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2020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编辑编辑：：马春晖马春晖 校对校对：：王岚王岚 组版组版：：晓南晓南

0202

“夏王朝的确定，是探索五千年中国文明
的起源、形成、发展这样一个大课题的基石。”
在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的主旨发言环节，夏商周断代工程

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李伯谦系统梳理了中国考古学对夏朝、商
朝的探讨，以及对文明起源的探讨。在他看
来，研究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起源，必须得
有一个起点和基石，而二里头遗址就是这个
基石。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年前建成开
放，成为探索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钥匙，这
是中国考古学界同仁们长期发掘、研究、讨论
形成的结论。

从 1959 年徐旭生先生发现二里头遗址
到现在，60 多年过去了，二里头遗址越来越
受到重视。李伯谦说，夏代在司马迁的《史
记·夏本纪》及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均有提及，
但缺乏实物证据，很长时间未得到实证，直
到二里头、登封王城岗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后
才开始得到证实，以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

结合证实了夏王朝的存在。二里头遗址的
确认，为确定夏文化的存在提供了实实在在
的证据。

1996 年，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集中了 9 个学科 12 个专业的 200 多位专家
学者联合攻关，采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结合的方法，特别运用了“碳 14”年代
测定，提出了夏文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
以王城岗遗址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
是夏朝早期文化，以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为
代表的文化遗存是后羿代夏时期的夏文
化，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是少康中兴至
商汤灭桀的夏文化，而二里头遗址是夏朝
中晚期的都城。

“有了二里头遗址这个基石，就可以更好
地追溯我们国家文明的起源。”李伯谦说。

本报记者 李冰

——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

二里头遗址是探索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
会理事长王巍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二里头遗
址所在的伊洛河流域的区域调查和多学科结

合的综合研究，对该地区从仰韶时期到周代
的聚落分布状况及其变迁得出了系统认识，
为该地区史前到夏商周时期社会的研究提供
了基础资料。

近年，二里头遗址发掘在第四代考古人的
努力下，新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九宫格”布局。
他认为，这很可能是当时贵族的族邑，也是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族邑。它的发现意义重大，
完全改写了人们对二里头遗址布局的认识，是
对二里头遗址乃至夏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

“61年来，二里头文化的确立及其年代、
分布范围的确定，让我们为研究中原地区夏
时期的文化面貌及其社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
第一手资料。该文化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
确定，以及分布区域的判明，使学术界认识到
二里头文化存在的时空范围与文献记载的夏

代后期重合，从而促使考古学界掀起了通过
考古材料辨识夏文化的热潮。”王巍说，经过
考古学界的热烈讨论，学术界的意见渐趋
一致，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

王巍建议，加大考古发掘工作力度，开展
多学科结合深入研究。不仅要与自然科学相
结合，还应与文献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族
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
的学科有机结合，从更多视角研究二里头遗址
和夏文化的内涵、特质、与周围地区的关系及
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同时，
加大宣传阐释力度，加强引导，答疑解惑，让
更多考古学家的真知灼见被普及、传播，教育
引导大众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
络，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本报记者 李冰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加大考古发掘工作力度 从更多视角研究夏文化

“古都作为文明承载者，地位重要而独
特。加强古都研究保护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课
题和责任。”19日上午，应邀来洛参加第三届
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
封市副市长黄玉国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世界古都论坛为大家提供了交流互鉴的
机会和平台，是古都保护中的一件盛事，他将
广泛听取专家意见，更好推动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工作。

黄玉国在洛阳工作多年，对洛阳文物保
护工作非常熟悉。他说，作为我国著名古都，
洛阳近年坚持保护固态、传承活态、发展业
态，加快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融合发展，建成
开放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应天门、九洲
池、洛邑古城等一批文化地标，彰显了“古今
辉映、诗和远方”的城市魅力，成为守护文化
遗产、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典范，
受到了海内外热烈关注和积极评价。由此，
也深刻说明，高水平做好文物的成果转化、宣
传展示，有助于壮大文化软实力、提升影响力
号召力，从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同样作为我国八大古都之一的开封，始
终坚持不懈地做好文化传承发展大文章，推

动实施了一系列重要工作、重大项目。”作为
主抓开封城建、文旅工作的副市长，黄玉国
表示，近年，开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古城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宋都古城保护修缮相关
要求，编制完成了宋都古城风貌保护等近10个
专题规划，划定了四厢二十坊的古城格局，实
施了城墙贯通、中轴线提升、历史街区修复、
古城水系连通等重点工程，推进文旅融合发
展，弘扬黄河文化、宋文化，使古都开封焕发
新的光彩。

黄玉国表示，开封将借世界古都论坛之
机，认真借鉴洛阳和其他城市的好经验、好
做法，学习古都保护新理念，不断推进工作
创新，把文物、文旅资源优势充分转化为古
都高质量发展优势，让“古老的文明”讲好“崭
新的故事”。

本报记者 孙自豪/文 李冰/图

——访开封市副市长黄玉国

深入交流互鉴 共谱古都新篇

在论坛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欧敏行以视频连线方式发表主旨演讲，
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论坛举办表示
祝贺，感谢活动主办方为推动文化对话与
共同繁荣贡献智慧、提供平台。

欧敏行说，城市一直是人类发展的
强大引擎。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包括
洛阳在内的古都占据了特殊位置。这
些古都因人的愿景而建，由人的创造
力塑造，是贸易路线上的十字路口，是
社会秩序的表达，也是具有安全防御
功能的综合枢纽。同时，古都也奠定
了现代城市居住区的丰富文化结构，
影响着城市的现在和未来，塑造着城市

文化身份，也为文创产业发展提供了
关键资源。

正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 11
条指出的那样，城市在各种观念、商业、
文化、科学、生产力、社会发展进程中起
着枢纽的作用。欧敏行说，文化是城市
的灵魂，文化促进城市进步，有助于营造
一种归属感和凝聚力，有助于建立更加
包容、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城市。长期
以来，创意和文化多样性一直是城市成
功发展的关键动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高度重视文化作为战略资产的关键作
用，正在并将持续推动创意城市网络、学
习型城市、智慧型城市建设及对城市历
史景观的保护等，推动城市保持在最佳
状态运行。

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蔓延状态。在
此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文化力量和古城智
慧聚力复苏和繁荣。欧敏行说，本次论坛
会集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
等利益攸关方，围绕古都遗产保护和城市
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进行交流合作，本身就是对古
城韧性和古城精神的最有力证明。希望
论坛讨论的丰硕成果为新时代注入强大
文化自信和发展动能。

本报记者 白云飞

——连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欧敏行

以古都智慧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感谢主办方邀请我通过视频连线
的形式参加这个重要的论坛。”19 日，在
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的主旨发言环节，意大利文化遗
产活动部高级专委会顾问朱利亚诺·沃
尔佩结合意大利首都罗马在兼顾城市发
展的同时为保护遗址、传承文化所做的
努力进行了发言。

朱利亚诺·沃尔佩介绍，罗马是一个
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长期作为政治、
经济、行政和宗教权力中心，各个时期的

建筑物在这里多有体现，讲述着古老的
故事，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
欣赏。

“罗马不是一座废弃的古城，不能将
其改造成仅供游客参观、独立于现代城市
的传统考古公园。”朱利亚诺·沃尔佩说，
罗马城市的中央区域是古城的中心，也是
现代城市的中心，这是一个必须保持生命
力与活力的空间，在保护和建设中，避免
出现罗马现代城市与古城之间任何形式
的分离至关重要。

在朱利亚诺·沃尔佩看来，罗马是一
个汇聚各种历史年代的时钟。为此，他和
一些考古专家提出了“城市考古公园”的
概念，更好平衡市民与游客之间、考古遗
迹与现代城市之间的不同需求。

“保护考古遗迹，要兼顾城市发展。
想通过考古了解城市历史，就得适应如今
的城市状态来开展工作。”朱利亚诺·沃尔
佩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文化遗产
对社会进步的价值。 本报记者 智慧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记者张怡熙、
刘冰摄）

——连线意大利文化遗产活动部高级专委会顾问朱利
亚诺·沃尔佩

保护考古遗迹，要兼顾城市发展“这次论坛的学术意义，从考古学与历史
学综合研究的角度，有增强夏代历史信度、丰
富夏代历史内涵、活化夏代历史场景、延伸

中华上古史轴线的内在价值。”19日，在第三
届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
主旨发言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
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说，20 世纪 20 年
代，著名学者胡适提出“等到考古学发达上
了科学轨道以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
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随着中国考古学
突飞猛进的发展，重建中国古史信度的条件
已经具备。

宋镇豪曾编著《夏商社会生活史》《夏商
风俗》等书籍，主要是利用二里头遗址、殷墟
遗址等一系列考古发掘成果和甲骨文等文献
的第一手史料，去揭开所谓“三皇五帝”“伪
史”系统造成的迷蒙，多层面多视角揭示夏商
社会生活内涵。

“61年来，一代代考古人呕心沥血，取得

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二里头考古学成果。”在宋
镇豪看来，二里头遗址的历史学价值，是中华
绵延不绝的文明发展史核心要质，更加证实
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从不中断的
特质。

宋镇豪还对二里头遗址考古提出以下建
议：以敬畏之心阐释二里头考古学成果，完善
二里头遗址考古学成果的历史学阐释体系、
文化思想体系与知识话语体系；从国家层面
落实二里头遗址的保护措施，多学科、多部
门、同方向、开放式协同创新攻关，展开门类
各异、相得益彰的专题研究；丰富二里头文化
成果展示，促进二里头文化的传播与活化利
用，彰显二里头文化魅力和时代价值；着力培
养专业人才。

本报记者 智慧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

以敬畏之心阐释二里头考古学成果

“很高兴来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的古都洛阳，共同见证第三届世界古
都论坛开幕的美好时刻，一同分享人
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成果、经
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专家杨森在
致辞中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是联
合国系统下的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
其宗旨是促进和发展旅游业。中国自
1983 年加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以来，
已成为该组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
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史，也是旅游大国。
中国政府大力倡导文旅融合，在积极

推进全球文旅产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

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有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遗产资源，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有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基础。2014 年
3 月，河南成为中国第六个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站，也是第
一个以省为单位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
站，龙门石窟是河南省首个世界遗产重点
观测点。杨森说，本次古都论坛的举办为
双方提供了增进友谊、促进交流的平台，
使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更好地了解河南
和洛阳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充分保护
好、利用好这些资源。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愿意与各个领
域相关方在塑造中国特色的华夏文明旅
游目的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开展持续深入的交流与合
作，加大对中国的支持力度，促进各成员
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推进文旅融合取
得新成效，也愿意为洛阳打造国际人文交
往中心、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提供力所
能及的支持。

本报记者 李冰

——访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专家杨森

为洛阳打造
国际人文交往中心助力

交流古都文化 注入发展动能
——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嘉宾访谈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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