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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增一家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
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根据
《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与《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
经有关省（区、市）文化和旅游
行政部门推荐，文化和旅游部
按程序组织认定并完成公示，
新近确定河南省三门峡市天
鹅湖旅游度假区等 15家旅游
度假区为新一批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

书香为伴暖新春
省图书馆系列活动启幕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秦华）为丰富人民
群众春节期间的精神文化生
活，营造欢乐、喜庆、祥和的节
日氛围，自1月12日起，河南省
图书馆面向广大读者开展“春
满中原 老家河南”系列公共文
化服务活动，内容涵盖主题展
览、主题征集、品牌活动、线上
活动、少儿主题活动等共计五
大类42项百余场。

本次“春满中原 老家河
南”系列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由
省文旅厅主办，省图书馆承
办，通过线上线下并行的模
式，将开展春联对联主题书展
暨硬笔手抄春联活动、“河南
记忆”主题文献征集活动、“喜
迎新春，传承文化”线上挑战
赛、“童梦剧社”系列活动、传
统二十四节气文化传承推广
活动、豫图讲坛、精彩非遗闹
元宵、新春书展、“自然之旅”
系列活动、“书香云端”阅读活
动等42项百余场活动，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年味十足。

通过参与活动，读者们既
可以了解传统文化方面的知
识和与年相关的风俗习俗、
在图书馆感受到浓烈的新春
氛围，还可以观看馆藏文献
资源和线上展览、聆听图书
分享，领略书海魅力。同时，
河南省图书馆还为小读者们
精心策划了各种阅读趣味活
动，小读者们也将有机会获
得精美礼品。

陕西发现柳公权撰书墓志
新华社电 记者12日从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考古工作
者在西安市长安区清理发掘了3
座唐墓，其中一座墓葬里出土的
一方墓志是由唐代著名文学家、
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写。

这一考古项目位于西安市长
安区凤林北路与文苑南路交接处
东部，发现这方墓志的墓葬平面
呈“刀把”形，南北向，墓室被盗，葬
具及人骨不存，出土塔式罐盖、陶半
身俑、陶狗及墓志。墓志长76.7厘
米、宽77.1厘米、厚14.5厘米，墓
志正面刻字42行，满行45字。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实
习员陈徐玮介绍，根据墓志内容，
墓主为唐通议大夫守左散骑常侍
严公贶，其父为唐中期名臣严
震。严公贶的妻子为河东柳氏，
是柳公权“从父女弟”，即堂妹。
严公贶逝世后，他的长子严脩穆
请舅舅柳公权为严公贶撰书墓志
铭，此时柳公权已71岁。

新华社电 扫荡六国、一统天下
的秦军如何排兵布阵？秦陵陶俑制
作流程如何？这些千古之谜的答案
已开始浮出历史的水面。陕西省文
物局 12日发布了 2022年度陕西重
要考古发现，其中秦始皇帝陵考古
发掘又有新收获，考古工作者对陵
园外围的大型陪葬坑——一号坑进
行了持续 10余年的第三次考古发
掘，新发现陶俑 220余件，并初步厘
清军阵的排列规律，还明确了秦陵
陶俑的制作程序。

一号坑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开始
于 2009年，发掘面积约 430平方米，
目前共清理陶俑 220余件、陶马 16
匹、战车 4乘，以及车马器、兵器、生
产工具等。

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申
茂盛介绍，一号坑的建筑结构为框架
式，与厢椁式陪葬坑相比技术较为原
始，可推知其在陵园中修建较早。同
时，这次考古发掘还取得了多项突
破：明确了武器的种类与配属，清理
出俑坑中第一面盾牌，确认了特殊俑
的职能，并初步厘清军阵的排列规
律。申茂盛说，此次考古发掘还明确
了陶俑的制作程序：陶俑在塑出大型
后，先作细部雕饰，然后再粘接双臂。

秦兵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
园外围的一组大型陪葬坑，其中一
号坑面积最大，平面呈长方形，总面
积 14260平方米，按照排列密度估
算，全部发掘后可出土陶俑、陶马约
6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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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又有新收获

秦始皇帝陵千古之谜答案来了
发现220余件陶俑，初步厘清秦军军阵排列规律，明确陶俑制作程序

陕西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
石峁文化最高等级墓地

新华社电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陕西石峁遗
址，在 2022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又
有重要发现，考古工作者在石峁遗
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的顶部西
侧发现一处高等级墓地，目前已发
现距今约 4000年的石峁文化时期
竖穴土坑墓15座、石墙多道。

1月 12日，2022年度陕西重要
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在西安举行。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邵晶在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石峁遗址的最
新考古发现。这次发现的墓地由一
道宽约 4米的石墙与皇城台核心建
筑分布区隔开。15座竖穴土坑墓可
分为南北两区，其中南区墓葬等级
更高，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墓室面积
普遍超过 10平方米，深 3.5米至 4
米。墓葬普遍使用木质棺椁，由榫
卯套接而成，已朽为灰痕，墓内普遍
殉人。因遭严重盗扰，墓主葬式不
详、壁龛中多数器物已被盗。个别
墓葬内壁龛未遭破坏，出土有整套
完整陶器，器表施红色彩绘。在个
别墓葬棺内及盗洞中发现有少量玉
器及残片，可辨识的有钺、凿、环等。

邵晶说，这次考古发现的墓地是
目前所发现等级最高的石峁文化墓
地，墓地与皇城台“大台基”共同构建起
皇城台上“前宫殿后墓地”的基本格局。

第三次考古发掘的彩绘俑头

第三次考古发掘的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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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考古发掘发现的将军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