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 （记者 张智颖）南京
明年要建七大博物馆。
这七大博物馆分别是六朝博物

馆、中国科举博物馆、明城墙博物
馆、江宁织造府博物馆、孙权博物
馆、太平天国壁画博物馆和非遗博
物馆。与此同时!南京市还将启动明
城墙和中山陵的申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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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陵在绍兴王坛镇？
中华始祖陵冒出“第三争议地”

“舜帝陵”究竟在哪里？有绍兴研究者认为，
它可能就在绍兴县王坛镇！有关“舜帝陵在王
坛”的观点，目前已引起世界范围内学者的关
注，绍兴可能继山西运城和湖南宁远之后，成为
“舜帝陵”的“第三争议地”。

本报讯（记者 张智颖）由本报和上虞市
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上虞四季仙果之
旅”征文大赛日前圆满结束。共 "#多位作者分
获各种奖次。其中梁臻等获一等奖，杨宗宝、范
文忠等获二等奖，倪政南等获三等奖。
浙江上虞市水果采收四季不断，是中国的

葡萄之乡、杨梅之乡。近年来，上虞市推出“四
季仙果之旅”，将水果采摘融入休闲旅游之中，
深受长三角各地游客的青睐，上虞也因此获得
了中国最佳休闲小城殊荣。为叫响上虞“四季
仙果之旅”品牌，今年，上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
与本报联合举办“四季仙果之旅”征文大赛。大
赛期间，读者投稿踊跃，大赛组委会共收散文
随笔、摄影报道、诗歌等作品 $#% 篇，其中近
&'篇优秀作品刊登在本报及本报社区版上。

上虞!四季仙果之旅"

征文大赛结束

! ! ! !本报讯 今年 (月，南京江宁博物馆新
馆正式对外开放，展厅内的一座秦桧坐像引
发各界关注，争议声也不绝于耳。有网友甚
至为秦桧坐像写了一首七言诗：“恶名历史
已定评，赐坐奸贼反表功？”岳飞的后人们更
是坐不住，$"月 $)日夜里，岳飞后人赶到江
宁博物馆交涉。

这次来江宁交涉的岳飞后人共 )位，年
纪最大的是岳飞 &'代孙岳顺元，他说，全国
有 "')个秦桧像，唯独江宁博物馆的秦桧像
不是跪着的，这让他们情感上难以接受。

岳飞后裔联谊会副会长岳军则掏出一份
书面的《严正要求》，上面写着：人们说起秦桧，
奸臣、卖国贼等贬义词会脱口而出。秦桧以
“莫须有”的罪名将抗金名将岳飞毒死于临

安，遭到世人唾骂。南宋时，人们听到岳飞被害
的消息，大家都觉得冤。元朝时，人们在秦桧墓
前便溺，称他的坟是“遗臭冢”。到了明朝，有人
在岳飞墓前植桧树，举刀一劈为二，号称“分尸
桧”。今天竟然有人把秦桧的跪拜形象改为了
坐姿，不知其意欲何为？

那天正好是江宁博物馆闭馆维修日，但
岳飞后人要求一定要进馆看看，表示如果秦
桧坐像还在，最好是把它砸了。经过一番沟
通，下午 &时多，一行人终于走进博物馆!不
过他们发现坐像已被馆方撤走! 原来位置放
了一个盆景。
秦桧坐像把江宁博物馆推上了风口浪尖，

目前，馆方已将坐像锁进库房，其负责人表示，
将它“永久封存”。（邓婷尹 朱俊俊 胡玉梅）

! ! ! !本报讯 （记者 张智
颖）苏州将立法来保护星
罗棋布的古村落。

作为江南水乡，苏州古
村落星罗棋布。近年来，苏
州已累计投入数亿元对古
村落加以保护。杨湾古村是
苏州首期公布的 $$个受保
护的古村落之一，该村拥有
元、明、清建筑多达 &(幢，其
中列入国家级文保建筑的
就有 &处。苏州吴中区拥有
$$个古村落，这些年该区已
先后投入 *'''多万元加以
保护和修复，古村落的保护
也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

"''+年，苏州出台了
《苏州市古村落保护办法》。
今年，苏州市人大已将《苏州市古村
落保护条例》作为立法项目进行调
研，在条件成熟时启动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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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特约记者 王晖军）扬
州正在开发瓜洲古镇旅游景区，重
建长江四大名楼之一的大观楼也已
摆上议事日程。
大观楼与滕王阁、黄鹤楼和岳阳

楼并称“长江四大名楼”。开发建设
后，瓜洲古镇将形成以大观楼为重点
的“一楼三街”格局。目前瓜洲老街已
完成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而大观
楼重建方案也在进一步完善中。

扬州欲重建大观楼

江宁博物馆撤走秦桧坐像
博物馆表示永久封存

! ! ! !日前，启东市老
干部集邮协会举办
“喜 迎 崇启大桥通
车邮展”。据悉，这次
展现的近万枚邮品
及 剪报，是由 &' 多
位老同志精心准备
提供的，其中由陈土
明、王庆英、刘耳利
用 ""%( 张邮票，用
了 ) 个晚上拼贴的
庆贺大桥通车 % 个
字，很是壮观。
郁卫兵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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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要建七大博物馆

观点获多名专家认同
“舜帝陵在王坛”这一观点

的提出者，是浙江省越国研究会
常务理事张首鸣，早在数年前，
他就对舜帝陵的确切位置有过
质疑。

在今年年初的一次座谈会上，
张首鸣对王坛、青坛等地名的由来
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顺着唐代
诗人张继所作的《会稽郡楼雪霁》
等 &首越地诗以及《史记》等史料
的详细考证，张首鸣得出了一个惊
人的结论：舜帝陵“零陵”就在绍兴
县王坛镇的舜王庙，舜的丧事还是
由大禹一手操办的。

在提出这一结论前，张首鸣
查阅了大量史料，经过一系列推

论后，他撰写了《青坛、王坛、“江
南九疑”地名考》一文，首先在浙
江工业大学学报上发表。今年 $'

月 $(日，第二次全国虞舜文化研
讨会在绍兴县王坛镇举行，张首
鸣的观点获得了与会多名专家的
认同。最近，这一论文还被人民网
和中国日报等媒体全文转载，目
前，论文在人民网的点击量已达
到 %*,*万人次。

东亚学者也感兴趣
论文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张首

鸣说自己也始料未及。更让他没想到
的是，国外不少学者都给他打来电
话，表现出对这一观点的浓厚兴趣。

这些学者中，以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科学院汉学家、波恩大学的努
尔兰博士为最。据悉，努尔兰博士曾
在北京大学就读，是德国洪堡奖学金

获得者，一直致力于哈萨克与中国古
代关系的研究，对尧舜禹的研究也颇
有心得。努尔兰说，张首鸣观点的提
出，大大开拓了他的研究思路。

据了解，除了努尔兰以外，这些
天中、韩等东亚各国不少学者也都给
张首鸣打来电话，希望他能成立相关
组织，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张首鸣在
得到这些鼓励之后也备感兴奋，他希
望能与政府部门合作成立专门研究
组织，继续论证并开发这一“课题”。

据悉，目前争夺舜帝陵归属地
的，主要有山西运城和湖南宁远这
两个地方。如果“舜帝陵在王坛”的
观点没有找到反驳的论据，绍兴将
继山西运城和湖南宁远之后，成为
“舜帝陵”的“第三争议地”。

裴金红 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