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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日前，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
中心等主办的首届查海论坛在辽宁召开。论坛以“八千年西
辽河文明之光”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深入探讨查海遗址所代
表的西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进程中的学术
价值和地位。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顾玉才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
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入挖掘查海遗址价值内
涵，加大遗址保护和展示传播工作，真正“让文物活起来”。

在中国考古学迈向第二个百年进程的大时代背景下，
如何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进一步做好
查海遗址群今后的考古发掘研究、文化内涵阐释和保护利
用？如何扩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
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途径、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
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以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 强 历 史 自 觉 、坚 定 文 化 自 信 ？本 报 记 者 采 访 相 关 专 家
学者。

学者学者学者 说话说话学者学者学者面对面面对面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

精深。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是中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
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
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
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
派、中国风范。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上海西郊农
民画，特别是其浓厚的传统气息和淳
朴静美的人文民俗。有人说，上海西郊
快速城市化，已经没有农民，哪来的农
民画？此言差矣。西郊农民画承载着西
郊农民故土难舍的一份情怀与挚爱，
更是民俗学家和人文学者学习和研究
社会的一份难得的城镇化记忆样本。

2015年我撰著《中国民俗学通论》
指出：“民俗是什么？就是一方土地所承
载的历史人文习俗，一方土地上的人以
及人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的成果。传统
的对于‘民俗’浅表性理解的认知必须
颠覆。我很想以‘土地记忆’这个词来替
代以往‘民俗’的研究范式。”

关于土地记忆，我初步的看法是，
承载着一方土地之上的人的文化活动，
包括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的人们所创
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成果，无论是物质的、非物质的，能够被
传承下去，成为一种文化积淀，又能被
一代又一代的人所记忆。所以，“土地记
忆”的研究，不仅与民俗学、人文地理学
息息相关，更与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
学、人口地理学等分支学科关系密切，
而且与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建筑
学、园林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彼此渗
透。当然，还需要开阔视野，推动中国民
俗学融入世界史学新潮。

上海西郊，在上海元代置县前就
涌现出黄道婆这样杰出的纺织革新
家，“衣被天下”“提花踏布”，花色品种
千姿百态，在植棉和纺织方面，历来是
通过“娘传媛”的家庭传承方式而代代
相传。而民间土布所织出的图案也十
分精致，凝聚着西郊劳动妇女的艺术
创新性和审美创造。几个世纪以来，它
不仅解决了当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穿
衣问题，也给民众带来了生活的享受
和美的熏陶，具有很高的人文价值和
艺术价值。

元代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了新泾地
区印染技术的提升，人们逐渐就开始
做出一些花样，通过白色染料的印染，
线条简洁明快、圆润和谐，构图对称平
稳，具有古色古香的传统特色，这是早
期农民以蜡染绘画起步的源头。随着
岁月更替，图案越来越复杂，所绘图案
大抵以农村生活的劳作、家庆喜事和
岁时节日为主题，这种状况到明清时
代逐渐进入鼎盛时期。此后伴随机械
纺织印染技术的发展，机器取代了手
工，蜡染绘画、手绘年画，因效率难以
适应时代，逐步销声匿迹。

但一时沉寂并不意味消亡，事实

上西郊农民的传统手艺一直在民间延
续。上世纪70年代以后，新泾地区的青
年画家首先看到了新泾蜡染绘画、手绘
年画的艺术价值，继而提出了改良与变
通的意向，先继承传统，再逐步发展。于
是出现了一系列以新泾地区农村田野风
情、民俗风情为基本题材，以水粉为颜
料，具有重彩浓笔、线条流畅、人物夸张
特色的绘画作品，正是这场变革，导致

“新泾彩墨画”的出现。可以说，70年代
的彩墨画是土地记忆直接的衍化与传
承。到90年代，西郊农民画脱颖而出，以
乡村田野、民众生活和劳作场景为基本
素材，拓宽了农民画的创作路径，浓重色
彩中透出中国彩墨画艺术风格和西洋油
画机理笔触的结合。如今，西郊农民画作
品远销欧美，其得到有效传承与发展。

见微知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
推动文化繁荣，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这
种守正创新的正气与锐气。

（作者系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非遗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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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提供重要资料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
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
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
年的文明史。

查海遗址是东北地区一处非常
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家
苏秉琦认为，位于红山文化分布区
内的查海遗址，堪称“红山文化的
根系”。查海遗址是1982年第二次全
国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于1986年由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试掘，
1996年被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查海遗址的发现为探
讨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
北方早期农业形态、用玉文化的缘
起、龙的图腾崇拜起源等，提供了
重要资料。

在查海遗址，有一条横穿遗址
中部狭长基岩脉线，采用红褐色玄
武岩自然石块堆塑而成的龙形堆石
遗迹，其造型与龙相似，头朝西
南、尾向东北，其整体造型呈昂
首、张嘴、屈身、弓背、尾部若隐
若现状。龙形堆石遗迹巨大且处于
聚落中部，推测可能是查海聚落中
重要的宗教祭祀遗存。查海遗址还
出土了较多遗物，包括陶器、石
器、玉器等。其中出土玉器所用玉
料为透闪石软玉，被誉为“世界最
早的真玉器”。苏秉琦曾谈道，“查
海玉器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
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
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社会分工导
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

“查海遗址群中的‘玉、龙、
轴、神’四大文化特征是该地区史
前先民创造出的重要文化内涵，为
后世诸多文明要素奠定了基础。”在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
大顺看来，从查海遗址的文明起
步，到红山文化早期复杂社会的诞
生，这20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在
辽西地区脉络比其他地区清晰，时
代也早，进一步证明辽西地区在中
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行一步，起过

“龙头”的作用。
“西辽河地区在距今8000年阶段

所发现的龙文化、玉文化、定居文
化、农业文化等新兴文化因素，在
后世文明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华文明
主要的文化要素，对探索北方早期
旱作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充

分肯定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与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玉器为例，他
认为玉器见证了中华文明形成和连续
发展的光辉历程，是延续文明血脉的
核心物质载体，并发挥出凝聚民族共
识的重要功能，是中国各民族融合发
展和团结进步的重要物质见证。“要深
入研究红山文化玉器形成玉礼制的核
心，重点阐释其所蕴含的社会功能，
阐释红山文化玉器作为中华五千多年
文明载体所承载的文明要素，如礼
制、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原始宗教
信仰等。”刘国祥说道。

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
更深层次的发掘与阐释

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
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
入。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通过考古发

掘研究，对查海文化乃至红山文化的
意义和价值进行更深层次的发掘与阐
释，非常必要。

“中国的文化史、文明史，无论起
源于何时何地，在此之前都经历了漫
长的积累过程。查海遗址群的考古发
现证明，距今七八千年时，走向中国
文明的步伐逐渐加速。”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
笑冰深切感受到，中华文明具有连续
性、创新性、包容性，中华文化的产
生、形成与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背
景。研究查海文化，不应仅仅将视野
局限在查海文化本身，而应将其放在
燕辽文化区来考察。

贾笑冰阐述道，在这一区域中，
史前时期从早到晚分布着查海-兴隆洼
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
沿文化，其中红山文化中晚期出现了
文明因素，进入了早期文明阶段。红
山文化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虽然受到中

原文化影响，比如彩陶技术，但只是
接受了技术影响，利用这种外来技术
强化了来自燕辽文化区早期阶段查海-
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等诸文化的
传统纹饰，例如红山文化筒形器上的
彩陶垂弧纹很可能来自查海-兴隆洼文
化中筒形罐上的刻划垂弧纹，而彩陶

龙鳞纹很可能来自赵宝沟文化中筒形
罐上的指划纹等。文化的创新性在
于，红山文化中晚期开始出现一些祭
祀礼仪，比较明显的就是以玉器作为
礼器，而玉器的使用在查海-兴隆洼文
化阶段就开始流行。“从这些角度看，
查海-兴隆洼文化是辽西古国文明的发
端，其重要贡献就在于为红山社会的
创新提供了物质文明基础和精神文明
的底蕴。所以研究查海文化，应该放
到一个大的时间、空间范围，才能真
正探索到它对于中国文明史、文化史
的巨大贡献。”贾笑冰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曾多次
带领学生考察查海遗址群，他认为查
海-兴隆洼文化中的房屋建筑形态
——整齐有秩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
程度的表现，并且是中国所特有的。

“对秩序的强烈追求是中国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文化所共有
的。从聚落形态来看，查海遗址中央
广场、堆塑石龙和龙腹墓葬应与祭
祀、礼仪相关，体现了中心意识，这
些都是精神内涵的重要体现。”韩建业
以龙形象为例，指出查海-兴隆洼文
化中长着獠牙的龙的形象，与长江中
游高庙文化白陶上飞龙的形态接近，
龙在中国古代是非常神圣的形象，不
同地区的龙形象是如何传播、如何发
生联系的，源头在哪，还需要进一步
深入研究。

“查海遗址拥有了表现早期农耕生
产的考古直接证据，即石铲或石锄以
及石磨盘和石磨棒。同时还具备了反
映农耕生产的考古间接证据，即完全
定居的村落生活方式。纵观目前已经
发现的与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相关的诸
多考古遗址，查海遗址拥有的直接和
间接考古证据最充实、最明确。由此
可见，查海遗址在中国北方旱作农业
起源研究中具有极为突出的学术地

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赵志军认为，查海文化与分布在赤峰
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河北与内蒙古交界
的裕民文化具有很多相似性，属于一个
大的文化圈，可以称之为燕山南北和西
辽河流域文化圈，简称“燕辽文化
圈”。他分析道，在燕辽文化圈大多遗
址中，都采用植物考古方法出土过古代
的小米遗存，在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
还出土过最早的家猪遗骸，再考虑到农
耕生产工具和村落定居生活方式，燕辽
文化圈成为探讨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
的重要区域，很有可能是中国北方旱作
农业起源的核心区。这也是对查海文
化、红山文化意义与价值进一步挖掘研
究的重要内容。

“查海遗址的文化地层是怎么发展
起来的，生土层和文化层有没有可能会
交替出现，查海遗址文化发育地区的环
境面貌如何，植被、温度、环境是如何
变化的？如何在这里获得旱作农业早期
起源的证据？”鉴于查海文化的丰富性
和复杂性，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建议加强多学科交
叉研究工作，实现数据共享和成果共
享，以做好深入研究，同时重大发现重
大突破需要国际认可，应加强国际合
作，把查海文化推向国际。

加大遗址保护力度，推动
展示传播工作

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
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
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
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
明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国考古学会副理
事长、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赵辉坦言，通
过论坛形式将严肃的考古学学术研究成
果进行社会化转化，在社会范围内扩大
了影响力，提高了知名度，是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

与会专家学者强调，遗址的保护与
可持续发展是保障查海遗址后续文化价
值阐释提升的基础，多学科合作是查海
遗址文化研究进一步加强的活水源泉，
创新展示展陈方式，要在保护遗址与文
化遗产的基础上文旅融合发展。这就需
要当地有关部门进一步推进查海遗址群
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协调好基础设施
建设与遗址保护的关系，尽快启动查海
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加强考古文博
人才队伍建设，加大遗址保护力度，推
动展示传播工作，以更好地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应该重视将查海遗址群打造成一
张有分量高质量的文化名片，其核心
在于遗址保护。”贾笑冰表示，他走访
多地，发现考古遗址保护面临一个难
题，很多地区大面积农田改造和基础
建设，尤其是农田建设中的坡地改梯
田，导致部分考古遗址得不到有效保
护，甚至遭到破坏。还有部分与会专
家学者提及气候环境对考古遗址的影
响，比如查海遗址的龙形堆石、兴隆
洼的房屋建筑等，很容易因极端天气
而遭到损害。考古遗址保护工作任重
道远！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首届查海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张丽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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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形堆石遗迹龙形堆石遗迹

查海遗址所出土玉匕查海遗址所出土玉匕

日前，北京京剧院在长安大戏院
连续举行了六场特别的京剧演出，这
是为北京京剧院参加第七届中国京剧
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学员特别安排的教
学成果汇报，旨在将他们于课堂上所
学剧目以演出为载体，完整地呈现在
舞台上，接受专家和观众的检验。全
国政协委员，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表
示，此次 《四进士》《失街亭·空城
计·斩马谡》《野猪林》《铁面无私清
官谱》《谢瑶环》《苏小妹》六场演出
全部为研究生班教学剧目的整本大
戏，体现了北京京剧院人才培养的全
面性、系统性和剧目传承的丰富性。
同时，参加演出汇报的全体学员，均
表现出较高的专业能力素养和较强的
艺术精神、端正的艺术态度，所学扎
实，准备充分，教学成果显著，充分
说明了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开办的

价值和意义，也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发展
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经验和文化财富积
累。

在刘侗看来，通过展演，明显增强了
交流互鉴。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戏
迷，都纷纷利用各种媒体进行了广泛的
传播和交流评论，既有赞誉也有批评，这
种良性的环境评价无疑对于演员的成长
极有裨益。“京剧教学和人才培养是一项
系统工程，教学师资和团队配合是必备
条件，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具有严格的
自身规律，从课堂教学，到剧目角色的合
排合练，到彩排合成，到实践演出，环环
相扣，缺一不可。”刘侗说，唯有此，才能
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将口传心
授的传统教学方法与演出实践为主体的
活态传承有效结合，将人才培养与剧目
传承有机融合，最终推动京剧艺术完成
规范而全面的传承与发展。 （谢颖）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

将人才培养与剧目传承有机融合

近日，一部反映藏地题材的电影
《仲肯》引起了业界关注。《仲肯》是继电
影《冈仁波齐》后，又一位汉族导演从自
身对藏族文化的理解中做出表达，表现
藏区地域特色原生态民风民俗的作品。
全国政协委员，《当代电影》杂志社社
长、主编皇甫宜川表示，这是一部叩问
心灵、可以安静观看的电影，一部能给
当代观众带来精神慰藉和思考的电影，
一部富有诗意、充满当代性的电影。

皇甫宜川认为，在主题层面，影
片关注当代普通人的精神困境，关注
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民族之间相互交
融的价值与意义。比如影片把幻觉、
梦境和现实有机交织起来，用超现实
手法来表达现实，观照人物内心世

界，表达民族交融形成的精神养分对个
体成长的积极影响。在叙事层面，影片
通过独特的叙事角度和叙事方式，运用
风格化的镜头语言，在西藏这片独特而
富有魅力的时空中，对生与死、情感与
责任等关系进行了探讨，在故事之上传
达一些富有哲理的思考。在地域层面，
影片对西藏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进行了开拓和探索。西藏作为具有丰富
地理和文化资源的地域，正越来越成为
当代人寻找精神慰藉的重要空间，这侧
面反映出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资源的巨
大精神力量，也从某种角度阐释了中华
民族源远流长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
说，这部影片是当代藏地题材电影的一
次有价值的创新性表达。 （杨雪）

全国政协委员，《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皇甫宜川：

关注民族交融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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