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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唐·大功于社稷的鄜坊丹延观察使何文哲
延安古代历史人物

何文哲，新旧《唐书》无传。1966
年，其墓志铭出土于西安北郊龙首
原，形制硕大，制作精良，铭文长达三
千四百余字，我们方得以了解其生平
事迹。

何文哲，字子洪，灵州（今宁夏灵
武）人，为西域“昭武九姓”（统称粟
特）之一的何国王（故地在乌兹别克
斯坦境内）何丕之五世孙。其高祖在
高宗永徽初（650）随使臣来朝未归，
宿卫京师长安。祖父何彦诠，曾任丹
州（今宜川）刺史的副手别驾之职。
父亲何游仙，官居灵州大都督，从三
品，遂落籍灵州，曾随肃宗平定安史
之乱。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何文哲
出生于灵州军旅之中，幼习武艺，弓
马娴熟。“孩笑尚扫除之志，弱冠通战
伐之经”。成年后出落成一个粟特大
汉，身材高大，体魄雄健，络腮卷须。
其《墓志铭》还形容他“魁岸长髦，颖
脱军前。德宗目而伟之，退朝敕左右
图形录进”从而受到赏识重用，此后
长期担任神策军将领，宿卫内廷。大

约德宗贞元二年（786）或稍后一点，
何文哲初任神策军马军副将。贞元
十五年（799）升任正将。宪宗元和二
年（807），以参加平定四川刘辟叛乱
之功，升任节度使属官马军厢虞候，
分理马军督查和军事作战之事。元
和十年至十一年（815—816），参加讨
伐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成为节度使
侍从亲军首领厢使兼押衙。元和十
二年（817），改任正兵马使，执掌马军
兵权。

唐朝后期宦官擅权，党争不断，
唐穆宗在位不足四年，险些被内宫染
坊使张韶谋杀，仗何文哲率神策军七
千余名奋力平叛而得救。唐敬宗十
八岁登基，在位不足两年，宝历二年
（826）十二月八日，被宦官刘克明弑
杀。左神策将军何文哲率领神策勇
士万余人，与魏弘简、梁守谦等神策
军高级将领，迅速剿灭叛党，迎立江
王李昂即位，是为文宗。何文哲以拥
立之功“诏加检校工部尚书”，享受正
三品待遇。太和元年（827）春三月，
文宗“幸升阳殿，独召公入语曰‘卿有

莫大之功，社稷今存是公之力，即令
宰与卿土地’。”随即授予鄜州刺史、
充鄜坊丹延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之
职。

安史之乱后，因鄜州地居关中与
陕北之间，距京师长安较近，可以快
速驰援京师，勤王护驾，遂为长安屏
障，尤为唐庭所重视。肃宗上元初
（760），“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
畿，乃分邠宁等州节度为鄜、坊、丹、
延节度，亦谓之渭北节度。以邠州刺
史桑如圭领邠宁，鄜州刺史杜冕领鄜
坊，分道招讨。”以此始，先后有杜冕、
崔宁、皇子李建徽、浑瑊、李晟、唐朝
臣、王西耀、刘公济、裴玢等高官、宿
将出任鄜坊镇统帅。文宗命何文哲
镇守鄜、坊、丹、延四州，领有几乎陕
北全境，足可见对其的器重与信任。

何文哲在鄜延期间的政绩，其属
官节度判官卢谏卿所撰《墓志铭》不
惜花费大量笔墨记叙，虽不乏溢美之
词，却也大可凭信。“公素有吏才，又
闲（娴）军政，至止之后，务勤修绥”。
他主政后开始清理积滞冤案，整顿刑

狱，百姓获得安宁；访问百姓疾苦，招
徕流民开垦闲田，发展经济；整顿边
防，改善士兵待遇，补充军械器甲，训
练检阅军队，提高战守能力；他抑恶
扬善，肃正民风；充实军地粮食储备，
保障军需民用供给。“公仗节三年，终
始一致，而人乐其善，军不懈严。其
为官，理戍之绩得悉数焉。明年乙酉
（828）正月，策勋进封庐江郡开国公，
食邑二千户。”太和四年（830）正月中
旬奉诏还京，授予掌宫禁宿卫的右领
军卫上将军，官居正二品之秩。当年
四月薨于京城长安义正里私邸，享寿
虚龄六十七岁。文宗诏赐太子少保，
为之辍朝一日，厚葬于长安龙首原。

（选自延安地方志丛书、段双印
主编的《延安古代历史人物传》）

父亲张军平、母亲王园园不慎将女儿张懿萱
出生证明丢失，出生证明编号：U610205671，声明
作废。

宝塔区新春劳保用品门市不慎将延安市宝
塔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阳分社开户许可证丢
失，账号：2709010601201000008802，核准号：
J8040001153901，声明作废。

清晨七点，微雨依稀。自陕西宝鸡
岐山县城驱车出发，经 344国道，辗转来
到一处“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址前。
文物普查队员们的一天从“赶路”开始。

今天，他们的目标是从位置、地形、
四至边界、文化内涵等角度，全面“揭秘”
这个新发现文物点。

自今年5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
称“四普”）转入实地调查阶段以来，各项
工作有序进行，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不
可移动文物信息持续更新。

近日，记者随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当
一天普查员”基层行活动深入陕西宝鸡、
咸阳等地，实地感受了这份工作背后跋
涉于历史现场的辛勤与喜悦。

“你们看，这是之前打磨零件时使
用的钢刷、竹筐，那边还有工位的标志
点。”开工前，当地文物普查队员贾保
弟饶有兴致地向记者介绍，这方工业
遗址，原是一座由 5个生产窑洞互相联
通组成的机械厂，在不可移动文物认定
标准中，属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

从事文保工作30多年的老贾话虽不
多，谈起文物来却头头是道。他说，这趟

“外业”的基本任务就是记录测量数据、
绘制草图、拍摄相关细节，尽量挖掘其中
的文化内涵，为后续“内业”工作顺利开

展，乃至文物认定和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走进幽深的甬道，队伍“秒切”工作

状态，深入开展观察和测量。宽 3.8米，
高 3.76米，深 6.6米，2号窑洞一侧，老贾
一边卷起皮尺，一边熟练掏出放在马甲
口袋里的记录本，在微弱的手电灯光下，
利用“新鲜出炉”的数据，绘制起窑洞及
其连接部位的草图。

所谓“外业”“内业”，是“四普”队员
的惯用术语——“白天跑田野、晚上填数
据”，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难走的山
路，用手杖探深草，用手铲凿脚窝。找遗
址，看标本，整资料，填表格，作登记，“里
应外合”，每个人都是“多面手”。

好在有“高科技”助力。相比以往，
数码相机、无人机航拍、三维扫描建模、
北斗定位仪智能手持采集终端等已成为

“四普”标配，样样都是队员的“傍身技”。
窑洞外，来自陕西省第三测绘工程

院的测绘队员高凯摆弄着两件“宝
贝”——一件是无人机，可以快速覆盖广
阔区域、完成高清晰度拍摄；一件是RTK
测量仪（实时动态测量仪），能实现文物
位置厘米级定位。“科技赋能文物普查，
提升了我们的数据质量和工作效率，特
别是文物本体认定的精确度和全面性。”
高凯笑言。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在这片文明

悠远的土地上，俯拾皆是历史。丰厚的
文化遗产资源，催促着“四普”队员们脚
步不停，继续前往下一处文物点踏察。

位于岐山县东北部的岐阳遗址，被
一片沉睡的冬小麦笼罩，地表大量的陶
器残片提示着这里的沧桑历史。这是一
处“三普”复查文物点，文化范围大，内涵
丰富，新石器和商周时期遗物众多。专
家指出，它距离周原核心区仅有10公里，
很可能与周人迁岐的历史有关。

午后，从田野东南角深入遗址，记者
跟在文物普查队员侯骁秦身后，深入到
一处断面，学着找文化层、灰坑，辨认陶
片、石器。这位来自宝鸡周原博物院的

“90后”姑娘刚入职不久就投身到“四普”
工作中。短短几个月，让她踏踏实实“亲
近”了周原，感到收获满满。

宝鸡市文物普查队队长王颢透露，
经过前期的辛苦踏勘和测量工作，这一

“三普”时面积为8万平方米的文物点，规
模扩大至本次调查的约 33万平方米，根
据文化层中采集的器物，时间上限可追
溯到“距今约7000年的前仰韶文化”。

“这个陶片比较薄，是一个带有锯齿
花边的口沿，器物上腹部带有交错绳纹，
属于慢轮手制的陶器，可以判定为前仰
韶文化。”站在雨后的泥土里，大家边认
边记，鞋子越走越沉。积淀着数千年岁

月的器物端详在眼前，脚下踩着的就是
厚重的文明。

回到住处已是傍晚。来不及刷鞋，
队员们又紧锣密鼓地清洗登记文物，开
展“内业”工作。“四普”数据采集系统中，
密密麻麻的资料页面等待他们“耕耘”。
大到不可移动文物的使用情况和保存状
况如何、简介描述是否精当，小到图片册
页有无代表性、是否涉及相关参考文献，
细节一一“敲定”，当日事当日毕。

数据显示，截至9月23日，第四次全
国文物普查已复查25.3万余处“三普”不
可移动文物，已调查发现1.8万余处新发
现的文物。在陕西，全省107个县区中目
前已有54个县区完成实地调查，这项“作
始也简，将毕也巨”的工程，进展过半。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被问及
参加“四普”最大的初衷和动力，队员们
不约而同谈到热爱和责任——让我国文
物资源“家底”更清晰、让源远流长的历
史文化更可见可感。

“无论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
等，每个文物点都有自己的特殊之处，

‘一头牛一个牵法’嘛。最重要的是钻研
其中，白天工作充分准确，‘内业’就‘砍
瓜切菜’了。”侯骁秦生动地说。

云淡风轻的背后，是日拱一卒的坚
守，也是业精于勤的沉淀。

在“四普”现场，见证跋涉与热爱
新华社记者 胡梦雪

新华社圣保罗11月13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拉系列文化交流
活动近日在秘鲁和巴西举行。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中
拉民心相通。

6日，2024中拉文明对话在秘鲁首都
利马举行。来自中国和秘鲁、阿根廷等10
余个拉美国家的150余名政要、专家学者
及工商界人士等，围绕论坛主题“文明传承

与现代化发展”进行研讨交流，为中拉加强
文明交流互鉴与传承发展、携手同行现代
化之路提供智力支持、探索合作路径。

同日，秘鲁“中国时段”暨“中国视听
展播月”启动仪式在利马举行。此次秘
鲁“中国时段”的签约和启动，是在拉美
国家开通的第四个“电视中国剧场”，将
为广大秘鲁观众带来《三体》《山海情》
《玫瑰的故事》等数十部中国优秀视听节

目。当天，活动现场举行了《三体》西语
版拉美地区首发仪式和《三体》配音秀展
示、《鸟瞰新重庆》国际版首发式，以及

“光影新重庆”影像展等系列活动。
11日，《美丽中国 美丽巴西》画册首

发式暨图片展开幕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举行。该画册及图片展以“不以山海为
远 中国巴西携手前行”为主线，通过“岁
月悠悠 山河远阔”“人文荟萃 文明交

响”“砥砺前行 互鉴共进”“跨越山海 同
谱新篇”四部分，集中展示中国与巴西两
国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经贸往来、人
文交流、合作成果等内容。

12日，“中巴青年故事会”在巴西圣
保罗大学举办，200余名巴西圣保罗大学
师生和各界人士就深化中巴人文交流展
开热烈讨论。当天，圣保罗大学还举办
了“巴西青年看中国”优秀作品展映。

中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在秘鲁和巴西举行

11月14日，游客在莫高窟参观游览。
初冬时节，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的世界

文化遗产莫高窟在金黄树叶映衬下格外绚
烂，游人漫步景区享受静谧时光。

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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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 徐壮）记者从
文化和旅游部获悉，北京时间11月15日，在哥伦比亚
卡塔赫纳举行的联合国旅游组织执行委员会第122次
会议上，公布了 2024年“最佳旅游乡村”名单，我国申
报的云南阿者科村、福建官洋村、湖南十八洞村、四川
桃坪村、安徽小岗村、浙江溪头村、山东烟墩角村 7个
乡村入选，是本届入选乡村最多的国家。

至此，我国的“最佳旅游乡村”总数达到 15个，居
世界第一。

我国此次入选的 7个乡村跨越东、中、西部，在地
域、文化、发展模式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充分反映了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成就。

阿者科村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
县，坐落于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核心区。当地村民
以梯田、房屋、生产生活方式等资源入股，走出一条全
民共建共享的旅游发展之路。

官洋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是土楼文化、闽
南文化、客家文化的“大观园”。通过改善和活化利用
土楼，融入休闲业态，官洋村正在产业融合和城乡融合
中实现乡村振兴的蓝图。

十八洞村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
县，“精准扶贫”理念在这里走向全中国。如今，通过文
旅融合激发乡村发展新动能，十八洞村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乡村振兴新图景。

桃坪村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是
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核心区、茶马古道的重要
节点，特色乡村旅游成为当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重要方式。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是中国农村改
革的主要发源地。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小岗村大
力发掘在地资源，向国内外游客述说中国农村改革的
历程与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

溪头村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是龙泉青瓷烧
制技艺的传承地。当地依托青瓷文化，打造瓷源文化
传承空间、现代艺术创作基地、瓷艺特色文化节庆等旅
游品牌。

烟墩角村位于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是渔家秧歌、
海草房营造技艺等传统文化活态传承之地。村民与海
洋环境互动共生，谱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
展的时代篇章。

联合国旅游组织自 2021年起发起“最佳旅游乡
村”评选，旨在促进旅游在重视和保护乡村及其相关景
观、知识体系、生态和文化多样性、本土价值观和活动
以及美食方面的作用。

我国新增7个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新华社澳大利亚阿德莱德11月14日电（记者
李晓渝 吕薇）中国驻阿德莱德总领事馆与澳大利亚
南澳大利亚州阿德莱德动物园 14日联合主办欢送旅
澳大熊猫“网网”和“福妮”活动，送别这对即将于15日
早启程回国的大熊猫。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千在活动中表示，2009
年，中澳启动了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网网”和“福妮”
来到阿德莱德动物园安家落户，成为南半球唯一一对
大熊猫。15年来，中澳双方在大熊猫保护、疫病防控、
疾病诊治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在阿德莱德动物园，

“网网”和“福妮”深受澳大利亚人民的喜爱，是最受欢
迎的“流量明星”，已经成为中澳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
象征。

南澳大利亚州旅游与多元文化部长佐伊·贝蒂森
在致辞时表示，澳大利亚的孩子们非常喜爱“网网”和

“福妮”，这对大熊猫已经与澳大利亚人民紧密相连。
她呼吁全世界关注对大熊猫的保护，并表示澳方将与
中方继续在大熊猫保护方面展开合作。

陪伴了这对大熊猫 15年的阿德莱德动物园大熊
猫管理员阿丽雅·海沃德表示，和大熊猫在一起的每一
天都很神奇。她说：“‘网网’和‘福妮’永远是我们动物
园大家庭的成员。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它们。”几名来自
普林顿国际学校的小女孩在活动中合唱了一首中文歌
曲，以此向“网网”和“福妮”告别。

欢送大熊猫“网网”“福妮”
活动在南澳大利亚州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