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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及研究显示，陶寺
遗址已经具有完备的都城功
能，进入早期文明社会。除
了展示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
陶寺遗址也呈现出距今 4000
年前后古人的精神世界，这些
因素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制
度建设，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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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至图⑤分别为陶寺遗址出土

的朱书陶壶、铜铃、玉琮、蟠龙纹陶盘、

玉璜。

何 努供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

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

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

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

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

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距今 4300 年至 4000 年，黄河中游处于中

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区域，山西省襄汾县陶寺

就是这一关键区域、关键时间点的代表性都

邑遗址。考古及研究显示，陶寺遗址已经具

有完备的都城功能，进入早期文明社会。陶

寺遗址自 1978 年启动正式考古以来，经过 40
多年的发掘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与进展，特别

是 2002 年起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

究”后，直至今天，一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的重要遗址。

精神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各

种思想观念的总和。除了展示丰富的物质文

明成果，陶寺遗址也呈现出距今 4000 年前后

古人的精神世界，这些因素影响了夏商周三代

的制度建设，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重视天文历法的实证

考古发现的诸多夏商之前的大型遗址，为

研究中国早期都邑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是否具有大型城垣、宫殿宗庙、王陵（王墓）、高

等级手工业作坊等，都是进行都邑遗址认定的

标准。考古探明陶寺遗址的中期城址约 280
万平方米，呈典型的“回”字形，具备双城制结

构，分布有宫殿区、大型礼制建筑、手工业区、

王陵区、仓储区、普通居民区等，功能齐备。

2019 年以来的最新考古，确认了宫城内面积

近 8000 平方米的宫殿建筑是史前时期所发现

的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有主殿、附属建筑、庭

院、廊庑等遗存，结构复杂、布局规整。

陶寺早期的王族墓地位于宫城外东南，约

有上万座。已发掘清理的千余座墓葬表明，当

时的阶级分化已经相当明显。大型高等级墓

葬内，可见棺底铺满朱砂的木棺、丰富而精致

的陪葬品；中型的也有木棺，随葬成组的陶器、

少量木器，以及一些精美的玉石器和猪下颌骨

等；小型的则仅可容身，多数没有葬具，也没有

任何随葬品。

陶寺的观象台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

观象台。天文学家和考古工作者通过观象台

多次观测太阳地平日出，发现那时的人们将一

个太阳年 365 天或 366 天分为 20 个节令——

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 4 个重要节点，来

掌握四季冷暖和农业耕作收获的节气，是有科

学依据的。这与《尚书·尧典》中尧“观象授时”

的记载相符。通过天文官的观象活动，为社会

生产生活提供最基本的服务，这体现了中国古

人顺应自然、遵循四季变化规律的智慧。

这是中国古代重视天文历法的实证。华

夏文明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观测天象、制定

历法，以敬授民时。陶寺遗址实证了这个重要

特征。

测时定位的圭表系统

陶寺遗址的王族墓地分别出土了一件圭

尺和立表，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圭表

仪器实物资料。圭表用来测量太阳的影子。

水平置于地面并标有刻度的是圭，垂直于地面

的柱是表，正午时刻太阳照在表上，投下的影

子被圭上的刻度标记出长短。夏至日影最短，

冬至日影最长。经过 10 余年研究发现，在陶

寺文化时期，圭表能够用于太阳历法的制定，

还可测量寻找“地中”。陶寺圭尺第十一刻度

标长度为 40 厘米，合陶寺 1.6 尺，是 4000 年前

晋南地区的地中标准刻度。

陶寺圭表系统还可以与步测结合，以陶寺

古国都城为地中测量，确定陶寺当时所在的东

亚大陆的东南西北四至点，被称为“四表”，并

据此创立他们的“天下观”，即“东、西、南、北、

中”的政治地理五方。陶寺都城的功能区划与

微地貌环境相配合，在一套完整的观念指导下

完成，即“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风雷

相搏”，而东南、西北、正南、正北、西南、东北、

正西、正东八个重要方位已经用来代表不同的

功能板块。

陶寺早期王墓出土的蟠龙纹陶盘，受到良

渚文化黑陶刻画蟠蛇纹和肖家屋脊文化玉龙

的启发，创造了中原的蟠龙形象，影响到后来

的河南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墟晚商文化、

两周、秦汉，直至发展到今天的中国龙造型。

呈现礼乐文明的雏形

陶寺遗址出土了大量乐器，呈现礼乐文明

的雏形。

陶鼓、鼍鼓、石磬形成组合，随葬在早期王

墓中，显示八音初备。陶鼓、鼍鼓属于八音里

的革，石磬属八音里的石，陶埙属于八音之土，

铜铃属于八音之金，木柷属八音之木。鼍鼓和

石磬是同一组乐器，配组方式为鼓二、磬一，并

伴有一件土鼓。鼍鼓上口蒙有鳄鱼皮，整体形

制呈圆柱形。鼓腔利用天然树干刮去树皮、掏

空内腔并烘干后，外施彩绘。鼍鼓高约 110 厘

米，一般直径约 50 厘米，个别的下部直径达 90
厘米以上。

陶寺晚期水井里还出土一件完好的骨质

口簧，与近年陕西石峁皇城台出土数量较多

的口簧相一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礼乐器，

包括漆木筒的鼓、石磬、铜铃、陶埙，显然是陶

寺文化礼乐器的继承与发展。说明土鼓与鼍

鼓、特磬等重器，在距今 4500 年前后的龙山

时代中叶，已由单纯的祭器转变为标志地位

的礼乐器。

陶寺遗址还出土了弥足珍贵的文字。陶

寺中期，一座中型贵族墓中随葬的骨耜上契刻

“辰”字，表明墓主的职官为农官。甲骨文体系

由此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 4100 年前的陶寺中

期。陶寺晚期的一件扁壶，正面鼓腹部朱书一

字符，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背面另

有一个朱书字符，如何释读，有多种说法。有

学者释读为“易”，也有学者释读为“邑”，还有

的学者释读为“尧”。尽管存在分歧，但学界普

遍认为这是与甲骨文最接近的文字。近年来

我们又在陶寺宫城内发现另两件陶寺晚期扁

壶残片朱书“尧”字的残笔。

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塑极少，未见石雕，玉

石器也基本是素面。但贵族墓葬随葬的彩绘

陶器纹样瑰丽，几乎都是成熟的几何纹样，回

旋勾连为主要模式，体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

通过分析陶寺的都城制度、礼制建筑制

度、丧葬制度、礼乐制度、天文历法制度等，

我们认为，陶寺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制度

文明。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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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个省份陆续进入防汛关键期，文物

安全再次牵动大众的心。

夏季气温升高、极端天气增多、降水量加

大等等，导致自然灾害频发。短时间强降雨天

气增加，高水位引发洪水，城市雨涝积水增多，

以及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都会对不可移

动文物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更不用说风暴潮

甚至海啸的风险。

多年来，各级文物部门为保护珍贵文化遗

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

的若干意见》提出，“支持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

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由注重文物本

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整体保护并重

转变”。保护文物安全，需要全社会转变重救

灾轻减灾的思想。通过灾前预防性措施和灾

后科学修复，我们可以降低、减轻灾害对于文

物的损害。

先行做好风险评估十分必要。我们可以

建立并完善历年的受灾情况、维修记录、防灾

减灾及安全措施等档案，适时开展文物的灾

害风险识别与评估，明确风险类型、成因和影

响，由此绘制出区域风险地图，甚至测算不危

及文物安全的水位高度、河流最大瞬时流量

等数据。细化防控标准，我们的工作才能更

加有的放矢。

古老桥梁的汛期安全一直受到关注。洪

水导致水位增高，造成巨大冲击力，产生的淤

塞容易造成桥梁结构变形，甚至整体结构失

效。雨涝也会引起建筑物结构变形，留下安

全隐患。河道日常挖沙、上游水库拦截和河

道干涸导致桩基糟朽，都会让桥梁有可能在

瞬 间 被 冲 垮 。 除 了 持 之 以 恒 地 进 行 日 常 管

理与检查，灾害季节还应适当增加对桥梁的

巡查频次，尤其要注意清理河道及河道周边

的堆积物、漂浮物。

当前，越来越多科技手段被用于灾后修

复。因为持续降雨，同时遭遇潮水高水位期，

一些老城的城墙长时间浸泡在水里。退洪以

后，墙体内部土体应力发生了变化，局部会出

现突然坍塌的隐患。我们采用地质雷达的探

测方式，结合相同位置历史照片比对、地质勘

探数据等，建立城墙内部保存情况的数据解

读方法。

欢喜永宁桥位于大运河杭州段世界文化

遗产范围内，2017 年由于持续降雨，桥体内部

填充物含水量过于饱和，造成东北侧发生大面

积的突然垮塌，修复时同样运用了新技术。考

虑到垮塌部位不稳定，我们突破传统脚手架搭

设勘查的方式，采用无人机进行倾斜摄影测

量，精准高效获取整体垮塌情况记录，再利用

工程船对局部细节进行补勘，完善垮塌部位的

测绘勘查，加快了抢险加固工程进度。

很多古建筑存在了几百年甚至更久，历经

多次自然灾害而能幸存，体现了古人在选址、

选料、建筑原理、因地制宜进行灾害防御方面

的智慧。古人的智慧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预

防性保护提供思路，除了及时运用新技术手

段，我们也需要向古人学习。

我国是文物大国，不可移动文物分布地域

广、时间跨度长、形态种类多，是中华灿烂文明

在广阔大地上的重要载体。我国又是世界上

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类型

多样、影响范围大、破坏性强，如何全面提升应

对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让不可移动文物延年

益寿、传之久远，需要我们每一个文物保护工

作者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者为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员）

汛期，文物安全值得重视
黄 滋

104 年前，一座大楼与一个时代相遇。这座大楼

就 是 位 于 北 京 东 城 区 五 四 大 街 29 号 的 北 京 大 学 第

一院。它于 1918 年 8 月落成，红砖砌筑，红瓦铺顶，

故称红楼。

高耸于青砖灰瓦中的北大红楼坚实庄重，中国先

进知识分子曾在这里风云际会。参观“光辉伟业 红

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

主题展”，一幕幕历史场景浮现面前。

红楼展厅，全部 63 期《新青年》一字排开，组成一

张 20 世纪初新思想新文化朝气蓬勃的时代面孔，仍是

那么率真鲜活、情真意切。

1915 年 9 月 15 日，《青年杂志》创刊号《敬告青年》

开宗明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

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17 年，《新青年》

落户北京大学，“一校一刊”结合，北京大学和《新青年》

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桌上一本打开的书，是所有人的视线中心。众

人或坐或站，似在热烈讨论什么——红楼浮雕《八大

编辑》饱满厚重。在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 20 号的小

院 ，这 些 学 贯 中 西 的 北 大 教 授 ，抛 掷 出 一 枚 枚 射 向

封建专制的重型炮弹。他们为妇女解放呼号呐喊，

举 起 民 主 科 学 大 旗 ，倡 导 白 话 文 与 新 式 标 点 ，开 辟

中国现代文学新谱系……

眼前的报刊信札，承载了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大

事件。以白话文为先导的新文化运动打开了遏制新思

想的闸门，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

一段历史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浓墨重彩的表现。

在剧中，蔡元培说：“无论将来发展到什么时代，它终将

是以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新文化为先导的”。

红 楼 2 层 ，靠 近 楼 梯 是 复 原 后 的 文 科 学 长 办 公

室。1918 年，《每周评论》创刊，编辑部设在这里，发行

所设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 79 号。“主张公理，反

对强权”的《每周评论》与主导思想启蒙的《新青年》相

得益彰，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为五四运动提出

不断深入的纲领、口号与斗争方式。

静卧 17 厅的国家一级文物《五四》，是我国出版的

第一部介绍五四运动的书籍，作者是在北大图书馆工

作的蔡晓舟和在北大国文系学习的表弟杨亮功（笔名

杨量工）。蔡晓舟在序言中写道：“五四一役，涵有二

义，一为国家争主权，一为平民争人格。”1919 年全国

期刊如雨后春笋猛增至 400 余种，红楼展出了《新潮》

《语丝》《教育潮》《新学报》等当时影响较大期刊。五四

运动把民主、科学的种子播撒进中国人的心田，随着时

代改变仍具有感召力。

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变革社会、塑造

“新国民”的思想武器，是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成果。

《每周评论》从第 26 期起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加

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期间，《新青年》刊

登介绍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文章

130 余篇。展览现场展示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

义观》《庶民的胜利》珍贵原件。

1921 年 11 月，陈独秀手书的第一份中共中央文件

要求，“在明年七月以前”出版共产主义书籍 20 种以

上。陈独秀组织翻译的 3 本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

马尔西《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考茨基《阶级争斗》、柯卡

普《社会主义史》；李达主编的全套 6 本《共产党》月刊，

半公开发行，16 开本，最高发行量 5000 多份；陈望道、

华岗、成仿吾、徐冰、谢唯真等人翻译的 7 种《共产党宣

言》中文全译本；1921 年，李子洲、刘天章等陕西进步

学生在北京创办的《共进》杂志 11 期；1924 年，中共北

方区委组织部长陈乔年负责印刷的机关刊物《政治生

活》8 期……这些珍贵文物汇集红楼，反映了马克思主

义传入中国及思想建党的基本样貌。

一座大楼一座大楼

与一个时与一个时代相遇代相遇
朱悦朱悦华华

②

观众在北大红楼参观“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

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

杜建坡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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