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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位画家
办“太行山”油画展

近日，由省美协、郑州大学主
办的“太行山绘画语言与精神研
究——当代油画名家作品展”在郑
州美术馆开展，展期至1月12日。

该展览是郑州大学美术学
院王国建教授主持的河南省社
会科学规划项目，先后邀请丁一
林、王琨、毛岱宗等 16 位国内知
名画家到太行山写生，前后共创
作作品 100 余幅，优选其中 85 幅
与观众见面。参展画家的风景
画既有表现主义语言与中国意
境，也有中国水墨艺术写意的精
神，注重和自然对象的关系。

“开心麻花”进驻郑州啦
今年以小剧场演出著称的

北京开心麻花将结缘郑州。6
日，记者从郑州金水文化创意园
获悉，开心麻花今年将有《小丑
爱美丽》《须摩提世界》等新剧在
郑州上演。

河南创意金水文化产业集
团总裁李明超介绍，开心麻花还
要对部分河南本土文化艺术节
目、本土演艺团体和优秀演员分
别进行创作、改编、包装，共同整
合打造出适应河南市场的驻场
文化演艺节目，继而推出面向全
国市场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演艺品牌节目。中创国基文化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开心
麻花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表
示，未来将以河南创意金水文化
产业集团为载体，在河南省内建
设3~10个独具特色的专业剧场，
形成区域剧场院线。
本组撰文 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昨日上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
简第四次成果发布，此时距离
第三次成果发布已有一年。
在第四辑的整理报告上，共收
入3篇清华简文献，重现了古
代最早实用算具的真容，对历
史学、文献学、科技史等领域
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料。
据介绍，目前清华简的整理工
作已近一半，未来成果的发布
数量将达13至15辑之间。

清华简上出现
早期“八卦图”

第四辑包括一篇题作《筮
法》的文献，记载了一种盛行于
战国时代楚国、不同于《周易》
的占筮方法。据清华大学出土
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
勤介绍，这篇文献保存良好，没
有明显缺损，在 2008 年入藏时
就发现，该竹简是唯一一部保
持原来成卷状态的竹简。

全篇文字分栏书写，并且附
有插图和表格，体例犹如一幅帛
书。简文详细记述占筮的原理和
方法，包含大量以数字卦表现的
占例。数字卦的形式与天星观、
包山、葛陵等楚简中的实际占筮
记录一致。其中，八经卦的卦名、
数字卦的形式等与传统上所认为
的商代《易经》的《归藏》一致，但
是否说明该简就有可能是《归
藏》，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

文献记载了六十四卦卦
名，对于《周易》卦象、卦名、卦
序以及经卦的衍生研究都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李学勤介绍，在最初整理清
华简时，就注意到有几支书简比
较特别：形状上显得比较宽大，
且上部有红色横线，非常显眼。

这组竹简共有 21 支，保
存相对完好，只有 4 支上部有
部分残缺，残缺部分可以通过
内容进行推理补全。

经过收集整理之后发现，
这几支“胖大”的竹简拼接之后
形成一个表格，表格里写有数
字，数字的写法与我们熟悉的
写法有所不同，如“30”，就有

“卅”和“三十”两种表达方式。
该数字构成的表格，用的

是十进制，利用乘法交换律原
理，能够快速计算 100 以内的
两个任意整数的乘积，还能够
计算包含特殊分数“半”的两
位数乘法，计算功能超过了以
往我国发现的“里耶秦简九九
表”和“张家界汉简九九表”等
古代乘法表。

李学勤说，经过研究发
现，该《算表》不仅可以将复杂
的乘法转变为简单的加法，还

可用于除法运算和开方运算。
至于古人是否利用该表进行过
此类运算，还有待考证。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研究员郭书春认为，该

《算表》填补了先秦数学文献
的空白，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
最早的数学文献实物，比目前
能够见到的古代十进制乘法
表年代都早，在当时世界范围
内也是相当先进的，是中国数
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的一
项重大发现。 牛伟坤

最早算具 填补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