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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视界
专 注

读书 建平 摄

制作 烨子 摄

请作者建平、烨子将个人通信地址和联系方式发至
lyrbshb@163.com，以奉薄酬。

本版长期征集原创图片，您可在洛阳网
“洛阳社区”摄影天地（http://bbs.lyd.com.
cn/forum-67-1.html）、河图网发帖或发送
邮件至lyrbshb@163.com，我们将择优选用。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沿着通贯亚洲大陆的
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现在的新疆地区，然后经过玉门
关、河西走廊传到内地，逐渐传播到全国，深入到民
间，对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带来了深远的意义。一件件
雕刻精美的石刻、造像再现了当时臻美的雕刻艺术。
让我们一起欣赏洛阳龙门博物馆馆藏的三件佛教造
像精品。

唐代青石佛面

大唐盛世天下太平，百姓安居
乐业，反映于佛像雕刻上，则形体饱
满圆润，丰腴健体，衣着轻薄柔软，
褶纹均衡流畅，肉感线条明显，雕像
不再追求前期那些神怪的幻象，转
而崇尚现实。该唐代佛面为青石
质，面相饱满而偏方，丰颐秀目，俊
朗秀美。头部发髻残缺，大耳下垂，
嘴角略翘，稍含笑意，双眼微微俯
视，形象既庄严雄伟又不失睿智慈
祥，表现出佛的雍容大度及恬静含
蓄的气质。

“河洛影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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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津县城关镇贾滹沱村，一个“老
爷们儿”当上了“豆腐西施”，他用机械化
生产线做出绿色无公害放心豆制品，走
上百姓餐桌，丰富群众的菜篮子。

他叫贾育涛，今年 41 岁，出生在一
个贫穷的农民家庭。20世纪90年代末
从河南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就一心想着
要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带动乡亲们致
富。从此，他开始在外打工学习种植、养
殖和豆制品加工技术。2013年，他返乡
成立了孟津县金太阳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社，依靠养猪致富后，经多方钻研、考察
学习，又筹资创办豆制品公司，建起了近
千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引进先进的黄豆
清洗泡豆、磨浆及老豆腐、嫩豆腐、千层
豆腐成型设备，生产各类豆制品，还安置
20多名当地农民就业。

如今，贾育涛最大的心愿是进一步
扩大经营规模和开发新产品，带领更多
乡亲走上致富路。

本报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郑战波
杨灿辉 文/图

创业豆腐创业豆腐
助脱贫助脱贫一丝不苟

忙碌在生产线上

卖豆腐

磨豆浆

检验产品

烈日当空，遍野蒸腾。
驱车沿连接洛阳与偃师

的古城快速路一路向西，驶
入伊、洛河夹河滩，刚奠基不
久的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所在
地一闪而过。

顺着低洼的伊洛河故道
北上，穿过翟镇镇四角楼村，
二里头遗址五号宫殿考古工

地的蓝色围挡在阳光照射下
格外醒目。四角楼村往北
走，便是一片广阔的田野。
收割完的麦茬地里，村民种
下的玉米、花生已经出苗。

三三两两的外地牌号车
辆不断驶入此地，也许他们
和我一样，也来“寻根问祖”，
探寻最早中国。

“别看这儿看着不起眼，其
实可了不得！最早的中国就是
从这儿开始的！”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办公地西南角的大冢上，四五个
老人摇着扇子在树荫下乘凉。
见到记者，争着当起讲解员。

不少外地人在镌刻着“华
夏第一王都”文字的青石碑前
合影。老人们说，自从二里头
遗址博物馆奠基以后，每天都
来很多外地人，有时夏都文化
广场上车都停满了。

短暂的午休过后，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
作队副队长赵海涛的电话响
起。嵩山文化研究会一行23
人参观二里头，请他作讲解。

虽然非常忙，但面对远
道而来的游客，赵海涛还是
放下手中的活，带着大家来
到二楼二里头文化展厅。

赵海涛介绍，二里头遗
址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
里头文化，时代为公元前
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自

1959年考古发现和发掘，考
古队已在此初步探明了东亚
大陆最早的核心都邑，发现
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
网、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中
国最早的“紫禁城”——二里
头宫城、中国最早的中轴线
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宫室建
筑群、中国最早的大型围垣
官营作坊区、中国最早的青
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
多个“中国之最”。在此出土
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
器、乐器、武器、玉器，是早期
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

在二里头出土文物展
厅，简单的陈列架上，摆满了
修复后的陶器，罐、三足鼎、
甑，以及各种热酒、分酒、饮
酒的爵和觚。

驻足绿松石龙的图片前，
眼前浮现出一座都邑的王朝
气象：坐南朝北、中轴对称的
宫殿建筑群，纵横交错的井字
形道路，被墙垣围起、由重兵
把守的手工业作坊区……

最早中国，从二里头出发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

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而在传世文献
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
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

华夏文明发轫于何处？《史记》中记
载的夏王都在哪里？千百年来，这些重
要问题困扰着人们。

为解开谜团，1959年夏天，著名史
学家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
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
调查，最终在偃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震动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
队队长许宏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政治
实体，其历史不可能无限制地上溯，只能
上溯到距今约有3700年的二里头文化。

在东亚大陆，从大体平等的史前社会
到阶层分化、国家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
长的过程。夏、商、周三代广域王权国家
形成之前，在黄河、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
独立发展，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
存且相互竞争，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严文明称为“龙山
时代”（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
年）。而这一时期的下限或许可以下延到
公元前1800年，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

许宏认为，二里头在中国历史上既
不是最大的都邑，又不是最早的都邑，
却是最重要的一座都邑。二里头就处
于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金玉共振”
的节点上，从“满天星斗”转为“月明星
稀”，最皎洁的“月亮”就是二里头，它开
了中国文明之先河。

“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
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
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
地乃至华夏国家等。

许宏说，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
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
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
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

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
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纷
纷退出历史舞台后，地处中原腹地嵩
(山)洛(阳)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却在极
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
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
文化的分布范围几乎遍布于整个黄河
中游地区，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
里头遗址。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
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
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
国家阶段，有着国家意味。”许宏解释。

那么，眼前的二里头遗址，算不算
当年的“夏都”？学术界和民间仍存争
论。对此，许宏用一首打油诗作答：“中
国有美国无，二里头惟我二里头；夏都
是商都非，第一都毕竟第一都。”

许宏解释，夏朝仅见于东周至汉代
人的追述，殷商有了甲骨文，虽然二里
头遗址目前还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
可以自证其族属和王朝归属的文书类
证据，但是二里头的第一都地位不会改
变。他希望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
步开展，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解开这
些谜底。 本报记者 常书香

开栏语 近日，国家“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在偃师隆重奠基。二里
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存，是探索夏商文明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本报今日起开设

《走进二里头 探寻“最早中国”》栏目，带您走进二里头遗址，从其考古发掘成果中探寻华夏文
明的起源，领略“最早中国”的风采。

二里头的“国家”意味

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朴素大地之下的“王朝气象”

北齐白石佛像座

底座为长方形，四
面为 14 幅相连的浅浮
雕礼佛图，塑造手法极
其讲究。正面正中间为
一造型精美的莲花香
炉，左右两侧站立供养
人夫妇及仆从。座上仅
存三个像座，两侧座为
龙华树，中间座为莲花，
应是一佛二菩萨形制，
佛像已经遗失。

唐代五级石塔

该唐代开元三年石塔为四方形，共
五级，出檐，莲花形塔刹。底层正面雕
琢一龛，龛设一佛二菩萨，龛下正中为
一香炉，两旁二供养人胡跪（西域少数
民族半蹲半跪的一种姿态），手持莲茎。
龛上方及两侧为造像题记，记述造塔缘
起及愿誓。此塔体式方正，气势高迈，
具有佛教精神的象征意义。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韩依珊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