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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
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西岸。从考古工作
者初涉石峁遗址到它的文化意义初步被解
读，经过了整整一个甲子。这座消失了的古
国都邑在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正逐渐拂
去厚厚的黄土。

幽幽王城

1958 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期
间，称为“石峁山遗址”的石峁遗址首次被考
古工作者记录和关注；1976 年，陕西省文管
会对石峁遗址的考古调查特别是玉器的征
集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和学界的浓厚兴
趣；1981 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开展了石峁遗
址的首次考古试掘工作，对探讨石峁遗址的
内 涵 和 性 质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2011 年 至
2012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组织市、县
文博单位，开展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测
绘。人们意识到这处规模超乎寻常的遗址，
结构复杂、形制清晰，年代可能早至 4000 多
年前。至此，石峁遗址科学系统的发掘和研
究工作正式拉开大幕。

2012 年至 2013 年外城东门址、2014 年
内城韩家圪旦贵族墓地、2015 年城外樊庄子

“哨所”、2016年至2017年皇城台门址和东护
墙、2018年皇城台“宫殿”基址，一系列发掘和
研究工作有序展开，石峁遗址的面纱正在被
轻轻揭开。虽然距离面纱背后的神秘还有一
段距离，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足以感觉石峁曾
经的辉煌。

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石峁城址距今约
4300年至3800年，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
以上，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保存基本完好
且大致可以闭合的三重石砌城垣构成，城外
还有可相互通视的哨所类建筑。其中皇城台
为一座底大顶小、四面包砌层阶状石墙的台

城，高大巍峨，固若金汤，顶部面积8万余平方
米，系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分布
区；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范围达 210万平
方米；外城系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
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形成的封闭空
间，面积约 190万平方米。内、外城以石城垣
为周界，绵延长达 10 公里，宽度 2.5 米左右，
气势恢宏，构筑精良；皇城台、内城、外城依势
布列，象天法地；宫殿、居址、墓葬、城墙、城防
设施等龙山遗迹星罗棋布。

皇城台基本可以确定为整个石峁城的
“核心区域”，除自身相对独立，被内、外两重
城垣严密拱卫外，新近发现的大量遗物和特
殊遗迹也是皇城台居民等级地位的充分体
现。与内、外城其他居址出土遗物相比，皇城
台日用陶器、骨器和玉器的数量、质量明显要
高得多；铜制品及铸铜石范、数以万计的骨器
和制作骨器的相关遗物暗示出皇城台上可能
存在铜器和骨器制作作坊；制作精良、栩栩如
生的十余件陶鹰、一百余片被集中埋置的卜
骨、镶嵌在石墙上至今仍眺望远方的石雕眼
睛，这些遗物仿佛赋予了皇城台强大的精神
甚或宗教信仰内涵；大型夯土台基、大量建筑
用瓦及排水管道、厚实如磨的柱础石无不诉
说着皇城台顶高等级建筑当年的风采。凡此
种种，只为表达皇城台居民在石峁城内的最

高等级地位。
外城东门址是一座体量

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
进的城门遗址，包含内外两重
瓮城、包石夯土墩台、门塾、马
面等设施，出土了大量玉铲、
玉钺、玉璜、玉璋、陶器、壁画、
紝木和石雕等重要遗物。石
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是中国目
前所见最早的结构清晰、设计
精巧、保存完好的城门遗迹，
即使在 4000 年后的今天，经
过风雨剥蚀仍然让人感觉到
气势恢宏、威严高大、庄严肃
穆。处于内瓮城墙体上的彩
绘几何纹壁画，颜色鲜艳，图

案精美。作为石峁城址的制高点，外城东门
址不仅坚固雄厚，而且华丽威严，既是控制交
通、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构
建的精神屏障。

藏玉于石

石峁遗址以玉闻名，数量众多的象征早
期王权的牙璋尤为引人瞩目，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石峁的强大“统治”能力。“藏玉于
石”是石峁所见极为特殊的现象，这些玉器在
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入墙体或植埋墙根，
与大量被埋藏于墙体下的少女头颅和镶嵌于
城墙表面的石雕人面寓意相同，或许表达了
石峁统治者寄予皇城台、城墙、城门等重要设
施以攮神驱鬼、安稳永固的强烈期望。

关于石峁遗址性质的认定，从其横空出
世之日起就引起了历史学界及社会公众的高
度关注。先秦史学者沈长云率先发声，从古
代文献及历史地理角度纵横捭阖、旁征博引，
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的居邑。此说一
出，学界震惊。陈民镇立即撰文回应，指出将
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的做法是危险
的，并从世系年代、区域位置、筑城传统等方
面提出石峁古城与黄帝都邑存在文化特征的
不相称性。另外，关于石峁遗址性质还有上
古西夏都邑、舜帝都邑、大禹先祖都邑等多种
说法。限于学科自身“见物不见人”式的“短
板”，在历史学界关于石峁遗址族属热烈讨论
时，考古学家略显“捉襟见肘”，很难做出迅速
反应，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考古出土的实物
证据才是石峁遗址族属问题的“铁证”，在找
寻实物证据的每一天，我们将期待变得更加
炽热，同时努力用好自己的手铲和大脑。

褪去白日的喧嚣，夏夜里的石峁万籁俱
寂，透着丝丝凉意。石峁遗址考古工作自
2011年启动以来，已经第八年了，诸多实物材
料表明：石峁遗址是4000多年前中国北方早
期国家的都城遗址，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石
城遗址群描述出中国北方最早的国家形态。
石峁遗址是中华文明在黄土高原上的重要
根脉。

石峁遗址发现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多个
创举，比如世界上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拨奏
体鸣乐器——口簧；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建
筑用瓦、鹰形陶俑、青铜制品等；中国最早、系
统完备的城市规划、城防设施和城建技术
等。与此同时，石峁遗址的石砌建筑高大巍
峨、雄伟壮观，具有良好的展示性，石峁遗址
出土的各类遗物数以万计、保存完好，具有极
强的研究性和科普性。石峁遗址是增强文化
自信、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地。

石峁遗址的石城传统、青铜制品、石雕人
像等重要发现是东西向“桥接”中国古代文明
和欧亚古代文明的历史遗留，象牙、水晶、海
贝等是南北向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明。石峁遗
址体现了4000年前古代中国兼容并蓄、交流
融合的文化特质，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对
话的新窗口、新平台。

石峁，正拂去厚厚的黄土
□ 孙周勇 邵 晶

近来，新疆水果江湖上，巴楚留香
瓜名声大噪。不仅令本土高手刮目相
看，而且扬威沪上，身价翻倍，在华夏乃
至世界高手云集的海派舞台上崭露
头角。

众所周知，新疆水果江湖门派林
立，甜蜜派、清香派、脆爽派各不相让。
每年夏秋，便是天山论剑的日子，形形
色色的水果大侠纷纷登场，煞是热闹，
先是小白杏使出“一招鲜”，接着哈密瓜
刮出“脆爽旋风”，然后吐鲁番葡萄祭出

“无核宝典”，库尔勒香梨展示“多汁绝
技”，最后，阿克苏苹果亮出“冰糖心神
功”……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怀绝技、难
分高下，没有哪派能一统江湖。

在纷纷扰扰的水果江湖，巴楚留香
瓜出自民间、神隐乡间，不屑于是否名
见经传，自觉逍遥最好。然而，瓜在江
湖，终究要有所担当。最近两年，家乡
脱贫攻坚任务繁重，乃接过重任。实际
上，巴楚留香瓜虽无意争锋，但其内功
相当了得：追崇绿色，道法自然，从未用
过所谓的能“快速提升功力”的“神药”

“仙丹”。若经高人点拨，再借助互联网
之势，这位“绿林英雄”必大有作为。

于是，巴楚县、阿里巴巴农村淘宝、
上海市对口援疆前方指挥部、喀什维吉
达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合力出招，欲
将巴楚留香瓜培养成一流高手，书写水
果江湖之留香瓜传奇。

第一招：取诨名。巴楚留香瓜实乃
库克拜热甜瓜之诨名。此瓜清香浓郁、
脆甜可口，但本名实在不易记，瓜过难
留名。有智者献计：瓜在江湖走，必须
要有一个让人过目不忘、内涵丰富的诨
名，“留香瓜”通俗易记、名如其瓜，若以
其为名，此瓜必红。

第二招：攒名气。有了诨名后，“一
藤两瓜”认养活动火速出炉，活动覆盖
500多农户，让瓜农平均增收3000元，
品牌迅速叫响。从此，在新疆水果江湖

多了一名身怀绝技的高手，巴楚留香瓜
以塔里木盆地西北缘为根据地，弟子如
云、门派日盛。

第三招：定标准。过去，巴楚留香
瓜没有具体标准，有大有小、有胖有瘦，
甜度、口感也不尽相同，可谓武功有高
有低，素质良莠不齐。自从立了门派，
便定下标准，不达标者将被清理门户。
比如，含糖量须在 13%至 15%之间，达
不到这一标准便不能称属于巴楚留
香派。

江湖有道，各有高招。以上三招，
只是巴楚留香派的基本招法。此外，还
有诸如延长种植期、错峰上市、身披“目
标价格保险‘金钟罩’”等高招，均效果
非凡，令其功力大增。通过电商平台，
巴楚留香瓜不仅立足新疆水果江湖，而
且走出天山，声名远扬。

一度藏身大漠的巴楚留香瓜，闯出
了名堂。但是，与多数武林门派一样，
也要面对“名门正派之恼”。最近，以留
香瓜“分舵主”行走水果江湖者有之，擅
自佩戴“通关标签”者有之，甚至还有江
湖邪派兜售所谓“武功秘籍”，不一而
足。其实，若被人偷学武功也就罢了，
就怕没有真正顿悟“留香瓜真经”，走火
入魔，误人害己。

是非事，事不小。如何因应？巴楚
留香派决定，进一步统一标识；发挥示
范基地作用，引导众弟子争一流、当高
手；下半年还将通过成立“蜜瓜协会”，
联合正统门派，共同清理门户。同时，
对门徒成长、练功、出师等阶段，皆定下
规矩，确保功夫到家，走规模化培养
之路。

巴楚留香瓜，策马闯天涯。从“土
瓜”到“金瓜”，从默默无闻到名动天下，
回望来路，这正是：清风笑，常寂寥，水
果江湖多纷扰；武艺高，匠心造，互联网
络任逍遥；名鹊起，不自傲，瓜走江湖须
正道，英雄正年少……

巴楚留香瓜传奇

□ 乔文汇 徐 静

石峁遗址拥有4000年前古代中国兼容并蓄、交流融合的文化特质，让我们一

同打开这扇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古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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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台出土陶鹰

皇城台夜景

晚上，不愿意做饭，全家人一合计，决定煮

面条。可是，我们一家三口，各自的口味、需求

完全不一样，又都不愿意将就对方，所以各煮

各的，互不干涉。

儿子青春年少，仿佛一夜之间，爱美起来

了，一天照镜十遍八遍。怕脸上长“小豆豆”，

煮面条只放盐，若有青菜，再搁上几根，仅此而

已，清汤寡水，再简单不过了。妻子在吃方面

一向不讲究，有什么吃什么，从不会挖空心思

烹红煮绿，以满足口腹之欲。她煮面条，只有

辣椒是不可缺少的，有时干脆就用清水将面条

煮熟，捞出后佐于辣椒、酱油及米醋，一通搅

拌，照样吃得口舌生香。

我呢，面条里怎么也得搁几个香菇、几片

火腿肠，再打一两个鸡蛋。如果碰巧有肉，切

上几块，用水淀粉勾芡下到面里；如果运气好

有鱼，搁上半个鱼头或是一条鱼尾巴；如果惊

讶地发现还有紫菜，毫不犹豫扯一两片放上

……而真正的“主角”面条，稍稍放上二三十根

即可。嗬，一碗鲜香四溢的面条就这样出锅

了。家乡有句俗语，叫“公子做派乞丐命”，形

容那些境遇惨淡而又穷讲究的人，我估摸着这

就是在说我了。

一些朋友游历甚丰，从北国到南疆，从西

域到东海，都转过一两圈了。游兴之余，常将

旅途美景贴在博客里，发在朋友圈中，与他人

分享。在我看来，这大量的文图中，最令人赏

心悦目的，莫过于徽派建筑了。瞧，它们一色

白墙黛瓦，活脱脱一幅水墨山水画，清清淡淡，

简简单单，味道当与儿子碗里的面条差不多

吧。如若在枫叶红透的季节，约三两知己，身

临这样的风景里，看炊烟袅袅、暮气升腾，听狗

吠隐隐、马蹄清扬，定是人生快事。

厚重、粗犷得如妻子碗里面条的景色，当

是西北的大窑洞了。有人问我，最喜欢怎样的

舞蹈，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安塞腰鼓。试想

一下，在层层叠叠的大窑洞前，成百上千西北

汉子，身穿大红袄，头系白毛巾，腰挎小腰鼓，

风风火火地舞蹈。一时之间，烟尘四起、鼓声

阵阵，该是何等的壮观啊。如果将这种舞蹈搬

到大礼堂，搬到演播厅，没有大窑洞的映衬，那

味道就淡了许多。

精致、丰盛得如我碗里面条的景色，当是

江南的山水园林了。这些年，有幸游玩过一些

江南园林，如绍兴的沈园，宁波的天一阁，还有

仿江南园林而建的北京颐和园等。它们无论

是叠石为山，还是纵水为海，每一条纹路，每一

抹波痕，都透着精致。转折或是留白处，也不

肯随意，总有丰盛得令人惊喜的细节。而一花

一草、一檐一角，都布局得法，裁剪有道。更兼

那百转千回的凄婉爱情、动人心魄的美丽传

说，让人不忍卒离。

其实，万里江山就是人间百味，各具意

象。好比我们碗里的面，可以浓烈，可以清淡，

可以丰盛，可以简约，满足不同人的需求。而

满足了各自的需求，满足了各自的审美，每一

粒粟，每一寸土，都是我们美美的味道。

粟土的味道
□ 揭方晓

这些年，闲暇时间去了很多景点，
最令我难忘的是云南大理洱海边，一个
叫做挖色镇的地方。挖色镇位于洱海
东侧，高低错落的楼房镶嵌在起伏的山
峦之中，隔着一条柏油马路，对面即是
碧波万顷的蓝色洱海，海天相接，如梦
似幻。

挖色镇四季温暖，气候宜人。我们
去的时候正是淡季，游客寥寥，小镇宁
静祥和，岁月静好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在洱海边赏景拍照，不时惊呼
感叹，因为从未见过如此撼人心魄的蓝
色仙境。在我们游玩的时候，穿着民族
服装的当地人，三三两两成群结伴，步
履从容地在洱海边散步。他们说着当
地语言，我们听不懂，但从他们缓慢的
语调和悠闲的脚步里可以看出，他们的
内心是快乐且惬意的。

黄昏时分，海边灯火荧荧，晚风徐
徐吹来，忙完了一天家务的老人们也出
来散步了。他们的脚步更加缓慢，体态
略有蹒跚，却丝毫不会冲淡他们的喜悦
之情。

我们游玩了一天，筋疲力尽，脚步
不由自主放慢了，与老人们一起悠闲踱
步。走得慢了，心也静了，老人们谈笑
风生，语调悠扬，我们素不相识，也听不
懂他们的语言，却也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的幸福。烟火尘世，家长里短，这是最
朴实的温暖。

“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在洱
海边，我体会到了苏轼笔下的这种独特
感受。平日在都市，节奏快，压力大，无
暇享受生活，就会觉得光阴似箭，疾驰
而逝。而来到边陲之地，时光仿佛停滞

下来，一天过得慢悠悠，可以去很多地
方，看很多美景，恍惚之间有点不可置
信，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慢呢？其实，
岁月从来不曾加快步伐，而是我们活得
太着急，总是怕落于人后，才会心急如
焚向前进，忙碌之中就遗失了缓慢的
乐趣。

岁月长，慢徜徉。这就是我喜欢旅
游的原因，舟车劳顿去往远方，不是为
了看遍千山万水，而是想换个地方，逃
离都市喧嚣，去往一个节奏缓慢的小地
方，放缓脚步，寻回初心，过几日修身养
性的恬淡日子，拯救迷失在纷繁现实中
的自我。

这是个人人为目标趋之若鹜的快
时代，浮躁之风到处弥漫，我们靠喝心
灵鸡汤治愈疲惫的身心，一遍遍追念木
心笔下“从前的日色慢，车、马、邮件都
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慢生活，现
实中却被种种束缚奴役，无法过心向往
之的生活。

蒋勋曾说：“我们已经忘了，缓慢也
是一种速度，迂回、婉转也是一种抵达
方式。许多先进的工业国家，已经不只
是在思考快的问题，也同时在思考缓慢
的意义。从高速度的快感追求慢下来，
体会缓和的悠闲，速度有了人文的质
量。”同理，欲速则不达，灵魂赶不上脚
步，有时候缓慢才是获得幸福和成功的
最佳速度。

岁月长，且慢行。其实不管身在何
处，我们都可以给心灵卸去负荷，让自
己慢下来，心不为形役，体会岁月的悠
长，轻歌曼舞，风花雪月，采撷一路
芬芳。

岁月长，且慢行
□ 谢云凤

每年夏秋，便是天山论剑的日子。不过，新疆水果江

湖门派林立，甜蜜派、清香派、脆爽派各不相让，没有哪派

能一统江湖

不管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给心灵卸去负荷，让自己慢

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