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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1600年前的窨井吗？

昨天，在南京雨花台区—家
正在开工的建筑工地上，考
古人员在一座东晋时期的
贵族墓葬里，发现了一个极
为罕见的窨井，现场雨花台
区文化局的负责人表示，古
墓里发现窨井，这还是第一

次听说。
昨天上午，记者在现场

看到，已清理出来的这个窨
井位于古墓棺床前面，面积
与现在的书本差不多大小。
仔细观察，这个非常小的窨
井，被墓底地砖夹住，非常坚

固。为了探明这个窨井的深
度，考古人员让工人先把窨
井四周的地砖撬开，而后，用
小铁铲，把窨井盖取上来，结
果发现，窨井盖系陶制品，厚
0.5厘米，正反面比较光滑，
上面刻有多个洞眼，十分精

制，估计有1斤重。由于这个
窨井是在古墓棺床前面被发

现的，考古人员担心墓葬里
细小的陪葬品从窨井盖的洞

眼滚进窨井下面，于是，他们
在撬开窨井盖后，找来小铲
子，小心翼翼地将淤泥拨开，
一个深达20厘米、扑克牌大
小的底槽映入考古人员的眼
帘。在底槽的右边，还有一个
鸡蛋大小的洞口，考古人员

对此解释说，这个洞口与墓
室下面砖砌的排水系统相
连，也就是说，墓室里的污
水，都要从窨井盖洞眼渗透
到底槽里，之后，再从底槽的
洞口排进排水沟里，流到墓
室外的水塘里。

考古人员告诉记者，早
在东晋时期，大批中原地区
的贵族们，纷纷移居南京。
由于这些贵族们一直生活
在中原干燥的气候中，到了
南京后，很不适应江南潮湿
的环境。因而，他们在死

后，为了能有效地把自己的
灵魂和尸骨保存下来，后人

在砌墓时，首先考虑到江南
气候潮湿，一旦棺木下进墓

室后，雨水和泥土里的积
水，很容易从墓室的墙缝涌
入，而后聚集在墓室里，要
不了多久，就把棺木和尸体
腐烂掉。因此，这些贵族们
在临死之前，就已经想好
了，他们让后人在砌墓的同

时，先在棺床的地砖上，挖
一个方形的底槽，将烧制好
的窨井盖盖在上面，而后，
再从墓的前室下面砌一个
很长的排水系统，其一头
连接窨井下面的底槽，一
头通向很远的水塘里，这

样就可以把积水排进窨井
下面的底槽，再通过排水
系统流到水塘里，一个完
整的排水系统就这样发挥
了它应有的作用。

考古人员表示，我们今
天城市所使用的窨井和排水

系统，都是从1600年前演变
而来的。

昨天上午，华罗庚夫
妇 骨 灰 由 北 京 迁 回 故 乡

金坛，安放在新落成的华
罗庚纪念馆新馆内，馆内
存 有 华 罗 庚 子 女 保 存 并
自 愿 捐 赠 的 上 千 件 华 老
生前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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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华罗庚因病

逝世。随后!他的骨灰被安放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他临终
前留下了遗嘱! 希望自己的
骨灰回归故乡金坛! 撒到洮
湖之中"

当!""#年华罗庚的妻子

吴筱元去世后!华罗庚的子
女们想到了为父亲了却归

乡心愿" 不久前!华老的子
女向全国政协和民盟中央

郑重提出骨灰迁移申请!很
快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的同意批复" 与此同时!华
老的子女们还决定!将母亲
吴筱元的骨灰也迁回故乡
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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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纪念馆迁建则于

2004年3月在金坛正式启
动，新馆邀请了中科院院
士、我国当代著名的建筑大
师齐康教授作为主设计师。
华罗庚纪念馆新馆投资近
千万元。昨天，记者在纪念
馆内看到，馆内展品分为文

字、图片、实物和声像系统
几大部分。据悉，该馆成为

国内拥有华老图文资料最
全面的机构。

馆内还直观展示了华罗
庚生活工作情景，有大量珍
贵的实物原件。另外，展馆里
还原样摆放了华老生前使用
的轮椅、办公桌、手杖、万能

尺，以及大量手稿、书信、明
信片原件。

据介绍，金坛市委副书
记张建华，去年初从华老亲
属处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
华老在北京的子女保存着一
大批华老的生前遗物，正准

备处理，中科院和清华大学
都有意收藏，张建华立即向

金坛市委书记徐惠中进行了
汇报，金坛市委果断决定：立

即争取家属支持，取回遗物，
迁建新馆。

几天后，张建华带着档
案馆负责人火速赶到了北
京，当晚，张建华租了一辆加
长卡车，把上千件珍贵遗物
全部运回了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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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华老的儿孙一共

三代人及10来位院士以及国
内数学界知名人士都到场参
加了骨灰安放仪式。据华老
的长子华俊东说，华罗庚是
个极重乡情的人，他非常热
爱他的故乡金坛，任何时候，

只要碰到同乡人，他都是讲
一口金坛话。有一年，金坛有

老乡进京，顺道捎给华老两
斤家乡的茶叶，华老在回信
中充满深情地写道：“香，香
不过故乡茶；亲，亲不过故乡
人！”

在骨灰安放仪式现场，
华老的长子华俊东致辞。在

长达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华俊东回忆了父亲生前的
一些往事。致辞快结束的时
候，记者看到，华俊东翻讲
话稿的手不断颤抖，而声音
哽咽，并用手几次擦拭眼
泪。最后，他说道：“愿父亲
长眠于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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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嘴代手来运笔写字作
画，今年65岁的退休工人刘彬

有着令人称奇的嘴上功夫。昨
天上午，他将自己近年来的一
百余幅口笔书画力作在南京
瞻园进行展示，并当众以嘴代
笔作画一幅。

将毛笔含在嘴中，双手反
剪在背后，用牙齿咬住笔杆的

顶端。深吸一口气，低头咬住
毛笔蘸了墨水之后，在宣纸上
点下去。只见刘彬忽而抬头，

忽而颔首，一会儿咬住毛笔左
侧抬头，一会儿又弯腰向右甩
去……寥寥数笔，两只正在溪
水间嬉戏的黄掌鸭子就跃然
纸上。
“这个口笔书画我练了

差不多有50年。”刘先生告诉

记者，自己从小就在私塾学画
画写字。“总是练不出，周先

生秘密传执笔法，说写小楷执
笔要‘眼对笔，笔对心’，可我
琢磨了很久也没有理解其中
的意思。认为要做到这样，必
须把笔含在嘴里才行。”

这样想着，刘彬便去试。
“一试便发现这个方法真不

错。比较起来，用嘴含着书写的
线条很耐人寻味。”因此，刘彬
便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路。创
作初期，刘彬遇到了不少麻烦。
有时将笔咬在嘴里作画，一会
儿口水就滴了下来，要是多低
一会儿头，就感觉头昏眼花两

眼冒金星。“后来我琢磨出来，
这个口笔画创作，如何运气很
重要。”一年年练下来，刘彬不
知咬坏了多少根毛笔，因此也
练就了厉害的嘴上功夫。

几十年研究下来，刘彬
说，现在凡是手能写的能画

的，他的嘴一样都能做到，而
且画出来的画，写出来的字意
境会更好。“用嘴作画写字，
较之一般的书画更厚重，少了
几分俗气。”几年前，刘彬从
单位退休后开始专注于口笔
画，并致力于将口笔画发扬光

大。他不仅收徒弟，还准备将
自己这些年的经验写下来，给
后学者参考。“我现在还不算
老，我想把口笔画继续发扬下
去，努力使这门艺术和一般书
画、指画一起在中国绘画艺术
上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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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石器时期的

石雕，到民国时期的花瓶，
目前，徐州市民肖延庆的性
藏品已经达到了300余件。

肖延庆今年52岁，居住
在徐州北郊。肖延庆告诉记
者，他从1983年开始收藏第
一件木雕的性藏品。肖延庆

拿着20多年前收藏的一件
木雕说，这件东西外面看起
来很平常，但里面是一幅图

案清晰的春宫图。肖延庆
说，这是以前大户人家女儿
出嫁的时候压箱底的。以前
性教育少，女儿出嫁后，看

了这些东西，就会明白生
儿育女的一些知识。肖延
庆简陋的住处，摆放的都
是他淘来的性藏品。一套
“四大美人”的藏品，上面
的春宫图简直就如同画上
去的一般，精美异常。骨

头、玉做成的男性生殖器
还可以看出以前生殖崇拜
的印记。记者注意到，这些
瓷器的背面，还印有“春怡
堂、玉春堂”的字样。

肖延庆告诉记者，他的
藏品年代最久远的是一件

新石器时期的男根，年代距
离今天最近是民国时期的
一件花瓶。在肖延庆看来，
他收藏的藏品中最珍贵的
当属一件西周时期的玉片
组成的作品。记者看到，该
藏品是两个女子抱在一起
的图案。该藏品由14块玉片

组成。
刘达临先生在周庄设

立了性博物馆，现在刘达
临又在西安开设了性博物
馆。对此，肖延庆说，他都
去现场参观过了。参观回
来后，他也有了一个想法，
毕竟东西存放在家里不利
于保护，为保护文化遗产，

他想通过和社会上的热心
人士合作，筹建一个性文
化主题博物馆。

肖延庆告诉记者，云南
是个多民族、多种文化元素
融合的旅游大省，是设馆首
选地。其次，性博物馆也可

以考虑在广东、福建、北京、
江苏等地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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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纪念馆新馆昨在金坛开馆，夫妇俩骨灰均迁回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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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年收藏300余件性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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