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30日香港文匯報記者
從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獲悉，
2017年該院援藏考古隊在對
西藏阿里札達縣格布賽魯墓
地9座古墓葬進行發掘清理
時，發現各類遺存文物300
餘件（組）。這些墓葬葬俗
和出土隨葬文物，體現出濃
郁的北方草原和中亞地區文
化特徵，是西藏西部高原絲
綢之路上的重要文物遺存。
據悉，在西藏吐蕃王朝之後的600多年

間，古格王朝在這裡崛起。然而，300年
前，古格王朝突然由盛而衰，瞬間消失於
茫茫沙海，偌大的王國僅留下恢弘的遺址
和遺物，從此也成為西藏神奇地域的謎中
之謎。
2017年，陝西援藏考古隊對西藏阿里

札達縣格布賽魯墓地進行了發掘，共出土
陶質、石質、骨質、銅質、鐵質、木質、
玻璃、貝飾、皮質等各類遺物300餘件

（組），採集人骨和動物
骨骼約100餘個個體。
據介紹，根據出土物特

徵初步推斷，此次發掘的
9座墓葬中，8座豎穴土坑
石室墓的時代約為公元前
3世紀至7世紀，1座時代
可能晚至漢晉時期。8座
豎穴土坑石室墓中出土陶
器以中小型圜底彩陶罐為
主，還有數量較多的珠

飾、銅飾、銅錐狀器、銅鈴、石器等。
漢晉時期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則以大中
型繩紋或刻劃紋圜底陶罐為主，伴有鐵
器、木器等。
有專家表示，當時繁盛的絲綢之路影

響深遠，中原地區與西藏往來頻繁，中原
和中亞、西亞、南亞等地區的器物，通過
貿易來到西藏阿里，對當地風俗文化產生
一定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西藏阿里發現西藏阿里發現「「絲路絲路」」文物逾三百文物逾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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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這位81歲的「學霸奶奶」叫
薛敏修，她這次拿到的畢業證書上顯

示是天津大學電子商務專業。她從2014年
進入天津大學網絡教育學院電子商務專業
攻讀本科，全部修完所有學分。

凌晨五時起床學習
1936年出生的薛敏修是天津當地人，每

天她都是凌晨5點起床，先打開電腦學習
一會，然後再洗漱、吃早點。白天沒事的
時候，她就學習。經過3年學習，她已經

完成了包括畢業論文在內的全部必修課
程。而計算機是她的唯一弱項，2017年4
月15日，她第6次考「計算機」，並通過
了這門課程，才順利拿到天津大學商務專
業畢業證書。現在，薛奶奶不僅會用Excel
熟練製作表格，還能用Photoshop處理照
片。

不棄高考堅持夢想
薛敏修之所以這麼努力學習，是要圓自

己的大學夢。1957年，已經從衛校中專畢

業參加工作的薛敏修參加了高考，並被西
北大學錄取。然而，因為其他原因，她沒
能如願入學。2001年高考取消考生「未
婚、年齡不超過25歲」的限制，埋藏在薛
敏修心裡的大學夢開始復甦。聽說上大學
都得會計算機，她開始學習計算機，並報
名廣播電視大學的「電子商務」大專課
程。她還自學了英語、法語、俄語和拉丁
語等，連同中文，她懂5門語言。
此外，她還喜歡攝影、滑冰、游泳、騎
車、田徑等。

1月30日，安徽省合肥市芙蓉社區舉
辦「民俗體驗日」活動，邀請外國留學
生現場學習寫春聯、寫「福」字，讓他
們體驗中國「年味」。圖為留學生西娃
（右）在老師指導下寫「福」字。

■文/圖：新華社

2018 年最值得觀賞的天文現象之
一，就是發生在今晚的月全食天象。如
果天氣晴好，除我國最西部的一小部分
地區以外，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可以欣賞
月全食的全過程。

18時51分左右開始
這次月食的半影月食階段，從北京
時間1月31日晚18時51分左右開始。
19時48分月球「初虧」，此時月球開
始進入地球的本影區域，呈現在人們面
前的首先是月偏食景象。20時52分左
右，月球全部進入地球本影，也就是
「食既」，這時月球正式進入全食階
段。到21時30分左右，月球的中心與
地球本影中心最接近，此時為「食
甚」。22時08分左右，月球開始慢慢
走出地球本影，此時也叫「生光」。月
食中最精彩的全食階段此時結束。23
時11分，月球完全走出地球的本影，
此時稱為「復圓」。在這之後一直到2

月1日凌晨0時10分左右，月球仍有近
1小時處於地球的半影之中。

持續1小時16分
北京天文館館長朱進介紹，太陽光

線，經地球大氣折射，產生紅光，會照
到月亮表面。這樣，在月全食階段，人
們仍然能看到一個紅色的月亮。如果天
氣好，「紅月亮」會非常明顯。
所謂「紅月亮」就是指在月全食天

象過程中，從 「食既」到「生光」之
間這個時間段，月球在人們視線中並不
會消失，而是呈現出神秘而優雅的古銅
色，人們也稱其為「紅月亮」。本次
「紅月亮」階段將長達1小時16分鐘，
為人們賞月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
由於我國東部和西部地區，月亮從

地平線升起的時間不同，因此我國最西
部的小部分地區，31日當晚可見帶食
月出的景象，也同樣值得觀賞。

■央視新聞

天津81歲奶奶
喜圓本科夢

讀電子商務 會四門外語 熟製表修圖 被譽為「超級學霸」
「90後」、「00後」學霸

都弱爆了，天津大學一位「30

後」81歲「超級學霸」奶奶近

期順利畢業，成為網民口口相

傳的「雞湯奶奶」（「雞湯」

指有營養、充滿正能量、有激

勵作用的言與行，編者註）。

■《每日新報》

今晚全國大部可賞「紅月亮」

中 國「年味」

■81歲「學
霸奶奶」薛
敏修近期從
天津大學畢
業。
網上圖片

■■「「學霸奶奶學霸奶奶」」的各類證的各類證
書和筆記書和筆記。。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學霸奶奶學霸奶奶」」的畢業證書的畢業證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西藏阿里出土的彩繪紋陶
器。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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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南社團總會（下稱總會）主辦的「2018年瓊劇匯演」於1月23

日假北角新光劇院舉行開幕禮。為答謝鄉親們多年來積極參加總會活

動，總會特邀海南省瓊劇院一團和二團舉辦連續六晚的瓊劇演出。開幕

禮由總會副會長兼司庫邢福雷主持，主禮嘉賓包括總會常務副會長雲海

清、符文靜，海南省瓊劇院訪港演出團團長葛雲峰，副團長邱滌非、禤

仕能。現場有一千多位旅港鄉親出席，共同欣賞瓊劇演出。

■開幕日劇目《漢文皇后》

海南省瓊劇院演出 雲海清符文靜葛雲峰邱滌非禤仕能主禮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舉行瓊劇匯演開幕儀式

■2018年瓊劇匯演開幕式出席嘉賓合影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副會長
兼司庫邢福雷主持開幕式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
會長雲海清致辭

■海南省瓊劇院訪港演出團
團長葛雲峰致辭

■香港海南社團總常務會副會長雲海清代表總會（左二）與海南省瓊劇院
訪港演出團互贈紀念品，由團長葛雲峰（左三）代表接受。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雲海清（左）、海南省瓊劇院訪
港演出團團長葛雲峰鳴鑼開幕

雲海清：答謝鄉親支持總會活動

雲海清表示受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會長張泰超的委托，
代表向大家致以親切的問候。他說：「去年11月底

至12月初，總會主辦的第十五屆世界海南鄉團聯誼大會圓
滿成功，盛況空前，獲得了海南省領導和世界海南鄉團的
贊揚和好評。這次總會主辦邀請海南省瓊劇院一團和二團
一連六晚的瓊劇演出，是為了答謝鄉親們多年來積極參加
總會活動，團結鄉親、聯誼鄉情。這次的瓊劇匯演是第十

五屆世界海南鄉團聯誼大會的慶功會，也是借此機會，再
次感謝義工們和鄉親們為聯誼大會所做的努力和貢獻。希
望鄉親們在新的一年裏，繼續支持和參與香港海南社團總
會的各項活動，積極參加3月11日立法會議員補選工作，
將愛國愛港人士選入立法會，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改
善民生，確保香港繼續繁榮穩定。」

瓊劇精品劇目屢獲殊榮
葛雲峰致辭表示此次瓊劇院精心準備了《漢文皇

后》、《漢宮春秋》、《月老皇帝》、《漢武之
戀》、《百年好合》、《太子還朝》等六部優秀劇目
奉獻給旅港鄉親。總會傾舉全會力量，目的就是以瓊
劇為紐帶，聯絡鄉誼、造福桑梓、光耀鄉族，其赤子
精神讓人感動、令人欽佩。他介紹：「瓊劇是海南本
土文化優秀代表，繼2008年被批准確定為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後，2013年海南省瓊劇院又被文化部評為
首批『全國地方戲曲創作演出重點院團』。近年各級
領導對瓊劇藝術的傳承發展十分重視，省瓊劇院先後

傾力打造了《下南洋》、《海瑞》以及今年將隆重推
出的原創歷史傳奇瓊劇《冼夫人》等精品劇目，在全
國戲曲舞台上屢獲殊榮、備受好評，使瓊劇從一個邊
緣化的小劇種，逐步走到了全國戲曲舞台的中心。今
後我們將繼續努力，擔負起傳承發展瓊劇藝術的重
任，不辜負省委、省政府、全省人民以及旅外海南鄉
親的厚望。」
六天的瓊劇匯演將進一步宣傳海南鄉音，弘揚中華文

化，促進瓊港兩地的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