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文化文化2022年 9月 19日 星期一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进一步揭示多网格式结构

布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

遗址现存面积 300 万平方米，绝对年代在公

元前 1750 年至公元前 1530 年间，学术界普遍

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

介绍，2021 年以来，考古工作陆续发现了多

处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夯土墙，包括宫城北

侧道路上的门道、宫城西部围墙，并发现宫城

西侧道路夯土墙向北延伸 200 余米，据此推

测已知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

在一个分区。遗址北缘中部首次发现较为丰

富 的 制 陶 遗 存 ，包 含 了 制 陶 工 艺 的 多 个 阶

段。宫城西南角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

器 加 工 作 坊 ，表 现 了 骨 角 器 加 工 的 各 个 环

节。制陶和骨角器加工遗址是二里头遗址手

工业考古的重要突破。祭祀区以西，发现有

大型二里头文化居址，居址院落内出土有铜、

玉礼器的高规格墓葬。

赵海涛说，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进一

步揭示了多网格式结构布局，是探讨早期国

家都城制度、手工业与社会经济、礼仪与丧葬

制度等问题的重要线索。

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
商代墓地

商代中期遗址中首次发现
金覆面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位于郑州商城

遗址内城东南部，是一处商代中期白家庄期

的高等级贵族墓地。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成富介

绍，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残存面积约 1 万

平方米，墓地南北两侧发现两条壕沟，壕沟东

西走向，间距约 130 米。墓葬主要分布于两条

壕沟之间的区域，共发现 25 座，其中 3 座墓葬

出土青铜器，6 座疑似为祭祀坑，其余 16 座推

测为陪葬墓。2 号墓是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发

现等级最高的墓葬，墓内出土各类器物 200 余

件，其中青铜礼器、兵器 20件，玉器 11件，金器

5 件，另有贝币 123 枚、绿松石管珠、镶嵌绿松

石的牌饰等，充分彰显了墓主人的高等级贵

族身份。其中，出土的金覆面长 18.3 厘米，宽

14.5厘米，重 40克，含金量达 88％。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

这是迄今全国考古发现商代中期遗址中，首

次发现金覆面。

据悉，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进一步丰

富了商代中期文化的内容，是郑州商城遗址功

能演变、历史沿革的重要证据。高等级贵族墓

葬出土多件黄金用品的现象较为罕见，反映了

商时期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密切联系。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龙山时代黄河岸畔一座关

口城市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地处

蔚汾河和黄河交汇处，年代距今 4000 年至

3700 年，是山西境内黄河沿岸地区首个确认

的龙山时代大型石城聚落。

碧村遗址面积约 75万平方米，历年考古工

作初步探明了遗址结构布局，自西向东依次为

小玉梁、石门墕、城墙圪垛三处遗址点。小玉

梁地点为遗址核心建筑区，石门墕地点初步发

现大型墩台与城墙围合的城防设施遗迹，城墙

圪垛地点发现了遗址东城墙与城门，城门由

东、南、北三个“品”字形布局的大墩台构成，规

模宏大。三座墩台之间穿插一些夹墙、夹道、

小型墩台等附属设施围合而成，设置内外多重

瓮城结构，进出入口设于东墩台南北两侧，西

向经过两道瓮城后方可进入城内。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光辉说，碧

村遗址是河套地区黄河支流河口处发现的最

大规模城址，是蔚汾河流域龙山时代晚期的

中心聚落遗址。遗址的东城门保存完整、结

构严密、形制规整，显示了河套地区石城遗址

一类独特的城门形制。同时，碧村遗址控扼

黄河两岸的突出战略位置，城址布局呈现出

处处设卡、重重把关的多重防御体系，强烈指

向其应是龙山时代黄河岸畔的一座关口城

市，掌控着西部与中原之间的关键要道，是揭

示晋陕高原龙山时代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重要

支点。

内蒙古呼和浩特后城
咀石城遗址

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城
的三重防御体系

后城咀石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清水河县，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迄今发

现的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城遗址。

后城咀石城遗址面积约 138 万平方米，

结构布局保存较为完整，由内城、外城、瓮城

以及外瓮城组成。2021 年以来，内蒙古自治

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重点对瓮城外侧区域进行

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外环壕、外瓮城等重要遗

迹。外瓮城下发现两条地下通道，其中一条

由城外经外瓮城城墙、外环壕底部进入外瓮

城内部，另一条由外瓮城中部向瓮城延伸与

内环壕连接。此外，内城区域经考古勘探发

现墓葬、房址、灰坑等大量遗迹，为了解内城

结构布局提供了线索。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

松说，经过系统发掘，基本明确了后城咀石城

有着龙山时代最为复杂、完备的三重防御体

系，即由外瓮城城墙、马面、台基以及外环壕

沟构成的第一道防御体系，由瓮城城墙、瓮城

城墙上布置的台基、墩台以及内环壕构成的

第二重防御体系，由主城墙、主城门以及在主

城门两侧设置两座马面构成的第三重防御体

系，是河套地区聚落形态的生动实物例证。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雷兴山说，

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文明形态的延续，体现

了文化基因的相传，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的格局。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此次通报

的 4 项重要成果，展现了中国史前文明化与

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是 5000 年中

华文明的重要实证。国家文物局将持续推进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

入，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

发展历程，为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

供坚强支撑。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新成果
本报记者 王 珏

9 月 16日，国家文物局
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
要进展工作会，介绍了内蒙
古呼和浩特后城咀石城遗
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
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郑州
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等考古
发现，展现了中国史前文明
化与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历
史进程。其中，二里头遗址
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多
网格式的结构布局，制陶和
骨角器加工遗址是二里头遗
址手工业考古的重要突破。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出
土金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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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月 18日电 （记者贺勇）近日，在 2022 年全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北京会场暨中关村创新创业季启动

仪式上，北京市正式发布智慧应用场景“揭榜挂帅”榜单，共包

含 10 个智慧应用场景，将引导揭榜主体投入先进的技术、优

质的团队，充分展现科技实力。相关部门将根据项目实施需

要为揭榜主体提供支持，如开放试点公办机构、搭建交流平

台、广泛推介场景案例、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等。

“本次发布的 10 个智慧应用场景，着眼于未来战略需求

以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分发挥北京创新引

领和示范带动效应，优化产业生态，创造智慧生活新体验，助

力北京到 2025 年建设成为全球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城市。”北

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发布榜单中的智能网联公

交示范项目，将推动智能网联公交向“精准公交”和“安全公

交”方向发展，实现红绿灯倒计时、绿灯起步提醒、闯红灯提醒

等功能，打造智慧城市专网公交示范应用场景。

北京发布智慧应用场景“揭榜挂帅”榜单

本报北京 9 月 18 日电 （记者

冯华）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截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天问一号环绕器

已在轨运行 780 多天，“祝融号”火

星车累计行驶 1921 米，完成既定科

学探测任务，获取原始科学探测数

据 1480GB。科学研究团队通过对

我国自主获取的一手科学数据的研

究，获得了丰富的科学成果。

通过对着陆区分布的凹锥、壁

垒撞击坑、沟槽等典型地貌的综合

研究，揭示了上述地貌的形成与水

活动之间存在的重要联系。

通过相机影像和光谱数据，在

着陆区附近的板状硬壳岩石中发现

含 水 矿 物 ，证 明 了 在 距 今 10 亿 年

（晚亚马逊纪时期）以来，着陆区存

在过大量液态水活动。

结合相机影像和火星车移动车

辙等信息，发现着陆区土壤具有较

强承压强度且摩擦参数较低，存在

与水活动相关并经历风沙磨蚀的

特征。

这些新成果，揭示了火星风沙

与水活动对地质演化和环境变化的

影响，为火星乌托邦平原曾经存在

海洋的猜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丰

富了人类对火星地质演化和环境变

化的科学认知。有关成果已在国内

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

此外，科学研究团队还利用天

问一号探测数据，在火星表面岩石

密度与地表侵蚀程度的关系、近火

空间环境中离子与中性粒子分布情

况，以及火星重力场等方面，获得了

一批优秀的科学成果。

目前，天问一号环绕器继续在遥感使命轨道开展科学探

测，持续积累一手科学数据，为人类深入认知火星作出中国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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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的乡镇村屯，可以见到宽敞干

净的文化健身广场，除了乒乓球台、篮球架、健身设施等，最显

眼的位置还能看到一个传统的戏台。“每逢节庆，县里和其他

乡镇的戏团会来演出，村里人都盼着呢！”朝阳县大庙镇范杖

子村村民李秋才说，“村民还能点唱段，台上台下的互动可热

闹了。”

朝阳县的小戏发展已有百余年。“朝阳县戏曲艺术土壤深

厚，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朝阳县文旅广电局局长付长

胜说。

“我打小喜欢看戏，没事也能唱几嗓子。有了县里组织的

专业演员来指导，一字一句地教，一招一式地演，让我们农民

演员的唱腔、念白、身段等，也有了较为专业的水平。”朝阳县

长在营子乡哈拉贵沟村的小剧团负责人许景礼说。朝阳县艺

术推广中心主任吴云峰介绍：“除了送戏上门，我们还组织专

业演员到村里给小剧团辅导。冬天零下 30 多摄氏度，剧团里

没有取暖设备，我们的演员一待就是 10 多天。乡亲们怕我们

冷，就让大伙站在炕上教。”作为送戏下乡的主力军，朝阳县艺

术推广中心 40 多年来坚持送戏下乡，至今已达 7000 余场，惠

及观众超千万人次。

近年来，朝阳县经常举办农村小戏调演、农村小戏创作演

出培训班，同时在政策、资金上对剧团进行扶持，让每个乡镇

都有民间戏剧的文化带头人，扶持众多来自基层的优秀剧团

和优秀作品。据统计，如今，全县活跃的业余剧团有 10 多个，

演职人员达 400 多人。

在朝阳县木头城子镇西营子村，村民卜显仁正在排演小

戏《邻里之间》。“我是镇司法所的业余调解员，这个剧目根据

真人真事创作，目的就是让老百姓了解法律常识、化解邻里纠

纷。”卜显仁说。近年来，朝阳县创排了《杏花飘香》《山路十八

弯》《寻找英雄》等一批原创作品。这些由农民自导自演的作

品，颇有生活气息，引发群众共鸣。“我们在剧目上也不断创

新，不再是‘老戏老演，老演老戏’，而是演身边的人、唱身边的

事，讲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吴云峰说。

辽宁朝阳县创新传承地方戏曲，扶持基层剧团

演身边人，唱身边事
本报记者 刘洪超

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于 9 月 15 日至 21 日在北京科学中心开展，活动期间举办“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党领导下

的科学家”主题展、京津冀青少年创新作品展示交流等一系列活动。图为北京科学嘉年华“光年深处”深空探索主题展现场，

小朋友在体验制作月球车模型。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本报西安 9月 18日电 （记者龚仕建）由文化和旅游部、

陕西省政府主办，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的第八届丝绸之

路国际艺术节近日在西安开幕。本届艺术节以“共谱和平之

曲 高唱丝路欢歌”为主题，按照“丝路艺术的盛会、民心相连

的桥梁、人民群众的节日”的办节宗旨，采用“线上+线下”形

式举办。

艺术节通过不断深化以“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中外文化

和旅游交流合作，为助力陕西国际文化旅游中心建设发挥积

极作用。艺术节举办期间，将上演 40 余台国内外精品剧（节）

目，集中展出近 500 件（套）优秀艺术作品，为广大人民群众奉

上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

第八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开幕

本报苏州 9月 18日电 （记者姚雪青）近日，一曲新编昆

曲《游园》在江苏苏州大儒实验小学校上演，让更多学生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苏州市姑苏区是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区，拥有 100 项非遗项目。近来，姑苏区探索出以非

遗文化润泽学子的教育新路径，全区有 18 所学校成为“姑苏

区非遗传承教育基地”，4 所学校成为首批“姑苏区非遗传承

教育示范基地”。

2021 年起，姑苏区启动非遗赋能百年老校传承发展工

程，逐步在全区 19 所百年老校中成立非遗大师工作室，开展

与百年校史紧密相关的传习活动，形成了“百年老校+千年非

遗”的教育新模式。鼓励非遗传承人在学校、传习所开展特色

非遗传承活动，鼓励学校开发传统文化主题的校本课程，满足

学生的发展需求。

苏州姑苏区创新探索非遗传承

本报合肥 9月 18日电 （记者田先进）近日，第四届长三

角江南文化论坛在安徽芜湖举办。

论坛上，与会人士及专家学者聚焦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中发挥文化引领作用，对新时代江南文化的内涵与外

延进行学术探索，着力挖掘江南各区域文化的个性特征和独

特魅力，丰富江南文化品牌结构内涵，着力推进江南文化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积极促进长江文化、江南文化

和长三角各区域文化的融合，努力提升江南文化软实力，赋能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论坛期间，发布了“最江南”长

三角乡村文化传承保护典型案例。经长三角三省一市社科联

“江南文化论坛”组委会审定，60 个村落入选第二批“最江南”

长三角乡村文化传承创新典型案例。

第四届长三角江南文化论坛举办

图①：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

古现场。

图②：山西兴县碧村遗址考古

现场。

图③：内蒙古呼和浩特后城咀

石城遗址考古现场。

图④：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商

代墓地出土的金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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