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

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

古 的 进 取 精 神 ，决 定 了 中 华 民 族 不 惧 新 挑

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大量考古

发现揭示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也说明中

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中具有突出创新性的民

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贯穿在

历史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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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制陶器是中国古人用火制造器物的开

始。中国古代的高温控制技术较为先进，带

来中国早期铜器与铁器的快速发展。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了距今约 2 万

年的陶片，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陶

片遗存，烧制温度在 740—840 摄氏度。浙江

上山遗址、河北尚义四台遗址、河北康保兴隆

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万年前后的陶片。

不 少 陶 器 代 表 了 我 国 在 陶 器 制 造 技 术

和艺术审美方面突出的创新性。比如，考古

工作者在河南龙山岗遗址中，发现了 5000 多

年前的蛋壳黑陶杯，属于长江中游屈家岭文

化。考古学家将其描述为“黑如漆，亮如镜，

薄 如 纸 ，硬 如 瓷 ”。 在 此 基 础 上 ，山 东 地 区

4000 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高柄

杯 ，造 型 修 长 优 美 ，胎 薄 如 蛋 壳 ，厚 度 仅 为

0.2 毫米，黝黑锃亮，达到较高的工艺水平。

制造这样的陶器，有赖于艺术造诣的水准，

更依靠技术层面的成熟。保证陶器制作的

成功，要严格筛选泥料、反复捶打、合理阴干

等，最重要的是控制炉温，保证还原、渗碳和

磨光等步骤的顺利进行。这些都属于当时

的“高科技”。

对 于 窑 内 温 度 高 低 和 可 控 性 的 不 断 探

索 ，让 古 代 中 国 在 很 多 方 面 具 有 了 先 发 优

势。商代，古人将铜炉温度提高至 1200 摄氏

度，使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处

于领先位置。商朝的青铜冶炼促进了原始瓷

器冶炼技术的产生，为后来的冶铁奠定了基

础。西周时期，中国人可以将铜炉温度提高

到 1300 摄氏度。

中国古人利用自身长期积累的高温控制

技术和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创新铁器的生产

技术。公元前 700 年前后，中国古人已利用高

炉在高温液态下铸造铁器。为降低生铁制品

的脆性、提高其韧性，春秋战国之际，古人发明

了铸铁退火技术。经过战国时期不断的技术

创新，至汉代基本形成了生铁冶炼和利用生铁

制钢的技术体系，成为世界冶金史上重大的发

明创造之一。在这一体系中，冶炼可得到白口

铁、灰口铁和麻口铁等不同含碳量和微观结构

的生铁产品；生铁制品经过退火处理，可得到

脱碳铸铁、韧性铸铁和铸铁脱碳钢等不同材质

的钢铁制品；生铁经过炒钢处理，可得到不同

含碳量的钢材；通过百炼钢等工艺，生产出钢

材，锻造成优质兵器；灌钢这一“杂炼生柔”的

技法则创造性地将含碳量高的生铁和含碳量

低的熟铁等材料相熔合，整体成钢。

铁器技术的改造创新和产量的大幅提升，

使中国在汉代时期，普及了铁农具、铁工具和

铁兵器。汉代，自西域传入的铁器技术经过中

国古人的创新提升后，又传回西域。铁工具和

铁兵器的普及，为汉代开荒耕地、开疆拓土、建

立思想文化统一的王朝提供了生产力支撑。

高温控制技术也使中国在陶器的基础上

独创性地发明了烧制瓷器的技术。由此，源

远流长、窑口丰富、多姿多彩的瓷器成为中华

文明的代表性器物之一，也成为宋元明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的代表性产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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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中国人

对于玉器的喜爱延续至今。

8000 多年前，中国古人发明了琢玉的工

艺技术，制作出玉玦、玉坠等较为精致的玉

器。此后，琢玉技术不断发展创新。在距今

5500—5000 年期间，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

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的玉龙、玉鸟、玉龟制

作都较为精致。中国古人不但尽力检索自然

界中能够达到美石标准的石头，而且在雕琢

玉器方面发明了很多技术，较有代表性的是

琮和璧。良渚文化以“琮璜璧钺”为代表的礼

玉文化的传播，以及与大汶口文化的整合再

传播，影响深远。而更深层次的创新，是将玉

器升华到精神和思想的高度。比如，《周礼》

记载的“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

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

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孔子认

为君子的品性、节操、气度、风骨和思想可以

同美玉的特质相类比，等等。

考古发现的蚕桑及其制造出的各类精美

的丝绸，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山

西夏县师村遗址出土的石雕蚕蛹表明：早在

6000 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生活在晋南地

区 的 远 古 先 民 便 已 经 开 始 养 蚕 。 2022 年 6
月，离夏县不远的闻喜县上郭遗址，在一座半

地穴式房屋中，出土了一枚距今至少 5200 年

的石雕蚕蛹。河南荥阳汪沟遗址出土距今

5500 多年的织物残存，是迄今为止黄河流域

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实物。良渚文化钱山漾

遗址出土了距今 4400 年左右的绢片、丝带、丝

线等丝织品实物。丝绸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

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受到世界各地人民

的喜爱，丝绸之路以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由此产生。

上世纪 50年代，在湖南长沙发现一座西晋

永宁二年的墓葬，出土了一组陶骑俑与陶鞍马

俑。一些俑在马鞍左侧前缘系有三角形小镫，而

马的右侧没有装镫，这应当是“上马脚扣”，这种

辅助性的脚扣在中国、印度和欧亚草原都有发

现。从考古发现看，目前有年代可考、最早最完

整的马镫，是辽宁省北票房身村北沟墓地 8 号

墓出土的木芯包铜片马镫，时间约为公元 3世

纪中叶至 4 世纪初。此后，朝阳袁台子东晋墓

壁画、冯素弗墓的出土品等考古发现，大致显示

出马镫由产生到初步成熟的发展过程。马镫

的成熟使用，标志着马具的完备，使得骑兵的发

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骑兵和战马得以很好地

结合在一起，使复杂的战术动作和陈列训练变

得容易了，为十六国时期到南北朝时期重甲骑

兵——甲骑具装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方面的基

础。马镫引入欧洲以后，促成了重甲骑兵的发展，

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小小的马镫也

是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典型考古发现之一。

除了“四大发明”，我们从考古发现可以

看到中华文明的不少独创发明。中华文明的

发展历程中，不但有很多“从 0 到 1”的创新，

还特别善于结合自身情况，开展改造型的再

创新，如青铜礼器、轮辐式马拉双轮战车、铜

镜、玻璃、金银器等。中华民族将创新性与包

容性相结合，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以自身为

主体，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大

一统国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

图图①①：：湖南玉蟾岩遗址出土的陶釜湖南玉蟾岩遗址出土的陶釜。。

图图②②：：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环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环。。

图图③③：：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高柄杯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高柄杯。。

图图④④：：唐代掐丝团花纹金杯唐代掐丝团花纹金杯。。

图图⑤⑤：：汉代织锦护臂汉代织锦护臂。。

图图⑥⑥：：西汉错金铜博山炉西汉错金铜博山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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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南省新化县

紫鹊界梯田被列入首批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包括崇

义客家梯田、新化紫鹊界梯

田等在内的中国南方山地稻

作梯田系统，被列入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

紫鹊界梯田是由森林、

民居、梯田、水系交错组成的

南方山地农业生态系统。梯

田面积 8 万多亩，海拔平均

在 500—1200 米，坡度大，最

陡坡度在 50 度以上，梯田级

数 600 余级，海拔之高、分布

之广、气势之雄，较为罕见。

依山就势而造的梯田，

小如碟、大如盆、长如带、弯

如月，形态各异，变化万千。

春来，水满田畴，面面银镜山

间挂，五彩斑斓；夏至，佳禾

吐 翠 ，排 排 绿 浪 从 天 泻 ；金

秋，遍地澄黄，辉煌灿烂；隆

冬，漫山瑞雪银装素裹，分外

妖 娆 。 梯 田 景 观 随 四 季 变

迁，赋予紫鹊界如诗如画的

自然风光。

紫鹊界梯田最令人惊叹

的，莫过于它的天然灌溉系

统。紫鹊界山顶森林茂盛，

植被丰厚，纳水条件好。山

体为花岗岩，其岩底坚实，少

裂隙，恰似池塘不透水之底

板。地表为沙壤土，吸水性

能好，一年之中，旱不干田、

雨不垮丘。整个梯田的蓄水

能力达 1000 万立方米，为梯

田农业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梯 田 中 ，人 工 水 渠 总 长 约

153 千 米 ，主 要 采 用 借 田 输

水、竹枧输水等方式。村民

只需在田垄的任一处挖个缺

口，插一个竹筒，水便从上往

下，顺着那弯弯曲曲的一道

道山梁，流到需要灌溉的地

方。该系统以相对少的工程

量和较为简单的设施，实现

了整个梯田的自流灌溉。天

然的山谷溪沟则成为排水干

渠，只要在梯田和水渠的合适位置开排水口，涝水或尾水就

能通畅排泄。站在梯田的任何一个地方，潺潺的水流声不

绝于耳，好似一首轻快的乐曲。

因地块小、田埂窄，不适宜机械化耕种，这里的村民依

然保持水牛耕田、手工插秧、人工除草的传统劳作方式。又

因独特的高山气候，这里只能耕种一季稻，且比其他区域要

稍晚一些。千年稻作文化留下优质的稻种，这里出产的“紫

米贡”获得国家有机产品认证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紫鹊界地区的人类活动最早可追溯至商周。两汉时

期，朝廷对居住在这里的苗、瑶民族规定“只服徭役、不纳田

税”。唐宋时期，朝廷鼓励开垦荒地，多次颁布有关垦辟农

田的诏令，并积极鼓励种植“高田”。北宋熙宁五年（1072
年），新化建县，史称“开梅山”，原来“不纳田税”的峒民与大

量迁入的人们一同开创了紫鹊界农耕文化的新阶段。明代

初期，紫鹊界梯田开发进入了又一个高潮。

2000 多年来，南方稻作文化与苗瑶山地渔猎文化在紫

鹊界梯田交融糅合。这里民风淳朴，苗瑶风俗世代相传，山

歌独具韵味，民居古色古香，草龙舞、傩面狮身舞等风俗表

演更是别有风情。紫鹊界梯田被评选为国家自然与文化双

遗产，新化山歌、梅山武术、梅山傩戏也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名录。

紫鹊界梯田独特的自然文化风貌，为当地文旅融合发

展提供了宝贵资源。如今，新化县正着力整修梯田，保护与

开发并举，呈现遗产原有风貌。对重要景区梯田，采取“公

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实施统一管理、修缮恢复、代耕代

种，将 3700 亩梯田修复一新。引导高档水稻种植，发展紫

鹊界梯米、贡米等特色产业，同时，通过彩色稻观景工程、梯

田生态游步道、梅山农耕文化演艺等项目，打造沉浸式梯田

体验品牌。

近年来，紫鹊界示范区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

长。紫鹊界梯田这颗挂在山间的明珠，正变得更加璀璨

夺目。

（作者为湖南省娄底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

紫
鹊
界
梯
田

—挂
在
山
间
的
璀
璨
明
珠

彭
一
伶

沿 着 内 蒙 古 赤 峰 到 辽 宁 朝 阳 的 高 速 公

路行驶，在红山区二道井子村附近，远远就

能看到被巨大的白色气膜保护罩覆盖的遗

址博物馆。

2009 年，赤朝高速公路建设中，位于赤

峰市红山区二道井子村北部的山包横亘在

面前。为配合高速公路的修建，内蒙古自治

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组队进行抢救性发

掘。从 4 月底正式开始，经过两个月的发掘，

一座座由土坯、堆土抹草拌泥垒砌的单圈、

双圈、双圈加院墙等形制不一的房址逐渐被

揭露出来。四壁垒砌土坯的圆形袋状窖穴、

层层堆砌加高的墙体、外围环壕等，都显示

出较高的建筑技术和初步的城市规划。出

土的生活、生产类遗物，展现出当时的种植、

家畜饲养、制陶、玉石器加工技术、冶金技术

等方面的发达。一个与中原夏王朝同属一

个时代、遗迹保存相当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

化的中型聚落清晰呈现。

该 地 域 东 南 部 区 域 4 组 完 整 院 落 被 揭

开。由相互衔接的外院墙相连的院落内，每

个院落又由两座房址组成，另有窖穴、方形

小房间等储藏功能的建筑。由屋内至院内

再至院墙外的道路连接起来的活动面的发

现 ，使 得 聚 落 考 古 中 一 直 以 来 较 难 解 决 的

“共时性”问题获得真实证据。

房址层层叠压、不断营建逐渐形成高于

地面的台城模式，与本地之前的聚落遗址中

流行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存在较大差异，却

与河南安阳后冈遗址龙山文化建筑技术、营

建模式具有较大的相似性。附属在外墙上的

扇形、半圆形仓储性质建筑、大型的回廊和回

廊中以短墙相隔来呈现不同功能的空间、院

墙内以大小不同的房址和窖穴组成的院落式

建筑，都显示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周边文化

不断的融合交流。以环壕与城墙相结合的防

御方式、中心大房址及周边大广场，显示了聚

落明显的功能规划。

2009 年 9 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与内蒙

古自治区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究所等多家单位召开现场论证会，通过保留

遗址、原地保护的决议，并会同交通部门、文

物保护相关部门提出在不影响遗址本体安

全的情况下，高速公路于遗址下方穿隧道而

过。至此，该遗址最终得以完整保留。

之后，考古发掘工作进入尾声，开始就地

进行初步的保护，部分遗迹予以回填，遗迹墙

体进行了防止开裂、长草、长虫的试剂喷洒及

加固工作。2015 年，修建二道井子遗址博物

馆提上日程。本着对外展览、遗迹保护以及

环保的多重需要，最终决定以气膜为建筑材

料建设二道井子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场馆。遗

址博物馆真实完整地保存了发掘现场的面

貌，为后续进一步发掘研究、土遗址保护、公

众展陈等打下了基础。

如 今 ，人 们 在 博 物 馆 内 可 以 亲 身 感 受

4000 年 前 古 人 修 建 的 房 屋 、院 落 、窖 穴 、道

路、城墙……考古工作者可以在这里进行实

验室考古，用当时的材料复原远古建筑。二

道井子遗址的原址保护、二道井子遗址博物

馆的建设运行，是文化遗产保护成为社会共

识的见证。

（作者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到二道井子遗址博物馆看远古建筑
党 郁

紫鹊界梯田是由森林、民居、梯
田、水系交错组成的南方山地农业生
态系统。梯田海拔之高、分布之广、
气势之雄，较为罕见

大量考古发现揭示中华文
明突出的创新性，也说明中华
民族是人类历史中具有突出创
新性的民族，“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的理念贯穿在历史发
展中。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
不但有很多“从 0 到 1”的创
新，还特别善于结合自身情
况，开展改造型的再创新，如
青铜礼器、轮辐式马拉双轮战
车、铜镜、玻璃、金银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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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新化县紫鹊界梯田一角。 彭一伶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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