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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日报记者 钟秋兰

它，张口啮齿，獠牙外露，凸目圆睁；样貌憨态可
掬，又不失威猛之势。

它，四足屈蹲作欲纵之状，偏偏背上又伏着一只
尖喙圆睛、惬意安详的小鸟。

它，就是江西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又凶又萌
的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在今天，人们还另给了
它一个好听可爱的名字叫“小鸟虎”。

挟裹着历史的风尘，伏鸟双尾青铜虎抖落一身
的青铜绿，在当下的文博热潮中，引发人们对远古文
明的各式猜想。它以睥睨的姿势，以虎的霸气，长啸
出青铜时代的神秘与长江沿岸人类族群生生不息的
迁徙与发展故事。

走近伏鸟双尾青铜虎，也许你还能听到它的密
语，似潮涌不绝，浪涛拍岸。

这只兼具勇猛霸气与伏鸟柔情的青铜虎，何以
成为江西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伏鸟双尾青铜虎系单体卧虎，重达6.2公斤，为
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铜虎。虎身遍饰花纹，脸、腹部饰
卷云纹，背部饰云雷纹，鼻面、正脊、尾部与四腿下部
饰变形鳞纹，四腿上部则为醒目的雷纹。

除了虎鸟和平相处的造型引人称奇，整只“虎”
工艺细腻、形象生动，将虎的神性和人对虎的崇尚表
现得淋漓尽致，更是令人赞叹。这也说明，在商代江
西青铜文化中，形成了独特的虎崇拜，虎成为了最具
地域文化的标识。

说到长江流域江西段的青铜文明，很多人都会
提起这个时间——1989年9月。

是时，在位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镇的程家村，
出土了商代器物1374件，其中青铜器475件，伏鸟
双尾青铜虎就在其中。一次出土如此之多的青铜
器，在南方地区仅有，在全国罕见。

当时，谁也没想到，位于江西赣北地区的新干大
洋洲商墓会是中国已发掘商代贵族墓葬中出土青铜
器数量最多的墓葬。虽然是在南方发现，但该墓青
铜器普遍具有中原商文化风格，地方特色也很浓郁。

另外，其中有个俗称“双面神人青铜头像”的青
铜面具，阔嘴大耳凸目，看上去神秘诡异，是古时巫
师举行祭祀活动时借以通天地的礼器，与伏鸟双尾
青铜虎同属江西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墓中出土的这批青铜器不仅有硕大的单体老虎形
象，在最具礼器特征的青铜鼎耳、鼎足上，青铜兵器把
柄、杖首以及玉饰件上，林林总总还有56个老虎形象。

这些“老虎”有的写实，有的写意，丰富的形象在
全国也少见，以大量卧虎形式装饰的青铜鼎则为江
西所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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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日报记者 刘小荣 周亚婧

翻开地图,九江是江西省唯一濒临
长江的城市,独拥152公里长江岸线。
傍水而建,依山而起,绿水青山是这座
赣北城市最厚重的家底。

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
文化,如何向江图强、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是新时代赋予九江的新使命。

如今的九江,毫不动摇地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以青山为笔,以绿水
为墨,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不断激荡
出智慧与才情,书写着一张高标准建设
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的时代答卷。

(一)

行走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
段),凭栏远望,江岸绿意葱茏。长江大
桥上,一列列火车呼啸而过;桥下,船舶
往来频繁,汽笛声声。

夜幕降临,沉浸式灯光秀表演《浔
梦琵琶亭》开场。“开元法曲无人记,一
曲琵琶说到今。”浔阳江头,琵琶声再
起,在实景表演中,白居易被贬江州的
苦闷、游历山水的释怀生动呈现，一个
历史名篇穿越千年被全新演绎。

自古以来,九江就是长江流域的优
良港口。

152公里长江岸线,是九江经济社会
发展的命脉。江西全省97%的地表水经
九江汇入长江,每年注入长江的水量约
占长江径流量的1/7。九江肩负着“一湖
清水入江、一江清水东流”的重大使命。

近年来,该市坚决落实“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
长江“十年禁渔”,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着力打造“水美、
岸美、产业美”的长江最美岸线,扎实开
展“禁捕退捕”“清河行动”等专项整治,
全面启动长江岸线生态修复工程。

1.79万名渔民上岸就业,长江江豚
频频现身,鳤鱼、刀鲚等水生物种重现
江湖;长江、赣江、修河、柘林湖等重点
水体全部达到Ⅱ类及以上水质……一
个个事实,彰显着九江“共抓大保护”的
力度和成效。

在呵护“一江清水东流”的基础上,
九江加快打造区域制造业中心、区域文
旅中心、区域航运中心,加快建设富裕、
美丽、文明、和谐、幸福的美好家园。

聚力提升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
业、布局未来产业,该市以数字经济为
引领、先进制造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
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石油化工、
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钢铁有色、纺织
服装、电子信息等六大产业产值突破千
亿元;

浔阳楼、锁江楼、琵琶亭等历史文
化遗址修复开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九江段)一期、二期建设全面完成,多
元文化底蕴与特色旅游资源交相辉映；

九江货轮上抵重庆、下溯洋山,九江
港至上海港“天天班”、至日本大阪港“直

航班”相继开通,始发集装箱航线达11
条、省内外铁水联运站点开通27个，与
中欧班列、中老班列实现无缝对接；

2022年，九江港全年完成货物吞
吐量1.8亿吨、集装箱吞吐量76.9万标
箱,跻身全球50大港口……一组组数
据背后,是九江高标准建设长江经济带
重要节点城市的信心和决心。

(二)

7月28日,福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
某支队官兵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云
游”九江市九八抗洪展陈馆。

“救援官兵经过4个昼夜奋战,封堵
溃堤 40 余米,围堰 60 余米。这是战士
吴宏的决心书……”讲解员深情回顾着
抗洪大堤上的感人瞬间。展陈馆中,一
个垫肩、一个水壶、一条扁担,都诉说着
军民携手同抗洪的点点滴滴。

长江,千百年来奔流不息,养育了赣
鄱大地上的勤劳儿女。九江人民,受到
母亲河的庇护,也曾饱受江水泛滥之苦。

1998年8月7日,九江城防大堤4
至5号闸口被凶猛的江洪撕开60米缺
口,滔滔洪水直逼市区,九江城和京九
铁路危在旦夕。人民子弟兵迅速奔赴
九江,支援堵口抢险,经过5个昼夜的
奋战,重新在决口处筑起一座“钢铁大
坝”,创造了在世界第三大河流、超历史
高水位堵口成功的人间奇迹。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
抗洪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洪水无情,却将子弟兵与人民群众
的心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九江是伟大
抗洪精神的主要诞生地。今天的九江
人民,始终牢记“力量源于团结,奋斗创
造奇迹”,坚持从永不过时、跨越时空的
伟大抗洪精神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激
励创造出更多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九江是一片红色热土,南昌起义

从这里出发,秋收起义第一枪在这里打
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面军旗在这里升
起,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西线起点在这里
开渡……革命先辈在这块红土地上谱
写了不朽诗篇,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接过先辈手中的“接力棒”,将诗篇续写
成高质量发展的慷慨乐章。

今年上半年,九江全市签约340多
个亿元以上项目,新增经营主体6.8万
家、同比增长10.7%,工业增值税增长
40.6%,旅游接待总人次和总收入分别
增长46.8%、38.6%……

中共江西省委十五届四次全体(扩
大)会议提出:“支持九江高标准建设长
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打造临港型先
进制造业基地和区域性航运中心,建设
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朝着省委、省政府赋予的目标定
位、功能定位、城市定位,九江更加坚定
地迈出高标准建设长江经济带重要节
点城市的铿锵步伐。

(三)

8月22日,七夕佳节的夜晚,庐山牯
岭街人声鼎沸,节日气氛浓郁,第四届庐
山国际爱情电影周主题盛典浪漫开启。

主题盛典以“恋恋庐山 美美与
共”为主题,从庐山诗文中出发,以不同
年代的爱情电影故事和旋律为纽带,通
过“情景推介·光影情书”的独特形式,
带领观众感受经典爱情故事中的回眸
心动、相守离别等动情瞬间,传递“爱情
圣山”的独特韵味。

庐山,是长江流域著名景区之一,
也是江西乃至中国对外展示历史文化
的重要窗口。

长安三万里,最恋是匡庐,李白盛
赞“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
松”;苏轼感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自古以来,登临庐山

的文化名人数不胜数,留下了大量脍炙
人口的佳作。

不只庐山,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文脉,
如同滚滚不尽的长江水,在祖祖辈辈九
江人心中延续。历代有1500多位诗人
在九江赋诗作词,作品总数超1.6万篇,
其中列入中小学课文的就有21篇。

灵秀山水中迸溅出灵感源泉,悠悠
文脉上乍现出思想闪电。如何让这些
自然与人文资源拥有更加动人的呈现
方式?刚刚过去的第四届庐山国际爱情
电影周交出了一份成绩亮眼的答卷。
庐山迎来了巨大的客流量,如何把“流
量”变为“留量”,把“流量”转化为一个
景区和地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增
量”,值得探究。

当前,庐山正推动旅游实现从门票
经济向产业经济、从粗放发展到品质旅
游、从单一模式向多元业态、从“做大庐
山”向做“大庐山”转变。庐山,已成为
江西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阵地。

今年3月,江西省出台《关于推进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
出到 2025 年,江西省旅游接待总人
次达10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2万
亿元。

放眼九江,以庐山为核心,推动全
域旅游发展势头强劲。该市全力唱响

“庐山天下悠”品牌,持续推进庐山管理
体制“一体化、集团化、专业化、市场化”
改革,坚持山江湖城联动、山上山下一
体,以“大庐山”为龙头,带动“环庐山”,
舞活“泛庐山”,形成景区旅游、城区旅
游、乡村旅游“三箭齐发”的全域旅游格
局。

同时,该市积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推动发展文化体验、数字
文创、温泉养生、水上运动、研修游学、
文化演艺等新业态。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依托文化和
旅游、文化与数字化等多业态融合发
展,九江的文旅产业未来可期。

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
系单体卧虎，重达6.2公斤，
为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铜虎。

虎身遍饰花纹，工艺
精湛。最令人称奇的是，青
铜虎背上有只小鸟，造型十
分独特。

青海

九江长江一桥。 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振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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