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山西省的崇山，又名塔儿山，海
拔1493米，南北延绵伸展10多公里，数
千年来她似一位“母亲”张开双臂守候着
脚下这片文明的土地。公元前2300至
1900年，使用扁壶、肥足鬲的一群人生
活在这里，他们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灿
烂的文化，这些文化的基因，甚至传承影
响至今。处于晋南盆地这一古老文化，
被现代考古学家定名为陶寺文化。陶寺
遗址就坐落于崇山向汾河过渡的黄土塬
上，遗址面积可达400万平方米。作为
陶寺文化的核心聚落，该遗址涵盖了陶
寺文化早、中、晚三期。在其中期时达到
鼎盛，修筑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
大城址，一座 4000 多年前的古代都城
完美呈现。

2018年，陶寺考古工作已经持续了
40 个年头。首任队长张彦煌先生带领
队员们对晋西南临汾运城盆地约8000
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仰韶
时代及以后的遗址306处，陶寺遗址就
是其中一项。在苏秉琦先生“前聚落考
古”思想指导下，陶寺考古队于1978年
开始对陶寺遗址展开发掘。高天麟、高
炜 、张 岱 海 等 先 生 开 始 了 第 一 阶 段

（1978 至 1985 年）的发掘工作，确立了
陶寺文化，构建起了年代分期序列；李建
民先生随后接过队长重担（1993~1999
年），继续对陶寺遗址开展发掘工作；梁
星彭先生接任队长期间（1999~2001
年），发现了陶寺城址并对这一宏伟大城
进行了勘探和城墙解剖工作，确定了现
在可知的大城时空分布；何努先生2002
年接手陶寺队至今，厘清陶寺遗址性质、
聚落结构、功能分区，确认了陶寺遗址史
前时期都城的地位。

城郭之制示威严

无邑不城，古代陶寺人建立起了自
己的城池。在陶寺文化早期，遗址已开
始筑城。陶寺遗址东北部地势相对平坦
的区域，四面夯土墙围起了陶寺宫殿区，
宫殿区内已勘探出超过2000平方米的
宫室类建筑 12 座之多。目前考古工作
的重心就是探索宫殿区的建筑布局。宫
殿区以外东南附近为仓储区。继续向东
南区域为墓葬区，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
工作清理墓葬1300多座，且多数为早期
墓，墓葬等级分明，应该为墓葬区。

至陶寺文化中期，陶寺城址开始大
规模扩建，新建了约280万平方米的大
城。这一时期，原来筑有城墙的宫殿区
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宫城”，陶寺城郭
之制形成。整体上，城址内发现中期大
城、中期宫殿区、中期小城（观象台所
处）、仓储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宫
殿区沿袭早期的宫城布局，考古队在宫
城东部近墙部分勘探出面积达8000平
方米的最大一处宫殿建筑基址，目前正
在发掘这座大型宫殿基址。此外，在宫
殿基址范围内出土了目前已知最早的板
瓦。陶寺城址在这个时期，面积达到
280万平方米，一时风头无两。

陶寺文化晚期，宫殿区废弃，城墙毁
坏，陶寺遗址成为一般性的聚落址。

总而言之，陶寺
文化早、中、晚期，特
别是中期，陶寺遗址
聚落发现了巨大的城
址，地位崇高的宫殿
区、独立的大型仓储
区、等级分明的墓葬
区等。该遗址显而易
见存在较大的等级分
化和社会分工，表现
出早期都城的雏形和
特点。

王级大墓昭尊卑

公共墓地位于陶寺遗址Ⅱ区，
共发掘墓葬1309座，均为长方形土
坑竖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
外，一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葬，头向
东南，排列整齐。陶寺墓葬分三类，
抑或三等。大型墓9座，使用木棺，
随葬品众多，有彩绘陶木器、玉石礼
器和装饰品以及整猪骨架等，且墓
主都是男性；中型墓尺寸略小，有
棺，随葬之骨木玉石陶较之大型墓
葬为少，多随葬猪下颌骨。这类墓
葬死者多系男性。小型墓小而狭
长，多数没有祔葬品，此类墓为公共
墓地的绝大多数。陶寺墓地等级差
别非常明显。

陶寺墓地大、中、小型墓葬“金
字塔式”的布局结构，亦当是陶寺文
化社会结构的反映。族群成员间的
平等关系早已打破，贵贱有别、高下
有序的等级制度已经存在。处在金
字塔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
致，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墓主
应是掌握军权、族权、神权的王者。
而占墓葬绝大多数的小型墓，墓室
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当是彼时
的普通百姓。考古专家曾就“毁墓”
现象做过研究，根据考古材料，毁墓
现象仅发生在陶寺文化晚期，某一
族群直捣早中期的王墓的中部和头
端。政治权利斗争可窥一斑。

观象台上授农时

在陶寺中期小城之内考古学家发现
了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规模宏大、
功能复杂，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台
基形状为大半圆形，在台基上由13个柱
子围成的半环形夯土柱列十分罕见。为
搞清楚柱列是否为天文台，陶寺考古队
及相关单位曾对该遗址进行过10多年
的观测与探索。

观象台原理是从观测点通过柱子之
间的缝隙观测塔儿山日出方位，从而确
定季节、节气，安排农耕。通过多年实地
观测与探索，发现从第 2 个观测缝看到
日出为冬至日，第12个观测缝看到日出
为夏至日，第7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春、
秋分。2005年，在“陶寺城址大型特殊
建筑功能及科学意义论证会”上，来自中
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国家天文台、国

家授时中心、北京古观象台、北京天文
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南京紫金山
天文台等单位的 15 位天文学家基本肯
定了该大型建筑为天文观测遗迹。

《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
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陶寺古观
象台印证了《尧典》的记载。2009年6月
21日，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日，陶寺大墓
出土圭表进一步印证了《尚书·尧典》“寅
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
春。”的记载，也进一步奠定了陶寺遗址作
为“尧都”“地中之国”的地位。

“文、尧”扁壶溯信史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掘中
发现一扁壶残片，残片断茬涂朱，扁壶壁
上朱书两字，经考证其一为“文”，另一字
被何努先生直接考证为“尧”。

甲骨文确立了殷墟的信史地位，实
际上，殷墟甲骨文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文
字系统，但同时也认为在甲骨文之前还
有一段很长的文字历史。殷墟文字刻于
甲骨之上，得以传世，而年代更早的陶寺
文字符号书写于扁壶之上而得以幸存。
多项证据表明，文字草创于新石器时代
晚期，是一定经济基础和文化进步的产
物。陶寺遗址发现的朱书文字将汉字的
出现至少推进至 4000 多年前，这是探
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鼓乐声声彰仪礼

墓葬中出土彩陶、漆木器、玉器等礼
器或礼器组合，暗示礼制的初步形成。
更值得关注的是乐器，所谓“礼序人伦，
乐移风俗”，音乐是形而上的东西，代表
了一个族群的文明进步程度。陶寺遗址
出土大量乐器，包括鼍鼓、土鼓、特磬、陶
铃、铜铃、陶埙、口弦琴等。陶寺遗址中
共计发现类似乐器27件。其中，陶寺出
土鼍鼓和特磬的组合一下从殷墟上溯了
1000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中国已
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这些乐器的出
土，对于揭示4000多年前的音乐发展水
平，认识音乐与祭祀、音乐与生活的关
系，探索礼乐制度的缘起和发展，有着极
为重要的意义。

塔儿山下，巍巍古都千年煌煌；悠悠
鼓磬之声回荡绵长，昭示当初文明曙光；
观象授时柱列存续四季，教导子民时令
稼穑；圭影度量，定立天下四方……遥寄
苏公秉琦，满天星斗，陶寺应否最亮
一颗。

诚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并非
一蹴而就，她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只
有文明因素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达到
一定程度才能形成较为成熟的文明。

总之，陶寺王墓、宫城、宫室建筑等所
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精美玉器、彩绘
陶器如龙盘、漆木器以及鼍鼓、石磬等礼
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器类不一的铜
铃、铜盆口沿、铜齿轮形器、铜环、铜蟾蜍
等多件最早出现的“铜器群”，这些均与
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渐形成的华夏
文明特质具有最明显的传承关系或言一
脉相承，是华夏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众多根
脉中的“主”根。陶寺观象台以及王墓“圭
尺”研究表明的4000多年前人们的“地
中”观念，陶寺聚落形态研究表明的已进
入社会形态的“国家”时期，这些使陶寺成
为原始意义上“最初中国”。总之，可以说
陶寺是“最初中国、华夏主脉”。

从陶寺文化看“最初中国”
□ 高江涛 李 斌

中华民族的龙形象，最早可见于陶

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

塔儿山下，巍巍古都千年煌煌

我沉浸在柳陂的悠然里，不禁回眸到她那悠远的初
始。远古汉水的一箭，经郧城东，山隘横阻，折而南，萦纡
山丘，360度之后再东。一步之境，竟生生绕成一道数十
里背弓。

这就是原初的汉江与柳陂，大洪水时期的汉江与柳
陂，大禹面临的汉江与柳陂。我在阅读郧阳史志，看到“志
异篇”有段记述，说大禹苦江水蜿蜒之苦，虑水路之多艰，
忧洪涛之频发，遂派神人杨华驭黑龙通山隘，积年苦战，
终使江水直驰，不再绕行。江水改道，故道泥泽，人们汇潦
为池，积漻成塘，沿湖筑陂，延陂植柳，杨柳蹁跹，如墙如
屏，如簾如幕，柳陂之田园湖泽成，柳陂之名得矣。

河山的神话原来都有实践蓝本。

汗水改变江水

2003年郧城龙舟节，鼓声震撼，江岸一块灰赭色巨
石落入船只，那场意外事故我现场看到。打捞船只后，有
关人士对那簇岩石产生了兴趣，取样送地质科研部门，经
测定为 4000 年前火烧石。测定结果传来，人们倏然恍
悟：哦，原来这里确乎被前人攻克了一道阻江的山陵，不
过不是神仙也不是黑龙，是智慧的人们用火烧火攻破开
了顽石。一块块，一段段，蚂蚁啃骨，终消天障。

传说不欺我。原来是汗水改变江水的人定胜天故事。
柳浪飘飘，晓风习习，4000年柳陂往矣。
我心中的柳陂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嬗变！
公元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贯

通，汉水背负着润泽京津冀豫的使命北上。那日，水位高
升，汉江成湖，柳陂不期然重回当年：江水从曾经进出柳
陂的两端重新涌入，荷泽稻场，一碧汪汪。

柳陂啊，你从此复归古河？从此不再柳枝纷披？
不！水尚未抵近之际，国家扶持、政府再造柳陂的规

划已优先到位，柳陂人疏浚故道，整治库岸，依水之陂植
柳、植槐、拓游人步廊，一汪绿莹莹的湖水，一道槐柳纷披
的游步道，勾画了更风致的柳陂。二级陂岸扩地成园，一
畈畈，一畦畦，植果植蔬植花，菜花黄，桃花红，蜂飞蝶舞，
花季相牵，果蔬不断，四时不辍，美不胜收。再级陂岸是
山麓，恢拓成塬，卧龙岗、沙洲、朋儒、亮子湾、山跟前、祥
源湾……幢幢精致的簇新小楼毗连，成庄成院，依山面
水，开敞轩昂。

田园园林化，场院景致化，生活休闲化。
柳陂更生，踏水而起，全新版柳陂出现在故道之上！
柳陂，全然一款公园村落！
来观光的游人络绎，忘情的与碧水相亲，与柳浪黄莺

相戏，与蹁跹于水面的白鹭邀影，他们的脚步慢慢的、慢
慢的，舍不得惊动了宁谧的湖光。

柳陂，你就这样守望着北上的汉水、守望着新生的美
丽可好？不，乡村振兴的田园梦在柳陂还要添彩，曾经的
悠然还有绮丽的梦。

雨霁又新岚

被十堰与郧城怀抱着的柳陂，城郊农业和休闲农业
的区位使命让它在呵护青山绿水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风
花雪月，将柳陂带向诗意乡村的远方。

我们看到位于旖旎的柳陂湖西岸的月亮湖山庄生态
农业观光园，好秀美、好锦绣！这是营造柳陂悠然生活一
个范本。这里三月花开，四月桑果、樱桃，五月油桃、杏
子、枇杷，六月水蜜桃、蟠桃，七月梅子、猕猴桃、核桃，九
月甜柿子、橘子，十月石榴、柿子……美食、果蔬采摘、花
卉观赏、民俗娱乐、农耕体验、科普展示……可走进的人
顾不上那些，先一屁股坐下，四肢舒展躺倒花果下，美美
地陶醉一把。

与月亮湖山庄隔湖相望的，是桃花源农家休闲山
庄。花荫婆娑，湖山隐约，桃林葡萄掩映下的村舍优雅而
闲静，在大书“耕读传家”的院落，游客与村民同桌交谈，
柳陂方言与城市普通话聊得亲切贴心，柴犬的蹭腿和小
猫的偎依，把走进家里的客人黏得寸步难离。

柳陂湖南岸的沙洲村盛产蔬菜，亦有四季水果、土
鸡、蜂蜜等生财之道，家家微商，他们在家门口生产，在家
门口销售，悠然地过着自产自销自富的自得日子。当我
看到他们满树的鲜桃转眼间采摘打包，一览无余时，心中
好生感慨。

紧挨着沙洲村的是王家学村，在此地你能见到本色
的鸟语花香和山清水秀。“山上戴帽子，山腰果盘子，山下
菜篮子。”仅仅就那沟和坡并未给人们多少发挥的余地，
然而村民有作为，护育山上茂密森林，涵养了水；山腰大
片坚果水果林，蓄了土；山下蔬菜四季葱翠，盘活了地；另
有休闲山居，供城市人周末来亲山、亲土……

相对落后的黎家店村，是柳陂湖之外、汉江南岸一个
由七沟八梁和一道嶙峋的山丘构成的村落，他们把土地
进行景观式整理和规模化种植，合作社的成立又保障了
产业稳产稳售。在这里我看到一片又一片随山就势、线
条蜿蜒流畅、宛如油画的农业园景区，激赏不已。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张若虚的华丽诗句千年后照亮了柳陂！
我们的柳陂，梦仍在飞，固有而悠久的文化之魂在招

手。曾有 4000 年文明不断线、被考古学者称为楚文化
源头的柳陂辽瓦店子，将复现一座历史文明村，重拾数百
代柳陂人足迹，在感怀悠远的往昔中瞭望我们千年一贯
的乡愁。还有柳陂湖岸屈原遇渔父的传说、韩家洲汉代
古战场风光，都是蛰伏的文明之魂，那里有柳陂的乡愁，
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重现古韵。

悠然柳陂

□ 兰善清

广西防城港伏波文化园，是纪念东
汉名将马援的露天开放博物馆。文化园
以雕塑为主。从东向西入园后，正中是
马援的巨幅雕像。将军马上凌云腾飞，
面向南方，右临大海，左卫市区。园中雕
塑除马援雕像外，还有表现马援南征、传
播中原文化、建设祖国南疆的大型浮雕。

谈到东汉南边的开疆拓土，不能不
提马援。

汉光武帝刘秀麾下有助其统一天

下、中兴汉室江山的28员大将。汉明帝
永平年间，明帝追忆当年随其父皇刘秀
打下东汉江山的功臣宿将，命画师绘28
位功臣的画像于洛阳南宫的云台，故称

“云台二十八将”。按功劳马援应该在
列，因其女时为皇后，汉明帝为避嫌没有
列上马援，所以“云台二十八将”里没有
马援的名字（一说马援非南阳嫡系从龙
之将）。但民间戏曲唱词中有“云台三十
六将”之说，其中有马援的名字。

马援字文渊，为消灭隗嚣割据、平定
陇西，实现全国统一立下赫赫战功。汉
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叛
乱。建武十八年汉光武帝加封马援为伏
波将军，命其平叛。同年春马援赶到前
线抵交趾浪泊，缘海而进，随山开道。十
九年正月平叛大获全胜，二十年班师。

沿途修建郡县，参照汉律修订法律，治理
城郭，凿渠灌溉，推广铁器牛耕，促进了
岭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当地百姓欢
迎和爱戴。伏波将军马援与其他东汉开
国功臣不同，大半生都在“安边”战事中
度过。马援为国尽忠，最终殒命疆场，实
现了其“马革裹尸”的夙愿。

马援南征途经中国岭南广东、广西
沿海地域，甚至包括越南的一些地区，后
人以种种方式缅怀伏波将军，多地都有
供奉马援的伏波庙。

马援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
示：真正能流芳千古的历史人物，要么是
才华横溢；要么是文韬武略，功勋卓著，
为国家统一和生产力发展、开化当地民
智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要么是严谨
自律、温良敦厚、清廉无私的楷模；或者

是三者兼备，体现了动机、能力和结果的
统一，做的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情。马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伏波将军马援身负多谋善断、英勇
善战、一击必得的军事才能，更有勇往直
前、不畏艰苦的意志品质，为巩固边疆、
开疆拓土、安定国家立下赫赫战功。他
体恤民情的作风，宽以待人、严以自律、
不居功自傲、廉洁奉公的胸襟，尊老爱
幼、淳厚忠孝、乐善好施、慷慨解囊的大
气，刚介耿直的性格，改革币制、教化当
地民众的功绩，老当益壮、忠君戍边、精
忠报国的精神和事迹，脍炙人口，流传千
古。其慷慨名言为后世传颂，至今影响
深远。伏波将军马援为促进岭南地区经
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为人们世代传颂。

文明因素只有经历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达到

一定程度才能形成较为成熟的文明。而根据一件件

出土文物和遗存的“指证”，我们在陶寺看到了“最初

中国、华夏主脉”

陶寺遗址示意图

两千年后依然记着他
□ 郝旭光

你知道“马革裹尸”和“老

当益壮”这两句成语的由来吗？

柳陂既古老又现代，既风生

水起又月照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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