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明中国文明中国责编：邹雅婷 邮箱：zytbb2005@163.com

2023年10月24日 星期二

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定型工具手斧长什么样？
世界最早的绿松石饰品出土于哪里？商代工匠是
如何冶铜的？

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鉴往知远——
新时代考古成果展”，以2012年以来的“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为重点，汇集 43家文博考古机构近 400
件最新考古出土文物，对考古文博爱好者可谓是
不折不扣的盛宴。展览分为“走向文明”“协和万
邦”“海宇攸同”“殊方共享”4个部分，生动讲述中
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历程，充分展示中华
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文明起源繁星满天

中国是人类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早在100多
万年前，就有远古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进入新时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让早期人类在中国大
陆发展演化的图景更加清晰，为实证中国百万年
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提供了更多有力证据。

进入展厅，首先看到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出土的手斧和动物化石。学堂梁子遗址是一处集
古人类、古生物和石制品于一体的旧石器时代遗
址，2022年在这里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是迄今
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古人类头骨化石中最完好
的一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展柜里的另一组石器出土于四川稻城皮洛遗
址。这是迄今青藏高原考古发现的面积最大、地
层保存最完整、文化类型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
址，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出土
了阿舍利手斧、手镐、薄刃斧等。皮洛遗址的发现
打破了“莫维斯线”，串联起印巴次大陆、中国南北
方直至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研究远
古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传播有着特殊意义。

大约1万年前，由于农业的产生，各地出现了
小型定居村落。随着社会开始分化，文明起源的
进程开启，中华文明逐渐呈现出多元起源、丰富
多彩的样态，并相互交流、逐渐融合，形成了共
同的文化基因，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
发展基础。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随葬大量精美绿松
石串饰的墓葬，这些绿松石距今约 9000 年，是目前
已知的世界最早的绿松石饰品，彰显了墓主人非凡
的身份地位。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距今
约9000年的玉珏、玉环、玉管等玉器，构成了迄今所
知中国最早的玉文化组合。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
是距今8000年左右的海岸贝丘遗址，这里出土的带
支脚陶釜是迄今中国沿海地区发现的最早炊器。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牙雕
蚕、辽宁朝阳半拉山墓地出土的红山文化石雕人
头像、江苏兴化蒋庄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琮、
湖北天门谭家岭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连体式双
人玉玦……这些新发现进一步印证了考古学家苏
秉琦的观点——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
而像满天星斗”。

多元一体和合共生

夏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

段。新时代以来夏商周考古取得的丰硕成果，对
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国家的产生与
发展等有着重要意义。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是晋南地区夏商时期已
知最大的遗址，这里发掘出丰富的遗迹和遗物，
再现了冶铜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透过展柜里的铜
矿石、铜炼渣、鼓风嘴、残炉壁、残坩埚壁等，可以了
解早期冶铜业的面貌。2022 年西吴壁遗址新发现
的商代墓葬中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青铜器，其中大、
中型墓葬里鼎（鬲）、斝、爵的礼器组合与夏代晚期
贵族墓中的礼器组合略有不同，从考古角度诠释了

《论语》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展
厅中呈现了西吴壁遗址 16号墓复原模型，此墓是
迄今所知商代初期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高等
级墓葬。

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保存最完整
的商代早期城址，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南方的辐
射。这里出土的绿松石镶金饰件制作精美，绿色
的松石与黄色的金箔相映生辉。专家研究发现，
此器原为一首双身的浮雕龙形饰，反映了商代先
民的精神信仰。

“好气派的马车！”展厅里，一辆青铜马车引得
观众发出惊叹。这是根据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
的马车复原而成的。周原是周人的古都和发祥
地。2014 年，考古工作者在周原遗址发现一座西
周时期的车马坑，内埋一辆马车，总长超过 3米，
车轮直径达1.4米，车衡等部位镶嵌绿松石。这是
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套部件完整的青铜轮牙马车，
为西周车制研究提供了全新资料。

宝鸡石鼓山墓地是周人的重要伙伴——姜戎
集团首领的墓地，出土了不少刻有铭文及族徽符
号的青铜礼器。石鼓山3号墓出土的龙纹铜禁是唯
一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周铜禁，具有重要
的考古学价值。

周代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在各地留下了丰富多
彩的遗存。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的青铜盒小
巧精致，盒内残留春秋时期的化妆品；湖北随州
文峰塔墓地出土的曾侯丙方缶造型典雅，通体饰
菱形勾连纹，内嵌绿松石；山东沂水纪王崮1号墓
出土的“华孟子”青铜鼎腹内铸有铭文，记载了华
孟子制作这件宝鼎作为二女儿的陪嫁品……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华文
明繁荣兴盛、延绵不绝的基础。近年来，有许多
重要的考古发现反映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故事。

河南伊川徐阳墓地是陆浑戎贵族墓地，其葬
制、葬俗却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证实了文献记
载的“戎人内迁伊洛”。徐阳墓地出土的鎏金铜牌
饰、金耳环等工艺精湛，具有典型的游牧民族风
格。云南昌宁大甸山墓地属于哀牢国遗址，这里
出土的很多铜铁合制器、铁器明显受到汉文化影
响。陕西西安少陵原发现了3座十六国时期的高等
级墓葬，其布局和随葬器物兼具中原汉文化特点
和北方民族文化特色，为研究文化交流和民族融
合提供了新资料。墓中出土的骑马吹角俑、骑马
击鼓俑栩栩如生，吸引了许多人驻足欣赏。

海纳百川包容互鉴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

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
生命力。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通了
中国与世界，见证了人类文明在交流融合中的
创新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是一处
北魏时期的贵族家族墓地，不少随葬品带有异域
风情，体现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此墓
中出土的鎏金錾花人物银碗腹部有4组“阿堪突斯”
叶纹，将腹壁四等分，这种叶纹是古代西亚、中
亚艺术中常见的纹样。每一等分之间的小叶纹上
托着一个圆环，环内各捶揲一个高鼻深目的人头
像。有学者认为这件银碗是萨珊波斯或其属国的
产品。墓中还发现了一件晶莹亮丽的蓝色玻璃
碗，可能是大月氏工匠采用西方工艺和配方在北
魏地区制造的产品。

青海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都兰则是青
海道上的贸易中转站。都兰热水墓群是 6世纪至 8
世纪青海地区重要的墓葬群，2018 血渭一号墓为
热水墓群内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墓室最复
杂的高等级墓葬。2018 血渭一号墓出土的双狮日
月金牌饰精美绝伦，两侧各浮雕一只蹲坐的带翼
雄狮，这是西方神话中的形象。它旁边的鋬指金
杯也颇具特色。金杯上腹有一道折棱，这种形制
被称为折腹器，是同时期西方较为流行的器型，
体现了西方文化对青海地区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水下考古科技手段的发展，沉
船遗址考古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研究海上丝绸之
路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入
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发现与发掘
历时 30余年，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南海 I
号”出水的瓷器细腻精雅，金璎珞胸佩华美灿烂，折
射了南宋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南海Ⅰ号”沉船中
还发现了9件完整的金叶子，见证了当时海上贸易
的繁荣。金叶子是南宋时期用于流通的折叠薄片
状黄金制品，携带方便、易于分割，适合作为远
洋贸易中的货币。

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上海青浦区青龙镇
遗址、江苏太仓樊村泾遗址等港口遗址中发掘出
大量具有外销属性的瓷器，勾勒出中国瓷器经由
海上丝绸之路畅销海外的历史图景。上海青龙镇
遗址出土的唐代青釉褐彩执壶为湖南长沙窑产
品，壶上模印贴片有雄狮和椰枣纹，充满异域风
情。长沙窑瓷器很多是来样定烧产品，主要销往
东南亚、阿拉伯和东非地区。黄泗浦遗址是唐宋
时期江南地区的重要港口，这里汇聚了全国多个
窑口的瓷器。展览中有一件来自黄泗浦遗址的宋
代双系草叶纹扁壶，具有北方游牧民族和西亚风
格，是文化交流的证物。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共同主办的“喜溢华庭——清代
宫中少年生活文物展”在恭王府博物馆乐道
堂开幕。

此次展览是恭王府博物馆和故宫博物
院首度合作办展，遴选了120余件精品文物，
通过天伦、美器、祈福、崇文、修武5个单元为
观众展示清代皇子公主们的少年生活。

恭王府与故宫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从固伦和孝公主到庆亲王永璘、恭亲王奕

，这些曾经生活在清宫中的少年，成年后分府而出，在恭王府这座
精美的府邸中留下了生活印记。此次展览将关注点从以往多有展现的
宫廷帝后生活转移到皇子公主的身上，通过阐释清代皇族培养下一代
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将传统文化精髓与当代生活相结合，吸引观众感
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展览中呈现了不少难得一见的文物，如清宫中的婴儿尿布、虎头
帽、木益智图等，充满生活气息。古代婴儿满一周岁谓“晬”，届时在盘
内放置各种器物任婴儿抓取，以预示未来前程，谓之“抓周”。此次展出
了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剔彩“百子晬盘”，盘内精雕细刻百子嬉
戏图案，是为皇子公主们抓周而制作的。

清代皇家子女的教育讲究文武兼修、中西结合。展厅里可以看到
宫中少年学习满汉文字的卡片、学习蒙古语的手册，练习骑射所用的
皮撒袋，还有来自西方的对数表、绘图仪器、木口风琴等。一件米色
漆描金花望远镜吸引了记者注意。据介绍，康熙帝热爱天文，曾亲自
指导皇子们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清实录》记载，雍正曾回忆康熙率众
皇子用望远镜观测日食的情景，“皇考亲率朕同诸兄弟在乾清宫，用千里
镜，四周用纸夹遮蔽日光”，其中的“千里镜”即望远镜。

此次展览还展示了恭王府“福”字拓片、王府堂款瓷器、恭亲王奕
的著书等，体现了王府历史文化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近400件新出土文物齐聚国博

一览新时代考古成果
本报记者 黄敬惟

图①：陕西西安少陵原出土的十六国时
期骑马吹角俑。 杜建坡摄

图②：青海都兰热水墓群 2018 血渭一号
墓出土的唐代鋬指金杯。 杜建坡摄

图③：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的春秋
时期青铜盒。 本报记者 黄敬惟摄

图④：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马
车（复原件）。 本报记者 黄敬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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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清代杏黄色缎虎头式棉风帽。清代杏黄色缎虎头式棉风帽。

清代金大吉葫芦挂屏。清代金大吉葫芦挂屏。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近日，由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
会和中国紫禁城学会主办的第六届太和论坛在故宫博物院举办，国内外嘉
宾围绕“文物保护国际交流·合作·共享”主题展开交流。

论坛期间，专家学者从机构建设、人才培养、学术成果等角度讨论国
际组织在促进文物保护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探讨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
项目促进大型文化遗产保护的案例，阐释文物保护国际准则、标准、规范
等的制定对促进全世界文物保护发展的重要意义。

太和论坛是故宫博物院2016年发起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致力于促进
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世界古代文明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
中发挥积极作用。

故宫举办第六届太和论坛

在陕西省西安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彩绘陶俑修复室内，修
复人员使用墨拓技术在一尊秦俑的胸前甲片上还原出“三辛”字样的刻痕。
据介绍，这应是制作该秦俑的秦代工匠名。

考古显示，秦兵马俑的服饰上有朱红、粉绿、紫、蓝、赭等10多种颜色。出
土后，随着湿度和温度变化，表面彩绘很容易脱色。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
物修复专家兰德省介绍，每件带有彩绘的兵马俑一经出土，就要经过X光射
线探伤、超声波检测、三维图像采集等程序，之后还要经过现状记录、清理、加
固、拼对黏接、补全，然后进行绘图、建立保护修复档案、留观，最后归还考古
及藏品管理部门，成为带有“身份证号”的彩绘秦俑战士。

近年来，兰德省和他的修复团队已修复兵马俑140余件。随着秦始皇兵
马俑一号坑第三次考古发掘的结束，新的修复工作陆续开展。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