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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严文明先生一生致力考古研究，主持和参加
了河南洛阳王湾、陕西宝鸡周原、山东长岛北
庄、湖北天门石家河、河南邓州八里岗等重要遗
址考古发掘，大力倡导聚落考古、环境考古、农
业起源、文明起源研究。

仰韶文化是严文明先生的学术起点。他重
新梳理了仰韶文化遗址的材料，通过类型学和
地层学，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四期两
大阶段，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从对仰
韶文化的研究开始，严文明认为自己找到了一
把钥匙，探索出从典型遗址入手深入研究考古
学文化的有效范式。在对中国史前文化的系统
研究及农业起源研究的基础上，上世纪 80 年代
中后期，严先生提出了“重瓣花朵”的论断，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他形容为一个巨大的
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的甘
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第
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这
三重结构组成的花朵，每部分之间都紧紧相
连、不能分离，具有文化上高度的向心力与凝
聚力……以“重瓣花朵”格局的提出为代表，
严文明先生上下求索，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
作出了重要贡献，揭示了中华文明产生、发展
和绵延的密码。

严文明先生爱写诗。对他钟爱的遗址，他
都会写一首长诗，于是有了 《良渚颂》《凌家滩
之梦》 等。“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泽良渚踵相
连。开辟沃野千百里，首创石犁耕稻田。莫角
山上建殿宇，汇观瑶山祭昊天。防洪先建塘山
坝，御敌高筑大城垣。卞家山下架船坞，沟通
钱塘到海边。陆上远通高城墩，寺墩赵陵与福
泉……”良渚古城遗址的重要发现者刘斌教授
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良渚考古在反山、瑶
山、汇观山、莫角山等一系列的重大发现，都
离不开前辈先生们的指导，每个发现都会有先
生们的身影。2002 年浙江省政府聘请了严文
明、张忠培等 12 位先生作为良渚遗址考古的专
家咨询委员，在考古现场、开会等学术讨论
中、吃饭或者晚上的茶叙中，都可以感受到他
们治学做人的风范。

“先生们不仅教我们做学问，他们更是我们
做人的楷模。几十年来我们这一代是在先生们
的教导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中国史前考古
的文化谱系是在先生们的带领下创建起来的，
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道路是在先生们的带领下
走出来的，严文明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不仅是中
国考古的奠基人，更是中国考古学队伍的缔造
者，如今的中国考古人有谁不是他的学生呢？”
刘斌说。

记得2016年，“上山文化”命名10周年暨稻
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山举行，严文明
先生来参会。在会议上，他说，浙江的遗址很有
意思，“从美丽的小洲 （良渚） 出发，过一个渡
口 （河姆渡），跨一座桥 （跨湖桥），最后上了山

（上山）。这是一条通向远古的诗意之路。” 听者
无不赞叹先生的妙语。

（二）

严文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重要组
织者和推动者，对国外考古学理论的各种流
派，保持开放心态，密切关注国外考古学实践
成果和方法技术革新。提倡考古领域的国际合
作，并身体力行先后组织并主持了中美合作万
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中日合作桐乡普安桥遗
址等发掘研究项目，探索形成了中外合作考古
的工作机制，推动了中国考古的国际化，拓展
了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重大问题研究的国际
化视野。

严文明先生致力于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对
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担任国家文
物局专家组成员和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副
理事长期间，参与了多批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评选和遴选工作，参与指导了三峡、南
水北调等一批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对我国文物
保护规划制度的探索与建立也给予了充分指
导。他关注大遗址保护利用，支持倡导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建设，论证了余杭良渚、广汉三星
堆、秦安大地湾、朝阳牛河梁等一批重要遗址
保护规划，指导了余姚河姆渡，陕西宝鸡周
原，江苏无锡鸿山等大遗址保护展示。尤其是
担任中国大运河保护规划评审组组长、受聘良
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为中国大运河、
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作出重要贡献。

“严先生的深厚学术造诣和杰出贡献不仅在
国内考古学界有口皆碑，而且得到国际考古学
界的尊重。去年 12 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世界
考古论坛上，经过来自十几个国家的40位顶级学
者组成的论坛评审委员会上，通过了我们的提
议，授予严文明先生终身成就奖，可谓实至名
归。”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说。

作为教育者，严文明先生始终致力于考古学
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他始终相信“中国是可以产

生考古学大师的地方”，并倾其一生为之而努
力。1990年，他专门为本科生开设了新课“考古
学导论”，为初入考古门的年轻人们讲“考古是
什么”。上海大学教授徐坚说，1991年秋季第一
次聆听严先生的考古学导论课程，从那个时候开
始，爱上了考古，随后开始读严先生的仰韶文化
研究，跟着一步步走向重瓣花朵。

严文明先生是纪录片《何以中国》的学术总
顾问。其实严文明先生的著作和思想也是《何以
中国》的创作之源。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严文明先生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和 2023 年 7 月 13
日前后两次在家中接受《何以中国》摄制组采访
的相关视频，他指出：“中国文明的突出特征是
多元一体，持续发展。我们中国人认识了自己的
历史，应该对下面的持续发展充满信心！”

（三）

严文明先生在去世之前曾给 《史前考古》
创刊号写了一篇 《寄语》，对适逢其时、应运
而生的 《史前考古》 寄予厚望——“它应该聚
焦中国的史前文化有哪些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特
点，为何会形成这些特色，有怎样的形成过
程。我讲过中国古文化、古文明格局像‘重瓣
花朵’，这应该与我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
条件有密切的关系。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
中国这样在自然环境上相对独立，周围的高
山、荒漠、大海将这块广袤的土地与外界隔
离开来，内部又有各方向聚拢的中心，使得
华夏古文化乃至中华文明拥有一个孕育、绽
放并引领的核心 （花蕊），四周又有诸多各具
特色的文化体 （重叠的花瓣） 包裹着它，为
它护卫并输送营养，于是我们才有了不间断并
不断壮大的文化、文明发展历程……中华文明
有个长期孕育的过程，旧石器时代文化与新石
器时代文化是一个整体，不应将二者割裂开
来。在过去的考古实践中，旧石器时代考古、
新石器时代考古习惯视对岸为禁区，画地为
牢。近些年对李家沟、龙岗寺、裴李岗等遗址
的发掘表明，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文
化层是上下叠压的，两个阶段的文化是无缝
连 接 的 ， 其 意 义 不 亚 于 后 岗 三 叠 层 的 发 现 ！
把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打通了，中国史
前文化的整体特点就清晰了，中华文明的源
头就找到了，华夏古人群、古文化的发展脉
络就明确了。”

“我本一书生，教书又育人。能力固然小，
常怀济世情。潜心学考古，鉴古以观今。漫漫修
远路，前途有光明！”这是严文明先生八十岁时
写的几句诗。

2023 年底，在获得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
奖后，严文明先生一如既往，谦逊淡然：“感谢
给我崇高的荣誉，我不过勤于耕作，不问收获
罢了。”

严先生常以“农夫”自比，这位“勤于耕
作”的考古学巨擘，在今年的暮春，与他耕耘一
生的“田地”永远告别了。而他的学生们、他的
学生的学生以及更多的考古人将接过炬火，踏上

“漫漫修远路”，奔向考古学更光明的远方。
（本报记者杨雪梅综合报道）

上世纪90年代确认北
羊城遗址为元中都遗址

元大德十一年 （1307 年），刚登
基不久的元武宗海山下诏“建行宫于
旺兀察都之地，立宫阙为中都”。

“旺兀察都”即现在张家口市张
北县馒头营乡一带，位于大都和上
都 之 间 的 驿 道 上 。 海 山 要 建 成 中
都，为加快进度，先后“发六卫军
万八千五百人”、令“上都卫军三千
人”加入，共计 21500人施工。从元
大 德 十 一 年 七 月 至 大 元 年 （1308
年） 七月，仅 13 个月建成宫城，后
又加建宫城角楼、宫城外的皇城和
皇城外的郭城。

至大四年 （1311年） 正月，武宗
去世，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 （仁
宗） 继位后很快宣布罢建中都。也就
是说，“元中都”作为都城仅仅 3
年，但该地仍作为行宫使用多年。至
正十八年 （1358 年），红巾军烧毁中
都宫阙，“元中都”的概念逐渐消失
在历史的记忆里。

随 着 元 朝 的 远 去 ， 无 人 知 道
“旺兀察都”这个地名了。持续 400
年，元中都遗址被误为是辽代将军
白天佐的家城，俗称“白城子”。近
200年，又被误认为是辽代牲畜交易
市场的北羊城遗址，1981 年还被列
入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在
1981 年，张家口一中语文教师尹自
先自费考察北羊城遗址，第二年在

《张家口日报》 发表文章，大胆提出
“此城实为元代中都城遗址”。1997
年，在“元中都学术研讨会”上，
认 定 白 城 子 遗 址 为 元 中 都 遗 址 。
1998 年 9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组
成了联合考古队，对“白城子”进
行考古挖掘。经过考古发掘，最终
作出了北羊城遗址实为元中都遗址
的结论。

2001 年，元中都遗址被列入第
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列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2018 年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挂牌。

为考古、古建、史学界
提供多项研究实证

元中都是蒙元四都 （和林、上
都、大都、中都） 中最晚的一座，代

表了当时的建城理念和建筑水平。笔
者来到元中都遗址正值中午，骄阳之
下天高气爽，几片白云衬托着湛蓝的
天，从南到北成纵向长方形的巨大郭
城、皇城、宫城遗址尽收眼底。不是
因为站在高处，而是这里一马平川，
视野太好了。

这座都城遗址没有后代建筑的迭
压，后世覆盖土层仅10-30厘米，从
而成为保存好、破坏少的元代都城遗
址。元中都与元大都一样，均为三城
相套、中轴对称、工字大殿等。典型
的回字形城郭。通往主大殿的中央御
道，由黄色龙纹砖铺建。

宫城南门面阔 88 米，3 个门道，
地面铺玄武岩条石，为三观二阙三门
道木结构的过梁式宫门，目前仅留存
底部巨大石基。看到元中都博物馆里
的复原图，更体验到“三观二阙三门
道”的雄伟。

宫城是元中都的核心部分，有四
门和角楼。宫城内显露地面的有 27
处建筑遗址。宫城中心大殿的台基分
为两层，呈工字形，自南而北由月
台、前殿、柱廊、寝殿、东西夹室和
香阁组成，下层为宫殿回廊，共有 7
条上殿坡道。

中心大殿北侧没有门，也没有上
殿通道。不设北门可以防止冬季北风
直接灌入殿内，而夏季殿内不需南北
通风就很凉爽，这显然是因地制宜的
建筑理念。

中心大殿很高，各处回廊外部下
方布满汉白玉螭首。回廊各处 90 度
拐角的角部螭首极为珍贵，身躯前
扑、头部微昂、双角贴颈、两耳后
抿，双前脚用力后登。这种蓄势待
发的迅猛力量感，把游牧民族特有
的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堪称元代雕
刻极品。

宫城中心大殿遗址还出土了一件
青石六六幻方，刻有古印度-阿拉伯
数码，蕴含着精妙的数学原理。幻方
石板是我国数学上应用阿拉伯数字的
实物记录，也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
重要物证。

元中都宫城的角楼颇为特殊和
精致，是奇特的“三出阙角楼”。目
前挖掘和整理好的是元中都宫城西
南角的角楼。由于有一定难度，对
角楼的发掘历经 1998-2000 年 3 年才
大致完成，出土了大量形制巨大的
琉璃釉陶龙、凤、海马、行什等屋
脊部装饰构件和浮雕龙纹的瓦当、
滴水。这些建筑构件均体现了角楼
的皇家性质。宫城西南角楼残存台
基高 5 米多，最大宽度 16 米，双向
三出阙的墩台形制，夯土外包砖。
角楼台基平面呈曲尺形、从宫城西
南角起向东向北呈三级缩折后分别
与宫城的南墙和西墙连接。富丽堂
皇的屋顶装饰，在视觉上的确给人
气魄雄伟之感。

元中都为考古、古建、史学界
提供了多项难得的研究实证：“工”
字形中心大殿，“三观两阙三门道”
梁柱结构的南门，奇特的“三出阙”
角楼……

元中都遗址是河北省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
好、时代比较单一、后期破坏最少的元代都城遗址。
其发现是我国城市考古特别是元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入选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元
中都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
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一座中都城

半部元朝史
陈力丹文/图

元中都遗址
是河北省现存规
模最大、保存最
完好、时代比较
单一、后期破坏
最少的元代都城
遗址。

图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元中都遗址一角。

元中都遗址位于河
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白
城 子 村 西 南 约 400 米
处。这是一座曾遗失600
多年，1999年才又被发
现的元代都城遗址。

“史坛斗星 仰韶四期 两体系 重瓣花 覃研作钥
匙 久溯源流江河远；专业师表 桃李满门 全身心 多
维观 鸿制归琅環 空怀道范岳峻深。”长长的挽联诉说
着无尽的哀思。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原考古学系
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于

2024年4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严文明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和考古学教育

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中国
考古学科发展的引领者，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作出
了重要贡献。

严文明：

用哲思与诗意解读“何以中国”

严文明先生
来源：北京大学官网

边塞大漠揽尽孤烟苍凉。2000 多年前，
当屯田戍边的古人面对苍茫无垠的边塞，他
们何以寄情？一枚枚简牍诉说答案：读书练
字、涂鸦、和友人传书。

甘肃省河西走廊历史上地处屯戍边塞，
因此散落在河西深处的简册大多是与古代军
事屯戍相关的文书记录。从茫茫“简海”
中，考古工作者梳理出不少艺文典籍和汉代
戍卒对这些经典篇章反复诵习的记录。

西北不产竹，因此竹简较少，汉代居延
地区出土的一枚 《仓颉篇》 简不仅材质为
竹，且引人遐想。这枚简牍为两面书写，共
存 59 字，是目前发现的西北汉简中 《仓颉
篇》单简字数最多的一枚。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
介绍，从字迹来看，第一面字距较小，第二
面书写逐渐变得草率，简末“赏赏”二字甚
至不是《仓颉篇》原文。“我们推测此竹简或
许是某个来自南方内郡的戍卒从家乡带至边
塞的，其闲暇之时在竹简上书写曾学过的

《仓颉篇》，可能因为幼时学习不太认真，故
有些词句记不清楚，写到后来就草草地书上

‘赏赏’二字。”肖从礼说。
肖从礼表示，抄写有 《孝经》《论语》

《仓颉篇》《急就篇》 等内容的残简在西北各
边塞遗址均有发现，这些简文应该都是边塞
戍卒习诵抄写蒙学读物的习字简。“随着人群
迁移，中华典籍也向西北传播，这也足以说
明汉代思想统一进程的发展。”

除了闷头读书习字以外，这些久居边塞
的戍卒们也会将塞上生活的乏味苦闷与友人
诉说。河西走廊出土的大量私人书信便是折
射他们内心世界的窗口。

“ 伟 卿 足 下 毋 恙 ， 叩 头 ， 闲 者 起 居 无
它，甚善，贤独赐正腊……丞问起居燥湿，
叩头。伟卿强饭厚自爱，慎春气，旦莫尽真
不久，致自爱，为齐数丞问甬君成起居，言
归……请，叩头，因为谢。骍北尹衡叩头，
塞上诚毋它可道者……”

肖从礼介绍，这枚出土于甘肃省金塔县
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汉简，是尹衡写给
伟卿的一封问候信。信中提到的骍北，在当
时属肩水候官管辖，尹衡在居延戍边，伟卿
可能是尹衡老家之人。信中多处表达了尹衡

对伟卿的殷切问候，如“起居燥湿”“强饭厚
自爱”“慎春气”等，都是汉时书信中寻常问
候习语。尹衡在信里的一句“塞上诚毋它可
道者”，道出了唯有在给友人写信时，才能打
发边塞生活的乏味，聊表思乡之情。

除文字记录以外，有的吏卒在清闲之
时，也会用“涂鸦”来打发时间。

这枚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的简牍正反均
绘有能清晰辨出的马，两幅画面相对，马儿
低头腾跃奔跑的形象十分生动。肖从礼说，
这表明涂鸦者具备一定的绘画水平，同时对
马匹的奔跑动作也很熟悉。

“边塞吏卒远离故土守土担责，展现浓厚
家国情怀，但在闲暇之余还能寄情读写绘
画，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化素质，说明了汉
代对文化和教育的重视和普及。”肖从礼说。

甘肃共出土简牍6万余枚，其中汉简占到
全国总数一半以上，对于研究秦汉及魏晋时
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
情、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

（据新华社电）

探寻汉代戍边吏卒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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