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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乐拍卖2013春拍举槌在即
随着拍品征集的顺利结束，安徽得乐拍卖有限公司2013年迎

春艺术品拍卖会将于5月12日在合肥市天鹅湖大酒店举行，预展

时间为5月10日、11日两天。本次春拍共分为中国书画、陈年茅

台酒、玉器紫砂三个主题。

在此次春拍征集中，安徽得乐拍卖有限公司由于得到了众多

书画家藏家的大力支持，使得本次春拍征集取得令人满意的成

果。在征集到的作品中，不乏名家大师的作品，包括赖少其、李可

染、韩美林、白雪石、赵朴初、启功等近现代书画名家作品，也有著

名的将军书法家固辉、迟浩田的墨宝。届时将有国内知名专家和

众多收藏界知名人士莅临参与，欢迎广大收藏家、投资家以及收

藏爱好者前来切磋交流。

昨日，记者从省文物局获悉，据不完全

统计，从2010年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审批工作开始，我省上报了大约150

家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括廉颇墓、周瑜

墓、孔雀东南飞遗址、王稼祥故居等一大批

文物，分布在安徽全省各个市县区。

而之前被给予厚望的廉颇墓、周瑜墓、

孔雀东南飞遗址等文保单位悉数落选，在

74处入选“喜悦”的同时，也多了一份遗

憾。至于为何落选，记者也从文物部门了

解到一些原因……

例如位于怀宁县的孔雀东南飞遗址，

虽有着美好的爱情故事，但《孔雀东南飞》

本身只是一文学作品，不能单从纯粹的作

品来申报遗产。在专家眼里，作为国保，一

定要挖掘出遗产的内涵，需要围绕它所增

生出的有含量的文化现象，这在文本中未

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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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5月至2013年5

月，“苦苦”等待了整整七年后，文

物保护界终于等来了“喜悦”。

昨日，记者从省文物局获悉，

国家核定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的“大名单”，共计

1943处。其中，涉及我省有74

处。

杜维薇 星级记者 俞宝强
在我省“上榜”的74处国保中，双墩春秋

墓、垓下遗址无疑是最受考古界关注的，都曾

入选过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位于蚌埠的双墩春秋墓，自2006年考古

发掘以来，不断地给世人带来惊喜。其最大

的“惊喜”就是证明了历史上确实存在神秘的

钟离古国。在1号墓中，由出土编钟铭文，考

古确认是东周钟离国一位名字叫“柏”的国君

墓葬，这是钟离国国君墓葬的首次发现。这

一墓葬也是新中国建立后，我省发掘历史最

长的一座古墓。

说到楚汉传奇，就不得不说一下位于我

省境内的垓下遗址。位于固镇县濠城镇北，

南沱河南岸，俗称霸王城。2000 多年前，

就在这里，汉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进行

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由此开创了汉

王朝427年的基业。规模空前也使之成为

世界七大古战场之一，垓下之战留下了“四

面楚歌”、“十面埋伏”、“霸王别姬”等千古

绝唱。虞姬池、榆抱桑、张良吹箫台、古城

墙、古汉井、汉代古墓等古迹虽经历史的变

迁，至今或保护完好或依稀可辨……

双墩春秋墓、垓下遗址

世界七大古战场之一
留下千古绝唱

毛竹山、官山遗址与银山智人遗址是此

次我省“国保名单”中，为数不多的两处“出

生”于旧石器时代的，资格最老。

其中，银山智人遗址位于巢湖市银屏镇

岱山村银山，1982 年 4月、1983 年 10月和

1986年11月，进行了3次发掘，在银山西侧

一洞穴堆积中发现一块不完整的人类枕骨、

一块附连3枚牙齿的左上颌骨及3枚零星牙

齿。经测定银山地点伴生的动物骨化石样，

银山人年代约在16万至20万年前，但根据

对银山地点堆积物中钙板年代的测定，银山

人年代应该在30万年前。

银山早期智人化石及哺乳动物化石的

发现是安徽继和县猿人化石发现之后，古人

类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该遗

址也是长江下游地区惟一一处早期智人化石

地点，对研究中国人类起源和环境演化都有

重要意义。

相比之下，位于宣城市宁国市官山、毛

竹山遗址更为古老，其展示了五六十万年前

古人类生活和劳动的情景，经考古发掘，出

土了丰富的旧石器，有石片、石铲、砍砸器、

刮削器等。对研究水阳江流域远古人类的

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研究长江流域

的旧石器文化也有不可或缺的贡献。

官山、毛竹山遗址

约五六十万年前
展示古人类生活和劳动的情景

此次，1943处大名单中，最引人瞩目的

就是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浙江省、江苏

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等8省合并的“大

运河”（春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合并

是有特别意义的……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的冲刺年。

据悉，今年6、7月，在柬埔寨金边有个

关于申遗的参评大会；7、8月份，国际古迹

遗址理事会专家将对中国大运河申遗点段

进行现场考察评估。根据大运河申遗的时

间表，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100多个遗产点

和 40 多段河道将一起打包申遗，力争在

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根据时间安排，我省的淮北、宿州段也将

于今夏接受专家的“审视”和“考验”。

大运河

8省一起打包合并
力争明年迈入世界遗产名录

从1961年国家公布第一批名单

以来，全国共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352处。而在之前的六批中，作为

淮河明珠的蚌埠市，却无一文保进

入“国保”行列，成为我省唯一一个

无国保的城市，实属一大遗憾。

近几年，双墩春秋一号墓、固镇

垓下霸王绝唱、禹会村遗址等一批

“蚌埠牌”历史遗迹走入公众视野。

不出意料，这些大热门无一“爆冷”

出局。可喜地是，除了热门入选，蚌

埠市还有一些不太“有名”的文保单

位入选。例如，汤和墓、五河化明塘

严氏墓等。

双墩遗址、汤和墓、五河化明塘严氏墓等

我省16市“大满贯”
蚌埠跟“全市无国保”说拜拜

大名单中，我省首次出现“50后”——

安徽省博物馆陈列展览大楼。因为太年

轻，在全国范围内也都极为罕见。

据文物部门记载的资料中获悉，安徽

省博物馆成立于1956年，建筑面积20000

平方米，馆藏文物21.8万余件，曾经是二十

世纪50年代全国四大样板馆之一。毛泽

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

来该馆视察，毛泽东同志在此发表了对博

物馆事业的唯一重要指示，陈毅同志题写

馆名。

2008年5月，省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

评定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安徽省博物馆陈列展览大楼

我省首次出现“50后”国保
多位领导人前来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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