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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天的“纪念二里
头遗址科学发掘 60 周年国际
学术研讨会”结束了，但对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对夏文化的探索显然并不会
因此而降温。

1959 年，古史学家徐旭
生依据文献线索在河南寻找

“夏墟”时，发现了位于洛阳
偃师的二里头遗址，由此开
启了考古学界对二里头的发
掘和研究。在这里发现了中
国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
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
礼器群及铸铜作坊、最早的
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双轮
车辙……迄今的发掘和研究
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
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研究
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探索夏
商王朝分界的关键遗址。

会议期间，二里头夏都
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二里头夏都遗址的定名也是
关注的热点。李伯谦、王巍
等多位专家表示，根据现在
的考古研究和文献资料，将
二里头定性为夏都遗址是合
适的。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教授张立东指出，先秦文
献多次提到夏王朝的中心区
域在洛河、伊河一带。二里
头文化的年代与夏代中晚期
基本相合，主要分布区域在
今河南省中西部，东起豫东
的杞县，西到关中东部，北
以沁河为界，与文献记载的
夏代疆域大致相合。

在博物馆里可以见到二
里 头 文 化 的 许 多 标 志 性 文
物。二里头遗址出土了数量
众多的鼎、尊、爵、觚、盉等陶
器，爵、钺、戈、鼎等青铜器，
钺、戈、刀、璋等玉器，构成了
比较完整的礼器系统，也反映
了相当高的社会复杂性，奠定
了二里头遗址在整个二里头文化中的中心地位。

绿松石龙形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著名文物之
一，在博物馆中展示了它的复制品。2002年春，二里头
遗址宫殿区一座贵族墓中出土了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
器，整器长约70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
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
0.1厘米左右。这件龙形器显示了二里头高超的绿松石器
制作工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通过对贾湖遗址及二
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制品进行分析，推测8000至9000年
前绿松石已经在黄河上游和下游出现，在青铜器时代达
到最高峰。

科技考古对于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一直引人注目。中
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张雪莲通过对二里头遗址34例人
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指出，二里头的人群以碳四植
物 （主要指粟） 为主食，属于一般旱作农业区人群的食
物特征。研究员赵志军根据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判断，
遗址出土水稻遗存所占比重超过了黍、接近粟，这可能
与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收取贡赋有关。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从二里头
都邑的礼制遗存观察到了两次大的礼制变革。第一次礼
制变革大约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之间至三期早
段。宫城从无到有，宫殿区建筑从多进院落到成组的、
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基址。礼器方面，则是在最早的空腔
铜礼器——铜铃加绿松石镶嵌器的组合之外，变陶爵为
铜爵，开启了青铜酒礼器为核心的时代。第二次大的礼
制变革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早、晚段之间。若干
大型建筑工程局部受损，新建者都依托于既有建筑，而
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则延续使用。最令人瞩目的是
出现了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包括酒器斝、封顶盉、觚、
食器鼎等礼容器和戈、钺、长身战斧等礼兵器。墓葬所
见青铜容器和玉器等礼器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二里头文
化第三期至四期早段。这样的观察对于研究夏商分界意
味深长。

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坦言，二里头已开展过
田野工作的区域分布尚不全面、不均衡，对遗址钻探、
发掘的空白点还比较多，持续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后长
期的重点。

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二里头文化延续的年代仅有
300年左右，与《竹书纪年》中所说471年的夏代纪年仍
有不小的差距。很显然，二里头文化包含不了整个夏文
化。年代稍早于二里头文化又与其文化特征最为接近的
是新砦文化。今年也是新砦遗址发掘40周年，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继印等学者认为，新砦遗址是探索
夏文化的来源、打开“早夏”之门的一把钥匙，值得更
深入的考古和研究。

应该说，之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均在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解决了一些问
题，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更提出了很多新问题。相信以
此次二里头发掘60周年纪念为起点，夏文化的探索会取
得更多的成果。

一座汉白玉雕刻的模型，甲骨层层堆叠，再现了
殷墟 127 号坑甲骨堆被发掘时的场景。1936 年，河南
安阳殷墟小屯村发现一个储藏着大量甲骨的圆穴，其
中清理出甲骨 17096 片，出土数量为迄今考古发掘之
最。当年为了永久保存罕见的YH127坑的面貌，曾请
技艺高超的石匠雕琢了一个模型。这个珍贵的模型在
日本侵占南京时曾埋入地下，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10 月 22 日，“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序厅中展出的殷墟 127 号坑甲骨
堆模型，勾起了人们对甲骨被发现、发掘的惊世过往
的追忆。今年是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国博首次举办
以甲骨文为主题的文化展，从文字视角呈现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明。

馆藏甲骨首次大规模展示

“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我国迄
今可见的最早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文
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还印证了包括《史记》在内的
一系列文献的真实，把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
进了近5个世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说。

在全世界已知的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
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文字体系一脉相承、绵延发
展，成为今天世界上 1/5 人口仍在使用的文字，对中
国人的价值认同、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产生了极其重要
的影响。2017年，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
世界对甲骨文重要文化价值及历史意义的认可。

此次国博举办的甲骨文文化展，通过近 190 件甲
骨、青铜、玉石、书籍实物等，带领观众走近中国文
字之源，重温甲骨文背后的商周文明。展览分为“契
文重光”“契文释史”“契于甲骨”三个单元。“契文重
光”单元简要叙述了甲骨文的发现、甲骨文的文例、
字形特点及甲骨文的分组等，让观众对甲骨和甲骨文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契文释史”单元展示了甲骨文及
其反映的商代社会，分为商王世系、祭祀与信仰、战
争与军队、贵族与职官、畜牧与田猎、天象与农业、
疾病与生育、地理与方国、西周甲骨9个主题。“契于
甲骨”介绍了 120 年来重要的甲骨学者及研究成果，
在这一单元可以看到刘鹗辑录的中国第一部甲骨文著
录书 《铁云藏龟》、“甲骨四堂”之一王国维给子衡的
手札等。

作为“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系列活动之
一，此次展览是国家博物馆馆藏甲骨第一次大规模展
示，同时还商借了国家图书馆、山东博物馆、南京博

物院、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陕西考古研究院、宝鸡周
原博物院等单位的甲骨文物。许多大版、完整、涂朱
的精品甲骨汇聚一堂，十分难得。

再现殷商历史文化

“自 1899 年甲骨文被发现以来，经过一代代专家
学者的努力，甲骨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科。”中国文
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目前已发现
的甲骨有 16 万片左右，已知的甲骨文单字有 4000 多
个，已经辨识出的字大约为1400个。通过甲骨上的文
字记载，今人可以了解殷商时期的历史事件、礼制文
化、社会生活等。

宰丰骨匕记事刻辞是展览中备受瞩目的珍品。它
记载了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五月壬午日，王在麦麓田
猎，捕获了犀牛，宰丰因有功而受到赏赐。骨匕的文
字内容为单纯的记事刻辞，极为罕见，对于研究商代
历史及周祭祀谱具有重要价值。骨匕由犀牛的肋骨制
成，正面随形雕刻精美的纹饰，并嵌有绿松石，是异
常珍贵的艺术品。

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是罗振玉《殷虚
书契菁华》 中收录的著名甲骨大版之一。此骨硕大完
整，叙辞、命辞、占辞及验辞四项俱全，只有局部残损。
卜骨内容颇为丰富，涉及祭祀、田猎、天象等方面。

在展出的甲骨中还能看到商王朝4天之内遭受5场
异族侵犯的记载，看到日月频食、“大骤风”等特殊自
然现象的描述。

“除了文字记载的内容，甲骨文有些字本身就体现
着当时的礼制和文化。”黄德宽说，“比如甲骨文中的

‘女’字，就是两只手放在前面跪在地上的形象，表现
了当时的一种礼节。”

除了殷墟甲骨，展览中还有几片重要的西周甲
骨。“文王”卜甲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是一枚
龟腹甲残片，右端刻“玟王”两字。“玟”是“周文
王”之“文”的专用字。西周甲骨是商代甲骨的继承
和延续，是研究商周关系及西周早中期政治、经济、
地理、职官、历法的重要资料。

让观众读懂甲骨文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甲骨文及其背后的历史文
化，展览中配以青铜器、陶器、玉器、书籍等辅助展
品，并加入了丰富的多媒体展示手段。“甲骨文宇宙”

全息投影、制作甲骨文吉祥话、扫码获取甲骨文表情
包等备受观众欢迎。

“五行·射日”多媒体沉浸式体验吸引了许多观
众。在一个单独的体验空间里，中央是一台触屏设
备，周围的展墙呈现光影效果，观众可以在触屏上选
择五组情境体验和一部动画片。五组情境以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为主题，用甲
骨文字构成金戈铁马、茂盛森林、风雨湖泊、部落篝
火、土地众生等画面。动画片《射日》讲述的是中国古
代神话中后羿射日的故事，在画面的间歇，甲骨文动物
会踩着鼓点列队巡游。据介绍，这些画面中的图形符号
均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楠的甲骨文设计字形。

“这次展览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多媒体互动环节，将
晦涩的甲骨文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展现。孩子看展后会
对汉字的起源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带着孩子观
展的刘先生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小谭一得知展览信息
就和几个同学赶来看展。“展览很棒，汇集了老师在课
堂上讲过的重要甲骨，而且用青铜器等配套展品和多
媒体形式增强了通俗性和趣味性，让大家更直观地理
解商代历史。人们可能觉得 3000 年前的文字很遥远、
看不懂，但通过这样的展览以及甲骨文表情包等文创
产品，大家会感到甲骨文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很近。”

为配合此次展览，国博 （北京） 文化产业发展中
心研发了甲骨文书立、镇尺、笔记本、包、伞等20余
款文创产品，将在11月中旬同大家见面。据悉，展览
将持续两个月。

木版年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中国民间艺术，承载
着广博深厚的民俗传统和淳朴自然的民间理想。千百
年来，各地形成了许多具有地域特色的年画流派，其
中尤以朱仙镇、杨家埠、杨柳青、桃花坞的木版年画
名声最响。

杨家埠村位于山东潍坊，当地木版年画的主要内
容为辟邪纳福、民俗风情、小说戏文、风景花卉、美
人童子等。在人物安排上多用散点透视、平面布局，
构图饱满，均匀对称，突出人物动态。

张殿英是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痴迷者和守护者。他
从小临摹年画，后来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980年，他
从昌潍师专调到潍县年画研究所。为了摸清民间年画
画版的情况，张殿英频频下乡走访。有一天忽然下起
大雨，他跑到大顺画店避雨，看见店家的画版堆得七
零八落，墙旮旯、鸡窝旁、水缸边到处都是，大门口
到屋门口全用画版铺路，其中有的竟是清朝老雕版。
张殿英宝贝似的捧起一块块老雕版，跑到主人杨连顺
的房间问明缘由后，心中五味杂陈。张殿英将他家还
能用的画版清理、配套后，全部买回研究所，及时抢
救了这批珍贵而濒危的民俗文物。

张殿英走遍了杨家埠周边生产年画的 19 个村庄，
挨家挨户寻找老年画和老雕版，一心想着怎样传承和
保护木版年画。他从杨家埠、寒亭、仉庄、齐家埠等

村购买潍县年画精品画版 300 多种，使研究所的老画
版存量达到 500 余套。张殿英还积极拓展年画的题材
和载体，除了缩刻出50多种年画题材外，他还把传统
木版年画做成画册、花样本、挂历、镜片、贺卡等，
很受市场欢迎。

1997年退休后，张殿英回到故乡安丘，与儿子张
运祥创办了安丘市张殿英年画馆。开馆后，张殿英决
定创作一幅反映古代乡村生活的木版年画长卷。这是
张殿英的夙愿，其中凝结着他几十年的思考与积累。
他把《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三才图绘》《明清小说
绣像插图》 以及描写风俗民情的唐诗、宋词、元曲选
录下来置于案头，天天翻览，咀嚼品味。日子久了，
张殿英的脑海中复原了一幅幅古代百姓的生活场景。
他开始绘稿，精研细磨每一个画面，冥思苦想每一个
人物的动作和神情。如何让逝去的古代生活在画中

“活”起来？如何把古人画得既真实又符合现代人的审
美情趣？这是他反复琢磨的问题。

院里两个孙子跑跳打闹、笑语不绝，让张殿英灵
感乍现。他将两个孙子的表情动作熟记于心，巧妙地
画成儿童游戏，插入大人的活动空间，极大地增加了
生活乐趣与画面美感。张殿英画稿时用钢笔，许多画面
都是一次勾成。他的创作多是一段一段完成，最长的一
段包含13个画面，张殿英熬了一天一夜连续完成。

雕版工作由张运祥负责。他积极创新雕版手法，
“刀头具眼，指节通灵”，专注要害部位和细节表现。
雕版完成后又进行质量审核。画版稍有瑕疵，就得全
部返工重刻。年画总共用了 531 块梨木版，雕好后一
步步套印，全程没有接缝。

2001年，长达32米的年画长卷绘刻印刷完成。它
按四季顺序展现了古代农民的劳作、游艺、节庆和礼
仪活动，画中共有 800 多个人物，每一个都栩栩如
生。著名美术家张仃看过后题写了画名《农家乐》。

《农家乐》融铸着张殿英、张运祥父子的心血和生
命体验，是当代年画发展史上创作成功的典范，被列
入“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20年
大事记”。《农家乐》与张殿英整理编印的《山东潍县
年画》 以及他设计制作的“年画工具百宝箱”共同组
成“保护木版年画三大件”，2004 年荣获中国民间文
艺最高奖“山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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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者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内细看陶器。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甲骨文特展亮相国博

提取汉字中的文化基因
本报记者 邹雅婷

◎匠心

张殿英：画出民间生活百态
王锦强

张殿英木版年画《农家乐》（局部）

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 胡 锐摄

商代“亚酌”青铜钺。 胡 锐摄

一对父子在国博参观甲骨文文化展。 胡 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