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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一个在中国考古史上极为
耀眼的名字。自发现以来，这处距今
3800年至3500年的遗址不断带给考古
人惊喜。学者认为，以中华文明起源的

“重瓣花朵”模式论，二里头文化就是
“重瓣花朵”的“花心”。

“二里头文化与都邑的出现，表明
当时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
并存的局面，进入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这个态势犹如从‘满天星斗’到‘月朗星
稀’，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
的王朝文明。”曾长期主持二里头遗址
发掘工作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许宏介绍。

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序厅，
迎面最醒目的是一尊大禹雕像，以此代
表夏代的开始。

大禹治水、禹划九州……这些深植
于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故事，究竟是传
说还是确有其事？作为中国史书中记
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由于缺乏足
够的考古证据，夏是否存在一度引起学
界争议。

1959年，史学家徐旭生率先奔向传
说中夏朝城市最集中的地区，即河南中

部的伊洛平原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
一带。他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位于河南
偃师二里头的一处遗址。

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
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都邑中心区
主干道网以及官营作坊等重要遗迹，出
土文物数万件。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
夏王朝的社会生活图景，让曾被认为是
虚构的历史变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长王巍说，二里头遗址让人依稀看
到曾经辉煌荣耀的王朝气象。

文献史学、考古学、测年技术科学
等学科经过合作研究，证实夏朝是客
观存在的，夏史是基本可信的。这个
论断已成为学术界共识，也被了解考
古材料最新进展的国际学者普遍接
纳。二里头遗址为夏都也是学术界主
流观点。

在二里头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多
项“中国之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
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以
及一件长70厘米的绿松石龙形器——
被视为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

的根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遗址出

土器物中，有些具有鲜明的邻近地区其
他文化特征。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
器的陶酒器盉、爵，向北见于燕山南北，
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
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

“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二里
头文化强力向外大范围扩散，通过兼
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
精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解读，在
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
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的雏形得
以形成。

记者了解，去年，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和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
放，越来越多人有机会领略赫赫夏都风
采，亲身感受中华早期文明精粹与巨大
张力。

专家表示，随着黄河战略实施，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保护迎来新机
遇，这部“无字地书”将揭秘更多历
史细节。

（据新华社郑州9月10日电）

今年暑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迎来
大量研学团队，学生群体成为展厅里的新风
景。（如图）开馆不到一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
物馆已创下我市博物馆单日游客接待量的最
高纪录，体现出较强的文化吸引力，成为我市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鲜活例证。

在我市积极打造“东方博物馆之都”之
际，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应发挥怎样的作
用？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接待量创纪录
体现较强文化吸引力

自去年 10 月 19 日开馆以来，二里头夏
都遗址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70 万人
次。其中，单日最高游客接待量达 3.8 万人
次，创下我市博物馆单日游客接待量的最高
纪录。这便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文化吸
引力的体现。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长王献本说，
61年来，三代考古人在二里头遗址持续开展
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成果显示，以二里头遗址
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核心
文化、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游
客之所以来，是因为在这里能够探索华夏文
明之源，弄清自己“从哪里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
队队长赵海涛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是
集中展示夏代历史、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夏
文化探索历史、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成果的专题遗址类博物馆，是一本立
体、鲜活的夏代历史书。

让文物“活起来”
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第二展厅，展
示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铃、陶铃、石磬、
陶鼓和陶埙等乐器。文物展柜旁边有一套

“印象夏乐——乐音互动系统”。游客在观
看文物之后，戴上耳机就能聆听这些乐器
奏出的美妙声音。如今，在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活起来”的文物数量可观。

这些年，让文物“活起来”成为文物工作
的重点，也成为群众常挂嘴边的热门话题。

“活起来”这三个字，也为我市打造“东方博物
馆之都”指明了方向。

目前，我市已建成各类博物馆、纪念馆
82 座，国有博物馆收藏文物达 419918 件

（套），非 国 有 博 物 馆 在 册 藏 品 51914 件

（套），又推出了10条博物馆旅游精品线路，
年接待量近1000万人次，已初步形成主体多
元、富有活力的博物馆体系。今年，我市博物
馆总数将超过100座，实现九县（市）博物馆
全覆盖。

在打造“东方博物馆之都”的过程中，二里
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直起着示范和引领作
用。例如，今年5月18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
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第十七届（2019年度）全
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终评结
果在南京揭晓，“华夏第一王都——二里头
夏都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获得“精品奖”。

“让文物‘活起来’，就是让这些博物馆、
纪念馆‘活起来’。”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说，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应该成为让埋藏在伊
洛平原的文物、书写夏朝历史的文献“活起
来”的典型项目，让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华文明
悠久历史，实现让游客“为一座博物馆而来这
座城”的目标。

多方位跨界
树立文旅融合标杆

我市推出的《洛阳市坚持文化保护传承
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行动方案》提出要实施产
业融合提升行动，推动文化旅游与科技、工
业、生态、会展、体育、农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创
新，不断提升洛阳文化旅游的吸引力、竞争力
和影响力。

在文旅融合发展方面，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一直走在前面。通过数字馆项目建
设，“文物+科技”正在一步步具备“跨界融
合”“科技引领”“沉浸体验”等时下文旅融合
发展的重要形式。

如今，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研学游日
渐火爆。在此开展研学活动的不仅有国内团
队，还有国外团体。今年3月至今，该馆已累
计接待研学人数超过5000人次。

这些都为我市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借
鉴。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说，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打破了以往我市文化旅游“星星多、
月亮少”的窘境，称得上重量级历史文化名
片，算得上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介
绍，目前，他们正在提升完善陈列展览，积极
推进数字馆项目建设，举办“最早中国探源之
旅”研学活动，筹备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力
争让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成为历史文化遗
产研究保护利用的示范性、标志性项目。

本报记者 刘嘉仪 实习生 魏宇洋 文/图

馆长带您看夏都

打造“东方博物馆之都”，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做文物活化典范
树文旅融合标杆

本报讯（记者 智慧 实习生 王奕菲）
记者近日从市美术家协会获悉，“黄河明珠
洛阳城系列连环画”即将陆续上市。该套
连环画共有三册，分别为《洛阳历史故事》

《洛阳历史人物》《洛阳名胜故事》，由市美
术家协会和市作家协会的知名画家、作家
联手创作。

洛阳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数千年朝代更迭，为我市留下诸
多耐人寻味的传说和脍炙人口的典故，及
许多至今仍秀丽绝美的名胜古迹。为此，
我市推出“黄河明珠洛阳城系列连环画”，

以经典连环画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展现洛
阳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和名胜古迹，更好地
传递“洛阳声音”，为中外游客认识和了解
洛阳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从接到创作任务开始，市美协、市作
协积极筹备，对创作主题、内容精细打磨，
邀请专家团队进行文字、图画的撰写、绘
制。以《洛阳历史故事》为例，参与绘画创
作的 11 位画家中，既有年逾古稀的我市
知名画家寇衡、李建忠，又有尚在高校就
读的洛阳 90 后新生代画家。故事文本由
市作协副主席王小朋、余子愚创作，语言

精练，寓意深刻，著名学者叶鹏为其撰写
序言。

“在画风上，我们采用原本传统的连环
画风格，以黑白色的线描、白描为主，让读
者找回童年时翻看‘小人书’的美好感觉。”
市美协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黄河明珠
洛阳城系列连环画”创作已接近尾声，第一
册《洛阳历史故事》也已具雏形，将于中秋
节上市，共包含11个故事：河图洛书、武王
会盟、入周问礼、六国相印、董宣强项、白马
驮经、投笔从戎、赋写洛神、洛阳纸贵、李杜
相会、著书为鉴。

连环画《洛阳历史故事》将与读者见面

在夏都二里头
感受中华早期文明精粹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 （资料图片）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夜景 （资料图片）

日前，记者穿过碧绿平旷
的田野，抵达河南偃师。立于
二里头遗址，心中感叹：3000
多年前，这座夏代都邑里的先
民，可曾想过，其子孙后代竟
然成就了今日泱泱大国？

新华社记者 王丁 桂娟 双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