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今 3500—3200 年的盘龙城遗址。

以上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版式设计：赵偲汝▲距今 5300—4300 年的良渚古城遗址。

▲距今 5800—5300 年的凌家滩遗址。

▲距今 6000 年左右的城头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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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

年文脉。几代考古人风餐露宿、青灯黄卷，取

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不断丰富着长江文化

的内涵。

提炼长江文化的鲜
明特色

长江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从浩瀚

的考古资料中可以提炼出诸多亮点。

这里有以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和陶器制作

地为特色的万年文化之路。长江流域有距今

200 万年左右的巫山人和建始人、距今 170 万

年左右的元谋人、距今 100 万年左右的郧县

人、距今 75 万年左右的梅铺人、距今 50 万年

左右的白龙洞人、距今 35 万年左右的南京猿

人、距今 5 万年左右的黄龙洞人，也有距今 5
万年至 1 万年的汉阳人，亦有从山洞走向平

原的鸡公山先民等，发展脉络清晰连贯，人类

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进化并诞生智慧，

留下了宝贵的足迹。

距今 2 万年左右，长江中游的江西仙人

洞先民开始制造陶器；距今 1 万年左右，长

江下游的上山先民完善陶器制造、驯化栽培

水稻、发展农业。之后的彭头山先民锄耕农

业、村居生活；跨湖桥先民耜耕农田、饲养家

畜、造船制玉；城背溪先民仰观宇宙、洞察天

文，刻石以记之；柳林溪先民雕石塑像、刻画

记事。

这里可以看到以凌家滩、良渚、石家河为

代表的 5000 多年文明。凌家滩先民阶层分

化、以玉殓葬、彰显身份；屈家岭先民统一有

序、蓄水灌溉、大兴土木，强势发展；良渚先民

兴修水利、堆筑城墙、规范用玉，等级森严；石

家河先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引水挖渠、捏

塑雕玉，盛极一时。

以“金道锡行”为核心的青铜文明之光熠

熠生辉。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南下控制南

方的矿石资源，以盘龙城、曾国为代表的地方

重镇保障了铜矿资源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

中原。铜绿山先民采矿冶铜、富足地方、输送

中原；三星堆先民制造黄金、雕刻象牙、祭祀

礼神；曾国先民热衷音乐、乐理开明，影响深

远；吴越先民善造兵器、冠绝天下；楚国先民

率起长城，立县治、改书写，有高超的丝织技

术和渊博的数学知识。

更可看到秦汉大一统，书同文、车同轨，

统一度量衡，开启华夏文明一体化发展的格

局。南方与北方的文化交流融合，战国以来，

各地域的人群互相学习、融合进步，华夏民族

迈向了新的征程。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

了与西域交流往来的路线。丝绸之路的开

通，让中华文明吸取更多来自其他文明的优

良基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长 江 沿 线 文 物 资 源 丰 富 ，考 古 成 果 突

出。仰韶时代黄河流域的彩陶经过枣阳雕龙

碑传至三峡地区的中堡岛遗址，是黄河文化

对长江文化的影响。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

期，长江中游考古学文化北上至南阳黄山、洛

阳苏羊遗址等地，之后也有楚文化北上问鼎

中原。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不断地碰撞和融

合，激发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内生动力。

同样，中华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吸收世界文明的精华，融入

自身的发展。曾侯乙墓出土产自西亚地区

的 蜻 蜓 眼 ，楚 国 的 丝 绸 也 传 播 至 阿 尔 泰 地

区；汉代兴起的丝绸之路，以及后来的海上

丝绸之路和万里茶道，国际视野更加宽广，

文化交流更加频繁。17 世纪兴起的万里茶

道，从福建、湖南、湖北到俄罗斯再到欧洲大

陆，并且沿用至今，是一条“活着”的文化遗

产传播路线。

实现长江文化资源
的高质量转化

长江绵延 6300 多公里，其干流和支流流

经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流域总面积约

180 万平方公里，沿线文物资源丰富，目前已

建成开放的有三星堆、金沙、良渚、凌家滩、钓

鱼城、城头山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建设好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保护弘扬长江文化的必然选择。通过考

古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深挖遗址内涵，

做好保护传承和利用，活化长江文脉的历史

场景，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和博物馆

里的文物活起来，才能讲好长江故事，讲好中

国故事。

加强长江流域水利文明研究，多种方式

展示先民的水利思想和水利文明。长江中

游的屈家岭遗址发现了因地制宜、规模庞大

的史前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

和溢洪道等结构，距今 5100—4800 年，是迄

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水利设施之一。长江下

游的良渚遗址发现了由外围的谷口高坝、平

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等人工堤坝组成的外围

水利设施和城址区的古河道及水城门系统

构成的一整套水利系统，在保证良渚先民生

产生活用水需求的同时，可以使城址区免受

洪涝灾害的影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

发现了从城北部进入城壕（护城河）和城内

的水系、水门、拦水坝、小型水库、东河引水

工程等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一直沿用至肖

家屋脊文化时期。此外，长江流域的城头山

遗址、凤凰咀遗址、城河遗址、纪南城遗址等

都发现了利用水资源的遗迹和现象。长江

流域水利系统的考古发现展示了长江流域

先民成熟完备的水利思想和高度发达的水

利文明，这不但可以为长江文化的高度和厚

度添砖加瓦，更可以显示其对中华文明发展

的突出贡献。

从屈家岭到石家河，不仅可以重温先辈

在 1954 年石龙过江水库文物调查时发现屈

家岭和石家河遗址的兴奋心情，更能够感受

到长江中游文明北进中原时强盛的文化面

貌。从盘龙城出发到铜绿山，再到擂鼓墩和

苏家垄，可以了解中原王朝通过地方政权控

制 南 方 矿 石 资 源 输 送 至 权 力 中 心 的 过 程 。

从潜江龙湾到纪南城再到熊家冢，从离宫别

苑到政治中心，再到楚王死生之地，车马陪

葬，视死如视生，能够感受楚国的强大和楚

人的浪漫情怀。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不息的

长江滋养孕育了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和长江

文化，长江沿线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湖湘

文化、吴越文化等都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文明的延续和

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大自然造就了长江沿线

美不胜收的景观，古往今来的历史人物各领

风骚、挥斥方遒，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精彩故

事。这些都应该纳入传承和保护的范围之

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不断发掘内涵丰富的不断发掘内涵丰富的长江文化长江文化
方方 勤勤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年来，政府部门和社

会各界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识和力度

不断提升，在增强公众对大运河文化的认知

和了解、为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效。洛阳的隋唐大运河文

化博物馆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它

不仅是我国以隋唐大运河为主题的专题博物

馆，更是推动大运河保护传播的重要载体。

“国运泱泱——隋唐大运河文化展”作

为该馆的基本展陈，从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

遗产的突出价值切入，展现隋唐大运河在维

护国家统一、促进文化经济交流等方面的战

略作用，以及新时代大运河在经济社会建设

及文化交流方面承载的时代内涵。为了激

发观众的兴趣，更清晰地勾勒出隋唐大运河

的历史全貌，策展团队以问题为脉络展开叙

事，这个问题就是“一粒米”是如何通过大运

河进行运输的？由此引出大运河的历史功

能——漕运。

漕运已消失多年，大众虽对此概念有一

定的了解，但认知仍然疏远与抽象。相较起

来，“一粒米”的意象就十分具体而亲切。以

“一粒米”为题眼，将古代漕运类比为当代的

物流。在观众现有的知识体系中，是否能想

象，一粒米从征收至运输直到端上餐桌这个

过程穿越了哪些环境、克服了哪些困难、经历

了哪些变数，最终可以呈现怎样的结果？“一

粒米的漕运之旅”互动体验展由此诞生。现

在看，展览实现了多种转换：

从专题叙事到综合叙事。区别于以时代

或专题进行分类的展览，“一粒米的漕运之旅”

以米为点，漕运为线，运河历史文化为面，对漕

运从征收、运输、到达三个环节进行展开，串联

起与漕运相关的征收、税制、制度改革、运输体

系、水工技术、管理制度、仓储技术、城乡风貌

等内容，让观众跟随“一粒米”的旅途一步步展

开想象。展览内容根据每一步的实际问题进

行综合阐释，提升了叙事的连贯性，便于观众

整体理解历史上漕运的辉煌历程。

从旁观叙事到沉浸叙事。为了进一步拉

近大运河与观众的距离，展厅整体采用互动体

验的方式，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古

代运河的繁忙与辉煌。例如“欢迎您依法纳

税”展项可体验唐朝的税收制度，获取“纳税收

领抄”。“比比谁更牛”展项可通过体感交互技

术夯筑一段河堤。“古船新貌”展项通过声光电

效果复原漕船的原貌，在船的一头设置了模拟

拉纤的体验装置，装置可以计算体验者的拉

力，以数据动画的形式展示，让体验者感受拉

纤的辛苦与不易。“城与运”展厅更是利用数字

化与多媒体技术带领观众穿越时空，体验运河

沿线的风貌。

从笼统叙事到具体叙事。随着“一粒米”

的旅途展开，观众带着问题踏上旅程，展项需

要给观众具体的、严谨的、令人满意或引发思

考的答案，因此在内容编写上除了把握信息

的准确性、严谨性并反复论证外，还需要深入

挖掘提取更具体、详实的信息，将之转化为可

读、可感、可比、可记忆的形式。随着数字化

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这种信息的具体化也达

到了新的水平。如通过“物产地图”，可以更

加直观地了解各地物产和大运河航道之间的

地理关系。“皇帝的餐桌”通过具体菜肴直观

呈现古代的饮食文化，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

中拥有更加详实的信息记忆。

从历史叙事到当代叙事。展览虽主要聚

焦古代漕运，但在具体阐释时运用“快递”“物

流”“依法纳税”等当代词语来增加文字的亲

切感，建立历史与现代的关联。

整体来看，“一粒米的漕运之旅”互动体验

展运用与时俱进的叙事方法，平衡了基本陈列

展严肃、庄重的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物

展品数量的不足，同时增强观众的“在场感”与

趣味性。展览因其独特的创意，自开馆以来深

受观众喜爱。这种沉浸式体验的展览方式，不

仅让观众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大运河的文化遗产

价值，也激发了他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趣

和热情。

讲好一粒米的漕运之旅
赵 瑗 范家昱

陶器的烧造与使用在世

界各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共

性。考古发现已证实，从距

今 2 万年前人类发明陶器到

距今 3000年前成功烧造原始

青瓷，再到当下，陶瓷器在人

类生产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

要角色。直到今天，随着时

代的发展，日新月异的陶瓷

器在社会生活和科技领域仍

然占据重要地位。

关于陶器在人类文明史

上的重要意义，历来多有探

讨。摩尔根曾把陶器的发明

和使用作为人类由野蛮状态

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陶器

的发明是史前时期划时代的

变革，人类从此拥有了真正属

于自己制造的产品。在此之

前，人类所有的工具都是对自

然界现成物品的物理加工，而

陶器是采用天然原料，通过化

学反应使之改变固有形态和

性能，从而制成人类生产生活

中所需要的器皿。考古学家

刘莉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人类

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对人类的生计方式影响

极大，它的优越性主要在于烹

饪和储存食物。

世界上最早的陶质容器

出土于我国江西万年仙人洞

遗址，测年数据距今约 2 万

年，器型为整体近似“U”形的

圜底罐。此外，广西桂林甑皮

岩、大岩遗址，广东英德青塘

遗址等南方洞穴遗址同样发

现有早期阶段陶器。北方地

区早期陶器见于北京东胡林

人、河北徐水南庄头、河南新

密李家沟等遗址，以及新近发

现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等，这

些新发现的陶器测年均可至

距今 1.4 万—1.3 万年。作为

水、火、土三者的结晶，陶器的

发明彻底改变了古人的生活

方式和生存状态，是史前先民

的创造性突破，是人类社会进

程中的重大事件。

1819 年，丹麦皇家博物

馆馆长汤姆森将丹麦史前时

代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

和铁器时代三大阶段，并在

此基础上形成了“三期说”理

论。法国学者提出石器时代

还应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即“打制石器时代”和“磨制石器

时代”，这就是现在通用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三

期说”被进一步扩展为“四期说”。20 世纪 20 年代，考古学传

入我国，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很快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

代和铜器时代都有所发现，特别是北京周口店和安阳殷墟的

发掘，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这些理论也随之传播开来。

从以上对分期的探索历程看，中西方学界主要还是以“生

产工具所用材料”作为人类文明史划分的标准。随着考古学

的发展，地下出土材料日益丰富，考古学家期待用更丰富的理

论诠释考古资料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涵盖所有文明发展过程

中对材料的改造、利用进程，从而更完整地反映先民改变世界

人类文明的贡献。

从人类对材料的改造、利用这一角度出发，以材料为标准

的时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利用天然材料时代，即使用自

然界最常见的石头、木头，对其进行简单的加工，并没有改变

材料性质。二是材料的新突破，即陶器的发明。陶器是人类

在自己进化历程的早期，以土为基础物质，用水与火创造出来

的人工制品，开创了人类利用、改造材料的先河，是史前先民

的创造性突破。三是从天然矿物中提取新材料阶段，即金属

冶炼时代。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使人类能够制造出更为先

进的工具和器械，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显然陶器的发明是一个分水岭，为冶铜、铸铜工艺的产生

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人类创造的第一种人工材料，它

的出现是古代人类社会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此基础上，或许

可以进行时代划分框架的新尝试，即石木器时代——使用天

然材料，陶器时代——改变天然材料的性能，金属器冶炼时代

——从天然材料中提炼新物质。这一分期标准与分期方法的

调整，既突出了中华民族因为发明陶瓷器对人类文明的突出

贡献，也适用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性。

事实上，陶器的发明既是文明社会赖以形成的技术前提之

一，也使人类在文化创造能力方面攀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从此人

类就开始了一场全新的文化创造活动。因此，将陶器的发明与

使用作为史前时代分期的一个标准，或者说成为一个时代的标

志，正是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对陶器地位的肯定。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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