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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各类

食物中，甜美的果品向来

是最受欢迎的食物之一。

我国果树栽培历史

悠久、品种丰富。商代

都城殷墟出土的甲骨刻

辞 中 已 认 出 的 字 就 有

园、圃、木、果、桑、栗等，

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

中也发现了桃仁、郁李

仁 和 樱 桃 种 子 。 这 些

3000 年 至 4000 年 前 的

遗迹证明，我国商代已

能利用较多的果树，并

使部分驯化进入半栽培

状态。《诗经》记载了公

元前 6 世纪中期先民们

已利用栽培的果树，达

17 种 ，包 括 榛 、桑 椹 、

枣、桃、梅、李等。先民

们还从世界各地引种果

树，如葡萄和石榴引入

中 国 有 2000 年 以 上 历

史，通过长期栽培选择，

形成了许多适应中国自

然条件的生态类型和地

方品种。

悠久灿烂的栽培历

史，不同地区自然与人

文的巨大差异，创造了

数量繁多、特色鲜明的

果树类农业文化遗产。

在 我 国 22 项 全 球 重 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中 ，有 5
项和林果密切相关，包括葡萄、香榧、枣、桑等。而在

138 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林果类遗产占比

高达 1/3，类型也更加多样，包括栗、杨梅、橘、梨、苹

果、山楂、水蜜桃、石榴、樱桃、麻核桃等。

这些果树与人们的生活如此密切，早已衍生出

一系列风俗习惯、行为方式、饮食文化等。在许多地

方的乡村，房前屋后栽植果树已经成为传统。婚嫁

时，红枣、栗子、核桃是必不可少的陪嫁品，取“早立

子”以及“和谐美满”的寓意；苹果、柿饼等是供奉和祭

祀祖先必不可少的果品；而冰糖葫芦等加工果品，更

是为无数人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由此衍生的歌

舞音乐、民间工艺等，也随之世代流传。

果树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

与生态价值的高度统一。

曾经的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地区，“无风三尺土，

有风半个天，关门盖着锅，土饭一起咽”。当地人利

用桑树根系发达、耐贫瘠等特点，“广植草木以祛风

而固沙，种桑果兴蚕业而裕财用”。历经千百年岁月

洗礼，古桑树群与当地的生态环境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构成了集农、林、牧为一体的农业系统结构。林

下适宜农耕区，多间作地瓜、花生等沙地适生农作

物；不宜耕作区，林下为葎草等植被，并散养家禽。

桑园不仅保障了区域生态安全，而且提供了食、衣、

药等多方面产品，促进居民增收致富。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而枣

树匍匐根系较多，侧根发达，固持表层土壤的能力非

常强。“张家村，李家村，枣树连着根”，这是地处黄土

高原陕西佳县人民对枣树水土保持功能的朴素认

知。同时，枣树年年挂果，岁岁丰产，在历史上一直

都是当地群众的“救命粮”。“金蛋蛋、银蛋蛋，不如咱

的红蛋蛋”，这红蛋蛋就是红枣。此外，枣树作为先

锋树种改善了局地小环境，也使得林下种植旱作作

物成为可能，从而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

生计来源。

春日林海花潮，夏秋硕果累累，与普通林木相

比，果树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变的景观资源。其净化

空气、固碳释氧等功能，又为休闲康养产业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浙江绍兴会稽山区，香榧一

直是当地人重要的生计来源。近年来，人们不断开

发精油、特色糕点等香榧新产品和衍生品，还创造出

“林上摘果、林中漫游、林下采药”的发展新模式，串

联起古树香榧王、特色小镇、特色民宿等文旅资源。

当地村民按时令举办香榧开摘节、炒制大赛等活动，

打造药榧主题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有效带动了乡村

经济文化发展。

果树类农业文化遗产，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

多美好滋味。愿人与自然相生相长，愿这份甜蜜的

遗产传之久远。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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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州桥是

城中心一座标志性建筑和御街的枢纽。御街

是东京城南北贯通的中轴线，由于东西向的

汴河截断了御街，架在汴河上的州桥将御街

连接起来，成为御街的一部分。

《东京梦华录》中有对“州桥”的描述：“州

桥，正名天汉桥，正对大内御街……近桥两岸

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桥下密排石

柱，盖车驾御路也。”

宋人笔记记载，南宋使臣范成大、楼钥、

杨奂等人路过故都汴京，都曾看到或经过州

桥。范成大还留下了著名诗作《州桥》：“州桥

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

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这说明，当时州桥还

能正常使用。

州桥的发掘，是北宋东京城遗址考古的

关键点之一，可以说为东京城提供了可靠的

时空坐标。

有迹难寻，古今城市
叠压加大考古难度

历代城市遗迹相互叠压，是今天的开封

城在考古上的一个突出特点。

北宋时期，大运河横贯东京城，汴河两岸

繁华无比。明清时期，由于黄河在开封附近

多次决口泛滥，造成宋代遗存深埋于今开封

城下 7—13 米，加之地下水位较高，东京城遗

址有古难考，有迹难寻。

开封几代考古人从没有停下探索东京城

遗址的步伐，充分借鉴了我国在“古今重叠型

城址”考古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

随着城市基本建设越来越快，开封城市

地下水位明显下降，这为考古工作提供了契

机。2012 年以来，考古部门相继发掘了北宋

东京城顺天门遗址、明代周王府典仪所遗址、

明代周藩永宁郡王府遗址。

2018 年 10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今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启动了州桥及

汴河遗址发掘工作。考古队首先对州桥东侧

汴河河道进行了发掘，理清了不同时期地层

的深度，廓清了汴河的宽度、堤岸堆积及宋代

至明清时期河道淤积形态，为州桥遗址发掘

积累了资料。

2020 年 3 月，州桥遗址本体发掘工作正

式开始。遗址位于今中山路下，而中山路是

开封老城区一条重要的南北交通干道。为了

有效疏导交通，尽量减少对周边城市居民生

活的影响，当地政府部门专门负责协调解决

发掘中遇到的问题，为考古工作顺利开展提

供了保障。

截 至 目 前 ，州 桥 遗 址 共 完 成 发 掘 面 积

4400 平方米，发现不同时期各类遗存 117 处，

出土各类文物标本 6 万余件，包括陶、瓷、石

等，其中瓷器标本 5.6 万多件，还发现大量兽

骨和人骨，出土文物极为丰富。

多方论证，破解州桥
年代之谜

既 然 是 古 今 叠 压 ，如 何 确 定 州 桥 的 年

代？事实上，我们差一点就与真正的北宋州

桥“擦肩而过”了。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后，2021 年，州桥桥

面大部分呈现在我们面前：桥面由方形青石

铺筑，南北长约 25 米，略有弧度，中间高，两

侧低；东西宽约 30 米，中间用条石分隔成三

等分，一途三道，中间表示御路。

从地层关系上看，桥面在明末洪水淤泥

的覆盖下。建筑材料除青石外，还大量使用

了青砖及白石灰，青砖砌筑的券洞宽 5.8 米，

高 6.58 米，比较符合明代文献记载的州桥。

特别是白石灰的大量使用，具有明显的明代

建筑特征。

此外，我们还在桥面东侧及河道中发现了

一组建筑基址，由大门、院落、南北厢房、正殿

组成，坐东朝西，疑似明代《如梦录》记载的金

龙四大王庙。在正殿基址东侧的河道中出土

了三尊贴金铜造像，其中较大的一尊高约 1米，

金盔金甲，三首六臂，手执法器，怒目圆睁，应

为河神金龙四大王造像。明清时期，黄河及运

河两岸金龙四大王庙多有分布。

根据这些情况，考古队基本确定：出土的

州桥应为明代重建过的州桥。

发现州桥为明代重建，大家不免有点失

望，停止州桥遗址发掘的声音不断传出。幸

而，考古队顶着压力，选择继续发掘。

解剖了桥东侧河道及堤岸地层，在桥东

北角明代砖砌雁翅与河岸连接处，我们最先

发现了明代补筑的砖壁；继续向下清理，又发

现了石壁，石壁上有雕饰图案，先是缠枝牡丹、

卷草，再有飞云、独角兽头。我们马上联想到

《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这会是北宋的石壁吗？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们继续清理，一点一

点，一匹海马瑞兽形象逐渐完整清晰。瑞兽

像马又像鹿，偶蹄，头部、腿部有鬃毛，独角，

身体健硕，呈昂首嘶鸣、四蹄奔腾状，一前一

后两只禽鹤引颈飞翔，周围祥云环绕。石刻

图案上下通高约 3.3 米，充满祥瑞气氛。

石雕壁画的出土，令考古队既兴奋又紧

张。兴奋的是，这极有可能是北宋保留下来

的遗存。紧张的是，尚不能完全排除是否为

明代改建。于是，队员们顺着石壁继续向下

向东挖掘。向下，是想从根部寻找石壁的年

代线索；向东，是想探求石壁延伸长度。

发掘很快有了收获。雕刻图案下的石壁

呈毛面状，高约 2 米，最下层为较大方形石块

砌筑，方石下的基础为方木。石壁向东又发

现了两匹海马，体量与第一只大体相当，均由

前后两只飞鹤簇拥，祥云环绕。经过细心观

察，考古人员发现雕刻图案的石条上均刻有

文字编码，自下而上使用文字“上士由山水、

中人坐竹林，王生自有性……”自西向东使用

文字“十四、十五……廿四、廿五”之类。经考

证，编码“上士由山水”等文字，是流行于唐宋

以来的习字蒙书，唐宋时期有用作史籍档案

编码的先例。从编号顺序看，瑞兽图案应有

四组，近桥一组被明代雁翅桥台遮挡。

由于石壁内的河道在明代疏浚过，淤积

层无法为石壁提供时代证据。但我们在解剖

石壁外侧夯土时发现，其中包含的瓷片遗物

均不晚于宋代。我们还把州桥发现的石刻与

河南巩义市宋陵陵前瑞禽石刻进行了比对，

雕刻风格技法十分相似。

综合各种信息，专家们经过论证确认：州

桥发现的石刻壁画为北宋原真遗存！

2022 年 8 月，州桥东侧南岸石壁也顺利

出土，又发现三组海马瑞兽图，体量与北侧相

当，雕刻纹路更清晰，形象更逼真，石壁编码

使用的是《千字文》。《明史》记载，明洪武初

年，为了转运关中一带粮食到南京，人们对汴

河进行了疏浚。因宋代州桥不能通行大型舟

船，推测当时对其进行了改建，但保留了近桥

两岸宋代石壁。

至此，州桥遗址宋明年代问题得以厘清。

汴河遗珍，见证北宋都
城繁华

州桥浮雕雕刻精美、构思缜密、端庄大

气、栩栩如生，印证了《营造法式》关于石作制

度的相关记载，以及“素平”“压地隐起”等技

术。其与宋陵前的瑞兽石刻风格非常相近，

应该都是官作。浮雕对称分布在桥体两侧，

根据已经出土的面积推测，石岸雕刻面积约

达 330 平方米。

北宋是我国石刻艺术成熟的重要时期，

州桥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庞大规模和全石

结构，展示了建筑石刻艺术的高度。州桥石

壁代表了宋代浮雕艺术水平，也是目前国内

发现的体量最大的北宋石刻壁画。

州桥及汴河位置的确定，对研究北宋东

京城的城市布局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州桥遗

址的发掘，展示了自唐宋至清代汴河开封段

的修筑、使用、兴废的演变过程，填补了中国

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的空白。巨幅石雕壁

画，见证了北宋东京城的繁华。

（作者为河南省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

版式设计：蔡华伟

考
古
重
现
北
宋
东
京
州
桥

王
三
营

核心阅读

州桥是北宋东京城中心的
一座标志性建筑。州桥及汴河
位置的确定，为东京城提供了可
靠的时空坐标，对研究城市布局
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北宋是我国石刻艺术成熟
的重要时期，州桥石壁代表了
宋代浮雕艺术水平，也是目前
国内发现的体量最大的北宋石
刻壁画。

州桥遗址的发掘，展示了自
唐宋至清代汴河开封段的修筑、
使用、兴废的演变过程，填补了中
国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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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大张，目生光，鳞飞扬，元宵时节，龙头从

村中祠堂抬出，龙身木板来自各家各户。“接龙

啰！”一声高喊，板凳拼凑，首尾相连，龙身越接

越长，村民越聚越多。

夜幕降临，烛光闪烁，76 块木板相连，88 人

游弋穿行，徽州板凳龙腾挪起舞。精彩处，龙身

加快舞步，龙头高高昂起，一圈圈向中心盘进。

四周，锣鼓声、呐喊声、叫好声，此起彼伏。

春节舞板凳龙，是安徽省休宁县鹤城乡右

龙村村民的一件“要紧事”。

徽州，自古地少山多，过去水旱灾害频发，

每逢元宵，舞龙祈求风调雨顺成了传统。相传，

500 多年前，右龙村村民斫竹破篾，制作龙头、

龙尾，砍树锯板，拼接打磨龙身。板凳两端，凿

有圆孔，木制手柄，穿孔连接。一块板凳，三盏

灯笼，当年元宵，第一条板凳龙由此诞生。

板凳龙由固定在木板上的龙头、龙尾和一

块块木板龙身 3 部分组成。龙头重约 60 斤，内

置蜡烛灯火，5 人才能扛起。龙身可长可短，视

参与舞龙的村民人数而定。舞龙队伍中还有掌

灯人与锣鼓队，前者负责指引方向，锣鼓负责控

制节奏。徽州方言中，“灯”与“丁”同音，红灯笼

寓意“人丁兴旺”。村民们用舞板凳龙庆祝五谷

丰登，祈求来年民安村兴。

从板凳龙的牵头者，到舞龙时的掌灯人，再

到制作龙头龙尾的手艺人，至今，徽州板凳龙已

有四代传承人。右龙村党总支书记张光武就是

其中之一。

竹篾巧手一扎，龙头龙尾已然成形，彩纸绘

上图案，龙眼龙须活灵活现。又是一年元宵节，

张光武这个掌灯人忙得热火朝天。“今年春节，

县里组织 4 支传统民俗表演队伍进城巡演，我

们有幸入选。”张光武手上不停，边剪裁边介绍。

前些年，板凳龙只在本村舞，现今登上县城

大舞台。听到消息，小至刚成年的学生，大到

68 岁的老人，村民们争先报名，领红纸、制灯

笼，取出板凳，反复排练。

这些天，休宁县的状元广场，游人如织，人

声鼎沸。每天都有市民早早带着孩子等候在

此。“我们从市里赶来，提前一小时排队，这才抢

到了前排。”看着龙身从面前经过，观众薛冰兴

奋地说，很久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场面了。一旁，

她的儿子目不转睛，忍不住拍手称赞。

如 此 受 欢 迎 的 板 凳 龙 ，也 曾 有 过 中 断 。

2005 年，张光武向村里老人请教，历时一个多

月，将搁置了 18 年的龙头龙尾、舞步、路线依次

复原。之后，元宵那天，村民劳作归来，洗净尘

土，扎头巾，系腰带，立马化身舞板凳龙的主角。

聚似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舞龙时，一条条

板凳从家家户户走出，串成长龙；散场后，村民

们扛着一截截龙身归家，期待来年。“板凳龙板

板相连、节节紧扣，要的是大伙儿心往一处想，

劲朝一处使。”张光武笑着说，“这种团结的精神

要一板一板接下去，一代一代往下传！”

2008 年，徽州板凳龙先后被列入市级和省

级非遗名录。2021 年，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

级非遗项目及扩展项目名录，徽州板凳龙位列

其中。为了更好地传承保护，右龙村还成立了

板凳龙管理队伍。眼下，休宁县文化馆每年都

会安排专业的表演艺术人员进村入户，创新动

作，指导排练。舞板凳龙的队伍中，年轻面孔越

来越多，赋予了传统技艺新的生命力。

这两年，邻村的板凳也加入进来，右龙村的

板凳龙，一年长似一年。在村民张丽兰看来，只

要有意愿，扛起板凳就能连成串，“我们特欢迎，

希望大伙的日子都能越过越红火。”

图 为 2023 年 元 宵 节 期 间 ，右 龙 村 村 民 在

休宁县状元广场舞板凳龙。 游 仪供图

徽州：扛起板凳舞长龙
本报记者 游 仪

▲明代州桥复原图。

▼州桥石壁上的北宋浮雕壁画。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陕西佳县村民丰收的红枣。

佳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供图

果树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一
个突出特点，是经济与生态价值
的高度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