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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潘莹

“汉将耿恭的疏勒城找到了！”
5月初，来自考古界的一则消息，让

久悬未决的学术疑团有了答案——新
疆奇台县的石城子遗址被确定为东汉
“疏勒城”旧址。这一发现被列入 201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公元前 60 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
府。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史书记载，东汉明帝时，遣西域都
护陈睦驻乌垒（今轮台镇）、己校尉关宠
驻柳中（今鄯善县鲁克沁镇），戊校尉耿
恭驻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县）。
公元75年，数万匈奴军大举来袭。汉

将耿恭移兵易守难攻的疏勒城，以区区
数百人，在断水、缺粮条件下，竟坚守数
月之久，直至援军赶到，书写了“疏勒城
保卫战”的光辉篇章，为中华民族几千年
来保家卫国、团结御侮的光荣传统，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石城子遗址是汉代中原王朝治理和
管辖西域的历史见证。此次“疏勒城”的
考古大发现，澄清了此前学界对其地理
方位的模糊认识，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新
疆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准确可靠、
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征
鲜明的汉代古遗址。其考古成果对于阐
释新疆自汉代开始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
化交流交融、息息相通的历史史实，具有
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在，不妨跟随我们一起，探访英雄
之城“疏勒城”及其所在地奇台，探寻它
们在丝绸之路北道上的沉浮变迁。

“疏勒城”揭开面纱

夏日，天山东段博格达山北麓的江
布拉克景区，绿草茵茵、麦浪滚滚。流连
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上，远眺雪峰，近抚翠
植，领略开阔平原吹来的清风，令人心旷
神怡。

很难想象，历史上著名的“疏勒城保
卫战”古战场就隐身在眼前美景中。

在奇台县博物馆馆长李远娇带领
下，我们沿景区蜿蜒曲折的山路下行，往
一处毫不起眼的岔口拐入，继续下山，再
上坡，没多久便来到一处紧邻山涧的突
出山嘴上。

“疏勒城”出现在眼前。
这里地表尽是荒草，东南临深涧，北

面是陡坡，南面地势虽低但坡度较大。若
不是立有“石城子遗址”石碑、建有保护
考古挖掘现场的彩钢房，很难分辨此处
与周边山头有何差异。

“出于文物保护需要，我们最近劝返
了不少慕名前来的游客，他们很好奇耿
恭当年战斗过的疏勒城到底什么样。”李
远娇笑言。

1972年，当地开展文物普查时发现
这一遗址。因城址位于山崖之上，部分地

表岩石裸露，当地人称其为“石城子”。
当时在西北城角尚有角堡残迹。城

内出土大量云纹瓦当、大板瓦残片、青灰
石砖、陶器等具有明显汉代特征的文物。

此后，有研究人员初步认定这里应
是汉代军事要地，并结合史料中“以疏勒
城旁有涧水可固”等描述，判断此地可能
是东汉名将耿恭孤军对抗匈奴大军的
“疏勒城”。

但学界对此存多种不同看法。有观
点认为耿恭驻守的“疏勒城”当位于“金
满城”所在的吉木萨尔地区；有人将之与
塔里木盆地疏勒国相联系，提出“疏勒
城”可能位于天山以南。

“疏勒城”究竟所在何处，显得扑朔
迷离。

2014 年至 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城子遗址进行
系统考古勘探和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经过 6 年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以
及运用三维建模、考古资料数据库等现
代技术手段，考古专家确认石城子遗址
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 380 米、东西
宽 280 米，总面积约 11万平方米，由城
址、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等三部分构成。其
中，城址依山形水势而建，北、西面筑墙，
东、南以深涧为屏障，城墙西北角和东北
角各有角楼 1座，北墙上有马面 2座，西
墙外约 10 米处有护城壕。城内所出土的
砖、瓦当、陶罐等器物均是采用中原传统
技术和装饰母题在本地制作。

此次考古项目负责人田小红及其团
队认为，石城子遗址建制上严格遵循汉
代边郡的军事建筑规制。与高昌故城附
近“高昌壁”所属遗物及甘肃敦煌市悬泉
置遗址、马圈湾遗址所出有关戊己校尉
汉简资料结合，共同实证了两汉时期设
立西域都护府之后，有效管辖西域军政
事务的辉煌历史。参照文献记载，基本确
定石城子遗址即为东汉耿恭驻守的“疏
勒城”旧址。

耿恭和战友们同仇敌忾、视死如归、
绝不投降的英雄事迹，感人至深，广为传
颂，并永载史册。

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耿弇列传》
一节中附耿恭传，介绍了耿恭生平，并详
细记录“疏勒城保卫战”经过。其中提到，
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引兵据
之。期间，击退敌军数次强攻，遭遇断水、
缺粮危机。渴了，“笮马粪汁而饮之”；饿
了，“乃煮铠弩，食其筋革”。匈奴想招降
他，打算“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耿恭
不为所动，“与士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
心”。然而，战士们还是因伤病、饥饿不断
减员。在坚守孤城达8个月之久，终于等
到援军时，只剩26人。随援军且战且行，
撤回玉门关时，耿恭部仅活13人。
时人感佩他们的英雄气概，中郎将郑

众上疏：“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
冲，对数万之众……卒全忠勇，不为大汉
耻。”司徒鲍昱赞扬耿恭“节过苏武”。

范晔感慨：“余初读《苏武传》，感其
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
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

以至是乎！”

见证交流融合的“唐朝墩”

史载，当时西域都护陈睦、戊己校
尉蒙难西域时期，恰逢汉明帝驾崩，朝
廷上下一片动荡。

待汉章帝继位后，是否派兵赴西
域，能否来得及拯救受匈奴所困将士，
引发朝臣争议。《后汉书》记载：“司徒鲍
昱议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
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
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
寇，陛下将何以使将？’”

如果说“救与不救”的争论，客观上
增进了汉代人对西域重要战略地位的
认知，那么汉章帝采纳鲍昱奏议，派军
远赴天山北麓，救回危在旦夕的耿恭残
部，并加以封赏，这一系列事件无疑增
添了汉王朝的政治威望，并坚定了中央
王朝继续管理西域的信心和决心。

耿恭率部“死守”的疏勒城，在他们
获援军接应并撤走关内后，终于还是陷
落。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管理一时间遭遇
挫折。但在此役中，东汉将士们“不为大
汉耻”“节过苏武”“义重于生”的爱国精
神和崇高气节，作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
的精神追求，激励历朝历代华夏子孙，胸
怀爱国热情，远赴边塞，建功立业，为中
华民族“大一统”贡献力量。

离开位于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
的石城子遗址，驱车北行约一个多小时，
即进入有“古城”之称的奇台县。在县城
东北一处被围栏保护起来的大片空地
上，又一座千年古城遗址——唐朝墩古
城尽在眼前。

光绪三十四年的《奇台县乡土志》记
载：“古城北有废城一座，土人相传系唐
朝征西时所筑。古城之名即取其意。”可
见，今天的奇台早在清代时已有“古城”

之名。唐朝墩因北墙中部耸立一巨大土
墩而得名。

2018 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魏坚
教授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
古文博系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
对唐朝墩古城遗址进行了持续考古调
查、勘探和发掘。考古发现，遗址平面大
致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址东西宽约 341
米，南北长约 465 米，按唐代里程换算，
规模约为唐代一坊之大小。清代光绪年
间修奇台县城，从城址西南穿过，破坏了
唐朝墩古城的西南区域，形成了现在不
规则的形状。

考古工作者在早期地层堆积和遗迹
中，发现风字砚、墨书“白米”“十三”字迹
的陶片等带有明显中原风格的遗物。当
前这项考古工作仍未结束。综合已有考
古发现并结合相关史籍记载，专家认为，
唐朝墩是唐代庭州所辖的蒲类县县治所
在，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历经多次战乱，
一直沿用至蒙元时期，可能在 14世纪察
合台汗国时期废弃。

公元 640 年，唐王朝设庭州，州治在
今天吉木萨尔境内的北庭古城，蒲类县

为其下辖县之一。从地理位置看，奇台位
于天山东段博格达山与古尔班通古特沙
漠之间的绿色廊道上，丝绸之路北道自
伊吾越天山后穿行于此，是从长安至中
亚碎叶城途经的重要国际通道。而始自
汉代的屯田建设历史，加上当地得天独
厚的气候水土条件，农业经济根基深厚，
是天山北部有名的“粮仓”，自然担负起
为天山以北的军政活动提供重要保障的
职责，同时也为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发挥
重要作用。

“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
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
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从唐代
诗人骆宾王的《从军行》中，可以感受到
当时人们从军报国，远赴边塞建功立业
的豪情壮志。

这一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更加密切，人员交往交流频繁，促进了各
民族融合趋势。由此，唐代经营西域开创
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旱码头”的曲折发展

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平定了天山南
北多股叛乱势力，完成了统一新疆大业，
于 1884 年设立行省。

据《奇台县志》记载，乾隆年间，清军
在奇台驻军屯垦，1773年设县。

当时，关内京、津、晋商人的货运驼
队，过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越阿尔泰山，
进入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把奇台作
为驼运的终点，带来内地的茶、布料、瓷
器等商品，再把新疆的土特产、药材等转
运回关内。一时间，奇台商贾云集、商号
林立，货栈、手工作坊星罗棋布。清光绪
年间，奇台已是新疆最大的商品集散地，

人称“金奇台、旱码头”，与哈密、乌鲁
木齐、伊犁并称新疆四大商业都会。

“到了古城子，跌倒拾银子”，这句流传
至今的民间俗语，道出了“金奇台、旱
码头”的繁荣富庶。

道光年间，英勇抵御外侮的禁烟
英雄林则徐官场失意，发配新疆，经哈
密、奇台，到伊犁。短暂停留奇台时，描
写这里“贸易颇多，田畴弥望”。“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
徐身处逆境仍心怀报国之志，在新疆
期间，他关注西陲边防问题并积极谏
言。被朝廷重新起用后，他对西北边防
重要性的认知影响了包括左宗棠等一
批后辈。

清朝后期，西北边疆面临内忧外
患，阿古柏祸乱、沙俄入侵令新疆局势
岌岌可危。清廷上下引发了激烈的“海
防与塞防之争”。“海防派”一度主张放
弃新疆，而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力
排众议，作出关于西北边防问题的著
名论断：“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
古者，所以卫京师。自撤藩篱，则我退
寸而寇进尺。”最终，“塞防派”观点获
清政府支持，左宗棠临危受命，率军西
征，并成功收复新疆。

奇台是当时左宗棠进疆部队重要
的购粮基地。

在奇台县碧流河镇塘坊门村，记
者拜访了当地远近闻名的“盛大户”。
这个家族祖籍甘肃武威，先祖从军，随
清军入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就地解
甲归田，定居吉木萨尔、奇台一带，以
农耕为生，繁衍生息 300 余年。

盛氏家族的后人盛国栋是当地一
名退休教师。据他介绍，回顾家族历
史，在最困难的兵荒马乱年代，盛氏险

些被灭族。
阿古柏入侵新疆期间，大肆屠杀各

族民众，其帮凶白彦虎势力在北疆烧杀
抢掠，民不聊生。盛氏一门 36 人欲往原
籍武威逃难，还未出新疆，在半道遭到
杀戮，仅一名 13岁男孩幸免。后来他参
与地方民团，配合左宗棠大军收复新疆
战事活动，直至战乱平息，盛氏一族得
以延续，并在塘坊门定居至今。

盛国栋带记者参观了始建于 1885
年的“盛家老上房”，四梁八柱、榫卯结
构、雕梁画栋，完全参照内地民居建筑
样式，请内地匠人历时 2 年多打造而
成，至今基本保存完整。他又拿出一张
拍摄于 1948 年的老照片，是当时祖孙
三代 29 人的“全家福”，记录下“盛大
户”当年家业昌盛、人丁兴旺的情景。

“新中国成立之前，盛氏一族的历
史，既是一部从军征战、开荒屯田、发扬
农耕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血泪斑斑、
生离死别、艰苦卓绝的人生奋斗史。”盛
国栋说，新中国成立后，盛家后人积极
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大潮，在各行各业争
作贡献。

从汉代疏勒城、唐朝蒲类县走来，
步入近代以来的“旱码头”，如今，具有
深厚文化底蕴的奇台，不仅是一座历史
名城，也是闻名于世的“中国麦乡”、中
国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

人们没有忘记耿恭。近年来，关于
这位英雄人物的小说、诗歌、美术等文
艺作品陆续问世。眼下，在石城子遗址
不远处的一处山涧旁，一座仿造汉代边
塞军城的古城，拔地而起。

李远娇告诉记者，这是正在建设中
的疏勒城影视基地，目前主体工程已完
成，一部关于耿恭的电影将在此拍摄。

大图：自北向南拍摄的“疏勒城”西北角楼及城墙（2017 年 6 月 22 日摄）。
小图：新疆石城子遗址出土的骨镞（2016 年 8 月 22 日摄）。 新华社发

让中华文明“提前”1000 多年，就是这座“城”

硬硬汉汉耿耿恭恭““单单兵兵守守孤孤城城””，，就就是是这这座座城城

本报记者冯源、段菁菁

5000 多年前，良渚古城开始兴建；
84 年前，良渚遗址初露端倪；34 年前，
“玉琮王”在反山墓地出土；13 年前，良
渚古城遗址面世；5 年前，良渚古城外围
水利工程发现；1 年前，2019 年 7 月 6
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 43届
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
界文化遗产。

前人书写了历史，而历史又塑造着
后人。古人建设了良渚，而良渚又震撼着
今人。这里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圣
地，让人可以仰望中华。

建设·探索：感受中华的力量

良渚古城遗址内外有许多“山”：莫
角山、乌龟山、卞家山、狮子山、塘山……
它们相当低矮。

许多“山”是堆出来的。据测算，良渚
古城遗址和外围水利工程所需的土石方
量共计 1005万立方米，而古埃及吉萨金
字塔群所需土石方量为 504万立方米。
除了良渚时代中晚期才兴建起来的良

渚古城外郭城，在良渚时代的早期，先民们
需要短时间堆筑起 917万立方米土石方。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考虑到主客观

因素，假设每年有 1万名劳力，农闲时工
作 100 天，每天每 3 人堆筑 1 立方米计，
需要 27 . 5 年。如果他们连续不断工作，
则需要 7 . 5 年。

2016 年 11月 25 日，良渚遗址考古
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傍晚休会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
两位前辈学者牟永抗和王明达，以及中
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楠，随着所长刘斌研

究员的一声招呼，“30 年前挖反山”的四
个老同事合了一张影。

一个“挖”字，总让人联想到要移开
太行和王屋的愚公。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些土山，纵
有机械助力，在关键之处，仍然需要考古
队员和技术工人，一钻一钻、一铲一铲，
开出一个个探方，剖出一道道层位，取出
一件件文物，发现一座座遗址：

反山遗址、瑶山遗址——“七五”时
期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汇观山遗址、莫
角山遗址——“八五”时期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良渚古城遗址—— 2007 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
工程遗址—— 2015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稍远之处，还有玉架山遗址——
201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30 多年间，良渚遗址考古贡献了七
处“十大”。而作为中国考古界的最高奖
项，全国田野考古一等奖从 1993 年开评
至今，良渚古城和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
程遗址双双名列其中。

可以说“手气”好，也可以说成果多，
这都是今人的力量。
江南的考古工地，探方里冬天湿冷刺

骨，夏天暑热蒸人，春秋两季若逢阴雨，原本
埋藏就浅的地下水便肆意渗透。而不“挖”的
时候，他们还要整理器物，绘图拍照，撰写论
文、报告……此外，考古人还要协调工地内
外的各种关系，要保文物、保遗址，要较真。

因为要出版“良渚系列丛书”，浙江
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和考古人打过不
少交道，原以为考古人都是书斋里的学
者，结果发现他们口才了得。好奇探问之
后，一位考古人笑答，这是多年在工地上
和各方人士讨价还价练出来的。

有时，考古可以带来类似牛顿在苹

果树下、阿基米德在澡堂子里的发现之
乐。刘斌的同事、王宁远研究员常笑说自
己在电脑上细看卫星照片时，鼠标往上
点过头了，定睛一看，“点”出了良渚古城
外围水利工程遗址的依稀轮廓。

更多时，考古可以彰显不断追溯文
明源头的终极价值，激励考古人探索
前行。

“从 1936年，施昕更先生发现良渚开
始，良渚遗址的考古与保护，凝结了四代
考古人和文保人的汗水和心血。”大学毕
业后就来到良渚的刘斌说。

如今，良渚考古已经有了年轻人，广
泛使用着遥感、测绘、同位素分析、地理
信息系统等新技术，其研究方向正向数
字考古、动植物考古、地质考古、环境考
古、文物保护等方向发展。

刘斌经常以庞贝古城举例，它的考
古发掘已有两个多世纪，至今仍在继续。
有意大利学者说，这项工作至少还要再
做 250 年。这是对待重要的考古遗址，应
有的严谨、负责的态度。

规划·认知：感受中华的视野

“城，以盛民也。”
良渚古城占地约 631公顷。良渚申

遗顾问，中国建筑设计规划研究院总规
划师陈同滨研究员说，古城建成 2000 年
后，殷墟及洹北商城的规模才超过了它。
陈同滨说，良渚古城的建设理念是“藏

礼于器、藏礼于城”，建设技术则因地制宜。
它有三重空间，以中为尊，追求高耸，同时
建设具有防洪、灌溉等功能的外围水利系
统，在湿地上营建城市，让先民临水而居。
三重空间、以中为尊的规划在中国古代礼
制社会的都城规划中多次出现。

古城的西北方向有一整套中国最为
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由一座长堤和
一组 10座高低坝组成，可以拦蓄 13 平
方公里的水面，总库容量约 4600万立方
米，分别是杭州西湖的 1 . 5 倍和 4 倍，
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

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湿地上兴建的。当
时，人们先在湿地上堆起墩台，再在上面
修建房屋和宫殿。王宁远每次都拿旅游热
门地乌镇作比方：“就是同样的格局。”

只有同等宽广的视野，后人才能够
洞悉良渚之秘。

1959 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所长夏鼐，首次公开提出了“良渚
文化”的命名。

1977 年，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就判断，良渚应该
是“最古老的杭州”。他提出了中华文明
起源的“满天星斗说”。

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原故宫博物院
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则论证，良渚
文化所属的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进入文明
阶段，良渚文明应该是神权军权并重的
神王之国的国家形态。

“当时的古城是按照 100平方公里的
范围来控制山川地理的，我们也把这一地
理单元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刘斌说。

如今，这 1000 平方公里是两项重大
专项课题的重要“战场”——课题一：“考
古中国——从崧泽到良渚：长江下游区域
文明模式研究（2020-2025）”；课题二：“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2019-2022）”。

在“考古中国”课题前一阶段的课题
中，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发现了位于德清
县雷甸镇的中初鸣遗址群。它位于良渚
古城遗址的东北方向，直线距离约 18公
里。从 2017 年至今，它的勘探面积已达

100 万平方米，比两个天安门广场还要
大。它就是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发现的。

“现在国际考古学界判断文明的标
准也在进步，进入了社会考古学的层面，
更会从人类学角度考虑，看它的社会结
构是否复杂。”陈同滨说，“这也符合世界
遗产的普遍价值标准（OUV），OUV标
准就是为了解决不同文化间互相不理解
不认可的问题。”

2019 年底，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
福儒勋爵第三次来到良渚古城遗址考
察。“我不是良渚研究的专家，我是它的
一个仰慕者。良渚让中国文明‘提前’了
1000 多年……在 20世纪 20 年代，许多
人认为人类文明是单一起源的，我认为
这样的观点是愚蠢的。”

源远·流长：呵护中华的文心

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
中国的玉文化在良渚社会达到了史

前高峰。它有一套以琮、璧、钺等为代表的
玉礼器系统，不少礼器还雕有神徽，并在
环太湖流域的多个遗址出土。它们是维系
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

太湖流域是鱼米之乡。良渚古城内的
池中寺遗址曾发现约 20万公斤炭化稻
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指
出，良渚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
下游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发端，这与中原
及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经
济模式下产生的文明有着鲜明区别。

1936 年发现良渚遗址的是本地走
出来的考古学家施昕更。抗战之时，他在
考古报告《良渚》中的文字是那样慷慨激
昂：“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
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

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
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
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
使毁损厘毫……”

1985年，作为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
专业“史上分配到最南”的毕业生，原籍陕
西的刘斌来到杭州。至今，他仍记得从反
山遗址 12号墓中捧出那件“琮王”时，手
上那种沉甸甸的感觉，也能想起，思索良
渚古城遗迹时的那些不眠之夜。

2006 年 4月，在距离良渚古城遗
址直线距离不到 3公里的港南村，村
民康宏果在建房时，发现了两枚玉璧，
他和担任业余文保员的父亲康烈华立
即向文保部门报告，最终这个村出土
了 9座墓葬、200多件玉器。

近 20 年前，要关停遗址周边的石
矿山，当时的余杭市，市镇两级政府面
对矿主和工人，也可谓费尽口舌。

“现在想起来，关掉石矿绝对是好事
情。”一位老镇长说，石矿开采不但噪音
大、粉尘浓，而且变了人心。“当时村里的
孩子都不要读书了，说卖石头就吃喝不
愁，还读书干吗……而现在，污染少了，
噪声没了，环境好了，空气也新鲜了，人
们又没有变穷，生活反而更好了。”
丘陵起伏，水道纵横，芳草萋萋，绿

树成荫，夏日里，这是一处紧邻城市而
无喧嚣的净土。这里就是有限开放已近
一年的良渚遗址国家公园。

杜甫登高，远望沙渚，映入眼帘的
是自由的飞鸟。孟浩然泊舟烟渚，萌发
出客中的愁绪。屈原眺望洲渚，看到了
翩然的女神。

而在良渚，人又能见到何等的良
辰美景？

——中华五千年文明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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