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2020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编辑编辑：：梁姣龙梁姣龙 校对校对：：郭晓辉郭晓辉 组版组版：：祖威祖威

0303

昨日下午，在位于偃师市的二里头夏都
遗址博物馆，举行了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
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组讨论，第一组的
主 题 为“ 历 史 遗 产 保 护 与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来自南京、西安、郑州、安阳等国内古
都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海内外的专
家学者济济一堂，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交流。

在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组讨论中，
与会嘉宾就“历史遗产保护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展开讨论

打造郑州、开封、洛阳世界级黄河文化旅游城市带

“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王朝的关键性遗
址，以它为核心产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
核心与引领者。”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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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海旺说，二里头遗址是当
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二里头遗址里
有多座宫殿，宫城内的宫殿有中轴线，建筑左右
对称，前后多进院落，这样的制度是我国古代宫
室制度的发端。

刘海旺说，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
青铜礼器群、重要的玉礼器群，以及绿松石龙形
器等“重器”，说明二里头遗址在中华文明的发
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我多次来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这里集
中展示了二里头遗址作为‘华夏第一王都’的丰富
内涵，它是探索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重要场所。”
刘海旺说，这里不仅是市民和游客认识历史的窗
口，也是历史学者和考古人学习的平台，他每一次
来都有不同的收获，“通过观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
器物群，可以直观了解从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
文化早期这段时间的器物群特征。”

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尤其是在“夏商
周断代工程”等重大学术课题推动下，夏文化探索
取得很大进步。“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探索中规模
最大、出土遗物最丰富、时代特征最明显、性质最
明确的都邑遗址。”刘海旺认为，今后，探索夏文化
起源、发展、繁荣、衰落、被商文化所继承的历史进
程，应以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为中心、关键和参
照系。

同时也要把夏代古环境和人地关系研究、夏
代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研究、夏代人类生存状况
研究、夏夷族属的体质人类学和古代DNA及同位
素综合比较研究等多个课题放到更长的历史时间
段和历史发展规律内去考虑和探究，以期对夏文
化有一个更为明确的认识和定位。

本报记者 何奕儒/文 记者 张怡熙/图

——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院长、研究员刘海旺

二里头遗址是探索
夏文化进程的关键

本报讯（记者 刘嘉仪 实习生 尚渊椋）昨
日下午，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分组讨论活动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举行。

本次活动分两组，第一组成员由来自南京、西
安、郑州、安阳等国内古都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海
内外专家学者组成，他们围绕“历史遗产保护与城
市可持续发展”主题纷纷发言，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和交流。

第二组成员主要由十余位国内外考古领域的
知名专家组成，他们围绕“二里头·夏都·夏文化与
世界文明起源”主题，以多学科、多层面、多视角的
方式，就二里头文化起源、发展，二里头文化的历
史属性及二里头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分
别做了发言。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飞，副市长侯占国
参加相关活动。

古都专家聚洛
研讨夏都文化

从去年至今，二里头夏都遗址博
物馆刚好开馆一周年。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对二里头夏都
遗址博物馆开馆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
盘点。

赵晓军介绍，博物馆开馆九个
多月（除疫情影响外），已接待中外
游客 100 余万人次，提供各类讲解
服务 4000 多次，开展各类社教活动
80 余次，网络直播 30 多次，累计播
放量上百万次。目前博物馆正打

造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
示范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
研究展示中心，以及夏商周断代工
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展示
基地。

接下来，博物馆将突出学术立馆，
将博物馆打造成为夏文化和早期中国
研究和传播高地，推进数字化展示工
程，做好二里头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前期相关工作等。

本报记者 李砺瑾

西安市文物局副局长唐龙以《古
都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几点思考》
为题，以西安市为例，进行深入探讨。
他提到，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共同滋
养了洛阳和西安这两座伟大的城市，
随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
路网申遗成功，两座城市之间有了牢
不可破的文化纽带。

他认为，要充分认识文化遗产在
现代城市文明发展中的巨大价值，例
如西安钟楼、西安城墙等，都成为当地
的地标和名片。另外，文化遗产保护

与现代城市功能扩展紧密联系，要借
鉴和吸收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做
法，以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尊重市民
的态度，以人与自然、人与遗产、传统
与现代和谐的理念，来保护和延续城
市的历史文化脉络。

在具体的做法中，可以按照“规划
一张蓝图，保护一把尺子”的要求，将
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整体规划，以
严格的措施来保护城市文化遗存，使
古代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老城与新
区各展风采。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世界文化遗产中心
主任赵云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例，介绍
了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她首先介绍了大
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况，中国的大运河是
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漕运河流，而且至今
仍在发挥作用，是世界运河史上的里程碑。

从 2014 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到现在，全国
各地都对大运河的遗产点给予了充分的重
视。例如扬州市作为大运河申遗的牵头城市，
建成了扬州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展示馆，北

京市举行了“千年运河 诗书酒画”2020 中国
大运河文化南北对话等。在洛阳，有含嘉仓遗
址和回洛仓遗址两个和大运河有关的世界文
化遗产点，已进行相关的保护。

赵云建议，为了更好地对大运河保护传承
利用，应该从国家层面对大运河进行监测工
作，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以文化为引
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通过大运河的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使流淌了上千年的大运河成
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

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从郑州市历史遗产
保护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角度切入，介绍了近年郑
州市不少重点文物工程，例如郑州商城环境整治
工程、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另外还成立
了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举办“天中讲
坛”等，进行历史遗产保护与传播。

任伟介绍了接下来郑州的黄河文化保护传
承弘扬工作，计划与省内沿黄城市衔接互动，以
黄河文化为根脉，展示华夏文明起源、发展主体

和华夏优秀传统文化，形成集大河文明交往、沿
黄文化展示、黄河文化弘扬于一体的黄河文化
保护传承示范区，打造国际级的黄河文化寻根
圣地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光体验目的地。通
过谋划郑汴洛世界级的黄河文化旅游目的地，
沿黄河打造从开封到洛阳的旅游专用公路、城
市专用旅游铁路等，将三座城市串联起来。以

“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为口号，打造郑州、开
封、洛阳世界级黄河文化旅游城市带。

打造郑州、开封、洛阳世界级黄河文化旅游城市带

做好大运河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整体规划

打造夏文化和早期中国研究和传播高地

在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组讨论中，
与会嘉宾就“二里头·夏都·夏文化与世界文明起源”展开讨论

绿松石与青铜器的结合为二里头首创
昨日下午，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分组讨论活动在二里头夏都
遗址博物馆举行。在第二分组中，来自国内外

的十余位考古领域知名专家围绕“二里头·夏
都·夏文化与世界文明起源”主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研究室
主任、研究员李新伟表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
绿松石龙形器鼻梁上的两件玉质器物应为玉
蝉，这展现了二里头人对昆虫的崇拜与信仰。

李新伟介绍，考古资料表明，古人关于昆
虫“蜕变”和“羽化”的信仰距今 8000 年前即
已经形成，为萨满式宗教的重要内容，而玉蝉
在二里头文化器物上的出现，表明二里头人
也继承了这一信仰，并且认为人可以掌握蝉
的蜕变能力，只有具备这样的神力，才能与神

祇沟通。
李新伟认为，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重视

世俗王权和军权的“中原模式”取得成功的代
表，但上述发现说明，神权在早期王朝国家建
设中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里头王
朝的统治者充分吸收了自良渚文化时期即得
到充分完善的以宗教维系社会、树立权威的
统治策略，而商代青铜器上的蝉纹和饕餮纹
则表明了其萨满式宗教与二里头文化的深刻
渊源。

“现在有不少人觉得关于夏文化（二里头
文化）尚无文字发现，事实上，与探索夏、商前
期历史有关的文字材料在几十年前已经发
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李维明说。

李维明介绍，目前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
陶字符不少于66种，这些字符多为象形字符，
也有少量会意字符，它们代表属地、数量、日
期、祭祀等含义，其中一些字符在安阳殷墟甲
骨卜辞中仍可见到。

1953 年，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出土商代
前期牛肋骨刻辞，上面残存11个字。这片商
代前期字骨的学术意义在于其中的“乇”字与
商代第一首都有关；1991年，河南密县黄寨遗
址出土二里头文化时期甲骨文，上面有两个字
符，其中一个似可隶定为“夏”字。

李维明认为，商代前期甲骨文“乇”和夏代
甲骨文“夏”字，是论证商代第一都、夏与夏文
化（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文字证据。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张海表示，考古资料表明，中国
早期城市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处于公元前 3000 年前
后，以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石家河文
化、大汶口文化为代表，这一阶段是
中国史前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各
地社会复杂化普遍加速，出现了区域
性人口集中的早期城市。

第二阶段处于公元前 2200 年至

公元前 1800 年前后，以陶寺文化、石
峁文化、二里头文化为代表。这一阶
段，以多元文化融合、长距离贸易的价
值和世俗化管理体系为特征的城市
化，使得城市成为“超区域”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中心。

张海认为，中国早期城市化发展的
过程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特征的
具体表现，二里头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
下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整合和发展。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秦小丽说，绿松石曾是世界多个古老
文明都很重视的自然宝石和奢侈品原
材料的首选，这些古老文明因文化背
景和愿望不同，对绿松石饰品寄予了
不同文化、宗教和审美的意义，绿松石
饰品是与社会政治体制相关联的具有
权威意义的象征，而绿松石与青铜器
的结合为二里头首创。

秦小丽认为，无论是中国、埃及还
是北美洲地区，绿松石饰品在早期均
有较强的装饰功能，但是随着镶嵌工
艺技术的提高，其功能和意义逐渐变

为社会地位与权威的礼仪象征物。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

兽面铜牌饰等礼仪品与古埃及图特
卡蒙国王镶嵌绿松石的王冠，以及美
洲地区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面具、冠
带、胸饰、甲胄等一样，被赋予了更为
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宗教神性，发挥了
权力象征的重要作用。因此，绿松石
制品与镶嵌工艺在古代人类社会文
明进程中的社会意义研究不仅限于
古代中国，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研
究课题。

本报记者 刘嘉仪 实习生 尚渊椋

关于“绿松石龙形器上的‘龙首鸣蝉’”

关于“夏、商前期的文字线索”

关于“中国早期城市化发展的过程”

绿松石与青铜器的结合为二里头首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