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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封面直播“云观
展”走进省档案馆，从留存的档案
记忆里，发现和寻找有关四川的传
统历史和文化脉络。

除了“中国最古老的股票”清乾
隆四十四年（1779年）同盛井合约，
明洪武年间的诏书，近代中国最早
的铁路股票等珍贵历史档案外，一
些反映老四川婚嫁民俗、户籍制度
等情况的档案也在直播中呈现。

截至3月11日下午5时，45.2
万人在封面新闻客户端观看此次
直播。另外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
闻视频微博、今日头条、手机百度、
凤凰新闻共计23.2万人观看，全网
共计68.4万人观看了本次直播。

保障市民“菜篮子”安全
达州对主城区水产品样品进行全面抽检

为进一步净化达州市食用农产品市场，保障市民“菜篮子”安全，达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春雷行动2020”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行动，
从去年10月开始，对全市水产品市场情况开展摸底排查工作，共抽取
45个批次样品，快速检测出其中9个批次样品呈阳性。在检测结果基
础上，该局有针对性地对水产品和豆芽制品共计11个批次进行抽检，
对不合格报告的店家，依法进行了立案调查处理。

今年1月，该局根据前期抽检掌握的情况，有重点地对主城区商超、农
贸市场、较大餐饮企业所经营的食用农产品进行了5大类、120个批次的快
检筛查，并根据快检结果反映出来的食品安全风险，有针对性扩大了食品安
全抽检范围，共抽检11家食用农产品经营单位，对牛蛙、鲈鱼等15个批次的
样品进行了抽样送检，目前，已收到10个批次的食用农产品检验报告，其中2
个批次（牛蛙、乌鱼）判定结果为不合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轩

中国最早铁路股票
见证近代四川“保路运动”

在省档案馆“百年四川”展厅
中，一张印有云龙图案的股票首先
进入网友们视线。据介绍，1903年
末，清光绪帝同意川人自筹资金修
建川汉铁路后，中国第一家省级官
办铁路公司——川汉铁路总公司
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总公司为
筹集资金，采纳“集股修建铁路”的
建议，号召全川各界认购股票，筹
资修路。

而这张“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
限公司”大股原始股票就是见证。
其由古宋县（今宜宾市兴文县）股
东黄世泰认购于清宣统二年（公元
1910）三月二十九日，为上海商务
印书馆制造。

股票上方，印着编号“第柒百
柒拾叁号”，下面的竖排汉字简要
介绍了公司资质、集股总金额、股
票种类和面额，以及股票认购者姓
名、所在地区、认购股票的日期等。

股票背面画有一列火车机车，
车身写有“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
司”字样。图案下方有一段中英文
对照文字：“此股单照定章不得转
售或抵押与非中国人，如不遵章此
单即作废纸”。

但就当铁路开始修建后，在西
方列强威胁下，清政府又将铁路干
线收归国有，并将修筑权作为抵押
向西方列强借款，出卖铁路修筑
权。更为恶劣的是，还规定此前各
省从民间所集股金概不退还现款，
惹来众怒。由此，一场“保路运动”
在四川掀起，并得到其他各地革命
力量的响应。

记录婚嫁习俗
旧时离婚分“休妻约”“出妻约”

在馆藏精品档案展展厅内，有
关四川民风民俗的档案受到网友
们关注。

在某些文艺作品的演绎中，旧
时家庭中如妻子犯了“七出之条”，
则可能面临一纸休书，“休妻”一词

暗含有女方的过错。但从清
代南充地区保存的档案中看，
古代“离婚”中明确了“休妻”
与“出妻”之分，“休妻”一词则
包含了些许无奈。

直播中，省档案馆相关工
作人员向网友们介绍了两份
清代南充的约书。其中，“出
妻约”是由一名叫蒲洪福的男
子所立，表明了妻子不守妇道
不孝公婆因此决定离婚，即

“出妻”。而另一份“休妻约”
由一名叫王德盛的男子所立，
其写道“休妻改嫁，永无后悔”

“夫妻并无口角”，离婚原因则
是因为经济条件有限无法维
持双方生活。“所以从这两份
档案看出，按照清代南充风
俗，以前妻子犯了错‘离婚’是

‘出妻’，因为家庭困难无法供
养等且双方自愿协商离婚的，
即是‘休妻’。”

馆内的婚嫁习俗档案内
还保留了记载清代婚礼程序
的档案。据介绍，清代婚礼婚
嫁主要分为“请庚、探问、报
期、行盘、妆奁、迎娶”6 道程
序，比如“请庚”就是男家与女

家互相告知结婚双方的生辰八
字，请人测算双方八字是“相
合”还是“相克”，如八字相合就
算过了婚姻程序的第一关。由
测算人写下“相合”男女双方八
字的红纸，就是“庚帖”。

在留存的清代档案中，记
者还发现了当时女性解放的重
要 记 录 。 清 光 绪 三 十 年

（1904），重庆府张贴关于禁止
妇女缠足的告示，表明在西方
文化的冲击下，妇女缠足恶习
在当时已开始走向消亡。

档案是直接形成的历史记
录，正因为有这些档案的留存，
让后人能够了解、感知和研究
历史，得到启发和教育。现省
档案馆特别举办“镜头里的抗
疫记忆”摄影大赛，面向社会各
界征集反映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倡导健康生活的摄影作品，
入选者最高可获得 1500 元奖
金，入选后作品还将由省档案
馆收藏。征稿时间从即日起至
2020年4月30日，投稿邮箱为
jtldkyjy@163.com。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晨魏唯 李强

未解之谜
最大宋瓷窖藏来自哪里？

1991 年 9 月 19 日，遂
宁市金鱼村，发现了震惊中
国田野考古学领域和古陶
瓷界的神秘宝藏——南宋
窖藏。经过抢救性发掘，当
时出土的宋瓷大多保存良
好，共出土器物1005件，其
中瓷器 985 件，包括江西景
德镇影青瓷 600 件。硕大
的梅瓶、精美的纹饰、如玉
的质感，精美绝伦。这也是
迄今为止发现的全国最大、
价值最高的宋瓷窖藏。

据了解，在金鱼村发现
的南宋窖藏，近乎囊括了南
宋龙泉窑巅峰时期的龙泉
青瓷代表器型，展现了宋代
龙泉青瓷宋代陶瓷烧造工
艺的巅峰水平，反映着宋代
文人士大夫特有的文人气
质和审美情趣。

遂宁宋代陶瓷的发现
是考古界的重大事件，意义
深 远 。 但 是 宋 瓷 来 自 哪
里？是谁将“她”遗留在了
遂宁？关于宋瓷的来历和
主人，学界争论很大。讲解
员贺粟说，针对这个问题，
业界专家有各种猜测。

“有的说可能是运往官
府使用，有的说是运到四川
销售，还有的说遂宁是古代
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瓷器
从龙泉运到遂宁中转，最终
目的地是南亚。”贺粟说，由
于南宋末年宋元之战的缘
故，这批青瓷被就地掩埋，经
过800余年才被发现，上述
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形成统
一结论。

直播中，不少网友留
言：传世之谜不需要答案，
国宝面世后，能被珍藏保护
起来，已是最大幸事。

镇馆之宝
67万网友一睹国宝风采

青釉是宋代龙泉窑代

表作品，而梅子青釉，更是
青釉瓷器巅峰之作。

在当天的直播中，产于
浙江龙泉窑的南宋青釉荷叶
型带盖瓷罐，一进入画面，就
成为全网关注焦点。这个瓷
罐罐体通高31.5厘米，口径
23.5厘米，最大腹围93厘米，
是目前全国范围唯一也是最
大的一件南宋时期完整的荷
叶型带盖瓷罐。

据了解，梅子青品种仅
在南宋一朝烧造，存世极
少，这件青釉荷叶盖罐，恰
是其中之一。不仅如此，它
的问世，还改写了中国的瓷
器史。因为荷叶形的盖罐，
在此之前一直被认为是元
代的产物。在“她”出现之
前，文物界一直有“宋瓷无
大件”的说法，而这件盖罐
的发现，证明南宋时期民窑
早已开始出产这样的瓷器。

此件器物由罐身和盖子
两部分构成，罐身圆润饱满，
盖子边缘起伏作荷叶状，给
人一种流动的韵律感。整件
器物除唇部和圈足以外，通
体内外施梅子青釉，釉层肥
厚，洁净莹泽，釉面光洁平
整，真正达到了中国陶瓷学
千百年来追求的“千峰翠色，
如冰似玉”的理想境界。

这件青釉荷叶盖罐，不
仅是四川宋瓷博物馆的镇
馆之宝，也被誉为中国瓷器
的三大国宝之一。

除此之外，在当天的直
播中，南宋青白釉三足蟾蜍
形瓷水丞、青白釉三足蟾蜍
形瓷水盂、青釉龙耳簋式瓷
炉等具有代表性的瓷器也在

“云观展”直播中一一亮相，
让网友过足了眼瘾。据统
计，全网共计67万人观看了
本次直播，一睹国宝风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虎 摄影报道

看中国最古老股票啥模样
68.4万人随封面直播“云观展”走进档案里的四川

封面直播“云观展”走进四川宋瓷博物馆

探访全国最大的宋瓷窖藏

3月11日上午，封面新闻“云观展”来到遂宁，走进四川宋瓷博物
馆——在这里，有迄今为止发现的全国最大、价值最高的宋瓷窖藏。

博物馆内的南宋窖藏，近乎囊括了南宋龙泉窑巅峰时
期龙泉青瓷代表器型，展现龙泉青瓷宋代陶瓷烧造工艺的
巅峰水平，反映着宋代文人士大夫特有的文人气质和审美
情趣。通过观看《天赐国宝：探访全国最大的宋瓷窖藏》直
播，网友跟着镜头一起，了解800年窖藏之谜。

南宋青釉荷叶形带盖瓷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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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68.4万人观看了本次直播。

封面直播“云观展”走进省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