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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运通 实习记者 顾祎馨）从 1

列到 500 列，从苏州到中欧、中俄、中亚……2022

年，苏州中欧班列已运行了整整 10 年，这条横跨亚

欧大陆的班列正疾驰在新“ 丝路”上。如今，苏州中

欧班列出口单箱货值长期居全国首位，本地货源接

近一半，省内货源超过七成，为苏州本地及区域社会

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2 年 11 月，苏州首次开行“苏满欧 ”国际铁

路货运班列，成为江苏第一、全国第三的开行中欧班

列的城市。十年后，苏州中欧班列已由“苏满欧”单

线，逐步拓展中俄、中亚、东盟多线双向发展，开行

“苏州—波兰”、“苏州—德国”、“苏州—俄罗斯”、“苏

州—芬兰”等9条国际班列线路，苏州中欧班列初步

形成了集中欧、中亚、中俄进出口班列为一体的国际

铁路货运班列平台，其中“苏州—波兰”纵贯华东、华

北、东北，经内蒙古满洲里出境，横跨俄罗斯、白俄罗

斯全境，最终到达波兰华沙，出口班列最短用时12

天，进口班列最短用时14天。而今年更新增了“苏

州—果斯—米兰”、“苏州—果斯—波季”、“苏州—磨

憨—老挝”等线路。苏州中欧班列线路越来越多，宛

如一条条澎湃的大动脉，助力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合

作共赢。

苏州中欧班列通过打造“中欧班列+跨境电商”

模式，为苏州外贸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特别是今

年，“中欧班列+跨境电商”有效打通了全球疫情及

俄乌冲突背景下跨境电商行业商品出口的“堵点”，

保障跨境电商专列稳定运行，助力苏州本地企业拓

展外贸新业态。2022年1月至10月，通过中欧班列

发出去的跨境电子商务出口值约1.36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32%。

苏州中欧班列还开通了“铁路快通模式”，相较

传统转关模式，“铁路快通模式”可以在班列发运前

由报关行在属地申报出口信息，货物不需要口岸海

关做转关核销即可直接放行，在整体运输时间上缩

短1-2天。“这一举措实现了海关、铁路和企业数据

互联互通，确保中欧班列在口岸高效通行，单箱成本

节约200元以上。”苏州市优吉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奇麟表示。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苏州中欧班列作为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防疫物资的承运商之

一，与海关和班列沿线境外运营商保持密切沟通，全

力配合防疫重点物资的查验通关，期间共搭载出口

口罩超3亿只，防护服200多万套，有力支援了“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防疫抗疫工作，努力将中欧班列

打造成了沿线国家抗疫的重要“补给线”和“生命

线”。

从1到500，苏州中欧班列十年疾驰新“丝路”

(本报讯/记者 夏天）11月29日下午，全国首

个地级市古籍馆——苏州古籍馆在苏州图书馆揭

牌。作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现有古籍

古籍藏量达百万册。古籍馆是古籍工作的重要载

体，苏州古籍馆将打造成全市古籍的典藏和研究

基地。

古籍，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

体系的载体，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加强文物古

籍保护利用”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苏

州市的古籍保护“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为工作方针，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已

有苏州图书馆、常熟市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

吴江区图书馆和苏州博物馆等5家单位入选“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宋刻《容斋随笔》《东莱吕太

史文集》元刻《春秋属辞》《唐书》等319部古籍入

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量均位居全国同类城

市之首。2014年苏州图书馆和吴江区图书馆同

时被授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

号，入选名额占江苏全省一半。

在古籍修复、古籍数字化、古籍宣传普及、古

籍整理与研究等方面，苏州的古籍收藏单位都取

得了突出的成就。以苏州图书馆为例，自2007年

开始，苏州图书馆就逐步推进馆藏古籍文献数字

化工程。截至目前，已完成数字化古籍1496部，

829640页，容量达16.12TB。同时，还建立起了包

含苏州古代地方文献、馆藏珍贵古籍、苏州地区家

谱以及苏州文人别集等内容的“苏州图书馆古籍

库”，并实现了远程登录、图文对照、全文检索、繁

简字转换等功能，大大便利了读者的使用，为古籍

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揭牌仪式上，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洁

为“苏州古籍馆”揭牌；苏州图书馆获颁江苏省内

首个“中华经典传习所”铜牌；苏州图书馆、常熟市

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吴江区图书馆、苏州博

物馆等5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签署古籍数字

化战略合作协议。

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熊

远明发来在线致辞。他表示，苏州古籍馆的建立，

标志着苏州市古籍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

段。

未来，苏州古籍馆将结合苏州图书馆天香小

筑修缮工程，利用展览、活动等形式，打造古籍活

化样本。深入挖掘江南典籍中蕴含的人文精神、

文化内涵和共同价值；着力建设一支在典藏保护、

展览展示、修复加工等方面业务精湛的人才队伍，

打造一个全市统一的古籍数字化平台，开设一批

典籍研究班、传习班和吟诵班，真正让典籍里的苏

州“活”在当下、走进生活。

全国首个地级市
古籍馆苏州揭牌

(本报讯/记者 杨基宁）揭示文明之源，照亮前进

之路。11月28日，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启动，苏

州成为国内首个实施文明探源工程的地级市。同

步启动的，还有草鞋山遗址的第八次考古发掘。

近日，苏州市委、市政府正式发布了《苏州地域

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意见》，确立了苏州市开展地域

文明探源工程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成立了由市

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市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强化

文明探源组织保障。

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围绕太湖流域文明、史

前文化、吴文化、古城研究等重要课题开展研究。

为深入揭示苏州地域历史文化的内涵和独特地位，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八大重

点课题，努力破解历史之谜、回答重大问题。

启动仪式上，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特别对草鞋山

遗址历次发掘成果作了报告，并启动了草鞋山遗址

第八次考古发掘工作。

草鞋山遗址是江南史前文化的中心聚落，是国

内目前唯一的一座在同一地址上呈现出新石器至

今全部文化的遗址。草鞋山遗址的发现把良渚文

化推上了考古学科的前沿。草鞋山遗址已历经了

七次发掘，一代代考古人在此倾尽智慧和心血，取

得了珍贵的成果。目前草鞋山遗址发掘面积约

4000平方米，仅占遗址范围的1%。

今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展主动性考古发

掘500平方米。苏州考古研究所所长程义表示：“草

鞋山遗址的发掘成果，建立了江南文化的标尺，希

望通过更开放的发掘方式，让更多的民众走近考

古 ，走近古代文化和古代文明。”

苏州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吴文化的发

源地，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产丰

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州市委、市政

府历来重视考古工作，出台《苏州市地下文物保护

办法》，以基本建设考古和文明探源并重，取得了一

系列重要成果。开展考古发掘100余项，发现重要

遗存100余处，出土各类文物标本2万余件，先后4

次荣获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长王巍院士表示：充分肯定苏州市近年

来考古工作的成绩，祝贺苏州市成为国内首个实施

文明探源工程的地级市。鼓励苏州持续深化地域

文明探源研究的学术深度，大力拓展研究的交叉广

度，探索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对中华文明的突出贡

献。

苏州成为全国首个实施文明探源工程的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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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吴门

天就这样蓦地冷下来了，没有一丝犹豫。江南

的寒风带着湿气，尤其觉得激骨头。

转眼就到了大雪节气。在苏州一直有“小雪腌

菜、大雪腌肉”的习俗，苏州姆妈们在冬日里最重要

的仪式就要开启了。

对于苏州人来说，每家的咸肉都有自己独特的

风味。手法轻重不一样，加入的配料也并非完全一

样，姆妈们的手底下出来的咸肉味道都是不尽相同

的。

咸肉出现在苏州人的餐桌上，最受欢迎的方式

是一碗腌笃鲜加上一碗咸肉菜饭，这是苏州人冬日

里最温暖的一顿饭。

一小块咸肉，一小只蹄髈，外加新鲜的冬笋，在

小火慢炖中发生着独特的化学反应，笋的鲜、肉的香

相得益彰，氤氲在屋子里，就是苏州人常说的“鲜得

眉毛都要掉下来”的味道。

咸肉菜饭也有讲究。青菜最好是霜打过的矮脚

青菜，叶肥肉厚，咸肉丁要肥瘦兼有，再配上糯香的

新米，如果是用乡下的土灶铁锅烧，里面再拌上一些

猪油，菜饭会格外香糯，锅底那层金黄的锅巴，保证

吃了就不会忘记。

这样一锅腌笃鲜加上咸肉菜饭，暖暖的，在冬日

里甚合心意。

其实在“老底子”，虽然没有电，没有空调、暖气，

但人们的生活，也是温暖而精致的。除了热汤热饭，

其他的讲究，可比现在复杂多了，就好像冬天用来烘

热被子的器物，也搞得郑重其事。

最初的熏笼，是为了让衣服飘香的。一鼎香炉，

点上上好的檀香或是麝香，盖上竹笼，把衣服微微熨

湿，摊在竹笼上，好让香气停留在上面，这在战国时

期的王宫和贵族家庭里就有了。

在一个冻得抖抖索索的寒夜里，也不知是哪个

丫鬟突发奇想，把小姐的一整床被子放在熏笼上熨

热，“香添暖被笼”，被子经过熏笼熏过之后，盖在身

上，又舒适又温暖，清爽的气息让人安眠，熏笼的这

个效用反而成了冬日里的常态。

说起这熏笼，可是标准的苏州工，用青铜制成的

熏炉，也是苏州的工艺。因为要取暖和烘烤衣服，所

以熏笼的竹篾条在编织时，不像竹篓那么严实，而是

稀疏有孔洞，并用花纹装饰，这样便于热力的发散。

熏笼的式样，或方或圆，或大或小，要烘烤的被子多，

往往熏笼大如方桌，一般家庭所用，形制就要小一

些。特别在冬天，一家人围着熏笼而坐，熏笼上罩上

一床被子，把双手放在被子边取暖，便是最温馨的场

景了。

大雪节气里的暖意
文/星华

易名出山

黄埭福苑

书场怎么会比

其他书场晚了5

天呢？因为原

定的先生在进

场的前一天突发急病，虽然抢救及时，保住了

性命，但郎中先生再三叮嘱一定要卧床休养，

三月内不得登台。

场东急得团团转，那时候一档先生在一

个地方说书，长的要100天到半年，短的也要

两个月。所以现在先生生病无法开书，但书

场不能关门啊，黄埭书场又多，竞争太过激

烈，一旦停了以后再要恢复难如登天。

但临时要找说书先生并不容易，因为第

一：好的先生早就接好了码头，甚至提前一年

就已全排好了，不可能临时在那里等着你去

找他；第二：有差一点的，还没有找到码头说

书、在家里“孵豆芽”的先生是有的，但场东又

看不中。再说，就是看中了，这些三流的说书

先生也不敢去，因为黄埭这个码头，虽然地方

不大，但书场多，听众水平高，而且这家福苑

书场地段偏僻，是“夹里”（评弹行话：热闹地

段，听众明显多的书场叫“面子”，地段偏，听

众少的叫“夹里”），又比别人晚几天开书，所

以他们打死也不敢去。

场东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坐桩老听众

（坐桩：书场行话，就是现在的“铁粉”，只在这

家书场听，其他地方再好也不去的）提供了一

个信息：老板啊，听说因为说《倭袍传》拨勒同

行陷害，推板一点点吃官司格说书先生俞秀

山，现在禁演日脚已经满哉，倷阿要去拜访拜

访，请俚出山，格是伲福苑书场吃伽（吃伽：苏

州话，牛）哉，倷说阿对？

言之有理！场东如梦初醒，连忙带上五

贯铜钱，如谈得拢就先付定金，再去买了黄埭

的西瓜子、干面等土产，打听到俞秀山的地址

后，登门拜访，说明来意。

秀山闻言，心中暗喜。一年来，他潜心研

究新唱腔，埋头编写白蛇传。现在是“万事俱

备，只欠东风”。但马上要找一家书场倒也不

是那么容易，所以现在福苑场东找上门来可

谓是正中下怀。不过，秀山也知道，黄埭这个

地方非比寻常，自己要慎之又慎。有了，不如

换个名字。第一，有妒忌自己的同行，如果知

道自己重新出山，会不会再来寻事；第二，自

己研究了新唱腔，编写了新书目，效果如何，

心中没底，先改个名字，可以留有退路。那改

什么名字呢？有了，就叫：俞声扬！

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袁来如此】

原创/袁小良

一、望远镜：望远镜能够帮助你看到目视不能观

察到的细节，比如鸟类的羽毛颜色、体态等，所以是

观鸟必备的“神器”，建议初学者选择 7-10倍的双筒

望远镜，倍率太高手持不稳，会产生景象晃动反而不

利。等熟练以后，可以进阶到倍率更高更清晰的单

筒望远镜。

二、观鸟手册：鸟类生活习性和体毛特征各有不

同，看到的鸟类要如何知道它正确的名称呢？这个

时候，观鸟手册就发挥作用了。比如周敏军之前曾

参与编写过的《苏州野外观鸟手册》，图册上有着各

种常见鸟类的图片，特征介绍和生活习性知识，对照

一下很快就能辨识出你看到的是哪种鸟类了。

三、记录本、绘画本、铅笔、彩色铅笔等绘画工

具：认真做好观鸟笔记，越详细越好。记录的内容包

括时间、地点、天气、鸟的种类、数量、生活习性、活动

环境等，养成作记录的习惯；把观察到的鸟类的形态

特征、行为习惯记录下来，并通过彩铅把看到的鸟种

的基本特征绘制出来。

这样日积月累，慢慢地你就会成为一个“观鸟达

人”了。

TIPS

湖

太湖、石湖、独墅湖、阳澄湖、虎丘湿地、常熟尚

湖景区、尹山湖。

岛

漫山岛、西山岛、叶山岛、长沙岛、贡山岛。

山

穹窿山、东山、渔洋山、花山、天平山、大阳山、上

方山、虎丘、苏州高新区何山、常熟虞山、张家港香

山。

湿地公园

吴江同里湿地公园、吴江震泽湿地公园、吴中太

湖湖滨湿地公园、苏州高新区太湖湿地公园、苏州工

业园区东沙湖湿地公园、昆山天福湿地公园、常熟沙

家浜湿地公园。

沿江湿地

张家港常阴沙、太仓浏河口湿地、常熟铁黄沙。

苏州观鸟地推荐

观鸟必备工具

（上接 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