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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中游文明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自身独特的文
化演进模式，又与中原文明有着广泛的交流、互
动，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海洋。为了进一步探索
长江中游文明演进过程、解读中华文明构成密
码，2020 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湖北、湖南、
安徽、江西、河南五省文物考古部门联合实施长江
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

日前，“惟见长江天际流——考古中国·长江中
游文明进程研究成果展”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幕。展
览分为“九江甚中”“江汉朝宗”“万流东汇”三部分，
系统展示了国家文物局重大研究项目“考古中国·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取得的诸多成果，反映了
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
络。展览展出文物 180余件（组），其中河南南阳黄
山遗址、湖北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等多处遗址出
土的文物为首次展出。

古国初现

民以食为天，长江流域人民多以稻米为主
粮。展览第一单元“鸡鸣破晓”聚焦湖南澧县鸡叫
城遗址，展示了鸡叫城大面积水稻田遗址照片和出
土的陶碗、陶杯、陶盘等。鸡叫城遗址发现了大量
谷糠堆积（经推算为2.2万公斤）和大片稻田，这意
味着当时可能已经有了专门化的农业。

鸡叫城的大型建筑遗迹更让考古学家眼前一
亮。“我们发现了一座建筑面积 420平方米、加上廊
道总面积达630平方米的大型木构建筑遗迹。这座
建筑距今约 5000 年，体量超大、结构规整、基础
保存完好。这一时期这么大、这么完好的建筑，为
中国考古百年来首次发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院长方勤说，“这么大的建筑显然不是居住用的，

而是部落集会活动用的。”展墙上展示了该建筑复
原图，其外观与故宫建筑有不少相似之处。考古
研究表明，该建筑的空间布局、营造方法、榫卯结构
等特征与后世中国传统建筑一脉相承。

有城、有池、有稻田、有住房、有礼堂……鸡叫
城的建城史始于油子岭文化时期（公元前3900年—
公元前3100年左右），延续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约公
元前3200年—公元前2500年）、石家河文化时期（公
元前 2500年—公元前 1800年），从开挖壕沟到堆筑
城墙，再到建设水渠和稻田，文明程度越来越高。

屈家岭文化因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
区的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在屈家岭文化时期，长
江中游地区开始出现史前城址。这些城址均有环
壕和护城河，有的城内还有壕沟。一些城址成为
中心聚落，面积达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平方米。

除了屈家岭和鸡叫城，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湖北保康穆林头遗址、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等均发
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重要文物和遗迹。保康穆
林头遗址于 2017 年首次发掘，出土了玉钺、玉璇
玑等大量精美器物，其中许多玉器为屈家岭文化
中首次发现。2022 年第二次发掘时，又出土了玉
钺、玉璋、玉璜等文物。独立展柜里陈列着一件
保康穆林头遗址出土的大型玉钺，绿中带黄、光
滑润泽，仿佛默默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尊贵。钺
本为兵器，但如此精美的玉钺多为礼器，是身份
与权力的象征。黄山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玉器，
还在一处贵族墓葬中发现了400多块猪下颌骨。“崇
尚玉器、随葬猪下颌骨是北方文化的特点，在屈家
岭文化遗址中发现这些，说明当时南北方文化已
有一定的交流。”湖北省博物馆讲解员张玉珊介绍。

石家河文化得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
址。石家河城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是长江中游
同期最大的城址，堪称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中心。
本次展览专设“石破天惊”单元，介绍石家河文化的
文物和遗迹。来自石家河三房湾遗址的大批红陶
杯整齐排列在展柜里，它们是该遗址出土的上万
件红陶杯的代表。三房湾遗址的考古发现显示，
石家河地区已经形成了红陶杯的规模化、标准化生
产。而在湖南岳阳华容七星墩遗址，考古工作者发
现了长江中游地区迄今所见最早的漆木容器。展
柜中的漆木碗残片厚度仅 2—3毫米，内外均髹漆，
饰有红、黑二色花纹，体现了较高的髹漆技术。

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
游形成了以石家河古城超大型聚落为中心、中小型
聚落散布于四周的史前城址群，城址中有宽深的环
城壕沟、大型祭祀中心、专门化的手工作坊。根据
这些特征，专家判断，公元前 3500年—公元前 1700
年，长江中下游进入“古国时代”。石家河城等中心
聚落整合周边地区的文化和资源，引领长江中游
地区不断向前发展，达到史前文化的高峰。

南北交融

栩栩如生的陶象、活泼灵动的陶猴、双手抱着
大鱼的陶人……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小陶俑格外
俏皮可爱。在它们上方摆放着一个拇指大小的半
身陶人像，看上去像小孩子用陶土随意捏成的半成
品，但在考古学家看来却意义非凡，因为陶塑人像
耳朵下方保留了古代工匠留下的指纹。“这件文物
是在布展前几天才出土的，我们对指纹进行扫描研
究，推测它属于一名微胖的男性。”方勤说，“这枚指
纹的发现，让我们感受到古人的温度。”据介绍，陶
塑小动物在同时期南北方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
现，印证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流互鉴。

肖家屋脊文化时期被视为石家河文化晚期或
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因为它继承了石家河文化，
又较多地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复杂的文
化面貌。考古研究表明，距今 4000 年前后，以肖
家屋脊文化为代表的江汉地区文化开始融入中原
文明，这一进程可以与“禹征三苗”的传说相印

证。相传 4000 多年前，北方的华夏部落联盟在禹
的带领下，同南方的三苗部落联盟进行了一场大
规模战争，文献记载禹以德折服了三苗，最终南
方被北方征服。

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是夏
文化的代表。二里头文化中晚期（距今约3600年），
夏文化逐渐向南扩张，深入江淮腹地。安徽省合
肥市肥西县三官庙遗址出土的铜器反映了二里头
文化的深刻影响。三官庙遗址近年出土了大批夏
代铜器，是全国范围内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发现这
一时期铜器最多的地点。三官庙铜器风格多样，
其工艺超出了既往认识中的同时代水平。三官庙
出土的扉棱铃与二里头铜铃风格相近。不同于现
代的铃铛，扉棱铃有可以手执的扉棱，倒过来看
像一个单耳茶杯。之所以有手执之处，是因为这
种铜铃是北方草原族群的舞蹈道具，具有显著的
北方乐舞仪式特征。

南北文化的交融在商代更加显而易见。展板
上的图片将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文物与河南郑州
商城出土文物一一对照，爵、斝、觚、盉、罍、
尊、鼎等造型几乎一模一样。商代早期的二里冈
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400年），商人
南下长江中游建立一系列据点，并越过长江推进
到更广大的区域。盘龙城成为这一时期商人在长
江中游的中心城市。

考古学家对湖北武汉黄陂郭元咀遗址、江西
九江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江西九江荞麦岭遗址等
地的发掘显示，夏商王朝南进的重要目的可能是
控制长江中游各种矿产资源。

走向统一

西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仍被视为“蛮夷之
地”，在楚国兴盛之前，关于长江中游的历史记载
存在许多谜团。考古研究让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长
江文明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造型奇特的噩国兽面纹铜卣和端庄厚重的曾
伯桼壶放在一起，令人惊叹古人青铜铸造技艺的
高超。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让史书中未见记载的
曾国引起世人瞩目，依据多年考古研究，学者认
定曾国即为史书所载的随国。

在曾国墓葬附近发现了与曾国文物风格迥异
的噩国文物。此次展出的噩国兽面纹铜卣，腹部
和盖面铸有生动立体的兽面，双目线条流畅、瞳
仁大而凸出，眉毛立体且根根分明，与三星堆兽
面纹铜器有不少相似之处。噩国名不见经传，史
书鲜有记载。根据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等资料，
考古学家勾勒出那段尘封的历史：噩国是始建于
西周之前的古国，西周晚期周厉王在位时，噩国
国君联合淮夷、东夷发动叛乱。周王朝平定叛乱
后，噩国迁到南阳盆地。可能正是在此之后，曾
国兼并了噩国的土地，代表周王室与正在扩张的
楚国对抗。

春秋时期，楚国日益强大，曾国由王室藩篱
变为楚国同盟，最终为楚所灭。此次展览以图文
形式介绍了湖北荆州纪南城、荆州熊家冢楚墓的
考古发现。纪南城曾是楚国都城——郢，东西长
4450 米，南北宽 3588 米，城垣内总面积 16 平方公
里，城内宫殿、手工作坊、居民区等分区清晰，常住
人口可能高达30万人。据文献记载，楚都郢十分繁
华，道路交错纵横，车马来往不绝，行人摩肩接
踵，早上穿着新衣服出去，晚上回来就变旧了。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人先后迁都
陈（今河南淮阳）、寿春（今安徽寿县）。公元前 223
年，楚被秦所灭。秦国在楚地实行郡县制。长江
中游完全融入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此次展览依据考古研究成果阐释中华文明的
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多种独立发展的文
化，正是多种文化的竞争、碰撞、交流、融合，才形成
了富有活力、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方勤说。

5月16日，“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开幕。这是
上海博物馆首个馆藏宋元古籍大展，精选宋元时期 66 部写本、刻
本、拓本展出。展品约半数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上海市珍贵古
籍名录》，其中有许多举世罕见的国宝级珍品或孤本，2003年入藏上博
时曾引起轰动的《淳化阁帖》“最善本”也在展出之列。

宋元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是中国古籍发展
史上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的古籍，主要以纸张为载体，有卷子装、经
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等装帧形式，采用手书传抄、雕版印刷和刻石拓
印等制作方式。宋元古籍的字体、版面、装帧都体现出艺术之美，备
受历代藏家青睐。

本次展览呈现了上博馆藏宋元写本、刻本、拓本3种版本类型。
第一版块“翰墨斑斓”展出7件宋代写经。现存写经多为敦煌出土本，
上博所藏7件写经为珍贵的传世本，其中5件有纪年。2件北宋开宝
六年（973年）杜遇写本《妙法莲华经》是展览中年代最早的展品。

第二版块“古椠生辉”展示了宋元时期以雕版印刷制作的重要典
籍。其中，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金华双桂堂刻本《梅花喜神谱》为孤
本，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版刻画谱，曾是鉴藏大家吴湖帆的“镇宅之
宝”之一。南宋绍兴龙舒郡斋刻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是现存最早
的王安石文集。此本为清内府旧藏，系海内孤本。

第三版块“宝拓传真”展现了20余件珍罕宋拓碑帖，包括与《梅花
喜神谱》同列为吴湖帆“文物四宝”之一的宋拓孤本《梁萧敷及敬太妃
墓志》、5 种宋拓《怀仁集王圣教序》、王世贞旧藏张旭楷书《郎官石柱
记》的宋拓孤本等。值得一提的是，《淳化阁帖》“最善本”与“修内司
本”共同在这一版块展示。《淳化阁帖》共十卷，为北宋淳化三年（992
年）翰林侍书王著选辑内府秘阁珍藏历代名家墨迹法书摹刻，被后世
誉为“法帖之祖”。2003年，上博从美国抢救购回国宝级文物《淳化阁
帖》“最善本”，成为文博界佳话。此“最善本”存四卷，其中三卷为存世
仅有的祖刻原石拓本。“修内司本”为著名鉴藏家翁万戈旧藏，这是上
博自2004年购入后首次展出。此本亦为孤本，刻于南宋淳熙十二年

（1185年），是唯一由南宋皇家翻刻的《淳化阁帖》。
展览期间，上海博物馆将推出一系列教育活动和文创产品，满

足各年龄层观众的需求。展览将持续至8月13日。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5月 18日为国际博物馆日，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创品牌“国博衍艺”在国博文创体验区推出“创绘体验之文创大变样”活
动，邀观众通过动手创作深入了解国博馆藏文物，体悟中华文明魅力。

中国国家博物馆经营开发部副主任朱晓云介绍，此次活动围绕今年
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展开，以国博馆藏文物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为核心，以艺术创绘为形式，让观众在动手体
验中细致地感受文物造型、纹样之美，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与文化内涵。
参与者可以为陶瓷犀尊、皮影犀尊涂色，制作嵌丝旋纹黑檀木书签，在
可水洗布料上进行纹样涂鸦，用手绘图案定制马克杯、T恤等。

活动连续开展4天，从5月18日持续至5月21日。

湖
北
省
博
物
馆
推
出
考
古
成
果
展

勾
勒
长
江
中
游
文
明
进
程

本
报
记
者

田
豆
豆

上博展出宋元古籍珍品
本报记者 邹雅婷

上博展出宋元古籍珍品
本报记者 邹雅婷

在国博体验多彩文创

《淳化阁帖》“修内司本”（局部）。 上海博物馆供图

《淳化阁帖》“最善本”（局部）。 上海博物馆供图《淳化阁帖》“最善本”（局部）。 上海博物馆供图

5月18日，国博文创体验活动参与者为陶瓷犀尊涂色。 主办方供图

“惟见长江天际流——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成果展”现场。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惟见长江天际流——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成果展”现场。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湖北保康穆林头遗址出土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玉钺。 本报记者 田豆豆摄

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墓地出土的西周早期噩
国兽面纹铜卣。 本报记者 田豆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