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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在“过渡·转变——黄
岩沙埠窑考古成果展”上，部分沙埠窑瓷
器标本与北宋其他瓷窑的瓷器标本对比
展出。

河北的定窑、陕西的耀州窑、浙江东
部的越窑、浙江西南部的龙泉窑，它们都
是宋代著名的瓷窑。而在浙江省台州市
黄岩区，考古工作者在当地的宋代窑址中
发现分别具有上述四处瓷窑风格的瓷器
残件。这处名为沙埠窑的遗址群见证了
宋代青瓷业的转变。

“过渡·转变——黄岩沙埠窑考古成
果展”日前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开
幕，向观众展现了2019年以来沙埠窑遗址
群的考古成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沙埠窑考古工作站站长谢西营介绍说，之
所以将展名定为“过渡”“转变”，就是因为
宋代青瓷业的一次重要变迁在沙埠窑考
古中找到了充分的实证。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而第一种成熟的
瓷器就是青瓷。在东汉时期，位于浙东
的越窑率先烧出了青瓷。到北宋中期，
越窑开始衰落。到北宋晚期，位于浙西
南的龙泉窑兴起，它生产的龙泉青瓷在
南宋、元代和明早期盛极一时。两大著
名的瓷窑是如何完成“交接棒”的？谢
西营说，从地理位置上看，介于两者之
间的沙埠窑是一个枢纽。2022 年 11 月，
考古工作者在沙埠窑遗址群的竹家岭窑
址发掘，身后就是厚厚的瓷片和窑具的堆
积层。

沙 埠 窑 遗 址 群 是 1956 年 至 1958
年，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学者在

当时的黄岩县沙埠乡最早发现的。上
世纪 80 年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派出专人赴当地专题调查。 2018 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黄岩区博物
馆再度对此作了专题调查。从 2019 年
至 2022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和黄岩区
博物馆等单位对遗址群进行了主动性
考古发掘。

6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累计发现了10
多处窑址点。而近年来的主动性考古发
掘共发现了 4条龙窑窑炉遗址。其中有 1
条龙窑长达 72.32 米，是浙江境内发现的
最长的宋代龙窑遗址，体现了窑工控制火
候的高超技艺。根据此前的发现，浙江境
内的唐宋时期龙窑遗址的长度一般为四
五十米，只有元代龙窑遗址才有与这处遗
址相近的长度。

此外，遗址群还出土了大量瓷器残件
和烧制瓷器的窑具残件，据测算，前者有
数十万片，后者有 200 多吨。出土的瓷
器中绝大多数是青瓷，少部分是酱釉
瓷。不少青瓷上带有花卉纹、龙凤纹、鹦
鹉纹或婴戏纹，见证了宋代瓷工的高超
刻画技艺。

“此次展出的出土瓷器，是沙埠窑瓷
器的精品。”谢西营说，沙埠窑的生产始
于晚唐，到北宋中晚期达到鼎盛，对青
瓷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生
产的瓷器涉及食器、茶器、酒器和香器，器
类丰富，品质优良，是宋朝人日常生活的
实证。

（记者冯源）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记者王珏
玢、邓华宁）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获悉，中、法、德等国古生
物学者通过建立远古蝈蝈化石的形态数
据库，还原重建出这类昆虫在远古时期
的鸣声特点。研究发现，早在 2.4 亿年
前，蝈蝈已经能发出多种不同频率的鸣
声。相关研究成果 13 日发表在《美国科
学院院报》上。

蝈蝈学名螽斯，是一类鸣声洪亮的常
见昆虫。此次研究中，科研人员检视了全
球各地馆藏的1000多块化石标本，建立起
2.4 亿至 1 亿年前远古蝈蝈化石的关键形
态特征数据库，并对这一时期蝈蝈的鸣声
频率进行了系统重建。研究发现，早在2.4
亿年前，蝈蝈的鸣声频率已经复杂多样，
在 4至 16千赫兹均有分布。此时，一部分
蝈蝈已能发出 12 至 16 千赫兹的高频鸣
声，这也是迄今整个动物界最古老的高频
声音记录。

进一步的数据库分析表明，2.4亿至 1
亿年前，不同种类的蝈蝈发声频率明显不
同，这极大地降低了干扰，提高了声音交
流的效率。综合蝈蝈鸣器、听器的形态特
点，研究人员判断，早在 1.6 亿年前，雄性
蝈蝈之间已经能靠声音传递如争夺领地、
求偶等复杂信号。

综合其他古生物化石证据，研究团队
还对远古森林中的声音做了还原。“我们
发现，在2亿多年前，森林中的声音由昆虫
鸣声占据主导。到 1.8亿至 1.6亿年前，增
添了青蛙、鸟类的声音。直到大约 1 亿年
前，各类鸣声动物种类增多，渐趋复杂的

‘森林交响乐’也越来越接近现代的面
貌。”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古所研究
员王博说。

这处窑址群，
见证宋代青瓷业一次重要“变迁”

1.6亿年前蝈蝈生态复原图。（杨定华绘制）

2.4亿年前蝈蝈的鸣器：音齿（红框内部分）及其局部
放大图（右）。 （中科院南古所供图）

1.6亿年前蝈蝈的听器（红框内部分）及其局部放
大图（右）。 （中科院南古所供图）

科学家还原2.4亿年前蝈蝈鸣声

新华社台北 12月 12 日电
（记者黄扬、赵博）由两岸有关机
构共同主办的 2022 海峡两岸年
度汉字评选结果 12 日在台北揭
晓，“思”字以最高票当选。

活动于 11月 9日正式启动，
邀请两岸各界知名人士参与推
选汉字，从中遴选36个候选年度
汉字，于12月2日至11日进行网
络票选。

网络票选活动共计收到超
过 1476 万 张 投 票 。“ 思 ”字 以
584796票的最高得票数，从“转”

“宽”“盼”“解”“淡”“争”等候选
字中脱颖而出，当选2022海峡两
岸年度汉字。

“思”字由方正字库设计总
监汪文推荐，推荐理由为“疫情
阻隔，两岸、异地相思，两岸关系
也需要深思”。来自台湾中华书
学会的十名书法家现场挥毫泼
墨，以多种字体书写“思”字，展
示中华汉字的无穷韵味。

厦门《海西晨报》社长兼总
编辑陈炜明通过视频连线致辞
表示，“思”字内涵丰富，直接反
映两岸民众当下的心态。我们
要深思两岸关系的未来，要谋划
两岸中国人的前途。站在新的
历史节点，如何进一步推动两岸
交流，促进心灵契合，需要两岸
智者的深思。

台湾中华书学会会长张炳

煌受访表示，今年的“思”字反映
了民众所想所盼。经历过去几
年的“困”“闷”“难”，大家都在思
考走出困境的办法与出路。希
望经过冷静思考，两岸民众能够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走上康庄大
道。

本次活动由厦门海沧台商
投资区管委会、海沧区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旺旺中时媒体集团、
厦门日报社等主办，台湾中华书
学会、厦门市书法家协会、旺台
两岸互信基金会、厦门《海西晨
报》、台湾《工商时报》等机构承
办。

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
动从 2008 年开始，以“汉字文化
搭桥，书写两岸民意”为主题，今
年为第 15 届。此前活动曾评选
出“震”“生”“涨”“微”“平”“进”

“转”“和”“变”“创”“望”“困”
“闷”“难”等14个两岸年度汉字。

厦门市海沧区文联主席陈
意安在视频致辞时表示，每一个
年度汉字的产生，既是两岸民心
民意的生动反映，也是联结两岸
情感的最佳代言，有力地印证两
岸民众的血缘相亲、文缘相承。

此 次 活 动 也 是 2022 海 峡
两 岸 汉 字 节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海峡两岸汉字节自 2008
年创办，是两岸文化交流盛事
之一。

“思”字当选2022
海峡两岸年度汉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