大

都 市 ， 但 是 在 1000 多 年 前 的 宋 元 时 期 ，

泉 州 已 经 是 中 国 乃 至 世 界 名 列 前 茅 的 商

贸中心了。

在马可波罗的记述下，泉州有来自当

时大食、三佛齐、真腊、占城等很多国家

的商贾往来。他们携带着世界上最先进的

科技、最时尚的艺术、最美味的食物、最

多元的文化、最包容的信仰，在此汇聚。

大儒朱熹曾对泉州有过这样的评价：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弘一法师

自感将不久于人世，选择泉州托付余生。

正是在这里，他提前将自己的死期写信告

知几位如夏丏尊一样的知交，然后写下绝

笔——“悲欣交集”。

李贽，就生活在这里。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你在 《岁月留白
处》 一文中写道，“文学家如司马迁，其
笔下的历史是独特的，文学的书写在历史
的深处，更在岁月的留白处”。你如何看
待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李舫：文学是历史的智者，历史是文

学的富矿。

许慎在 《说文解字》 中说：“史，记

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历史的本

意 其 实 是 记 事 者 ， 也 就 是 记 录 历 史 的 史

官。在西方，多种语言的历史概念源自希

腊 语 historia， 亦 即 调 查 、 探 究 ， 出 自 古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 《历史》（His⁃
toria） 一书。历史包括一切过往，以及关

于过往的记录和思考、研究和诠释。

这样说来，历史具有 3 个特性：一是

时间的意识性，二是思想的在场性，三是

向未来的开放性。时间是流动的，今天的

明天是明天的昨天，未来的历史又是过去

的未来，历史的意义在于不断发现真实的

过去，不断用新的发现修正以往的谬见与

误读，这恰是历史研究的价值。

而在历史学家不能及、无所及之处，

让 历 史 的 细 节 变 得 更 加 丰 盈 、 丰 富 、 丰

美，恰是文学家存在的意义。

李舫：春秋才是中国历史的大时代

□ 吴 鹏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北京冬奥会闭

幕式用“折柳”演绎了古人送别宾朋的浪

漫诗情。其实，古人不仅折柳赠别，还会

咏柳寻妻。唐代诗人韩翃与爱妻柳氏唱

和的《章台柳》，就将二人的爱情演绎得

缠绵悱恻。

韩翃字君平，系出名门，其祖父便是

诗仙李白一直念兹在兹的韩荆州，即荆

州刺史韩朝宗。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

曾有言，“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

荆州”。韩朝宗最后官至京兆尹，即长安

地区最高长官，韩翃父亲韩质亦做到京

兆少尹即长安地区最高副长官。

韩翃本可不必参加科考，走门荫途

径 入 仕 。但 他 意 欲 一 搏 科 场 ，凭 才 华 登

第，遂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客居长安，准备

科 举 。因 韩 翃 不 愿 伸 手 从 家 里 要 钱 ，故

“羁滞贫甚”。

有李姓将军颇为富有，与韩翃友善。

韩翃的居处与李将军为爱妾柳氏购置的

宅院相近，二人经常在柳氏住处饮酒赋

诗长歌。柳氏“艳绝一时”，对韩翃渐生爱

慕。李将军“知其意”，就成全柳氏，又资

助韩翃钱财三十万，供其生活所用。

第二年，即天宝十三载（754），韩翃

考中进士。唐代士人及第后，并不能立即

获得官职，需待吏部考核，是为守选。守

选期间，韩翃继续与柳氏在长安共居。一

年后，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

韩翃意欲赴驻守潼关抵挡叛军的哥舒翰

军中效力，写下《寄哥舒仆射》一诗，慷慨

表示“万里长城家，一生唯报国”。

然而，韩翃不为哥舒翰所用，只能继

续在长安守选。柳氏劝韩翃应及时回乡

探望双亲，报喜高中进士，也隐隐有希望

韩翃将两人亲事告知父母之意。

当时朝廷平叛形势尚好，长安与各

地交通还算顺畅，韩翃放心回乡探亲。不

料，韩翃刚离开没多久，潼关失守，长安

沦陷。柳氏生活无着，变卖首饰为生，后

惧怕因姿色受辱，就“剪发毁形”，到法灵

寺出家。

平卢淄青（今山东省青州市一带）节

度使侯希逸，素闻韩翃才名，请他到幕府

任主管文书事务的书记一职。长安收复

后，韩翃托人到长安探访柳氏下落，并捎

去一个装满金子的锦囊，在锦囊上写下

《章台柳·寄柳氏》：“章台柳，章台柳，昔

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

折他人手。”

章台是西汉长安妓馆所在地，因位

于秦国宫殿章台下方而得名。大乱太久，

韩翃不知柳氏是否尚在人间，更不知她

在战乱中如何生存，甚至想象到柳氏可

能为生活或歹人所迫委身青楼。但无论

如何，这一切韩翃都不在乎，他唯一在乎

的是柳氏安全。

柳氏得诗，“捧金呜咽”，回诗《章台

柳·杨柳枝》答道：“杨柳枝，芳菲节，所恨

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

岂堪折！”

韩翃接信大喜，欲与柳氏相见。但两

人一在青州淄青，一在长安西京，东西相

隔千里，为叛军阻隔，道阻且长，无法会

面，相聚之事只能暂且搁置。

唐朝借兵回纥收复长安后，番将沙

吒利立有军功，“窃知柳氏之色”，遂将她

“劫以归第，宠之专房”。韩翃诗中“纵使

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竟然一语

成谶。

代宗永泰元年（765），侯希逸被部将兵

马使李正己发动兵变驱逐，代宗授予他尚

书右仆射的虚职，允许他带亲随文武居住

京城。韩翃这才跟随侯希逸，回到阔别十年

的长安，却不知柳氏所踪，“叹想不已”。

一天，韩翃在长安龙首冈偶遇一辆帷

幕香车，因心中思念柳氏，不觉移步跟随。

只听车中人问道，“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

氏也”。两人一别十年，终得相会。

柳氏让身边女仆告诉韩翃，自己已被

沙吒利抢夺，此处不便深谈，请明晨赴道政

里门一见。第二天大早，韩翃赴约而至，柳

氏从车中递出随身所用香膏交给韩翃作为

纪念，表示“当遂永诀，愿置诚念”后离去。

此时的韩翃已经名列大历十才子，却不能

保全心爱之人，不禁肝肠寸断，痛哭流涕。

当天中午，淄青平卢幕府众将在酒楼

聚会，请韩翃参加。韩翃勉强答应，但到场

后色颓丧，痛苦不堪。将军许俊与韩翃素相

交好，得知实情后，拔剑相助，请韩翃写下

笔墨信纸，骑上快马，弯弓携剑，径直闯进

沙吒利府上，让柳氏确认是韩翃笔迹后，当

即将她带走交给韩翃。韩翃柳氏相对而泣。

当时沙吒利正得圣宠，韩翃、许俊请求

侯希逸主持大局，代为疏通。侯希逸上表代

宗，叙说原委，请求代宗成全韩柳。代宗听

闻此事，唏嘘良久，下诏“柳氏宜还韩翃”，

同时赐沙吒利二百万钱作为补偿。

终于，韩柳破镜重圆，长相厮守。唐代

文人许尧佐根据此事写成传奇《柳氏传》，

流传甚广。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折柳不只赠别

，

还有一阕战乱中的

《章台柳

》

□ 程遂营

兰 州 的 城 市 史 可 以 追 溯 到 2000 年 以

前。公元前 81 年，西汉昭帝时期，为了

巩固对西北的统治，在兰州设置金城郡，

修筑城池，所以，兰州古称“金城”。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有三种解释：第

一，因为修筑城池时挖出了金子；第二，

寓 意 城 池 坚 固 ， 固 若 金 汤 ； 第 三 ， 五 行

（金 、 木 、 水 、 火 、 土） 之 中 ， 金 在 西

方。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第二种。

历代帝王对于一城一地的命名都非常

讲究，对于边防重镇的命名，更是寄托着

对边疆稳固、百姓安宁的希望。兰州披山

带河、形势险要，东接陇原、西控阳关、

南临巴蜀、北达朔方，命名为“金城”合

情合理。

在 长 江 上 ， 有 许 多 城 市 是 夹 江 而 建

的：重庆、武汉、南京、上海⋯⋯而黄河

干流全长 5400 多公里，兰州是唯一一座

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为什么在黄河上，

只有兰州夹河而城？

明代初成“夹河而城”格局

一方面，在东汉以后，黄河在下游形

成了地上悬河，河道宽阔，河面高出两岸

很多，黄河频繁决口泛滥。比如开封，离

黄河有 9 公里，在明清时期仍然多次遭受

黄河水淹，黄河水曾 7 次进入开封城内，

给开封带来了灭顶之灾。所以，不要说夹

河建城，人们避之尚唯恐不及。黄河上游

的河套平原，情况与开封类似；黄河中游

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水土流失严重，

当然也不适合在两岸建立大的城市。

另一方面，是兰州自身的地理特点决

定的。它位于皋兰山和白塔山之间，处在

两山夹一河的带状峡谷盆地。盆地东西长

40 多 公 里 ， 南 北 宽 约 10 公 里 ， 土 壤 肥

沃、水草丰美，适宜农耕、放牧和人居，

不易泛滥成灾，具备了夹河而居的条件。

不过，汉代修筑的这座金城，位于今

兰 州 黄 河 的 南 岸 ， 黄 河 北 岸 没 有 居 民 居

住。原因很简单：两岸交通不便。

唐代仍然是这种城市格局。边塞诗人

高适曾经兰州到西北，去投奔驻守西北的

军事将领哥舒翰。高适第一次到兰州，入

夜 的 时 候 ， 听 着 滚 滚 的 黄 河 涛 声 难 以 入

眠。于是，他登上兰州北城楼，留下一首

《金城北楼》：“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

山胜画中。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

如 弓 。” 这 首 诗 描 写 了 兰 州 的 山 水 之 美、

关隘之险，成为赞颂兰州的名篇佳作。这

首诗也说明，当时的兰州城就在黄河的南

岸，兰州城池的北墙就依黄河而建。

明初，在兰州城北建起了一座镇远浮

桥 ， 兰 州 城 市 拓 展 到 了 黄 河 北 岸 。 不

久 ， 朱 元 璋 的 第 十 四 子 朱 楧 被 分 封 到 甘

肃做肃王 （1392 年）。肃王的藩邸一开始

在河西走廊的重镇张掖；7 年之后 （1399
年），肃王请求朝廷允许他迁往兰州。此

后 ， 兰 州 成 为 肃 王 藩 邸 ， 大 批 官 员 、 家

眷、军队进驻兰州，兰州城市地位发生了

质的提升。

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发展和居民生活的

需要，历代肃王 （1399-1564 年） 不断在

黄河北岸开山理水，修建苑囿、寺观，白

塔山的白塔寺就是这个时候建成的，使兰

州北岸成为风景秀丽的游览观光之地。随

之，大量人口也开始在北岸定居，夹河而

城的格局初步形成。

1909 年 ， 兰 州 铁 桥 建 成 。 这 是 有 史

以 来 在 万 里 黄 河 上 建 造 的 第 一 座 钢 铁 桥

梁 ， 被 当 时 的 人 们 称 为 “ 天 下 黄 河 第 一

桥”。1911 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

发，清朝统治宣告结束。为纪念孙中山先

生，兰州铁桥被命名为中山桥。有了中山

桥 ， 兰 州 城 市 更 加 迅 速 地 向 黄 河 以 北 拓

展，夹河而城逐渐成为定局。

“八方争凑，万国咸通”的大都会

兰州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要津，从长安

出发通往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一般都要

在兰州渡过黄河。当年的班超经略西域、

高僧玄奘求法天竺，也都是在兰州渡过黄

河，才踏上西行的漫漫征途的。

在 很 多 人 的 印 象 中 ， 丝 绸 之 路 的 繁

荣 出 现 在 汉 唐 时 期 。 到 了 宋 元 ，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繁 荣 起 来 ， 陆 上 丝 绸 之 路 是 不 是

就 终 结 了 ？ 事 实 上 ， 陆 上 丝 路的交往一

直没有停止，只不过其规模和形式发生了

一些改变。

明朝的肃王进驻兰州，兰州在陆上丝

绸之路的地位更加重要。史书记载：大宛

神驹，龟兹奇骡，哈烈翡翠，罽宾橐驼，

吐蕃金鹅，叶护葡萄，伽国菠萝，悉王化

之所致 （刘斗 《河桥楼赋》）。

这 些 我 国 新 疆 或 中 亚 地 区 的 奇 珍 异

宝，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兰州，进入

内地。为了给外宾、外商提供方便，肃王

专门在兰州城北镇远门外建有“万国梯航

坊 ”， 负 责 接 待 ， 安 排 他 们 的 饮 食 住 宿 。

兰州逐渐成为“八方争凑，万国咸通”的

一个大都会。

穿上“兰绒”，就是冬天最暖的仔

明清时期，曾有一个产自兰州的服装

品牌，活跃于陆上丝绸之路，其火爆程度

丝毫不亚于汉唐时期的丝绸，而且成为兰

州经济腾飞的一大标志——这个品牌的名

字叫兰绒。

顾名思义，兰绒就是产自兰州的用羊

毛 绒 制 作 的 服 装 。 它 质 地 轻 柔 ， 绵 软 保

暖，高贵时尚，品种丰富。明代的缙绅、

士大夫以穿着绒褐服装为时髦，一时间，

兰绒成为明朝上层社会的一种时尚。

兰绒为什么会成为兰州的一个服装品

牌呢？首先是因为西北地区牧业发达，牛

羊遍地，而兰州作为西北羊毛的集散地，

为毛纺业提供了质优价廉的羊毛。

其次，与肃王藩邸移驻兰州有关。朱

楧入藩大西北后，发现这里冬天既漫长又

酷寒，又没有很好的取暖工具。当时，在

兰州民间，已有利用羊毛纺织制作上衣的

传统，但不成规模，也没有在上层社会流

行。敏锐的朱楧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于是

便在冬天特意请人为自己纺织了一件羊毛

绒 大 衣 。 会 见 客 人 ， 公 事 出 行 ， 他 都 穿

着 ， 既 保 暖 舒 适 ， 又 高 贵 雅 致 。 上 行 下

效，很快，用羊绒纺织冬衣便成为兰州上

层社会的风尚，并逐渐成为在全国都叫响

的一个服装品牌。皇宫大内织染局开始专

门采买兰州羊绒，在公卿贵族中也逐渐风

行开来。

由于有利可图，到了明清时期，许多内

地客商纷纷来兰州收购羊绒，据统计，清朝

康熙、乾隆年间，每年在这里花去的收购资

金都不下万两黄金，交易量十分惊人。

到了清朝晚期，洋务运动兴起，在明清

兰绒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兰州开办了兰州

织呢局（1878 年），利用西北地区丰富的羊

毛原料，来生产毛布。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

纺织厂，加速了兰州近代化的进程。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
“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路上的
古城”主讲人）

5400公里的黄河，为什么只有兰州夹河而城

稷下学宫位置示意图。 考古发掘现场。 本文图片均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专 访

李 舫 受访者供图《大春秋》，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2022 年 2 月 20 日晚，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图为“折柳寄

情”环节。 新华社记者 李 尕/摄

2 月 24 日，兰州，70 多岁的甘肃省级非遗“兰

州羊皮筏子“的传承人张德宝，在黄河边制作羊皮

筏子。羊皮筏子俗称排子，为黄河沿岸民间保留下

来的一种古老的摆渡工具，现已成兰州黄河旅游观

光的一大特色。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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