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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1月21日电（记者 孙
丽萍）采用世界首创的“弧形梁非接触
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我国迄今水下考
古发现的体量最大的木质沉船——长
江口二号古船21日在长江口水域成功
实施整体打捞。

从20日夜间到21日凌晨，万吨“大
力”号与我国自主研发的古船整体打捞
专用工程船“奋力”轮携手，在长江口二
号古船所在长江口横沙水域完成各项
调试，启动智慧打捞监控系统，对这艘
清代沉船实施水下整体打捞。

长江口二号水下考古遗址，包括古
船船身、海水和淤泥，被紧紧包裹在22
根钢铁弧形梁构成的“考古沉箱”中，整

体重达8800余吨，在提升作用下以每小
时约 4 米的速度逐渐浮出水面。21 日
零时40分，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桅杆率先
出水。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副局长周
东荣告诉记者，11月20日至25日，长江
口海域有大风天气，气象、潮汐等条件
复杂多变，打捞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时
间窗口”被一再压缩。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一艘清代贸易
商船，船长约 38.1 米、宽约 9.9 米，已探
明有31个舱室。它是我国水下考古发
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
物数量巨大的木质帆船。“长江口二号
古船的发现，印证了上海是一个历史悠

久的港口城市，更是近代上海作为东亚
乃至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的珍贵历史
见证。”上海市文物局局长方世忠说。

“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打捞出水，
是水下工程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的完美结合，为国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提供了中国案例、中国模式、中国经
验。”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关强
说。

据悉，未来数天内，根据气象潮汐
条件，“奋力”轮将“怀抱”长江口二号古
船驶往位于上海杨浦滨江的上海船厂
旧址1号船坞，让长江口二号古船在黄
浦江畔“安家”。

本报记者 陈金路

“喜鹊喳喳叫，喜事要来到”“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在聊城民间，这样的俗语至今还
在流传。“与野生鸟类相关的俗语还有很多，这些俗语与百姓长期的生活实践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11月19日，耄耋之年的聊城民间文史爱好者刘洪山说。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刘洪山说，他老家在城区东北部董
付市场附近的柯针寨村。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当时村后林地的柏树上有猫头
鹰栖息，猫头鹰在聊城民间被称为“夜
猫子”，叫声有点像小孩哭，夜里尤为瘆
人。猫头鹰白天看不清东西，夜间捕地
老鼠为食，保护庄稼很有功劳。

聊城民间视猫头鹰为不吉利的
“报丧鸟”，在刘洪山看来，这可能是因
为猫头鹰是嗅觉灵敏的鸟，尤其对腐
臭味非常敏感，有时会飞到病人家的
树上鸣叫，实际上是病重之人的气味
吸引了它。

以前，柯针寨村西面树林里有许多
树龄高、树身大的杨树，俗称“老鸹”的
乌鸦好在树上筑许多窝，一帮一帮成群
在天空飞翔。还有从外地飞来的一些
比黑乌鸦体小、白脖子、白肚皮的“山老
鸹”掺杂其间，非常壮观。“老鸹叫，大风

到”，乌鸦成群盘旋飞叫，可能预示天气
要变。

枣行里常有一种飞来飞去比麻雀
还小的鸟，黑头、灰羽毛，翅和尾有黑
白花，叫声婉转悦耳，人们叫它“低低
飞”（音），它们在土坯垒的屋墙半腰做
窝。

以前，土墙的房檐下住着一种民
间叫“夜马呼”（音）的蝙蝠，灰毛，拉
的粪像老鼠粪，民间常称它是“老鼠
吃了盐变的”。它们夜晚出来飞翔，
捕捉飞蛾、蚊虫类为食。“以前的傍
晚，孩子们脱下鞋来往天空中扔，蝙
蝠会追鞋追到接近地面，企图借势捕
捉，但鞋一落地，它就高飞了。”刘洪
山说。

秋后庄稼收完，地里一般只剩棉花
棵子，村边有洋姜棵子，就会有一种羽
毛灰色发红、嘴下边有一片朱红色羽毛
的鸟出没其间，非常美丽，又能发出悦
耳的叫声，俗称“殿科”（音）。

喜鹊喳喳，喜事要到家

初夏麦子将黄时，麦地里有成群的
比麻雀小、比麻雀羽毛花色稍碎的小
鸟，人们叫它“麻溜”（音）。如遇惊吓，
常低飞转移。

刘洪山回忆说，以前树林里有一种
野鸽，个头与家鸽差不多，羽毛灰色，中
间夹杂着一些红色花纹。它们与家鸽
一样，吃粮食、草和树的种子，不吃活
食。它们在枝叶稠密的矮树上用几根
小枯树枝做窝，小鸽长得很快，十几天
就能飞。因它们常年宿在树林，每到冬
春，白天是鹰鹞、夜晚是猫头鹰的捕食
对象。

还有一种民间叫“沙驹”（音）或“山
麻咤子”（音）的鸟，灰色，翅上有白点花
纹，鹌鹑大小，在老树洞里产蛋孵雏，成
群结队觅食，有时一群就有百只左右，
飞过时如一阵暴风声；如在人头上飞
过，好似一片乌云遮日飘过。

“喜鹊喳喳，喜事要到家”，但又有
俗语说，“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
娘”，这是因为喜鹊在树枝上翘起高高
的尾巴以保持平衡，而翘起高高的尾巴
给人以骄傲的感觉。“以前，柯针寨村后
坑崖的大榆树上，有喜鹊做的窝，后被
鹰鹞侵夺。”刘洪山表示，鹰鹞飞得很
高，以动物为食，常在天空慢慢飞翔以
观察地面，一旦看到可食对象，箭一般
滑翔飞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喜鹊
等小动物抓上天空，冬天在野外捕不到
食物时，常追捕鸽、雀等动物。

长江口二号古船初露真容

11月21日拍摄的长江口二号古船桅杆出水画面。采用世界首创的“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 我国迄今水
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的木质沉船——长江口二号古船21日在长江口水域成功实施整体打捞。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那些与野生鸟类相连的聊城俗语

王发社 作

新华社天津11月21日电（记者 周润

健）“莫怪虹无影，如今小雪时。”北京时间

11月22日16时20分将迎来小雪节气，意

味着降水量渐增。此时节，气温越来越

低，寒气也越来越重。

天津民俗专家由国庆介绍，小雪是反

映降水与气温的节气，它是二十四节气中

第二十个节气，也是冬季第二个节气，一

般在公历每年11月22日或23日。

由国庆说，此时节的西北风开始频繁

袭来，气温逐渐降到0摄氏度以下。“通常

年份的小雪时节前后，受强冷空气影响，

北方有些地区会迎来降雪，但雪量通常不

大，如粉似沙，粘连性差；部分地区还会有

‘雨夹雪’。”

小雪时节，朔风渐起，寒意渐浓。我

国东北、西北地区的山野大多是满地叶

落，干枯的树枝伸向天空；南方地区虽然

还有些许绿意，但也呈现出“荷尽已无擎

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清寒之景。

俗语道：“小雪腌菜。”腌菜之俗，南北

皆有。在北方，最常见的是腌雪里蕻、积

酸菜、做辣白菜等；在南方，如南京、杭州

等地，有人家腌制、风干各种食物，如白

菜、萝卜以及鸡鸭鱼肉等。“随着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市场供应日益充足，一些家庭

已不像以前那样腌很多菜了，往往象征性

腌上一小坛或一小缸，意在留住生活滋

味，守护一份情怀。”由国庆说。

小雪时节，人们在饮食起居上需要注

意哪些？由国庆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

家的建议提示，饮食上应当遵循“秋冬养

阴”“虚者补之，寒者温之”的古训，可考虑

食用滋阴潜阳、热量较高的食物，如牛肉、

羊肉、山药、大枣、栗子、黑芝麻、核桃、桂

圆等。日常注意养精蓄锐，保养肾气。睡

前泡脚、按摩可养阳气；正午前后多晒太

阳可补阳气。

今日16时20分小雪

莫怪虹无影
如今小雪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