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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3
为国家中心城市培为国家中心城市培““根根””铸铸““魂魂””让郑州文化让郑州文化““立立””起来起来““活活””起来起来

大型系列报道大型系列报道 之之 七七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兴文化”时

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郑州，地处中原腹地，史谓“天地之
中”，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八大古都之一，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的实施，开启了郑州发展的
“黄河时代”，为用好这些文化资源，用
好这些“兴文化”的宝库与富矿，让郑州
文化“立”起来“活”起来，更好地为加快
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提供文
化支撑和精神动力，为国家中心城市培
“根”铸“魂”，本报推出《“郑中心”的文
化底色》大型系列报道。今天刊发《生
生不息的仰韶之光》。

■核心提示

文明前夜绽芳华 福荫后世泽千秋

生生不息的仰韶之光

她诞生于中华文明前夜，为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史奏响优美的序曲，照亮华夏文明前进的足迹，推动着早期文
明的形成和发展；她打破“上下五千年”的惯性认知，把我们的目光再往前推进两千年，呈现一幅生态和谐、欣欣向
荣的远古画卷，从方方面面烙下民族的原始印记；她用熊熊烈火为泥土镀上五彩霞衣，捏出成为色彩斑斓的彩陶，
在历史的长河中摇曳生姿……

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代代相传而不衰。这束仰韶的文明之光，从远古一路闪烁到现在。
而黄河之滨、嵩山脚下的古城，作为仰韶文化中晚期代表性地域的郑州，更是写就仰韶文化中最绚烂的篇章——

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华/文 李焱/图

在距今 7000年前至 5000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晚期，文明的种子如雨后春笋般迅
速破土，茁壮成长，仰韶文化便诞生于这一
时期。作为仰韶文化中晚期代表性地域的
郑州，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书写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仰韶
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以黄河流域为主体
的考古学文化，因其首先发现于渑池仰韶
村而得名。河南区域内的仰韶文化遗存非
常丰富，仰韶村遗址、庙底沟遗址及郑州市
的大河村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等，都是其
典型代表。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介
绍，仰韶文化分为早期、中期、晚期，而中晚
期主要的代表性地域就在郑州，郑州先民
在这个阶段做出不同凡响的开创性贡献。

“此时正处于中华文明起源关键阶段，
郑州地区的仰韶文化是当时具有先进性、
代表性、引领性甚至是核心性的文化，已呈
现出一个社会的发展处于文明前夜的壮丽
景观。”顾万发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当
时，郑州地区的仰韶文化代表了黄河文明
和中华文明。之后，郑州的这种文明模式
逐渐辐射全国，成长为中华文明的主基因、
主脉延续至今。

在2000年的漫漫时光中，先民们在黄
河之畔、嵩山脚下进行农业生产和采集、渔
猎活动，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仰韶文化遗
存。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副会
长阎铁成对此如数家珍：被称为中国最早
的版筑古城郑州西山古城、被称为中国最
早天象记录的郑州大河村天文绘图、中国
最早丝织品实物的郑州青台丝织品遗存

等，都是带有郑州地区典型特点的仰韶文
化遗存。

“大河村遗址、郑州西山遗址、后庄王
遗址、荥阳青台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等，
它们同根同源，相邻而居，汇聚到一起，犹
如文明的星火，在史前时期的中原大地上
燃起了文明的火种，照亮了华夏文明前进
的足迹，推动着早期文明形成和发展。”阎
铁成说。

阎铁成介绍，仰韶时期是中国文明前
夜非常重要的奠基时期，这个时期人们发
明了城池、丝绸、青铜冶炼等，仰韶时期的
农业、手工业、家畜渔猎发展，为以城为国
的邦国奠定丰富的物质基础。

从早期裴李岗的文明萌芽，到仰韶时期
的突飞猛进，再到夏商周的文明成熟，中土、
中原、中州、中国，就这样拉开历史帷幕。

源远流长，仰韶之花盛放千年；一脉相
承，文化火种代代相传。

上个周末，市民刘先生慕名来到大河
村遗址博物馆访古寻胜，看着这一件件历
经岁月洗涤的古老文物，听着讲解员娓娓
道来那遥远而又亲切的故事，他想象着当
年大河村民生产生活的场景，也感慨着仰
韶文化的千年不灭、生生不息。

“这一件件绚丽多姿、工艺先进的彩
陶，一栋栋奠定中国北方地区传统民居建
筑基本形制的木骨整塑陶房……这些默默
无语的遗迹、遗物，为我们绘就一幅史前文
化高度发达的历史场景，先民们的智慧令
人惊叹。”刘先生发现，我们现在用的许多
东西，都能在这些文物中找到影子，比如，
烙饼用的鏊、蒸煮用的箅子等，外形、功能
都与先民们用的陶鏊、陶箅极为相似，这使
他深深折服于仰韶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郑志刚认
为，彩陶是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存，这土与火
碰撞出的火花历经7000年而不熄，我们今
天的服装、装饰、设计、园林、家具、舞美、民
俗制品……林林总总、方方面面的审美，大
部分都能从彩陶中找到原始印记。

若说起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典型样
本，非大河村遗址莫属。这座中华文明起
源和黄河文化的重要标识性遗址，坐落在
中州大道与连霍高速交叉口东南，距黄河
8公里处。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馆长胡继忠介绍，
从1964年发现至今，大河村遗址已进行27
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 7000平方米，出
土各类房基 50余处、窖穴 500余座、墓葬
400余座、壕沟 5条、各类文物及标本 2万
余件。其中，包括我国同时期保存最为完
好的史前建筑基址，仰韶文化著名的代表

性文物——彩陶双连壶、白衣彩陶钵等。
“大河村遗址是一处完整记录中原仰

韶文化发展演变全过程、见证黄河中下游
史前生态景观及人地关系、具有较高文化
技术成就的区域性中心聚落遗址。文化层
堆积之厚、文化内涵之丰富、延续时间之
长，是黄河流域数千处古遗址中的佼佼
者。”胡继忠说，遗址规模庞大、发展序列完
整，几乎包含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所有地
方类型，遗址中各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层，依
次相迭，最厚处达12.5米，这层层叠起的文
化层，为我们记录着华夏民族遥远而又清
晰的发展轨迹。

大河村层叠的历史历经 3000余年而
不绝，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时期，再到夏商时
代，伴随着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大河
村是一个时代、一个文化的缩影，见证着早
期中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融合性。

迎风扬花 续写辉煌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与魂，是城市

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更是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有力支撑。

作为“八大古都”之一的郑州、拥有着
无数历史文化宝藏的郑州，借着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的
东风，将黄河沿线历史文化遗产项目串珠
成链，打造点线面结合、高水平高层次的
文化区域，是历史赋予郑州的神圣使命。

作为这串黄河文化之链中的一颗明
珠，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与黄河国
家博物馆、西山遗址、双槐树遗址、青台遗
址、大运河郑州段世界遗产和中原考古研
究展示中心，一同支撑起黄河沿线中华文
明发展主线文化带，为建设具有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鲜明特征的国家
中心城市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郑州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
家战略、建设黄河文化主地标城市的重
点项目，要围绕该项目发掘好、讲述好河
南区域内的仰韶文化，把郑州在中国历
史文化特别是早期文化、黄河文化中的
地位和影响立起来。”在大河村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规划汇报会上，省委常委、郑州
市委书记徐立毅的话掷地有声。

根据规划，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占地面积约 2400亩，将以博物馆陈
列、遗址本体保护和考古发掘现场展示、
生态湿地景观、原始农作物种植等为载
体，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着力讲好黄
河故事之郑州仰韶篇，打造集遗址保护、
科学研究、科普教育、生态修复、观光旅
游等为一体的，国内一流、在世界有影响
力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目前即将开工
建设，预计两年后完工。

曾经，大河村先民通过勤劳、智慧的
双手，在衣、食、住以及农业、手工业等方
面都取得非凡成就，不仅创建自己的五彩
家园，也给后世留下一段灿烂的文明史。

而今，受黄河文化、仰韶文化滋养的
郑州人，受先民激励鼓舞、奋勇争先的郑
州人，也必将接过这文明的火种，续写新
的辉煌篇章，将这仰韶之光播撒到更远
的地方、更远的未来……

文明先声 源远流长

文化火种 代代相传

大河村遗址大河村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