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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型考古纪录片《何以中国》热播，吸引无数网友一起追溯中华文明起源故事。在第五集
《择中》中，纪录片以陶寺、石峁、二里头为叙事主角，讲述了中华大地由古国时代进入王朝时代的历

程，而二里头夏都遗址的诸多考古发现正是这一历程的有力见证。
“在何以中国的追问中，二里头文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纪录片提到，距今3800

年前后，中华文明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出现。中国在此时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
代的转变，开启了以铜礼器为核心、政治权力与伦理秩序合一的三代文明。二里头

文化以强大的文化中心地位，在《禹贡》所提到的“九州”地理范围内广泛吸纳
与辐射，获取资源、推广礼仪，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乃至共同文化的发展进程

由此进入核心引领的新阶段。
中国最早的青铜钺、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乳钉纹铜爵……

纪录片集中展示了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青铜器，认为在二里头
文化时期，青铜被转化成为与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相关联的

政治资源。
青铜是合金，需要将铜与锡等矿石按照一定的比例

调配才能冶炼而成，铜矿石来自中条山，而锡矿石的来
源可能是大兴安岭地区或江西、湖南等长江以南地

区。这意味着，如果要大规模冶炼青铜，就必须具备
远距离的矿料开采和运输能力。而且，铜爵等青

铜器铸造涉及高精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这一
切，必须具备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更强大的社
会调动和资源控制能力才有可能做到。这些
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贵族们已垄断了青
铜器的生产和使用权。新的资源技术与
本身的礼制文化系统相结合，形成了最
早王朝的礼制观。从食器、酒器到乐
器、武器，这些寄寓着特殊含义的青铜
器，持续使用超过千年，成为中国古代
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

“一种传说中的神兽，更是成为
流传至今的中国图腾，这便是二里
头的龙。”纪录片重点介绍了二里
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并根
据《诗经》中记载的“龙旂阳阳，和
铃央央”，由演员演绎了使用绿松
石龙形器进行祭祀的场景。纪录
片认为，祭祀时使用的舞蹈，既是
礼节仪式，也是武力威慑，显示出
夏王朝对疆域内部族的控制力。

综合考古学界的认识，纪录
片提到，二里头的崛起使中国这
个文化共同体内第一次出现超强
的政治文化核心，其影响所及超越
良渚、陶寺和石峁等各个时期的代
表，呈现融合集中的“王朝气象”。
这一文化核心正处于周王朝所称的

“中国”所在地区，影响波及四方。
《何以中国》立足“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和“考古中国”的重大研究成果
和最新发现，以纵向时间为线索、以中

国考古人为师、以百年中国考古的丰硕
成果为依托，以严谨生动的方式展现了
历史之美。如果您感兴趣，不妨找来看
一看。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周晏至

（本文配图为视频截图）

近日，千“年”周公庙 百“画”贺
新春——中国洛阳全国十大木版年
画联展在洛阳周公庙博物馆开展。

展览汇聚了来自河南朱仙镇、天津
杨柳青、湖南滩头、江苏桃花坞、河北武
强、陕西凤翔、四川绵竹、广东佛山、山东
杨家埠、河南滑县的全国十大木版年画，
涵盖门神类、神像人物类、吉祥纳福类、历

史故事类等多个题材。
在我国民间，年画是新年的象征，木版年

画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千百年来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

民俗文化内涵，传递着浓厚的年味儿和浓重的人文情
怀，承载着人们驱邪纳福、祈保平安及对风调雨顺、家业兴

旺等美好生活的希冀。
洛阳周公庙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展览特别挑选百

余幅制作精美、兼具艺术性和欣赏性的作品，力求呈现出多姿多彩
的民间艺术风貌，为观众提供一场高质量的新春文化盛宴，使大家在

博物馆里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乐享文化大餐。
如果您对展览感兴趣，只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入馆参

观，无须预约。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周晏至 通讯员 高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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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洛阳文旅火爆出圈，不少文化学者、名人等也聚
焦洛阳这座千年古都。近期，在山东卫视的《黄河文化大
会》上，文化学者蒙曼、郦波用“9个数字”推介河南，其中大
部分和洛阳有莫大的渊源；董宇辉在直播间从地理讲到历
史，分享洛阳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诸多名人聚焦洛阳
千年古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一条黄河，孕育了璀璨的河洛文明。”近期，在山东卫
视的《黄河文化大会》上，文化学者蒙曼、郦波用“9个数字”
推介河南，被网友笑称“山东卫视又来给河南文旅上分了”。

无独有偶。随着洛阳文旅火爆出圈，洛阳这座千年古
都再次吸引更多人关注。近日，董宇辉在直播间里，提起

“洛阳这片土地见证了很多文明发展融合的重要过程”，尤
其是两次美丽的相遇——孔子入周问礼于老子、“大唐双子
星”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相遇，再一次让这两次相遇走进人们
的视野。

“洛阳见证了很多文明。首先，孔子拜老子就在这个
地方，而且孔子在见完老子之后，整个人回去状态就不一
样了。”在直播间里，董宇辉提到老子给孔子带来的智慧，
包括直言不讳的忠告，例如太聪明的人容易给自己招致祸
端等。

如今，在瀍河区东关大街东头，竖立着一座碑楼，这座
悬山式顶的碑楼两侧各有一拱门，中间镶嵌着一通古碑，上
面写着“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9个大字。这通立于清朝雍
正年间的石碑，就是为了纪念孔子入周问礼这一盛事，而这
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孔子入周问礼
把老子比喻为“龙”

孔子为什么要来洛阳向老子问礼呢？这是因为当时的
洛阳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孔子入周问礼学乐，对
弘扬周代文化、扩大儒家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起了重
大作用。

蔡运章先生在其新书《周公营洛邑与周代文明》中提
到，孔子入周的活动有3项内容。一是向老子问礼，老子告
诫孔子，做人只有脚踏实地、虚怀若谷，才能取得成功。这
次问礼对孔子影响很大，后来孔子弟子问他对老子有什么
印象，孔子说：“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
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把老子比作能“乘风云而上天”的

“龙”，足见他对老子的评价之高。
“孔子来洛阳除了见老子，还访乐于苌弘，以及实地去

考察周朝的礼乐制度。”蔡运章说，这为其创立儒家学说，奠
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大唐双子星”的相遇
成就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

“李白遇见杜甫是‘大唐双子星’的相遇，这兄弟俩的缘
分就发生在洛阳。”在直播间里，董宇辉又分别谈起洛阳的
白马寺、北魏孝文帝力推的民族融合，以及李白和杜甫在洛
阳的相遇。

闻一多先生说过，4000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
有比李白、杜甫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他把李
白和杜甫的遇见比喻为“日月相会，是太阳和月亮的碰撞”。

市隋唐史学会会长王恺说，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的相遇，
其实是李白在第三次来洛阳时发生的。大唐天宝三年（公
元 744 年）春天，李白来到阔别 8 年的洛阳，在这里遇到了
唐代另一位伟大诗人杜甫，从而成就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
佳话。

董宇辉提到，比李白小11岁的杜甫，可谓李白的“小迷
弟”，他为李白写了十几首诗，“是真的爱这个哥”。李白和
杜甫一个感性率真，一个知性沉稳；一个浪漫潇洒，一个少
年老成。他们在洛阳的日子里携手游历，饮酒作诗，相谈甚
欢。随后，两人又游历到梁宋一带（今开封、商丘一带），与诗
人高适邂逅，三人或策马奔腾，或评诗论文，逍遥快乐。

王恺说，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太多值得铭记的重大事件，尤其是这两
次“双星会洛”，不仅光耀河洛大地，也辉映了整个华夏文明
圈，千年来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是值得所有华夏儿
女铭记的历史定格。

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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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何以中国》
聚焦二里头 王朝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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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洛阳博物馆，一件件青铜器以
独特的器型、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
引得游客频频拍照打卡。细看这些纹
饰，相似又不完全相同，其实它们中有
不少都属于“龙家族”。今天，咱们一起
认识几种。

●夔龙纹
《山海经·大荒东经》描述夔（音同

葵）：“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
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
有学者认为，夔是龙的萌芽期。洛阳市
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商春芳介绍，在商
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夔龙纹
是常见纹饰之一，形象多为张口、卷尾
的长条形，初步具备龙形的基本特征，
以直线为主、弧线为辅，外形适合青铜
器饰面的结构，龙的身躯伸卷自如，透
出简练、古拙的美感。

在洛阳博物馆内，可以找到多件装
饰夔龙纹的文物，如夔龙纹铜簋（音同
轨）、夔龙纹玉璧等。

●蟠螭纹
蟠（音同盘）螭（音同吃）是一种没

有角的早期龙。古人对蟠螭有两种说
法：一种是指黄色的无角龙，另一种是
指雌性的龙。在东周至秦汉时期，青铜
器、玉雕或铜镜常用蟠螭纹装饰。在洛
阳博物馆河洛文明展厅内，有一件
1987年出土于西工区的战国时期蟠螭
纹铜鼎，全身布满纹饰，大气厚重。

考古发现显示，蟠螭纹饰一直延续
使用到清朝。战国时期的蟠螭形象，圆
眼大鼻，细眉猫耳，脖子粗大且弯曲，腿
部线条弯曲，脚爪常上翘。到了汉代，
它的眉毛开始上竖，眼眶略有下坠，鼻
梁上出现了细线划纹，身体与战国时期
没有差别。南北朝时期，它的眼睛稍微
增加了长度，头、嘴、尾巴、身体也出现
了细微的变化。宋代，蟠螭形象最大的
特征是鼻子增加了立体感。随后，从元
代直至清代，它的发毛逐渐增加，还有
了上升、伏地、盘旋等形象。

●蟠虺纹
蟠虺（音同毁）是幼年的龙，南朝祖

冲之所著的《述异记》记载：“虺五百年
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蟠虺纹多出现
在西周末期的青铜器上，但没有蟠螭纹
常见。

学术界常将蟠螭纹与蟠虺纹对比，
不少学者认为，蟠螭纹更接近龙，而蟠
虺纹比较接近蛇。记者在洛阳博物馆
内看到一件春秋时期的蟠虺纹铜鼎，它
的纹饰为四方连续式结构，造型相互勾
连，很像被高度抽象的“小爬虫”。

●窃曲纹
与蟠螭纹、蟠虺纹类似，窃曲纹也

是龙纹的一种变形。有学者认为，窃曲
纹是我国青铜器史上举足轻重的几何
形装饰纹样，兴盛于西周中晚期，在春
秋早中期仍在沿用，是青铜器装饰纹样
从动物纹向几何纹转变的重要依据。

在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展厅内有
一件充满“故事”的青铜器——金村窃
曲纹铜鼎。比起其他纹饰复杂的青铜
器，它的纹饰简洁呈带状，看上去更加
抽象。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迁都洛
邑，史称东周，其25代王均葬于洛阳附
近，分为周山、王城、金村 3 个陵区。
1928 年至 1932 年，金村 8 座东周王陵
被盗掘出数以千计的金银器、青铜器、
玉器等珍贵文物，至今仍流散在海外
10多个国家。这件青铜器是国内为数
不多的金村出土文物之一。

除了上述纹饰，还有波曲纹、垂鳞
纹、重环纹等“龙家族”纹饰，如果您感兴
趣可以去洛阳博物馆内找一找。专家认
为，商周时期的龙纹饰，与二里头遗址发
现的绿松石龙形器等器物关系密切，龙
形象及龙文化延续至后
世，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和
统一性的有力见证。

洛 报 融 媒 记 者 智
慧 实习生 周晏至 通讯
员 黄超 文/图

文
化
名
人
聚
焦
洛
阳

细
数
两
次
伟
大

相
遇
相
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