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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发现“车出之印”驼钮铜印
□ 居麦尼亚孜·图尔荪尼亚孜 郑宜瑾

2024年初，和田一名手工挖玉人在玉
龙喀什河河谷阶地的砾石层中，无意中挖
寻到一枚驼钮铜印章。这枚疑似汉晋时
期的于阗仿汉印一经发现，立刻在新疆收
藏界引发关注。

这枚铜印印面为方形，长 1.68 厘米，
宽 1.6 厘米。铜印通高 2.4 厘米，重量
18.58 克。印钮为站立的双峰骆驼造型，
骆驼头部与驼峰之间有一圆形穿孔，以
便穿绶带佩戴于身上。印文为汉文正书
阴刻篆书“车出之印”四字，文字清晰可
见。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的发现令人欣
喜，它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值得人们探
究。

一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属于西域印
章。说到西域印章，人们不禁想起西汉
设立西域都护府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汉宣帝神爵二年 （公元前 60 年），西汉
在乌垒城 （今新疆轮台县东北） 设立西
域都护府，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
护。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地区
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促进了西域与中原
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

西域都护府所辖西域各城邦国的主
要官员均由汉王朝赐予印绶。据《汉书·
西域传》记载，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四十
八城邦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
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
侯、王，皆佩汉印绶，共计376人。从而将
西域诸城郭首领纳入汉王朝的职官体系
之中，表明是汉朝的官员。

汉代官印以龟形、蛇形、桥形等印钮
来区分帝王及百官的品级。其中，以动物
作为印钮，是新莽政权到西晋十六国时期

的少数民族官印的典型特征。根据《秦汉
南北朝官印征存》统计，两汉时期，中央政
府颁赐给匈奴、鲜卑、羌等少数民族首领
的官印有62方，其中一方为羊钮、一方为
瓦钮，其余60方皆是驼钮。

骆驼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运输
工具，为古代丝路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
受到新疆古代居民的喜爱。新疆考古发
现的岩画、陶器、泥塑、金器、钱币、丝绸等
文物上常常有骆驼的图案。于阗在铸造
钱币或印章时，也采用骆驼的形象。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从印钮、印文、
铸造工艺上研究分析，它应该是一枚汉晋
时期的于阗仿汉印。驼钮体现了地域性
和民族特色。

二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的印文为汉
文。汉文是于阗最早使用的文字，从汉代
开始在当地流行。20世纪以来，和田陆续
发现了一些仿汉印，于阗自铸的印章明显
受到中原印章文化的影响。

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出土大量西汉末
至西晋时期的汉文简牍，包括精绝王室的
往来书信和汉代字书《仓颉篇》，证明汉字
是当时的官方文字。汉语的推广使用为
文化的交流传播奠定了基础。1959年，民
丰县尼雅遗址出土一枚“司禾府印”煤精
印，时代为东汉（公元25—220年）。此印
以炭精制作，呈正方形，桥形纽，印文为正
书阳刻篆书“司禾府印”四字，体现了汉代
篆书浑厚古朴的特点。尼雅遗址出土的
这枚“司禾府印”印章，可以证明汉朝在这
里曾设有“司禾府”这一屯田管理机构。
它也成为汉代中央政府对新疆设官置
守、进行农业开发的直接证据。唐朝时
期文化进一步融合，于阗实行汉语—胡
语双语文书体制，胡汉语言并用，汉语为
于阗人所习用。和田地区出土、采集的
汉文印章更是进一步证实了汉文在于阗
的流行。

中原印章文化对于阗影响深远。目
前，和田所发现的汉代印普遍采用方形，
而方形印是秦汉以来中原官印的基本形
制。从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 2 至 4 世纪
初佉卢文简牍上的封缄样式中，可以看
到中原封印技术传统对于阗的影响。和
田发现的唐代印的印面边长多在 2 厘米

及2厘米以上，与唐朝中原印章的尺寸基
本相当，应是受到了中原的影响。和田
发现的印章、花押印面上除了有汉字外，
还有天马、麒麟、祥云等中国传统吉祥纹
样，是于阗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的有力
证据。

汉印形制的官印流行于西域各城邦
国上层人士之间，一时佩戴汉印蔚然成
风。为了迎合这一需求，西域诸城邦国出
现了很多当地铸造的仿汉印形制的印
章。这枚“车出之印”驼钮印章和中原所
制汉印形制差别不大，由于文化的差异，
西域诸城邦国制作的印章印面基本上只
是模仿汉印上的汉字书写。“车出之印”驼
钮铜印印文中的“印”字，模仿汉印篆刻，
疏忽中篆刻反了。

三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印文中的“车
出”应是“车马出行”的缩写，也可能是专
门的车马管理机构的名称。车马在古代
文献中是经常连在一起表述的，说到马就
包括车，说到车就包括马。车马是人们出
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尤其对于长途旅行和
物资运输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汉代，
车马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无论是皇室
贵族，还是普通百姓，出行都离不开车
马。车马是出巡、游猎、征战必不可少的
工具。

两汉时期是封建王朝的上升期，车马
作为身份、财富的象征，车马出行图为权
贵所喜爱，在汉画像中极为盛行。车马出
行图作为汉代墓室画像的主要题材内
容，从西汉中晚期出现开始，盛行于整个
东汉，且一直延续至魏晋时期。汉代皇
帝和皇室成员常常进行巡游或游幸，以
显示皇权、巩固统治。在此类活动中，会
有大批的车马随行，以便皇室成员及其
随从在各地行宫之间迅速移动。车马

“依乘坐方式、车形、驾畜种类及数目、车
马饰、应用场合分为许多不同的等级”，
不同级别的官员乘用相应的车驾，所谓

“授车以级”是也。车马区别身份的功能
由之体现。各级官员、贵族、士大夫等上
层人士在出行时，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
和标准使用车马，并且遵守相关的交通
规则和礼仪。为了方便官员出行，政府
设立了官方驿站和驿道，提供驿马、驿车

等交通工具，并设置了一定的换马站点，
以便官员在途中更换疲劳的马匹，保证行
程顺利。

汉代的商旅贸易相当活跃，涉及范围
广泛。商人需要经常长途跋涉，携带货物
进行贸易。为了方便商旅出行，政府在一
些重要的商贸城市设立了驿站，提供车马
和驿舍等服务，以便商人在长途旅行中休
息和补给。汉代建了大量的驿道和驿站，
这些驿道和驿站贯穿全国各地，连接了重
要的行政中心、商贸城市和交通枢纽，为
车马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总的来说，汉
代是车马出行制度得到进一步规范和发
展的时期。车马出行制度在当时是相当
完善和广泛的，为各类人群的出行提供了
便利，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
展。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卫尉，
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
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属官有公车
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正义》注曰：

“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
事及阙下凡所徵召皆总领之，秩六百石。
上述，公车既是一种官职，也是相应的政
府机构名称，还是宫门的名称。在汉代，
有专门的车马管理机构负责管理车马的
供给、使用和维护。特别是对于御马，有
专门的御马院进行统一管理，确保皇帝和
官员的出行安全和顺畅。官员使用车马
出行也须经过一定的审批和安排，不能擅
自动用。而普通百姓使用车马出行时，也
需要遵守一些交通规则和安全要求，以防
发生意外事故。从这方“车出之印”驼钮
铜印可以推测出，于阗也仿照汉制，设立
车马管理的机构。官员需要车马出行，须
向管理机构申请，钤盖“车出之印”，方可
成行。

四

包括“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在内的于
阗印章、花押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进
一步证实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和田居民对于中华文化
的高度认同感流淌于血液和灵魂中，中华
文明的向心力深入和田的每一寸土壤。
和田各民族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创造了融
汇东西的多元文化，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
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本文从印钮本文从印钮、、印文印文、、铸造工艺三个方面分析和铸造工艺三个方面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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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又绿洹河岸。
从空中俯瞰外形如青铜巨鼎

一般的殷墟博物馆新馆，门头之
上、夔龙纹间，“天邑商”三个甲骨
文字熠熠生辉。

殷墟，这座 3300 多年前的商
代晚期都城遗址，因一系列实证中
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发
现而名扬四海。其中，甲骨文是重
中之重。

日前，36片天津博物馆馆藏、
与商王武丁直接相关的珍贵刻辞
甲骨来到殷墟博物馆新馆，吸引了
大批参观者前来一探究竟。

“这是甲骨文发现 120 多年
来，‘漂泊’在外的殷墟甲骨实物
首次回乡‘探亲’办展。”殷墟博物
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
荣直言，这些甲骨实物弥补了一
直以来殷墟博物馆无王卜辞展览
的遗憾。

从策划专题文物展览，到设置
数字互动装置，再到开发文化创意
产品，甲骨文元素在殷墟博物馆新
馆内随处可见。颇具巧思的甲骨
文咖啡、甲骨文面条、甲骨文“上上
签”饼干等，早已成为游客们争相

“打卡”的网红单品。
“吃进嘴里，记在心上，这下真

的是‘咬文嚼字’了。”上海游客惠
心笑言。曾经“高冷”的甲骨文，正
在通过鲜活而多样的方式，为大众
所感知、所认可、所喜爱。

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
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
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从
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
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三千多年
来，汉字结构始终未变，中华文脉
绵延不绝。

作为甲骨文发现地，近年来，安阳围绕
“把殷墟甲骨文打造成中华文化新地标”不
断探索，让甲骨文“活”起来、“用”起来、

“火”起来成为各界共识，古老的文字，正在
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
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研究人
员正训练 AI 写甲骨字，以期通
过不断生成甲骨字形，提升 AI

“认甲骨字”的能力。“在大数
据、机器学习、知识图谱等先进
技术的加持下，曾经的‘冷门绝
学’早已被数字‘焕活’，进入
人工智能时代。”该实验室负责
人刘永革说。

我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
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内，一队队前
来研学的孩子或穿梭于展柜之间，
沿着时光的长河回溯，与汉字的

“童年”相遇，或流连于甲骨学堂，
在一笔一画中，沉浸式感受汉字构
造之美。

街头巷尾间，带有甲骨文标识
的路牌、雕塑俯拾皆是，与全城逾
百座甲骨文书屋一道，构筑起流动
的汉字文化风景线，也将浸润了中
国式浪漫的生活美学，刻进城市肌
理。

中小学校园里，同学们随着音
乐节拍舒展身姿：右手向上，左手
向下，两腿分开，这是甲骨文中的

“走”字；身体左转，手臂前伸，双腿
微屈加提腕，这是甲骨文中的“人”
字……别出心裁的“甲骨文广播体
操”，赋予了甲骨文传承从“静”到

“动”的跃迁。
不久前，曾多次参与殷墟甲骨

文重要发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再次来
到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中，她
亲手挖出的甲骨片，正被妥善安
置在“子何人哉”展厅“C 位”。
紧邻的数字互动大屏上，一片片
甲骨的高精三维模型、微痕图、

内容释意等，正随着游客指尖的滑动而逐
层铺展开来。

“甲骨文不是躺在博物馆的化石，而是
仍在跳动的中华文明脉搏。”刘一曼说。

新华社记者 袁月明
新华社北京电

文 化 和 田

“演艺+文旅”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六安市霍

山县落儿岭镇，春日的风掠过草木葳蕤
的崖壁，峡谷中忽然迸发出轰隆隆的爆
炸声。仿真的战机从人们头顶掠过，硝
烟火光中，鹿吐石铺大捷的壮烈场景震
撼着上千名观众。

这是大型实景演出《大别山传奇》的
开场一幕。就在鹿吐石铺大捷纪念碑百
米开外，这场安徽在抗日战争中歼敌最
多的战役穿过岁月长河，在舞台上鲜活
上演。“炮火在眼前炸裂，硫黄的灼热和
激起的水雾扑面而来，侵略者的刺刀扫
过肩膀，我感觉自己不再是历史的旁观
者。”年轻的游客白欣语说着，眼里泛出
了泪花。

“《大别山传奇》去年共演出了 600
多场，吸引游客近90万人次。”演出项目
主办方六万情峡景区相关负责人饶先耀
介绍，“几乎每位来景区游玩的游客都会
购票观看。”

通过精心编排的舞台表演、实景演
出、密室剧本游戏等形式，将游客带入特
定的历史情境之中，以互动化、情感化、
科技化的多维度表达方式，让观众成为
历史的“见证者”。近年来，全国各地探
索“演艺+文旅”的沉浸式体验，让红色
文化以更加生动鲜活的姿态走进公众视
野，激发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热爱和传承，
成为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在湖南韶山，《最忆韶山冲》大型室
内情景演出剧让红色文化得到了更诗意
的呈现。一首首耳熟能详的诗词与红色
歌曲联结为主线，100 余名专业舞蹈演
员辅以声、光、电等科技手段，把观众带
入充满热血与红色激情的年代。当全息
投影技术让长征途中的漫天飞雪再现，
观众席的年轻人随着“红军不怕远征难”
的诗词浮现而开始大声吟诵，一位退休
的游客感慨：“红色基因有了传承。”

在陕西延安，沉浸式情景剧《再回延
安》中，伸展的红旗缓缓铺开、轻轻落下，
人们纷纷伸手触摸这铺天盖地的“革命
红”；在山东临沂的红嫂故里沂南县，当
地排演的沉浸式山村剧场作品《沂蒙四
季·红嫂》中，一名名沂蒙妇女时而扛着
门板跌撞前行，时而将门板背在身上，带
观众重回孟良崮战役期间沂蒙妇女“勇
架火线桥”的场景之中。

革命先驱的身影在沉浸式的演艺节
目中变得可触、可感，传统红色教育场馆
里“玻璃柜+讲解词”的静态展示模式，
正在被全新的文化艺术性表达所替代，
特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

在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诸佛庵
镇，安徽省首个以红色革命历史为背景
的沉浸式实景密室《红夜》就受到了年轻
游客的热烈欢迎。“密室以安徽第一次民
团起义诸佛庵起义为背景，重点刻画革命
英雄刘淠西从发动起义、创建党组织到被
捕牺牲的历程。游客可以以革命者身份，
在刘家大宅、监狱等场景中完成传递密
信、破解密码等任务。”项目开发负责人、
诸佛庵镇人大主席符煜介绍，“年轻的游
客在密室之旅结束之后，都会拿起手机搜
索六霍起义，主动去了解、去思考这段历
史，这正是红色文化的生命力。”

技术赋能让历史“破壁”，互动体验
让精神“入心”，年轻化表达让基因“续
脉”，红色文旅的这一波创新浪潮点燃了
地方文旅产业的新引擎。霍山县文旅局
副局长陈琳说：“这些创新实践在地方文
旅产业布局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
和环境效益，霍山县下一步还将把红色
文旅资源与戏剧节、音乐节、动漫节、滑
雪节、文体赛事等更多新场景结合起来，
为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更多新活
力。” 新华社记者 朱青 何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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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新疆文化艺术节4月7日启幕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3月 28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银
璐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第三届新疆文化艺术节将于4月
7日至21日举办。

本届艺术节以“七彩铸同心
喜迎 70 周年”为主题，由全疆各
级文艺院团单位、群众文化单位
及部分高校、社会组织参演参
展。艺术节共 9 个部分，包括开
幕式即第五届新疆油画展、优秀
舞台艺术剧目展演、小剧场剧目
展演、精品美术展览（陈列展、基
层巡展）、优秀旅游演艺剧目展
演、文创集市进景区、“传统与潮
流的跨次元对话”动漫展与 co-
splay 展演、群众文化活动、闭幕
式演出秦腔现代戏《红山塔下》。

艺术节采用“主会场+分会
场”模式，在乌鲁木齐市设主会
场，各地州市设分会场同步举办
相关活动。艺术节的优秀舞台剧
目展演将呈现新疆近两年创作的
多部舞台艺术精品力作，包含话
剧《我的布力开》、吟诵剧《岑参·
千树万树梨花开》、京剧《红娘》、
秦剧《程婴救孤》、秦腔现代戏《红
山塔下》和《时和岁丰——二十四
节气主题音乐会》《木卡姆精品荟
萃——且比亚特》。

系列展览活动包括陈列展和
基层巡展，其中陈列展包括在新
疆美术馆举办的第五届新疆油画

展、新疆美术馆2024年馆藏汇报
展，而基层巡展以“精品展览下基
层”为主旨，涵盖《奋进新时代主题
性版画作品展》《共生之境——新
疆百年美术的发生发展与当下》

《致青春·恰同学少年——第二届
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百
年印记——新疆版画作品展》。

群众文化展演将在新疆文化
馆举办，包含《“京韵疆曲·共谱华
彩”戏曲晚会》《“经典永流传——
时光留声机”80、90 年代金曲演
唱会》《国乐专场演出》《热舞青
春·新疆大学生街舞展演》，充分
展现近年来新疆全民艺术普及成
果和群众文艺团队的发展成就。

在艺术节全部展览展演中，
有 60%将走进县、乡镇、村，实现
把文化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

“让文创走进景区·让文化赋
能旅游”文创集市活动是本届艺术
节的一大亮点，将于4月12日至15
日在喀什古城景区举办。活动以
文化创意与旅游景区深度融合为
核心，在 23 个特色展位上全面展
示新疆的文化创意成果，包括民族
服饰、手工乐器、木雕、陶器等。

新疆文化艺术节自 2023 年
举办以来，面向基层推出了一系
列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增强群众精神力量的文艺力作，
艺术节也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
的生动实践。

奇 特 饮 器 讲 述 丝 路 酒 具 传 奇
在新疆博物馆隋唐时期展厅

里，有一件外形奇特的文物，它的
上半部分是面带微笑的人首，下半
部分是双耳竖立的牛头，上下有一
连通的圆孔，似一件雕琢精致的工
艺品。它源自“来通”，是流行于唐
代时期丝绸之路的饮酒器具。

来通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
“流出的”，源于人类用动物角制
作的酒具。因外形类似兽角，又
称“角状杯”，主要用于祭祀和礼
仪活动场合。丝绸之路开辟以
后，来通传入中国。

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阿迪
力·阿布力孜介绍，这件名为“人
首微笑牛头陶饮器”的文物，也被
称为陶来通杯，出土于和田县约
特干遗址，高19.5厘米，上半部分
是一微笑的胡人形象。只见此人
头戴高顶螺帽，眉毛弯弯，鼻梁高
挺，眼含笑意，上唇蓄有两撇上翘
的八字胡，下唇布满浓密弯曲的
山羊胡。下半部分是一个牛头，
此牛双耳竖立，眼睛圆瞪，双角弯
曲，嘴部撮成一个圆孔。其顶端
为注酒口，牛嘴为出酒口。

约特干遗址还曾出土一件唐
代“人首怒像陶饮器”文物，上半部
分是发怒的胡人形象。此人双眉紧
锁，怒目圆睁，也蓄着浓密弯曲的八
字胡和山羊胡，下半部分已残缺。

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博物馆，馆藏着一件形制类似的
文物。这件唐代“女首牛头陶
注”，也是一件陶来通杯，高19厘
米，人首部分是一个头戴冠饰的
女子形象，下半部分也是双角弯
曲的牛头形象。

这件文物既不能储酒，也无
法平放在酒桌，古人到底该怎样
用它喝酒呢？

国内研究人员结合国外出土
来通分析，新疆出土的陶来通杯
虽在外形上和波斯出土的来通杯
相似，但其不一定是社交场合的
饮酒器具，很可能是拜佛敬神的
宗教祭器或礼器。

国内研究显示，丝绸之路开
辟以后，来通流入中原，成为皇室
贵族、士大夫中的潮流物件。东
魏翟门生石棺床上，便刻有“竹林
七贤”之一的刘伶手持来通酣饮
的图像。到了唐代，随着丝绸之
路日趋繁荣，来通被大唐以海纳
百川的胸怀所吸纳。唐人结合自
身的生活和审美习俗，对其吸收
并创新，使来通杯呈现出我们今
天看到的“时髦”造型。

“来通杯展现了古人的智慧
与创意，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化
的互鉴互融，体现出人类文明因
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的历
史画卷。”阿迪力·阿布力孜说。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赵梅

从“独唱”到“合唱”

她 在 国 门 传 播 中 国 好 声 音
“各位游客大家好，现在大家

看到的是第一篇章——中华文
化。”3 月 27 日，古丽亚·努日不拉
提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今年3月3日，霍尔果斯新疆
形象展示平台（中华文化体验馆）
开馆，27岁的古丽亚成为这里的
一名讲解员。她也是霍尔果斯

“国门百姓宣讲队”的组建者、《国
门故事听我说》的创办者。

大学主修化学专业的古丽
亚，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材料
工程师。毕业回到家乡后，她成
了一名基层宣讲员，决定用自己
在大学期间积累的宣讲经验，做
党的惠民政策传播者。

“我发现老百姓对住房、就业
等方面的政策需求比较多，就整
理了百余条相关政策及解读，用
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宣讲，收到
了良好效果。”古丽亚说。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要让各
族群众了解更多党的好政策，就
需要更多宣讲力量。”为突破宣讲
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局限性，真正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古丽亚通过霍尔果斯好地
方、霍尔果斯云平台及线下组织
等多元途径，招募30多名各领域
宣讲爱好者，组建“国门百姓宣讲
队”，创办线上理论宣讲栏目《国
门故事听我说》，将“独唱”变为

“合唱”。依托“国门宣讲”品牌，

打造“一元多级”宣讲矩阵，培育
了“丝路新声”“马背宣讲”“田园
之声”等 40 多个导向正确、鲜活
生动的理论宣讲子品牌，让理论
宣讲从原本的“单兵作战”转变为

“集体作战”。
“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必须深入群众之间、
走进群众心里，从小事出发，与群
众产生共鸣。”古丽亚说。

近年来，“国门百姓宣讲队”
依托“国门宣讲”特色品牌，开展
各类宣讲活动2000余场次，覆盖
群众超10万人。

古丽亚还主动承担起企业的
理论宣讲任务，撰写了面向企业
的宣讲稿件 20 余篇，制作发布

“青年干部对党说”“五免五减由
我讲”等微视频30多条。创新摸
索出理论宣讲对象化、分众化模
式，打造了面向生产一线工人的

“5 分钟微宣讲”、针对企业职工
的“15分钟微党课”宣讲品牌，并
定期组织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
高的青年职工、女职工、模范职工
组成“流动巴士宣讲队”，深入生
产一线开展各类宣讲活动200多
场次，覆盖职工2万余人。

“我要给中外游客讲述不断
传承发展的中华传统文化，让更
多中国故事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古丽亚说。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新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