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2017年3月30日 星期四 文体新闻
E-mail：htybe@163.com

责任编辑：张海鹰（0451-84652978）
执行编辑：李树泉（0451-84655635）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
诸多珍宝中，有一枚银质货币
引人关注。通常，一提到银币
会自然而然认为它是圆形，但
这枚银币的外形却如“妙龄少
女”般，有着纤柔的身腰。它就
是金代承安宝货银币——中国
货币史上，现今有据可考的最

早的直接用于流通的银质纪
值货币。

受唐宋文化影响，金代承
安宝货银币也承袭了唐宋时
期的银铤形制。黑龙江省博
物馆所藏的这枚承安宝货银
币，是 1982年黑龙江省人民银
行在黑龙江省西部地区收集
到的 5枚银币之一。其束腰，
正面较平，长 4.8厘米，最宽处
3.0 厘米，束腰处宽 2.1 厘米，
厚 0.55厘米，重 58.8克。首端
中部横凿汉字楷书“承安”；腰
部竖凿汉字楷书和押记，右为

“宝货壹两半”，系此银币的币
值，也是其实际重量，左为“库
□”“部□”，分别是金朝所设
货币管理机构交钞库的检勘
押记及金朝户部的勘复押印，
用于防止偷工减料现象的出

现；边缘为三道水波纹，背面
与侧面有许多凹陷和小孔，呈
密集蜂窝状，是浇铸银水时气
体溢出而产生的气孔。“承安”
为金章宗年号，“宝货”本应与

“承安”连凿一起，限于铤面狭
小而落行竖凿于腰部，故识读
时应连读为“承安宝货”。

发行承安宝货银币是金
代女真族的一大创举，其于金
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开铸，

“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
钱二贯”。不过，由于它只是
在军费增加、财政困难和交钞
贬值阻滞的情况下所采取的
应急措施，且问世后私铸严
重、假币泛滥、缺乏信用度，导
致它仅仅流通三年便被迫停
铸，不再使用，加之银币还可
改铸其他银铤，所以承安宝货

银币存世量极少。
金代承安宝货银币在中

国货币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显
而易见的。虽然它流通时间
短暂，但透过其外形、铭文及
用途，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金
代货币形制、职官制度、经济
地理，还可了解它在当时社会
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关键
作用。

（黑龙江省博物馆 杨海
鹏 蒋萃供稿）

传历史记忆 展黑土风采

官铸银币的肇端——金代承安宝货银币

黑龙江远东心脑血管医院是黑龙江
省率先与台湾合资的医疗单位，凭借拥
有国内外高端的医疗检测硬件设备和以
患者为中心的“全人医疗”服务理念而著
称。作为哈尔滨市急救中心香坊第三分
中心，黑龙江远东心脑血管医院一直秉
承着专家、专治、专科、专病理念,是一家
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三级心脑血
管专科医院。

黑龙江远东心脑血管医院是黑龙江
省医保、黑龙江省新农合、哈尔滨市医
保、城镇居民医保等定点医疗机构。医
院占地面积近两万平方米，共开放床位
350张。在科室设置方面，该院共设置心
内科、心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普外
科、泌尿外科、综合内科共七大科室，以
微创、介入诊疗为特色。在硬件设备上
拥有德国西门子双源 flash 炫速动态 800
排 CT、日本泰尔茂叶克膜 ECMO（体外
心肺循环系统）以及德国西门子双C臂血
管造影系统、德国西门子磁共振设备等
高端品牌检验设备。

黑龙江远东心脑血管医院以“博爱·
济世”为己任，以服务患者为原则，正在
为给患者提供最好的医疗体验而努力，
并且也坚信能够把黑龙江远东心脑血管
医院建造成百姓患者的家医院，人民心
中的好医院。

40多年心脏病 发展到疼痛难忍

47岁的伊春刘女士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日前更是发展到了心脏部位疼痛难忍、呼吸困

难的地步。家人十分紧张，赶紧把她送到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通乡街 169号的黑龙江远东

心脑血管医院。

台湾心脏内科专家、远东医院李爱先院长通过冠脉造影，确诊刘女士患的是一种较为

少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冠脉瘘。同时运动平板显示阳性，提示刘女士心肌缺氧。

先天性冠脉瘘，是胚胎时期心肌局部区域发育停止导致的窦状隙持久存在，使冠状动

脉与心腔直接交通，形成冠状动脉瘘。随着年龄增长，病人出现并发症较多，如充血性心

力衰竭、心肌缺氧、梗死或瘘管破裂，剧烈运动中不明原因的猝死等。

不开胸选微创 李爱先挑战高难

刘女士这样的病情，传统治疗方法需开胸直视下暴露心脏，选择性关闭瘘管，多数情

况需心脏停跳，在体外循环下进行修补。手术创伤大、并发症多、恢复慢。

那么，能不能微创解决呢？

微创介入封堵冠脉瘘对术者要求极高，术中需避免栓塞正常血管，术者除了需要有稳

定的心态、高度的自控能力、精湛的栓塞技巧外，还需有准确的预判能力，在国际上能完美

操作此项手术的医师为数不多。

李爱先院长根据以往多例成功介入封堵冠脉瘘经验，决定再次挑战高难——为刘女

士实施微创介入封堵冠脉瘘。

团队精准操作 三个“圈”止住“心疼”

李爱先院长会同远东心脏内科、心脏外科专家反复研究造影影像，制定了严谨、周密

的手术方案。

在李爱先院长的带领下，心脏内科团队开始为刘女士实施冠脉瘘封堵术。

首先在双C臂血管造影系统下了解冠脉瘘的供血动脉、瘘口的大小和位置等，然后导

丝进入起于左前降支(LAD)的主要动脉瘘，Headway 17微导管藉此进入动脉瘘，放置 3个
弹簧圈栓塞动脉瘘，手术成功结束。

随着冠脉瘘的成功封堵，刘女士的“心疼”奇迹般消失了。她感慨地说：“我 40
多年的先天性心脏病，被李爱先院长‘三个栓塞弹簧圈’治好了，‘止疼’真是立竿

见影！”

创伤小恢复快 封堵再立新标杆

据了解，与传统开胸封堵冠脉瘘手术相比，介入封堵冠脉瘘无需开胸，在患者意识清

醒的状态下即可完成，手术创伤极小、并发症少、恢复快，但手术难度高，国际上能操作此

项手术的医者也不多。

远东医院李爱先院长在多例成功介入封堵冠脉瘘经验基础上，再添一项成功

案例，为微创介入封堵冠脉瘘再立了新标杆，同时，也为此类患者的康复增加了更

好的选择。

远东：三个“弹簧圈”止住40年“心疼”
核心提示：纠缠自己40多年的先天性冠脉瘘，竟然发展到“心疼”难忍的程度。无奈，刘女士

只好求助黑龙江远东心脑血管医院。黑龙江远东心脑血管医院李爱先院长成功挑战高难，为刘

女士实施了微创介入封堵术，仅用三个“栓塞弹簧圈”，就立竿见影地止住了刘女士的“心疼”。

术前造影（冠脉造瘘成像） 术后造影（冠脉造瘘消失）

□本报记者 晁元元

无声的文字，有声的倾诉

“朗读”近来成了文化综
艺界的“香饽饽”，哈尔滨大剧
院近日推出“但愿人长久——
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
离正式演出还有多日，演出票
首场卖罄，第二场所剩寥寥。

有专家坦言，这一热点与
国人传递内心情感重燃文化
自信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社
会对文化蕴养的重视，成就这
一番水到渠成的活水。

一档是脱胎于英国综艺
节目《Letters Live》的《见字如
面》，由一群“老戏骨”念出一
封封“云中谁寄锦书来”，在书
信歌文体间享受别样的沉静
之美。一档是以“一个人，一
段文”为主要形式的《朗读
者》，嘉宾源自生活的各个群
落，通过朗读，分享人世间一
切温暖的共情，改变了综艺节
目所能展示的生命宽度与浓
度。朗诵在上个世纪 80年代
曾是文学青年的标配，一度备
受冷落，如今人们重拾诵读之
美。哈尔滨大嘴传媒学校校
长李雪虹认为，这不仅归功于
一些朗读类文化节目的热播，
让传统文化得到了广泛的宣
传。“通过朗读，在阅读——反
思——沉淀——再阅读的深
层精神体验中养身养德，文学
如此融于生活，春风化雨，滋
润心田。”

哈尔滨大剧院有一个活
跃的朗诵爱好者群，群主井洋
感慨，最初建群时，想借着大
剧院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
会演出契机，试试水，没想到
身边的朋友都来响应，反响那
叫火热。线上组群几个小时，
就达到了 500人上限。

很快，不同职业的人、不
同年龄的人都聚集在这小小
的朗读群周围，渴望朗读出自
己内心的情感。群友们朗读
并不个个字正腔圆，有的略显
生涩，甚至带点口音，却更显
出不矫饰的真情实感，这里每
个人都拥有一颗真正的热爱

文艺、渴望同道的心。原来，
朗读不仅能拉近心与心之间
的距离，以同频共振的方式，
实现正能量的传递与流动。

发现语言之美、诵读
之美、情感之美

朗诵达人常世伟引用了
著名诗人臧克家一句话，称赞
朗诵的魅力：“诗歌经过朗诵，
就能从抽屉里爬出来，从书架
上跳下来，插上翅膀从房间里
飞出来。”他虽然做财会工
作，却用业余时间经营着哈尔
滨朗诵网的公共微信平台，
300 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朗诵
达人”聚集在此切磋“技艺”。
常世伟认为，“朗读是一张名
片，相识的人因为创作和朗
读，增强彼此的精神辨识度和
靠近感，可以成为朋友。”

哈尔滨朗诵网正是一个
写作者和朗诵者互动的平台，
写作人把童年往事、人生点滴
形成文字，再把创作经历和体
会讲给朗诵者听，双方磨合碰
撞，这样“二度创作”出来的好
声音才能直抵人心。

著名主持人张军在接受
采访时，对记者谈到了风行欧
美几个世纪的朗诵文化传统，
无论狄更斯、哈代还是简·奥
斯汀，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那
些能够写作或者想写作的人，
经常聚到一起，朗读自己的作
品。马克·吐温也在两次投资
失败欠债累累时，到处旅行，
一路进行作品朗诵和演讲，与
崇拜追随者合影互动。在朗
诵中，人的确可以获得一种审
美层面的瞬间净化，一种自我
发现，又是一种灵性的打开和
能量的释放。

哈尔滨大剧院的苏丽娜
感慨，因大剧院推出“但愿人
长久——中国唐宋名篇音乐
朗诵会”，百名天真学童将穿
插其间，为观众诵读千百年来
一直作为蒙学经典的律绝名
句，消息传出，有 1300多个孩
子涌跃报名，家长们都希望孩
子在铿锵悦耳、脱口而出的朗
诵训练中，体验到伟大先人对
自然生命的关怀，登高望远的

心胸，让语言之美和情感之美
渗入稚嫩的心灵，成为生命的
一部分。

路还很远，朗诵有误
区，仍需提升

深谙朗诵艺术的安妮谈
到她遭遇的一次朗诵比赛尴
尬场面，当专家评委把奖项颁
给一位简简单单站在舞台上
朗诵的选手时，“倒彩”的声音
竟从台下观众群中传来。原
来，选手的朗诵“表演”更合观
众的“胃口”。安妮认为，朗诵
艺术发展还应培养真正懂得
欣赏朗诵的观众。

诗人桑克认为装模作样、
声嘶力竭和舞台腔是朗诵的
短板，一些朗读者往往用形
体、服装和舞美营造气氛，掩
盖其语言功力和对文本理解
种种不足，混淆了朗诵与演戏
的区别。他还举了海子的诗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例
子，很多人并没理解作品的内
涵，海子描绘了一个聊以慰藉

的明天，是悲哀之极的绝境中
的幻象，朗诵者语气若兴高采
烈则是一种误读。

也许是希望更多的人摆
脱“听觉虐待”，张军和一些主
持人同行会经常集结起来，去
学校、社区和老年大学为朗诵
爱好者做辅导和培训，帮助业
余爱好者们用最专业的声音
演绎经典文学作品，实现梦
想。他说，朗读没有门槛，“上
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人人
爱朗诵，个个想张口，”所以，
心灵鸡汤类的文学小品和诗
尤其为朗读爱好者钟爱，许多
人认识不到，一些思想性、学
术性的文字朗读起来同样易
于入耳入心，比如约翰·梅纳
德·凯恩斯、亚当·斯密的作
品。此外广州、上海兴起了读
剧风，朗诵爱好者畅读世界名
家剧本，收获深入戏剧心灵的
快乐。

图为在某大学举办的朗
读活动中，一位大学生正在朗
读经典作品。 资料片

用声音造梦：朗读从小众变大众
□新华社记者 郑昕 李华梁

全面被动，但未崩盘，这应该是世预赛亚洲区 12强赛
上国足败走德黑兰一战最简略的总结。面对目前亚足联世
界排名最高的球队伊朗，国足在比赛中充分暴露出了实力
上的差距。不过，在下半场 1分钟内丢球与大将吴曦受伤
的双重打击下，球员们能很快稳住阵脚，攻势甚至有所起
色，从中还是能看出球员的努力。

从结果来看，0：1的失利对中国队来讲自然要比首回
合的平局更糟糕。时移势易，如今中国队比去年 9月系列
赛刚刚打响时更需要一场胜利，本场“三箭齐发”的首发阵
容足以说明全队从上到下对胜利的渴望。要知道，在沈阳
的主场比赛中，国足用 532的阵型顽强逼平了并不在最佳
状态的对手，但从赛后数据来看，被动显而易见：双方进攻
主导率之比为 34.6％：65.4％，射门数的差距更达到了悬殊
的 5：16。

尽管渴望改写客场不胜伊朗的历史，但国足本场的赛
后数据与半年前如出一辙。国内体育数据运营平台创冰
DATA的赛后统计显示，伊朗和中国队的射门数为 15：5，
进攻主导率之比 64.6％：35.4％，差距一直都在。相比于上
一轮面对韩国队的胜仗，此次在冲击力和对抗性堪称凶悍
的伊朗队面前，国足球员遭受的压迫更大，前场球员中无一
人持球时间超过 100秒，出现在攻防枢纽位置的郑智，上一
场向前传球的成功率为 57％，本场直线下降至 13％。

从比赛的场面来看，相比第一回合两队都没什么机会
的拉锯战，本场在激烈程度上提升不少，双方在各自进攻
30米区域内的传球次数都有所提升。尤其在开场前 30分
钟，双方相互打对手反击的态势还颇有观赏性。

不过，如果不是下半场开始 1分钟的“意外”，在双方阵
型拉开后被动的国足丢球仍是时间问题。比赛第 46分钟
伊朗队塔雷米的进球加上吴曦在救险中的受伤下场，令利
用中场休息刚进行完人员和战术调整的主教练里皮，不得
不在重新布置战术的同时，用完换人名额，这一打击不亚于
再丢一球。

无法替换明显体力不支的于大宝和状态不佳的郜林，
国足把阵型从开场时的 433变为 343，面对进球后开始稳守
的“波斯铁骑”，反倒在两个边路打出了气势。从丢球后的
国足球员平均触球点和热点图上看，左后卫姜至鹏的位置
和覆盖区域相比上半场有明显前提，右边路则是于大宝和
张琳芃的轮番冲击。球队全场的 10次传中和 9次突破发生
在下半场的分别有 8次和 7次，球队仅有两次在禁区内的起
脚射门也都在下半场。

最后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丢球后球员虽说也有一段与
对手推搡顶牛的情绪波动期，但还是很快收拾心情寻找机
会。这与变阵后的起色一样，显然并非球员的临时起意，而
应是教练在日常训练时已有的预案。

在很多人看来，这场失利让上轮国足击败韩国队后升
起的熹微出线曙光，又一次暗淡下去。不过，在这场并不出
人意料的失败后，我们更应看到实力的提升和心态的成熟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至此本次 12强赛的 10场争夺已经结
束 7场，国足更应该正视差距、放下幻想，多利用与区域内
强手过招的机会，找准自己的位置、摆正自己的心态。

新华社西安3月29日电

数说12强赛

1分钟的意外
“毁掉”90分钟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