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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华夏先民以智慧和勤劳创

造了众多奇迹，陶就是其中浓墨重彩

的一笔。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造和

使用陶器的国家之一。在中国考古

博物馆内，收藏着一件件陶尊、陶盘

和陶罐，直观展现了伴随中华文明发

展进程的中国陶器发展史。通过了

解陶器的刻纹、样式和功能的演变，

人们能更深入认识先人的生活习俗、

审美取向和精神世界，感受中华文化

的 绵 延 不 绝 ，领 略 中 华 文 明 的 博 大

精深。

走进中国考古博物馆常设展“文

明起源”展厅，一件“大口尖底”的大型

陶器单独陈列在展柜中，展柜四周是

粗犷起伏的洞穴石壁，正上方刻着 4
个字：文明起源。这件备受关注的陶

器名为大口陶尊，距今 4800 多年，陶

器腹上部刻画的符号是其最为独特

之处。

文字雏形

大口陶尊，是夹砂灰褐陶，形体厚

重，通体饰斜篮纹，腹上部刻画一组符

号，从上至下为“日、月、山”形。陶尊

口径超过 30 厘米，高约 60 厘米。

1992 年春季的一天，安徽蒙城尉

迟寺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常进行。突

然，一个探方中传出振奋人心的喊声：

“快来看啊，这里出宝贝了！”顿时，大

家纷纷撂下手中的活，兴冲冲地跑过

去，将探方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随着进一步清理，它的真面目逐

渐清晰，原来是一尊大型陶器。当它

完全展现眼前，一组规则的刻画符号

引人注目，有的像一轮太阳，有的像一

弯 新 月 ，还 有 的 仿 佛 是 连 绵 起 伏 的

群山。

尉迟寺遗址位于与苏、鲁、豫相邻

的皖北地区，是淮河流域规模较大、保

存较好、比较典型的一处含有大汶口

文化和龙山文化堆积的新石器时代聚

落。这里先后发掘出土 7 件带有刻画

符 号 的 大 口 陶 尊 ，壁 厚 多 在 5—6 厘

米，重达 25—30 公斤，在当时是考古

发掘的最大陶制品。大口陶尊上的类

似符号在大汶口文化中多有发现，集

中分布在山东莒县和安徽蒙城。

山 东 莒 县 和 安 徽 蒙 城 相 距 近 千

里，然而，两地出土的大口陶尊无论是

形状大小、壁的厚薄，还是刻画符号的

位置和用力程度都高度相似。通过岩

相鉴定分析及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技术

对两地出土的大口陶尊的矿物稀土元

素及微结构等测试分析，两件器物均

为在当地取土、烧制而成，出现相似性

应该是文化传播的结果。研究人员认

为，尉迟寺古人很可能从山东迁徙而

来，同时带来文化传统，制作出具有原

生 地 文 化 风 格 的 陶 器 ，并 在 此 延 续

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现 30 余

例有类似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除

“日、月、山”形之外，刻符多种多样，既

体现了人们对自然万物的认知，更展

示出当时文明的发展程度。这些符号

与殷商时期一些表意字非常接近，它

们究竟是某种图腾族徽，还是对自然

现象的抽象摹画，又或是古文字的雏

形，目前学术界尚在探讨，但有一点已

经成为共识：它加深了人们对中华文

明源起的认知。

文字是人类的足迹。从 5400 年

前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粘压在泥板上的

楔形文字，到 5000 年前古埃及人刻写

在神庙石碑上的神文圣书，再到 3300
多年前古代中国人创造的甲骨文，文

字推动了历史，也记录了历史。在中

国的考古资料中，距今八九千年前就

已经出现了人类有意识的刻画，开启

了文字创造的先河。黄河流域的裴李

岗文化、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

文化，淮河流域的贾湖文化、双墩文化

等，均铺设出以陶刻符号为特征的人

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通道。

陶制重器

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是距今

6300—4500 年 大 汶 口 文 化 时 期 的 陶

制重器，制作如此大型的陶制器物，非

少数人的短期之功，从一个侧面体现

了当时中国制陶文明的发展程度居于

世界领先地位。我们的先民于 1 万多

年前发明陶器，从最初简单粗陋的小

罐、小钵，到器型稳定多样、装饰绚丽

多姿的彩陶，再到技术精湛、工艺高超

的“蛋壳陶”黑陶，及至印纹硬陶、釉

陶，直到瓷器诞生，陶器的起源与发展

正是中华文明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

见证。一部中国陶器发展史也是一部

中华文明不断创新、连绵不绝的活态

发展史。

应当说，陶器的发明源于实践需

求，又不断发展创新应用于实践。随

着环境变化、社会发展和技术成熟，陶

器的形制和功能日趋多元复杂，各类

陶器的不同组合形式日益丰富。仰韶

文化半坡时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庙

底沟时期的花瓣纹彩陶、汝州阎村的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郑州大河村的彩

陶双连壶、马家窑文化的人物舞蹈纹

彩陶盆和陶寺文化的彩绘蟠龙纹陶盘

等，这些中华大地不同地区先民创造

出的代表器物都是时代的精品。从满

天星斗到百川归海，它们正是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华文

明五大突出特性的鲜明印证。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

要事件。目前已知最早的陶塑是发现

于今天捷克境内格拉维特文化的小雕

像，距今 2 万多年；最古老的陶制容器

是 2012 年发现于中国江西仙人洞文

化的陶器罐碎片，其年代可追溯至 1
万多年前……世界各地区的先民们在

陶器的发明、发展和利用上，贡献着各

自的智慧。根据现有考古发现与研

究，世界范围内有 6 个早期陶器发明

中心——中国南方、中国北方、俄罗斯

远东地区、日本、西亚和北非。陶器的

发明，为人类饮食方式带来变革，促进

人类文明快速发展，成为影响人类社

会进程的文化史及科学技术史上的重

大发明。

陶器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

体，随着人类文明演进不断发展。走

过万年历程，从陶器到瓷器，从实用器

到工艺品，今天的陶瓷在实用性之外

兼具多样性、艺术性、审美性，其中既

有陶瓷茶具承载的茶文化，也有艺术

陶瓷传递的审美情趣。时至今日，在

世界各国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陶瓷已

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影响和塑造着

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连接传统与现

代 生 活 、促 进 中 外 文 化 艺 术 交 流 的

桥梁。

与友人闲坐喝茶品咖啡，与家人

聚餐话家常，端起饭碗、放下茶杯，回

眸 万 年 前 的 一 堆 火 ，我 们 仿 佛 看 见

“陶”在熠熠生辉。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

书馆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

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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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肯尼亚格迪古城遗址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此前，我们曾到访格迪古城，整理格迪

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

抵达肯尼亚第二大城市蒙巴萨，领

略耶稣堡的雄浑沧桑之后，我们便匆匆

北行百余公里，奔向格迪古城遗址。与

赫赫有名的基尔瓦、马林迪、蒙巴萨不

同，格迪古城少见于文献记载，就在 100
年前，它还不过是一片荒草遍地的废墟，

寂寂无闻。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格

迪才被重新发现。1948 年，英国学者柯

克曼主持了格迪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后续

研究工作。这不仅是格迪遗址的首次正

式考古工作，也揭开了东非斯瓦希里考

古的序幕。格迪由此成为研究东非斯瓦

希里历史不可绕过的标志性遗址。

“斯瓦希里”这四个字，似曾相识。

它的原文“Swahili”是一个非洲班图人

的词语，但它根植于阿拉伯语中的“Sa⁃
hil”，有边缘和海岸的意思。斯瓦希里

地区如今通常指代非洲东部，大致从索

马里的摩加迪沙到莫桑比克的赤布尼

一线绵延 3000 多公里的沿海地带。这

一地区是大洋与大陆的交界地带，不同

文化在此碰撞、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特

色的海岸（斯瓦希里）人群和文化。格

迪地处斯瓦希里地区的中心地带，代表

了斯瓦希里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

步入格迪遗址，首先见到的是一块

刻着铭文的阿拉伯碑刻。这块碑刻已

经残破，但铭文中的日期内容被幸运地

保留了下来。铭文以伊斯兰纪元记录

了年代，相当于公元纪年的 14 世纪末

15 世纪初。这块饱经风霜、貌不惊人的

碑刻，草蛇灰线般提示着格迪古城的年

代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考古成果显示，格迪是一座兴建于

12 世纪、重建于 15—16 世纪、衰落于 17
世纪的古城。那块碑刻的年代，正处于

斯瓦希里文明加速发展、兴盛繁荣的时

期。在欧洲人绕过好望角的前夜，14—

15 世纪的斯瓦希里人掌控着东南非黄

金的出海口。基尔瓦、蒙巴萨、马林迪

三大城邦激烈竞争又交相辉映，把斯瓦

希里文明整体推向了辉煌的时代。身

处“潮头”的格迪生机勃勃，这块非洲东

海岸的碑刻属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

伯人，提示着斯瓦希里文化中隐藏着的

西亚文化要素。

格迪的宫殿区气势恢宏，被认为最

能 展 现 斯 瓦 希 里 高 等 级 房 屋 的 特 色 。

宫殿区的建筑材料取自大海，那些坚固

的石材均是珊瑚石，又以珊瑚灰浆粘合

砌筑。在一些屋顶幸存的建筑中，我们

还 可 以 看 到 取 自 大 海 的 红 树 林 木 材 。

将大海的馈赠运用于建筑营造中，是斯

瓦希里人独有的创造。轻抚粗粝的珊

瑚石墙，感受着来自几公里外的腥咸海

风，酿成炎炎烈日下的一抹清凉。

格迪宫殿的内部结构极为复杂，功

能区包括了各类庭院、房间、水井、集水

坑、储藏室、厕所等等。有趣的是，遗址

中仍有不少区域以最富特色的出土物

命名。而身处万里之外异乡的我们，意

外 邂 逅 了“ 故 知 ”——“ 中 国 现 金 屋 ”。

它意味着，在那个地点，出土了来自中

国的古代钱币。

格迪曾出土大量中国遗物，除了钱

币，还有陶瓷。在古代斯瓦希里社会，

中国陶瓷是来自远方的珍奇，标志着拥

有者的身份和地位，甚至具有通神的功

能。正因如此，在格迪清真寺的朝拜龛

周边、在宫殿旁的高等级柱墓上，都曾

经 镶 嵌 有 中 国 陶 瓷 ，以 昭 示 庄 重 与 神

圣。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格迪曾出

土大量明初的龙泉青瓷——那是郑和

航海时代的产品。它使我们不禁猜想，

600 年前，在斯瓦希里城邦鼎盛的时代，

郑和船队是否也曾抵达过格迪？是否

见证过这片遗址曾经的盛景？瓷片无

声，却似乎已道尽一切。

漫步格迪城址
丁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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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口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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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非洲相距遥远，双方民间

交往源远流长，非洲人民对中国怀有

天然的亲近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与非洲友好合作快速发展，伴随坦赞

铁路、毛里塔尼亚友谊港等中国援非

工程的建设实施，非洲人民心中的中

国形象愈加清晰。如今，中非正携手

打造文化共兴的命运共同体。作为内

心情感的重要呈现，文学作品中的形

象塑造成为中非读者探悉相互认知的

窗口。

古代友好交流
中的文明互鉴

早在 14 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
白图泰就沿古代丝绸之路在华夏大地

开启了探索之旅。他的中国之行，沟

通 了 中 国 与 非 洲 、中 国 与 阿 拉 伯 世

界。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民安物

阜的中国不仅有着精美的瓷器、五彩

的丝绸、琳琅满目的金银器皿，多元文

化相蕴相生下的中国城市更令人心驰

神往。

在伊本·白图泰笔下，泉州“港口

是 世 界 大 港 之 一 ，甚 至 是 最 大 的 港

口”，“港内停有大船约百艘，小船多得

无数”，“该城花园很多，房舍位于花园

中央”；广州“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

瓷器市，瓷器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

度、也门”；在杭州，他发现中国的竹

器、漆器制作极为精巧，而丝绸和瓷器

更堪称一绝。伊本·白图泰还对当时

中国的穆斯林生活做了详细考察，为

研究中国的宗教学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本包罗万象的东方游记，增添了非

洲人民对中国的瑰丽想象，为中国盛

景的广为流传贡献了重要力量。

15 世纪，中国航海家郑和七下西

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不仅加深了

中国与非洲的民间交往，更令东非地区

民 众 通 过 现 实 互 动 了 解 到 真 实 的 中

国。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坦桑尼

亚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说，“中国”存在于他从小到大所耳闻的

传说中：“我们曾与大洋彼岸的地方联

系频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滩行

走，你会拾到青瓷碎片，它们产自中国，

是郑和船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

一些故事里，中国人没有随舰队离开，

而是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拉穆群岛位于肯尼亚东北部，是

昔日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之一。近年

来，岛上出土了大量中国古陶器和瓷

器碎片，勾勒出历史久远的中非友好

交往图景。2019 年，肯尼亚作家伊冯·
阿蒂安波·欧沃尔以这段故事为依托

创作的长篇小说《蜻蜓海》出版。小说

主人公艾雅娜身为华裔，这一灵感正

来自当地流传的民间传说：郑和船队

中的一艘船遭遇海难，幸存的水手与

当地人结婚，繁衍生息。在赴华留学

途中，艾雅娜邂逅了中国船长赖金，克

服重重磨难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

发源地，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

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提及历史上的民

间交往，中非人民都会因共有的情感、

共 享 的 故 事 侃 侃 而 谈 ，不 以 万 里 为

远。绵延不绝的民间交往美谈，拉开

中非文化交流的序幕，更跨越时间，将

亲切、友好的中国形象印刻在非洲作

家的记忆深处。

现代民族独立
浪潮里的相互支持

20 世纪中叶，随着全球民族独立

运动的兴起，中国与非洲国家在争取

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彼

此的坚定支持。受到 1955 年万隆会议

鼓舞，亚非作家协会等多边文学交流

机构应运而生，推动了中国与其它亚

洲国家、非洲国家在文学领域的互学

互鉴，也鼓舞着拉丁美洲等地区人民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

这一时期，“非洲电影之父”、塞内

加尔作家乌斯曼·塞姆班，安哥拉作家

马里奥·平托·德·安德拉德，阿尔及利

亚作家马利克·本·纳比等文化界人士

相继访华。他们深受中国革命与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创作了大量以

中国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表达了对中

国及中国人民的支持。

加 纳 作 家 科 菲·阿 沃 诺 在《黑 鹰

醒 来》等 诗 篇 中 ，赞 颂 中 国 民 族 独 立

和解放对非洲国家的鼓舞，以及中国

人 民 与 非 洲 人 民 亲 如 手 足 的 情 谊 。

南 非 诗 人 丹 尼 斯·布 鲁 图 斯 在《中 国

诗 抄》中 将 中 国 比 作 山 水 画 ，而 撑 起

整 幅 画 卷 的 是 有 血 有 肉 的 中 国 人

民 。 苏 丹 诗 人 阿 赫 迈 德·穆 罕 默 德·
凯尔在诗作《献给你，中国》中高呼：

“从 前 受 苦 受 难 的 人 们 ，如 今 找 到 了

幸福和光明。亿万双眼睛在展望，通

往远方的锦绣前程。”

在文学与艺术创作之外，中非高

层 间 的 密 切 互 动 也 推 动 了 中 非 友 谊

深入人心。先后 13 次访华的坦桑尼

亚 国 父 朱 利 叶 斯·坎 巴 拉 吉·尼 雷 尔

在《尼雷尔文选》中写道，不同于殖民

者以掠夺财富为目的修建铁路，中国

援 建 坦 赞 铁 路 是 对 非 洲 人 民 最 真 诚

的 帮 助 ，“中 国 向 我 们 展 示 了 改 革 创

新 和 国 与 国 之 间 相 互 团 结 的 真 正 含

义 ”。 半 个 世 纪 过 去 了 ，这 条 穿 越 莽

莽草原、崇山峻岭、河谷盆地、丛林沼

泽的铁路记录下岁月的痕迹，至今被

坦赞两国人民乃至整个非洲誉为“自

由之路”。

在反帝、反殖民斗争中，中国与非

洲国家结下天然亲近的兄弟情谊。真

挚的情感不仅促使双方通过文学创作

彼此鼓舞，也推动着患难与共的中非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于是，真诚相助

的兄弟、坚定不移的选择，成为 20 世纪

非洲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形象。

当代发展之路
上的携手共进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非合作论坛

的创立、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不断

推进，中非团结发展之路愈加宽广，双

方人民的心更近，情更深。非洲作家

们越来越多地记录下亲眼所见的非中

合 作 硕 果 ，塑 造 出 更 加 鲜 活 的 中 国

形象。

菲利普·勒加尔在担任塞舌尔驻

华大使期间，创作了多部展现中国形

象的文学作品。《茉莉花蓝调》以浙江

义乌的里美山村为背景，通过 6 个短篇

故 事 讲 述 一 代 代 村 民 对 高 尚 品 格 的

坚守，“茉莉花”的美好意象寄托作者

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与向往。

阿 尔 及 利 亚 作 家 艾 敏·扎 维 于

2008 年先后访问北京、上海等城市，回

国后有感于阿中关系的快速发展，在

2015 年出版长篇小说《女王》。小说讲

述在阿工作的中国工程师余楚孙与当

地女性萨库拉之间的爱情故事，塑造

了一个质朴勤奋、尊重女性、有着强大

精 神 支 柱 和 文 化 自 信 的 中 国 青 年

形象。

不 断 涌 现 的 当 代 非 洲 文 学 中 积

极、正面的中国形象与不断扩大的中

非文学、文化交流密不可分。无论是

中国作家前往非洲、非洲作家走进中

国，还是文学研讨会、翻译工作坊的成

功举办，都深化着双方对彼此文化的

认知与理解。2024 年，埃及、南非、埃

塞俄比亚青年诗人共赴中国，参加“首

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

通过相互交流、共同创作，架起中非诗

人间的心灵之桥。

以文化人，以艺通心。展望未来，

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不断深入，中非文化交流活动将愈加

频繁，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作家将继续

以文会友，描绘相互尊重、携手发展的

伙伴形象，共同书写让中非读者相互

理解、生发共鸣的新时代精彩篇章。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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