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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多年时光，可见证沧海桑田，也可

凝固在一支约 20 厘米长的七孔骨笛之中。

出土自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遗址的

贾湖骨笛，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七声音阶

乐器，可吹奏《梁祝》等现代乐曲。来自远古

的神秘回响，吸引着人们持续探索礼乐文化

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的故事。

如今，在贾湖骨笛的出土地舞阳县北舞

渡镇贾湖村，第九次贾湖遗址考古发掘正在

进行，贾湖遗址博物馆正式运行，贾湖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初具规模。文明起源的诸多谜

团，借助多学科现代考古力量有望逐步揭开；

沉睡地下数千年的珍贵文物，得以与更多慕

名而来的观众见面；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为

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考古发掘
40年持续探索未解之谜

冬日暖阳下，中原大地平整的麦田透着

绿意。笔直的公路劈开平畴沃野，穿过造型

别致的牌坊，贾湖村到了。村中人家多姓贾，

一汪湖水绕村郭，贾湖村因此得名。

村口广场对面，便是第九次贾湖遗址考

古发掘区。走进围挡，考古探方内，工作人员

或清理、或测量、或记录，紧张忙碌着。探方

侧壁不同颜色的土层，提示

着这是一处有近万年文化沉

积的遗址。

贾 湖 遗 址 是 一 处 距 今

9000 年到 7500 年的新石器时

代重要遗址，1961 年被发现，

1983 年至 2013 年历经 8 次考

古发掘，取得包括骨笛、龟甲

器、契刻符号在内的诸多重要

考古发现，被列入中国 20 世纪

100 项考古大发现和“百年百大

考古发现”。

对于贾湖遗址的重要性，上世

纪 90 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原中国历

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曾评价：“贾湖遗

址提供了一个我国黄河、长

江之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

居于当时文化发展前列的相

当完整的实例。”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陈星灿评价，“贾湖文化，中国史前文

化的第一座高峰，中华文明的星火从这里

点燃。”

第八次贾湖遗址考古发掘于 2013 年进

行。10 年过去了，此次考古发掘的重点是什

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介

绍，2023 年度考古发掘工作主要目的为配合

贾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厘清地下遗

迹分布情况、探讨遗址周边环境和景观研究

为发掘目标。经过两个多月的田野工作，已

发现房址、窖穴（灰坑）、墓葬、陶窑、濠沟等多

种遗迹。初步发现两小片墓葬区，出土壶、罐

组合随葬品和盆、鼎、钵等陶器，以及骨锥等

工具、绿松石饰品等。

从考古学科发展来看，贾湖遗址考古发

掘与研究被认为是中国考古走向考古科学、

探索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范例。11 月 3 日到 5
日，纪念贾湖遗址发掘 40 周年暨第二届贾湖

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漯河举行。中国地理学会

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在研讨会上

表示，以往多次考古发掘涵盖动物考古、植物

考古、农业考古、环境考古等领域的研究。以

1999 年出版的《舞阳贾湖》考古报告为例，特

邀撰写人 35 人，其中 31 名是来自自然科学和

其他学科的专家。

此次考古发掘，同样注重多学科综合研

究。魏兴涛表示，本次考古发掘团队中，除了

田野考古人员外，还有环境考古、体质人类

学、动植物考古、同位素考古、残留物分析、文

物科技保护等专业人员，一些检测分析和多

学科合作开始取得研究成果。

40 年来，考古发掘逐步揭开贾湖先民生

产生活的神秘面纱。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他

们在此构筑房屋、狩猎采集、捕鸟捉鱼、种植

水 稻 、驯 养 家

畜 、炼 土 为 陶 、破 石 成

器、钻骨制笛、发酵酿酒、穿针

缝衣……不过，还有诸多未解之谜等待破解：

贾湖先民来自何方？他们在此生活了 1500
年之久，后来去了哪里？龟甲刻符与甲骨文

有何关系？这里的女性平均身高达 1.67 米，

身高偏高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使用的绿松石

来自哪里？诸多谜团，有待考古研究探索未

来，揭示本源。

曾主持贾湖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近

40 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居中表示，

贾湖遗址的研究发掘进入了第五个 10 年，有

新生力量的参与和努力，相信贾湖遗址的研

究工作肯定能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展陈利用
多种方式讲述史前故事

紧邻发掘区，便是贾湖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的遗址保护展示区。栈道串起 4 座古朴高

大的木棚建筑，原发掘区域之上复原了地层

剖面展示区、房址展示区和农业起源展示区

等，游客可穿行其中，实地感受八九千年前贾

湖先民的聚落生活。

湖田相间处，一座博物馆临水而建。从

空中俯瞰，以远古先民生活场景为造型的贾

湖 遗 址 博 物 馆 ，状

如溅开的水滴，在麦田

间舒展，寓意文明的发源和

扩散。今年 5 月 18 日，贾湖遗

址博物馆试运营，11 月初正式揭牌

开馆。依村庄而建的博物馆，较为系统

地展示了贾湖遗址 40 年考古发掘的成果，

帮助人们了解黄土地下凝聚的沧桑。

走进博物馆，迎面一堵墙壁展示着贾湖

遗址的“世界之最”——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

七声音阶管乐器、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雏形之

一契刻符号、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

之一……步入展厅，场景化展示，再现了贾湖

先民狩猎采集等生产生活场景。骨笛、龟甲、

绿松石饰、历经千年炭化的稻作标本、孔径仅

有 0.7 毫米的精致骨针……一件件文物，吸引

着参观者的目光。

贾湖遗址阿岗寺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武艳

芳介绍，博物馆占地 145 亩，建筑面积 6000 平

方米，陈列展区设置“礼乐之源——贾湖文化

主题陈列”和“贾湖探秘”等 4 个专题展，今年

5 月预展以来，到馆观众已超 12 万人次。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都陈

列有出土自贾湖遗址的七孔骨笛。在贾湖遗

址博物馆，可以看到更全面的出土骨笛展示，

有器身刻满菱形纹饰的二孔骨笛，还有同一

墓葬出土的雌雄笛。展台前，点击屏幕，可依

次观看演奏家使用出土骨笛吹奏《春江花月

夜》《沂蒙山小调》《梁祝》等曲目的影像，笛

声古朴悠远，引人遐想。

贾湖遗址阿岗寺遗址保护中心党

组书记、副主任王卫东介绍，贾湖遗

址出土了 40 多支骨笛，有两孔、五

孔、六孔、七孔、八孔之分，多数

为七孔，均由丹顶鹤的尺骨

制成，长度在 17.3—24.6
厘米之间。经测音

研究，七孔骨笛

具有完备的七声音阶结构，从而打破了先秦

只有五声音阶的结论。出土骨笛的墓葬通常

比其他墓葬随葬品丰富，且伴有龟甲和叉形

骨器，据此推断，墓主人有较高的身份和地

位，乐器包含一定的礼器性质。

王卫东介绍，除了静态展示，博物馆还组

织研学，借助 VR、AR 等技术，力求实现文物

的可视化显现、互动化传播、沉浸式体验。

以文塑旅
活化保护助力乡村振兴

贾湖遗址博物馆建成后，75岁的贾湖村村

民魏建安第一次走进博物馆，透过玻璃陈列

窗，再次和多年前亲手清理出土的文物“相

遇”。魏建安前后参与了 6次贾湖遗址发掘，至

今还清楚地记得清理绿松石饰品的场景。“建

得可真不赖”，走出博物馆，他高兴地说。

从 1961 年舞阳县文化馆文物专干朱帜

在贾湖村的土井和薯窖断壁上首次发现遗址

痕迹，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贾湖村小学师生在

开 荒 种 地 时 发 现 石 铲 、陶 壶 等 文 物 ，再 到

1983 年以来村民参与历次考古发掘，贾湖村

与 贾 湖 遗 址

的 发 掘 保 护 紧

密联系在一起。如

今 ，随 着 新 时 代 考 古

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

视，贾湖村也迎来了新的发

展契机。

贾湖村党支部书记贾彦辉说，得益

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近年来村容村貌和环

村水系集中整治，贾湖村被评为河南省乡村

旅游特色村。在通往贾湖村的公路旁，集文

化观光、科普教育、休闲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

贾湖田园综合体项目已经落成，50 余个温室

大棚“食、游、购、娱”一体化，吸引周边市民前

来体验，带动乡村旅游。

“贾湖的名字一定会被更多人知晓。”贾

湖遗址阿岗寺遗址保护中心 95 后工作人员

李颖说。她从陕西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专业毕业，4 年前返乡工作。“我们博物馆坚

持‘小而特’‘小而精’，目前也在和文创单位

沟通，推出骨笛等文创产品，助力贾湖文化活

起来。”

贾湖文化进校园、进课堂，也在当地悄然

开展。漯河市博物馆设计了文创互动体验手

工包和《探秘贾湖》绘本，贾湖遗址阿岗寺遗

址保护中心编写了《礼乐之源·贾湖》，带孩子

们更好了解考古遗址里的中国。

漯河市委书记秦保强表示，“历史文化是

城市的灵魂。近年来，我们坚持高质量做好

贾湖遗址的保护、管理、利用工作，实现文物

保护与经济发展、城乡建设系统融合。下一

步，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贾湖遗址文物保护

及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支持力度，不断扩大

贾湖遗址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使考古发

掘及文物保护成果惠及广大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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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湖骨笛。

河南博物院供图

▲贾湖遗址出土的刻符龟腹

甲，上刻一个眼睛形符号。

张居中摄

▼贾湖遗址保护展示区。

贾湖遗址阿岗寺遗址保护中心供图

▲空中鸟瞰贾湖遗址

博物馆。

贾湖遗址博物馆供图

重庆市綦江区三角镇红岩村瓦屋院子，一个院坝，三五张

桌子，大伙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坝坝茶，一边聊天。细细听来，

话里话外，都是民生事。

村民吴昌模第一个打开“话匣子”：“咱村不能再这么乱糟

糟的，得整治。”有的同意，有的反对。反对者认为，自家院坝

可以自己管，公共区域凭什么还得管？一阵讨论过后达成一

致：“乡村变得美，生活才舒心。”

说干就干，红岩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庆带着大伙开始治理，

有的把闲置旧房推倒，有的把老屋重新修缮，有的带头打扫房

前屋后。如今，庭院井井有条，繁花硕果尽收眼底。

近年来，綦江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以“南州茶

谈”宣讲品牌为载体，打造出“枫香树下学党史”“瀛山之声”

等 21 个子品牌，把理论宣讲、舆论引导、文艺宣传、文明创建

融为一体，让群众愿意来、坐得住、听得懂、记得牢。自 2022
年 5 月以来，“南州茶谈”共开展宣讲活动 2100 余场次，覆盖

65 万余人次。

6月底，新盛街道气田村 78岁的村民池运祥，趁着“赶场日”

来到新盛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提出想了解目前的土地政策。

“哪里有需要，‘南州茶谈’就在哪里开展。”綦江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任刘春梅说，针对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

题，綦江区推出“点单”服务，进行分级分类基层宣讲。

池运祥“点单”后，很快就得到回应。7 月 5 日，在新盛街

道办事处广场，快板响起，一支宣传队在舞台上唱了起来。他

们将政策编成朗朗上口的唱词，宣讲变得通俗易懂，包括池运

祥在内的现场群众听得聚精会神。

“以小切口展现大场景、小故事反映大时代。”綦江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任骏说，以“南州茶谈”为载体的宣讲，突出“鲜

味”、把牢“真味”、贯穿“本味”，以舞蹈、小品等丰富多样的文

艺形式，回应群众关心的话题，第一时间把党的好声音、好政

策送到群众身边。

重庆綦江区创新开展宣讲活动

好政策传到家门口
本报记者 刘新吾

本报南昌 12月 17日电 （记者朱磊）15 日，位于江西省

南昌市的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面开放，西

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主墓在完成考古发掘之后，迎来首批参

观游客。

作为海昏侯国遗址最重要的部分，墎墩苑（刘贺墓园）是

海昏侯刘贺及其部分家庭成员的墓地，面积约 4.6 万平方米。

刘贺墓及侯夫人墓位居墓园中心，周围有 7 座祔葬墓，与配套

祭祀建筑、吏舍、门阙、园墙、水井等，共同构成了中国迄今发

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墓园。墎墩

苑展示以“海昏藏宝”为主题，运用原貌展示、场景营造、考古

复原、数字演绎等多种手段，全方位展现刘贺墓现场遗迹及考

古发掘、保护展示工作及成果。

汉代海昏侯刘贺主墓迎来首批参观游客

本报呼和浩特 12月 17日电 （记者吴勇）“家长应如何与

孩子沟通？”“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回民区三顺店社区智慧家长学校，“聚焦家庭优势培养自

信孩子”专题课程，吸引了众多家长前来听讲。

为引导全社会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呼和浩特市成立了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回民区同步在辖区内社区挂牌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站，依托社区家长学校，邀请儿童权益保护专家

和心理专家开展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规政策、家庭监护、安全

自护教育等内容的讲座，打造特色家庭教育品牌。

呼和浩特推动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工作

本报广州 12月 17日电 （记者罗艾桦、姜晓丹）日前，星

海音乐学院原创歌剧《星海星海》在北京上演。该剧讴歌了人

民音乐家冼星海将个人与祖国命运紧密结合的爱国情怀。

演出期间，主创单位还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星海星海》专

家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该剧紧凑流畅，希望主创团队

继续在打磨提升上下功夫，努力把《星海星海》打造成兼具思

想性和艺术性的剧目。

原创歌剧《星海星海》在京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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