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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延安市宝塔区生产资料公司后院 23间
门面房及地下室整体出租，租赁费每年 44万元，
一次性收取5年房费共计220万元。

地址：宝塔区二道街生产资料公司院内
联系电话：0911-2125698
特此公告

延安市宝塔区生产资料公司
2022年9月10日

招租公告

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延安第七分公司已经
于2022年9月8日办理完毕工商注销登记手续。自
该日起，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延安第七分公司不
再对外开展任何业务，不再与任何单位或个人产生
法律关系，分公司印章自本声明发出之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600MA6YERJ34B

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
2022年9月10日

注销公告

人文·广告

李雷
群星闪耀延河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人物介绍

李雷，生卒年不详。东北
人。诗人。作品有诗歌《原野
小歌》《荒凉的山谷》，小说《号
角之歌》等。

到延安前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雷在武汉等地
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 8月《战歌》创办，主编为罗
铁鹰和雷石榆等，作者基本以左联诗歌

组成员和中国诗歌会成员为主，李雷作
为会外作者也在会刊《新诗歌》上发表过
作品。

延安时期

1940年前后李雷到延安，在鲁艺任
教。1940年9月1日参与发起延安新诗
歌会，同年10月14日参与发起延安文艺
月会。11月 9日，延安文艺月会在延安
文协召开第一次座谈会，讨论文艺月会
的活动方式，决定出版《文艺月报》，李雷
出席了会议。12月8日出席新诗歌会成
立大会并被选为执委会委员。1941年
转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任驻会作家。

1941年 1月 1日，延安文艺月会会
刊《文艺月报》创刊，李雷发表了《对于诗
的一点意见》。1月 5日，《中国青年》杂
志第3卷第3期刊登李雷的诗歌《原野小
歌》。同年5月，延安文协举办星期文艺
学园，李雷担任讲师并讲《诗》。5月 20
日，《新诗歌》第6期出版，其中有李雷的
《小诗二章》。5月 31日，出席延安新诗
歌会与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座谈会，纪念
爱国诗人屈原。

9月 18日，延安东北作家的文艺团
体“九一八文艺社”成立。成员有白朗、
白晓光、石光、李雷、耿耕、郭小川、纪坚
博、高阳、梁彦、师田手、张仃、于黑丁、舒
群、雷加、蔡天心、罗烽、萧军、魏东明、高

更，共19人。以舒群主编的《解放日报》
文艺副刊为阵地。

1942年 1月 10日，留守兵团政治部
文艺工作委员会在延安文化俱乐部邀请
文艺界人士举行联欢会时，李雷曾表演
诗朗诵。1月 24日，李雷又在《新诗歌》
发表《高原之歌》。

1942年10月22日，边区文协、延安诗
会、新诗歌会等团体在延安文化俱乐部召
开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李雷也参加了会
议，并在会上提出诗歌的民族性问题。

在延安时期李雷还写了小说《号角
之歌》、诗歌《荒凉的山谷》等。

此后不详。
（延安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慧琳）

“二甲传胪图”杯、“吹绿”釉瓷、青花双
耳“嫁妆瓶”乃至越南水烟罐……沉睡于上
海崇明横沙岛东北部北港航道水下的长江
口二号古船，近年来陆续有文物出水。

9月6日，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又
公布了一批经过清理和初步考证的出水文
物。这些瓷器多为贸易交流瓷，制作精良，
它们如散落海底的拼图碎片，为人们“拼
贴”出一幅上海开埠初期生机勃勃、文化多
元的社会生活图景。

据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翟
杨介绍，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迁移和打捞
工程从筹备至今，已清理出水 600多件陶
瓷器。考古工作者在前期水下调查和整体
迁移预处理阶段，提取和清理了部分古船
相关出水文物。这些瓷器大多产自景德镇
窑，也有部分可能产自江苏宜兴窑和福建
地区窑口。

小心翼翼地托起一只清同治景德镇窑
绿釉杯，翟杨称这件文物可以被命名为

“001”号。绿釉杯小巧玲珑，底部有矾红彩
书“同治年制”篆书款识。翟杨表示，这件
出水文物的底款，对于长江口二号古船的
年代判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景德镇窑于明代宣德年间始烧绿釉
瓷器，至清代早期又引入欧洲技术，创烧出
一种‘西洋绿色器皿’，釉质上与传统绿釉
有所不同，并且是通过吹釉的方法施釉。
这件出水绿釉杯因长期受海水腐蚀，微呈
褐色。但它自带的上海开埠之初中外文化
交流印记，却依然鲜明。”翟杨说。

与“洋气”的绿釉杯相比，一旁的清同
治景德镇窑粉彩“二甲传胪图”杯显得格外
古色古香。这件粉彩杯，杯身描绘着两只
螃蟹张开蟹钳夹着芦苇行走。专家解读
称，两只螃蟹，寓意“二甲”；芦苇则谐音

“胪”。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的“二甲第一
名”也就是殿试第四名被称为“传胪”，寄托
着当时人们对“金榜题名”的殷切祈愿。

水下考古队伍还发现了一只体形硕大
的清同治景德镇窑豆青地堆白青花松下高
士图双耳瓶。这个瓷瓶高达60厘米，丰肩
鼓腹，两侧有双狮耳饰，瓶身上以青花绘有
松下高士图。专家解读称，这种款式流行
于晚清民国时期，多用于陪嫁妆奁，民间俗
称“嫁妆瓶”。令人惊喜的是，当考古人员
一层层清理和收集瓶身里面厚厚的淤泥，
准备用于今后进一步研究时，从“嫁妆瓶”
里又连续取出了共计50只青花团龙纹杯。

今年3月2日，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市政
府联合宣布正式启动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
与文物保护项目，已明确长江口二号古船是
一艘清同治年间的贸易商船，也是我国水下
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

文物数量巨大的木质帆船。近期，水下考古
工作者在古船北边同时发现了船舵和铁锚，
从另一个侧面为长江口二号古船的“体量最
大、保存最为完整”提供参考数据。

长江口二号古船船舵的舵杆，残长约
5.6米、直径42厘米，上面还包裹着52道宽
约 7厘米的铁箍，推断是为了加固舵杆。
舵柄则由铁箍合围 3根木材而成，最长处
达 6.26米。此外，长江口二号古船的铁锚
为四爪锚，长约 3.3米（不含铁环），亦是目
前国内发现较大的古代四爪铁锚。

长江口二号古船预计于今年年底前整
体打捞出水，此后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将根
据古船考古和文物保护方案，围绕古船遗
址形成过程、建造技术、航线等课题展开全
方位研究，最大程度地发掘古船的科学、历
史、艺术、社会和文化价值，逐步揭开长江
口二号古船的众多谜题。

长江口二号古船出水文物：

呈现上海开埠初期多元文化
新华社记者 孙丽萍 丁汀

新华社电（记者 岳东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
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上发表
论文说，通过分析澳大利亚大陆和南太平洋岛屿150多
种啮齿动物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数据，更清楚地揭示
了它们的祖先如何漂洋过海到达澳大利亚等地的历史。

领导这项研究的埃米莉·罗伊克罗夫特说，澳大利
亚大陆、南太平洋岛屿上有150多种独有的啮齿动物，
比如堪培拉湖中常见的水鼠。研究人员分析了从博物
馆标本等途径获得的相关物种DNA，构建了它们的演
化历史图谱。

结果发现，约500万年前新几内亚地区的山脉隆起，
促进了啮齿动物在南太平洋的扩散，它们更容易在新几内
亚岛、澳大利亚大陆、所罗门群岛和马鲁古群岛之间迁徙。

“我们已经知道澳大利亚的啮齿动物源于亚洲，并
通过水上途径到达了我们这个地区，当初可能是一只
怀孕的动物在一块浮木上漂过来的。现在我们有一个
准确的时间表。”罗伊克罗夫特说。

她表示，啮齿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比
如挖洞能让土壤通气，它们还有助于传播种子和真菌
孢子。但由于栖息地丧失等因素，它们的灭绝率是澳
大利亚所有哺乳动物群体中最高的，并可能因此影响
生态平衡。通过研究了解啮齿动物的历史等，有助于
保护那些还未灭绝的物种。

研究揭示啮齿动物漂洋
过海到澳大利亚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