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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听到没法形容”的沙哑嗓音，直率得不拐弯的话
语，24岁洛阳姑娘李琪在1日晚浙江卫视播出的《中国好
声音》节目中，以一曲《爱我别走》赢得四位导师的转身，
并成为汪峰战队的一员。近日，记者在西工区芳林路见到
了这名个性直率的90后姑娘。

带伤登台的“灵魂黑嗓”

李琪从小在洛阳长大，原先在大连艺术学院学影视
表演，2012年毕业后“北漂”，成了一名酒吧歌手。

“我从小就被同学起外号叫‘女杨坤’。”李琪说，她打
小喜欢唱歌，不会唱就乱喊，结果把嗓子给“喊坏了”。

不过，这“喊坏了”的嗓子赢得杨坤、那英、汪峰、齐秦
四位导师的一致认可，还被那英赞为“灵魂黑嗓”。

更特别的是，李琪是蹒跚着脚步走上舞台的，她的左
脚缠着绷带，带着支具。这是咋回事儿呢？原来，今年 5
月，她在北京过生日时，不慎从半米多高的舞台上摔下，
左脚骨裂。

李琪说，在北京唱歌期间，平时她会把自己唱的歌录
下来，放在网上，和喜欢音乐的朋友交流。她很喜欢《中国
好声音》，早就跃跃欲试，可惜错过了前两季的报名机会。
今年，经过3次试音后，李琪拿到了参加《中国好声音》盲
选的机会，但没多久她就摔伤了。

“不能再放弃了！”在父母的鼓励下，她带着支具走上
了舞台，最终圆了自己的梦想。选择加入汪峰战队后，她
激动得泪流满面。

热爱音乐 执着追梦

“音乐是人生的组成部分，就像空气一样。没有它，你
就憋死了。”节目中，李琪这样描述自己对音乐的热爱。

“小时候找过两三个老师学唱歌，一亮嗓子他们就让
我走了。”李琪说，2002年，父母带她找到专业的老师学
习声乐，都因嗓音沙哑而被拒之门外。

“以为孩子会自暴自弃，没想到她倒更钻劲儿了。”李
琪的妈妈戚燕说，李琪不但没有放弃，而且更努力唱歌，

“每天一没事儿就要吼上几嗓子”。
2011年大四实习期，她到某剧组当导演助理。拍戏

的时候正好是冬天，在沈阳零下几十度的天气中，她冻得
手脚都裂了口子，可是每天拍完戏回到宾馆，还要自己唱
上一会儿。“不管在外面有多难，我都不放弃唱歌，我就是
喜欢唱、想唱。”李琪说。

“我擅长唱英文歌，基本没唱过中文歌。”李琪告诉记
者，导演建议她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最好先唱一曲中
文歌，“刚开始时，现学现唱，难听得自己都快哭了”。

这几天，虽然支具已经取掉，李琪的左脚还是肿得厉
害，但她很快又要到节目组准备下一轮的比赛了。“这伤
不算什么。我会继续好好表现，谢谢家乡朋友和乡亲的支
持。”李琪说。 本报见习记者 朱艳艳

洛阳姑娘李琪亮相浙江卫视
赢得四位导师全部转身

“灵魂黑嗓”
惊艳《中国好声音》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胡少军）记者昨日获
悉，在近日于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世界跳绳锦标赛中，我市
在与世界各地跳绳高手的激烈角逐中表现出色，获得3
银1铜的好成绩。

自 1997 年起，世界跳绳锦标赛每两年举行一次。
今年 7 月 27 日至 31 日，第十届世界跳绳锦标赛在香港
举行，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超过 1000 名世界级跳绳选
手参赛。

在本届世界跳绳锦标赛中，市跳绳协会选派了 9
名运动员参加，在男子 4×30 秒单摇接力比赛中获得
银牌；女子 4×45 秒交互绳速度比赛中斩获铜牌；2×
60 秒交互绳速度比赛中，男女两队力压多路好手，均
获得银牌。

我市获世界跳绳锦标赛
3银1铜

古沉船成功搬“新家”
专家称为“中国内陆难度最大的一次古沉船整体搬迁”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程召辉/文 曾宪平/图

8月2日13时10分，随着两台百吨
位吊车同时起吊，整体打包后总重50吨
的“洛阳一号”古沉船从板车上被缓缓
吊起，准确无误地放置在隋唐洛阳城回
洛仓遗址博物馆的空地上。至此，“洛
阳一号”古沉船整体搬迁顺利完成。

据相关专家称，“洛阳一号”古沉船
的制造工艺及保存状况，在中国古代船
舶史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此次搬
迁为中国内陆古沉船难度最大的整体
搬迁。

2 日早晨 6 时，记者赶到偃师市首阳
山镇义井村洛河岸边的古沉船搬迁现
场，看到经过种种加固措施后被放在一
个钢结构箱体内的古沉船安静地“躺在”
河道内。箱体长达 20.55 米、高约 2.3 米、
宽约4.3米，重50吨。远远看去，就像穿了
一身“铁甲外衣”。

8时05分，两台吊车开始互相配合作
业，在4根钢管和两组V字形钢绳的共同
用力下，捆扎好的古沉船被吊起。沉船很
大，为防止吊装过程被损坏，经1个小时的
吊装，船才被安稳地放在板车上。

为确保运输安全，文物部门还专门在
河道和河堤之间修了一条路，并垫上鹅卵
石以增加路面强度，方便平板车通行。9时
15 分，一台大型铲车牵引着板车，把古沉
船从河道托运至岸上。

为保证整体搬迁万无一失，从河岸到
古沉船“新家”，总长 19.6 公里的路程，板
车走了3个多小时。

不到20公里的搬迁之路，
走了3个多小时

“洛阳一号”古沉船船体大部分保存较
好，但历经300多年的风雨侵蚀，其主体结
构已经腐朽，且有多处部位残缺，考古人员
对沉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和保护。

在此之前，洛阳还没有古沉船保护的
相关经验，如何保护、搬迁及后期修复这艘
古沉船，都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史家珍介绍，
从国内内陆古沉船的搬迁情况看，此次古
沉船搬迁是我国内陆难度最大的一次整
体搬迁，“洛阳一号”的保护、加固、搬迁难
度非常大，前期做了两个多月的大量准备
工作。

史家珍介绍，因古沉船所处的地理环
境较为恶劣，容易遭遇汛期，经专家多次论
证，就地保护不现实，最终确定异地搬迁保
护方案。其中包括沉船船体的防腐防霉杀
菌和加固处理、沉船的现场加固施工和吊
装施工及运输施工。

泉州海交馆研究员李国清说，为确保
古沉船所处环境与原有埋藏环境相近，对
其实施了控温、控湿、避光等措施，还对其
进行渗透加固、表面封护等以提高沉船对
环境的适应能力，降低保存环境的变化对
沉船造成危害。

为防止古沉船船体木质快速脱水，考
古工作人员用高分子材料对船体多次喷
涂，进行化学保护，再采用防霉杀虫杀菌
剂，防止船体进一步腐朽和滋生虫菌。最
后，用高分子材料与天然树脂、特种纤维材
料对船体内外进行封护和加固，避免船体
与包装加固材料直接接触。

中国内陆难度最大的一次
古沉船整体搬迁

“洛阳一号”古沉船材质朽脆，如何将
这件珍贵文物完好无损地从挖掘现场吊
出，装车、运输至专用保护场地，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课题，沉船现场加固显得非常
重要。

史家珍说，首先按照船体外形轮廓制作
槽钢支架，在槽钢内侧与船体之间，使用木
板进行防护贴合，再用特制的螺丝进行连
接。根据船体总长度，整体采用 20 多个钢
木构件对船体进行加固，矫形。

“由于沉船遗址位于河滩，下方为松软
泥沙结构，为防止船体下沉，在船底下部、南
北两侧各挖五个基坑，基坑深度达2.5米，并
用多根钢管进行焊接，填充木板，制作一个

‘工’字结构钢架。”史家珍介绍。
钢架被固定在基槽后，挖去船体底部的

泥沙，对船体底部进行清理及防护。底梁下
用方钢十字拉撑，焊接加固，然后插入木板
固定在底梁上，置换底板。用木板依附于船
体外形进行封护，在木板与船体之间用聚氨
酯发泡剂进行填充，使船体与外包装保护材
料形成一个整体。

史家珍说，由于沉船船体北高南低，还
需要进行船体校正，校正平行后，在底梁四
周，焊接“人”字形梁，使底梁框架与“人”字
形梁形成一个牢固箱体，在“人”字形梁的上
部，用圆钢进行焊接提梁，在箱体周围用木
板包装，顶部木板固定在上部角铁上面，整
个“打包”工作才算完成。

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研究
员何国卫评价，我国发现的不少古沉船，
包括山东菏泽、天津、安徽柳孜、江苏扬
州、浙江宁波、河南安阳等地，不少采取
散架拆卸之后异地拼装，甚至锯掉一部分
进行搬迁，很难保证复原过后造船工艺的
原始性。

“古沉船发掘的最大价值在于确保船体
本体不受损害。‘洛阳一号’古沉船的整体搬
迁环境不好，难度大，创下了我国内河古沉
船整体搬迁的‘洛阳经验’，对今后的古沉船
整体搬迁提供了重要借鉴。”何国卫说。

加固吊装，创下“洛阳经验”

何国卫说，“洛阳一号”古沉船从体量、
保存完整程度以及船体某些特殊结构上看，
在中国古代船只中实属特例，船体保存较
好，结构清晰，特点很多。

“从结构上看，它是内陆漕运河道中的
客货运输船，对了解古代船体结构、建造工
艺、木料的选择以及内陆运河内船体与海洋
船体结构对比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
艘沉船的发现，证明了洛阳盆地内陆人工漕
运渠道的存在，对大运河洛阳段是有力的证
明，对研究古代洛阳内河漕运起到了深远的
影响。”何国卫解释。

史家珍说，古沉船现在回洛仓遗址博物
馆只是临时性保护，今后将在回洛仓考古遗
址公园二期建设中，专门规划设计沉船保护
展示场馆，规划沉船保护修复展厅、漕运史
展厅和多功能报告厅三个功能区，并使用环
境综合管理系统、药剂喷淋系统、3D弧面融
合大屏展示等多项先进技术，对沉船进行后
期保护、考古研究、展览和公众考古，最大限
度地发掘其价值。

将建专门场馆
进行全方位保护和展示

■ 2日晚，“中华梦之声”全民歌唱大赛首场海
选在万达广场举行。本次海选分为少年组、青年组、
中年组小组淘汰赛，由著名导演繁华、中央音乐学院
声乐教授樊梅丽、洛阳籍歌手韩信等担任评委，对选
手表现进行点评，并由媒体组成评审团对待定选手
进行投票，共30位选手参加了海选。中华梦之声”
继续接受海选报名，“报名热线：400-696-6697、

（0379）63277289、63275817。
（常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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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吊装

安放在回洛仓遗址

古沉船“走过”白马寺

清理后的古沉船

2013年9月，偃师市首阳山镇义井村48岁村民王根生，在自家
附近的洛河滩察看玉米地时，发现中州渠的一条退水渠因夜里涨水
决口冲出了一艘木质沉船。

这是首次在洛阳发现的比较完整的古沉船，深埋地下约4米，南
距洛河约50米，北距洛河堤约百米。历经数月考古发掘，古沉船浮
出地面。船身共有 13 个大小不一的船舱，全长 20.15 米、最宽处约
3.4米、高约1.4米。根据碳十四的初步测年，考古人员认为这艘沉船
的年代应当有300多年。船内覆盖了大量青膏泥，还有凿子、斧头等
修船工具。这艘沉船从体量、保存状况以及制造工艺和船舶特点等
方面看，在中国古代船舶史上都令人关注，沉船的发现更是隋唐大
运河洛阳段兴修、沿用的力证。 （常书香）

“洛阳一号”古沉船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