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古代历史人物

德宗初期，吐蕃控制的东迁诸
族成为其南下侵袭的向导和先锋，
延州形势日趋危急。贞元十年
（794），德宗调羁縻门府蕃部首领、
朔方（治所灵武）节度使别将李如暹
为延州刺史，又以其所统诸族部落
蕃兵置安塞军，并由其兼任安塞军
使，总督鄜坊丹延四州军政要务，被
授予诸卫大将军称号。

李如暹先祖为来自西域的粟特
人，唐初举族内迁，羁縻安置于青海
湟水一带。中宗嗣圣元年（684），其
祖李珍以扫平青海叛羌之功，官至
右卫中郎将。其父李义，玄宗时以
讨伐吐蕃叛乱之功，赐姓李氏，赐籍
宗正，遂为陇西人，官拜骠骑将军。
代宗时，李如暹策动吐蕃酋豪杂胡千
余帐归附，安置于灵武羁縻州，这些
杂胡后来成为李如暹门府蕃兵的重
要力量。其以镇抚延州之功加赐
散骑常侍、兵部尚书之衔。其子李

良仅也承袭其职，父子两代镇守延州
三十余年，建功立业，功勋卓著。

李良仅之名史志无载，我们只
能从出土于宝塔区柳林镇虎头峁村
南的《李良仅墓志铭》中窥其大概。

李良仅，字其仅，为如暹次子。
大历八年（773）生于灵武军中。李
如暹镇守延州期间，尚未成年的李
良仅紧随其父左右，任副将。元和
元年（806），李如暹上奏朝廷为子求
官，获得“左神策军先锋兵马使、延
州安塞军蕃落等副使”之职，次年李
如暹卒于延州任上。

李良仅守父丧期间（元和四年
至六年，809—811），咸宁郡王浑瑊
之子浑镐曾出任延州刺史兼安塞军
使。元和六年，李良仅守孝期满，在
而立之年继承其父之职，“领军开
府，一切如故”。白居易代皇帝所拟
的诏书这样评价李良仅：“敕李良
仅。卿久在军门，习知边事，居长恭

恪，动必忠勤，眷乃才良，可分忧寄。
今授卿延州刺史、兼安塞军使，并赐官
告往。延州既兼军镇，且杂蕃戎，防遏
抚绥，两须得所。宜勉所任，用副朕
怀。”李良仅不负朝廷所望，历宪宗、穆
宗、敬宗、文宗四朝，镇守延州十八年，
政绩卓著。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以

“绩效显白，帝用多之，加御史中丞”。
穆宗长庆初（821），又拜御史大夫。敬
宗宝历间（825—826）“诏加散骑常
侍”。时任鄜坊观察副使卢谏卿为其
所撰墓志铭赞誉曰：“太白据乌孙之
野，葱岭压西土之雄，而有禀两地之
精，擅一朝之美者，得我公焉。”

李良仅两个妻子以夫荣贵，均敕
封陇西郡夫人。其中第五氏，为京兆
尹、盐铁度支使、平章事第五琪之孙、
京兆椽第五平之女。其子李拱，任左
神策安塞军押衙、兼衙前副兵马使；李
据，任左神策安塞军押衙、兼押诸蕃府
部落兵马使，仍袭閤门府都督，皆供职

延州军中，“勇冠戎行，艺自轻于前
敌”，可谓将门世家。文宗太和元年
（827），“以公政美绥戎，才推制敌，诏
迁工部尚书焉。公之理延安也十八年
矣，守国家之法令而不敢逾，循尚书之
规模而不敢坏，军事晓畅，人无怨言。
方将开土西戎，率化蛮邦，绝氛候与天
垒，归远人于地维。不幸遘疾，乙太和
二年闰三月廿五日，薨于本州肤施县
三交里之私第，享年卌（五十）六”。

（选自延安地方志丛书、段双印主
编的《延安古代历史人物传》）

唐·镇守延州三十年的李如暹、李良仅父子

遗失声明
父亲王康、母亲段洋洋不慎将儿子王泽同出生证明

丢失，出生证明编号：O610335157，声明作废。
刘宁不慎将位于延安市宝塔区铭馨苑A区 10号楼

1702室的购房收款收据丢失，金额：594951元（伍拾玖万
肆仟玖佰伍拾壹元整），票号：5354655号，声明作废。

刘宁不慎将位于延安市宝塔区铭馨苑A区 10号楼
1702室的购房代收费用收款收据丢失，金额：25112元
（贰万伍仟壹佰壹拾贰元整），票号：5354656号，声明作
废。

延安恒扬泽商贸有限公司不慎将法人（张延安）个
人印鉴丢失，防伪码：6106020209458，声明作废。

延安市农村饮水工程建设指导站工会委员会不慎
将公章丢失，防伪码：6106020107072，声明作废。

延安市农村饮水工程建设指导站工会委员会不慎
将 法 人（杜 雨 乐）个 人 印 鉴 丢 失 ，防 伪 码 ：
6106020107073，声明作废。

延安市宝塔区概森理发店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10602MA717G5A6W，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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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部作品已获中国作协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支持

腰挎长刀的黑袍武士、广袖宽袍
的文士、金冠间色裙的淑女齐齐出现
在车水马龙的台北闹市西门町，引得
往来行人纷纷驻足拍照，好奇地询问

“是什么表演”。
11月的第三个周末是台湾各地

汉服爱好者的年度盛事“台湾汉服
节”。从 2020年 100多位汉服爱好者
的线下聚会开始，汉服节不断壮大，已
接连举办五届。今年除了汉服踩街活
动，还有古风集市、汉服年度大秀、汉
服大使选秀等丰富内容。

从第一届就开始参与活动的钟悯
豪，是汉服节的形象代言人。周六天
气较为炎热，他就选择了轻薄的青色
莲枝纹窄袖袍；周日的汉服踩街活动，
为配合今年汉服节的主题“华夏衣冠，
辰龙衮冕”，他特别穿戴明代中期的皇
家服饰——朱红衮服和翼善冠。

“我目前收藏了 50多套汉服，汉
唐宋明的形制都尝试过。”钟悯豪说，
他接触汉服源于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和

古装电视剧的启发。一开始只是觉得
衣服好看，后来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很
多汉服博主的分享和科普视频，越来
越感兴趣，想知道为什么这么穿、衣料
上的纹样含义、礼服和日常服装的区
别等。

当选 2024台湾汉服节大使的许
雅晴，最初“入坑”是想打扮成武侠剧
里的潇洒侠女，此后慢慢加深了对汉
服背后历史文化传承的认识。

平日里，从事幼教工作的她经常
尝试将汉服和现代服饰相结合，比如
T恤、衬衫与传统马面裙的搭配。“有
的人看到我的混搭穿着会好奇询问，
我就会向他们科普汉服知识。”

自称“簪娘”的蔡景如在古风集市
上摆了个摊位，展示自己和其他“簪
娘”创作的花簪，琳琅满目的作品吸引
了许多人驻足。这里既有台湾本土手
工艺制作的“缠花”，也有大陆传过来
的“绒花”，还有她们自己设计的琉璃
簪花。

“台湾传统的缠花多用在婚礼，颜色
以红色、金色为主，形状也比较固定，我
们用缠花工艺做了新的花形，用更多颜
色搭配汉服穿戴。”蔡景如说，她的“簪
娘”团队固定成员 10人左右，还有不少
人不定期参与，制作的作品大多在网络
平台销售。

“汉服热既是年轻人寻找自己独特
服饰表达的一种尝试，也是一种文化觉
醒。”偏爱明代服饰的蔡景如说，“在台湾
说到传统服饰，很多人会想到少数民族
服饰，但我们汉人的传统服饰是怎样
的？一开始在戏曲、电视剧或传统小说
插画里面寻找，然后慢慢接触到现代汉
服。”

台南寻它记工作室负责人唐华特地
到台北参加汉服节活动，希望吸引北部
的汉服爱好者到台南旅拍。“台南古建
多、乡村多，很适合拍摄古风题材。”

林士民是台湾汉服节的最初发起者
之一。他说：“当初几个同好突发奇想，
某个周末穿汉服到西门町来玩玩，没想

到竟然发展成这么有规模的活动。”今年
的汉服节有1000多人参加踩街活动，为
期两天的古风市集估计也有 3万人流
量。

林士民和钟悯豪刚刚参加过在浙
江西塘举办的汉服文化周。对比大
陆，汉服在台湾仍以个人爱好为主，规
模化的商业开发和研究相对不足。钟
悯豪说：“在台湾拍古风写真，想要打
扮得美美的比较容易，但要找到符合
历史文献、复原得比较好的汉服就相
对困难。”

尽管汉服风潮起步较晚，但汉服文
化在台湾呈现越来越蓬勃的发展趋势。
汉服爱好者会在端午、中秋、春节等传统
节日以及参观博物馆等活动时展示、介
绍汉服搭配，越来越多上班族在日常穿
搭中也会融入汉服元素。

“汉服文化不是简单的服饰，也不是
现在人们口中的‘古装和戏服’，更不是
角色扮演，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
钟悯豪在他社交媒体账号上写道。

“华夏衣冠”闪亮台北
新华社记者 傅双琪 陈君

新华社南宁11月15日电（记者 余俊杰 陈露缘）记者15
日从中国作协获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自2022年启动以
来，至今已支持四期62部作品，其中48部作品已出版或发表。

中国作协推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
攀登计划”以来，各地作协、各文艺类出版社和文学期刊、图书
公司等积极参与，广大作家积极响应，努力创作思想精深、彰
显现实深度和时代高度的文学作品。入选两个计划的作品既
有名家新作，也有青年力作。截至目前，“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计划”入选作品29部，已出版13部；“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已支持四期62部作品，其中48部作品已出版或发表。

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
计划”推进会11月15日在广西南宁召开，旨在总结新经验、探
索新路径，推动两个计划取得突破性进展，助力新时代文学攀
登新高峰、创造新辉煌。

据了解，“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主要依托全国重点文艺
出版社、重点文学期刊等，从作家创作、编辑出版、宣传推广、
成果转化、对外译介等多方面统筹协调，推动文学精品的传
播、转化；“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主要聚焦新时代中国农
业农村农民在经济、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中国作协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积极与读者交流对话、获得反馈、形成联动，让两个计划
的优秀成果被更多人看到、让人民“阅卷”；不断探索新的传播
规律，让优秀文学作品更有效地抵达更多读者。

新华社福州11月18日电（记者 秦宏）福建梁野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近日在动植物监测过程中，
在梁野山自然保护区主峰的西南侧发现了一种此前未见过的
蕨类植物。经专家对采集标本的鉴定，该蕨类植物为鞘舌卷
柏。这是福建省内首次记录到该植物。

福建梁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林裕芳告
诉记者，鞘舌卷柏是卷柏科卷柏属蕨类植物。该植物一般为
土生或石生，匍匐于石灰岩上，常生长在海拔 1000米至 3100
米的山上。其主要形态为沿匍匐茎与分枝断续着生，茎通体
羽状分枝，不呈“之”字形、无关节；禾秆色的叶片全部交互排
列，表面光滑，边缘不为全缘，略具白边。

据介绍，鞘舌卷柏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此次梁野
山自然保护区发现该蕨类植物不仅扩大了其分布区域记录，
也进一步丰富了福建野生蕨类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记录。

福建发现省内新记录蕨类植物

新华社厦门11月18日电（记者
付敏）第十五场“两岸学者面对面”系
列活动18日在厦门大学举办，来自大
陆和台湾的学者围绕“台湾历史上的
客家人”主题展开学术对话。

台湾闽南暨客家文化知名研究
者、纽约两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汤锦台是客家人，对两岸客家具有深
厚的情结。他从历史角度切入，依托
大量调查与访谈，以早期迁移至台湾
的客家人的生态为引，对客家人在台
湾的历史正本清源。

汤锦台认为，早期台湾历史上的
客家人聚居在高雄、屏东、苗栗等地，
推动了台湾丘陵、山地的开发。其后
因帮助朝廷平复叛乱而被封为“义
民”，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对台中平
原的开发作出重要贡献。台湾岛内南
北两客家中心逐渐形成，闽客关系在
竞争与合作中不断发展融合。

“明末清初，在士绅圈的影响
下，客家人的团结意识逐渐凝聚，文
教在其家国气节的传承中功不可
没，客家人的武装抗日成为台湾维

护地方稳定发展、反击外来侵略的重
要力量。”他说。

汤锦台批判岛内政治势力完全罔顾
历史，肆意消费“客家主体性”。他呼吁
摒弃狭隘心态，做好“大客家”研究，才是
两岸学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闽台缘
博物馆原馆长杨彦杰指出，台湾客家移
民的源头在闽粤交界处，客家人在台湾
开发的整个过程中功不可没，尤其是在
平原与山区的拓垦、文化与社会的建构
等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闽客关系与客家文化的探讨中，
杨彦杰以闽南人的视角观察客家，对客
家人的团结性、秩序性及其对教育的高
度重视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其代代相传
的家国情怀等近代客家核心价值对台湾
社会具有深远影响。

2023年 3月启动的“两岸学者面对
面”系列学术活动由中华文化学院、厦门
大学和华侨大学联合主办，每场活动邀请
大陆和台湾学者就同一议题展开深度对
谈。本次活动由厦门大学和中华文化学
院共同主办，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承办。

两岸学者共谈“台湾历史上的客家人”

11月12日，曲靖市第二小学的学生
在创作当地特色的爨文化版画作品。

近年来，云南省曲靖市第二小学将
传统文化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开设富有
地方特色的音乐、书法、绘画等课程，丰
富校园文化生活，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
长。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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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延安监管分局（延金监
复﹝2024﹞35号）文件的批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志丹支公司城区营销服务部（许可证机构编码：
000005610625001；许可证印刷号：00119338）从陕西省
延安市志丹县前广场对面老凤祥 2楼，现迁址至陕西省
延安市志丹县双拥街福利厂159号6楼。

联系电话：0911-8202360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
2024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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