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将“河洛古国”丰富的文化遗存
展示出来？如何让“古国明月”普照今人？

4月 7日，记者在巩义双槐树遗址采
访时，巧遇几位专程来搜集双槐树遗址图
文资料的巩义市智慧城市体验中心工作
人员。“目前，巩义市智慧城市体验中心正
在加紧布展，我们准备设置一个展示河洛
古国历史文化的专厅，以便让更多人认知
‘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之魂’。”该中心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郑州市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处处长张贺君介绍，目前，巩义市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已委托专业团队开展《双槐
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和《双槐树考古遗
址公园规划》编制工作。经初步设计，双
槐树考古遗址公园计划进行遗址博物馆、
遗址保护展示利用区、游客服务设施、遗
址及周边环境整治提升等工程建设。

巩义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朱
星理告诉记者，该市正在持续推进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黄河流域“考古中国”重大研
究项目——双槐树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
展示，谋划建设双槐树遗址考古文化公
园，力争将其建设成为黄河历史文化展示
的国家级标识遗址。

“为充分彰显黄河文化蕴涵的精神
特质和时代价值，深化郑州地区在华夏
文明起源中的核心地位研究，我们郑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持续加强对双槐
树遗址的系统考古发掘及科研工作。”顾
万发告诉记者。

厚重“河洛古国”初绽芳华，璀璨历
史星空永不落幕。我们期待着，更多历
史文化密码从这片广袤的黄土地上揭开
神秘面纱。

A04-05 2022年4月13日 星期三
统筹：胡田野 编辑：叶 霖
美编：高 磊 校对：一 广

壬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特别企划
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读懂中国

司马迁曾在《史记》中写道：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
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流
传至今。

五千年不断裂中华文明史的起点到底在哪里？诸
多文献记载都将它指向河洛地区。在伊洛汇流入黄河
处的郑州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一
直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静看世间花开花落。

2020年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
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经多位
知名专家学者现场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认为双槐树
遗址为距今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
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
国”。该遗址被考古专家誉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今年4月7日，记者再次走进巩义双槐树遗址，解
锁一个个灿烂的文化密码。
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文 徐宗福 李新华/图

望大河滔滔，悟历史
沧桑。穿越历史云烟，人
们依稀看到在黄河与洛水
交汇的那片地区，散发出
“最早中国”的历史光芒。

双槐树遗址，这座距
今 5300年的仰韶文化中
晚期巨型聚落遗址就坐落
在黄河南岸高台地上，恰
好位于伊洛汇流入黄河处
的河洛镇上。

这里有着诸多“中国
之最”：勘探确认遗址面积
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
文化中晚阶段 3重大型环
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
围墙；这里有目前发现的
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
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
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
三道；这里有 4处共 1700
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
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
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
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
遗址中首次发现。这里还
发现了用 9个陶罐摆放成
的“北斗九星”文化遗迹、
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
最早家蚕牙雕……

凭借诸多耀眼的新发
现，该遗址先后入围“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双槐树遗址一系列
重要考古发现，尤其是其
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
想观念，给我们呈现出古国
时代的王都气象。“北斗九

星”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
的遗迹的特点，也为后世
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
袭和发扬，5000多年的中
华文明主根脉有望追溯于
此。”谈及双槐树遗址的考
古发现意义，北京大学教
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
学家李伯谦如是说。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
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
区在距今 5300年前后这
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
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
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
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
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长王巍表示，该遗址在同
时期黄河流域规模最大、
等级最高、社会分化程度
最明显，是我们研究黄帝
时代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
程非常重要的材料。以双
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
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
中华文明的胚胎”。它的
发现，必将帮助人们持续
理清华夏文明发展的脉
络、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
深厚底蕴。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
大学教授严文明也高度评
价双槐树遗址，挥笔写下
《双槐城礼赞》一诗：“巩义
双槐树，有座仰韶城。为览
龙图便，紧邻大河边……春
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
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
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
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郑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对“河
洛古国”的“宝贝”如数家珍，而
让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北
斗九星”和“家蚕牙雕”。

“这里出土了 9个陶罐模拟
的‘北斗九星’遗迹。”4月 7日下
午，站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
该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汪旭指
着埋于面积最大的房屋F12下的
遗迹告诉记者，这是一处用 9个
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
的遗迹，其主体被掩埋在中心居
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陶罐
有的边缘非常清晰，有的则多半
埋在土下，考古工作者用红色布
带将罐子形成的图形串连起来，
并标注有“天权”“玉衡”“开阳”等
星辰名称字样，醒目地展示出“北
斗九星”的形状。在“北斗九星”
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
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
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仰望遥远的星空，双槐树先

民以高超的想象力，在
大河之畔书写着神奇的
星象符号。

众所周知，将北斗星作为帝
王象征是中华民族“天人感应”
政治礼仪观的核心。结合此前
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
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
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认为，这一
发现表明 5000多年前的“北斗”
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
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遗迹”具
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
功能，表明当时中原先民已经具
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
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这是中
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
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
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
学证据。

站在中心居址区入口处，汪
旭还告诉记者，这座遗址前殿后
寝的格局与后世中国的都城布
局设计不谋而合，出现了中国最
早的瓮城雏形。在居址区的南
部，两道 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
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

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
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
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而摆成
北斗星形状的9个陶罐恰好位于
此瓮城之前，所代表的政治礼仪
观念不言而喻。

“河洛古国”宏大的建筑规
模，严谨有序的布局，所表现的
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
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
象。“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
的关联以及其他凸显礼制和文
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王
朝文明所承袭传承，中华文明的
主根脉愈加清晰。

“河洛古国的地理位置和所
处时代太重要了，伊洛汇流后在
这里汇入黄河，遗址呈现出的景
象与内涵，契合了《易经》‘河出
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
李伯谦认为，不排除双槐树遗址
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
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在双槐树遗址，曾发现
国宝级文物——中国目前
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
术品。它长 6.4厘米，宽不
足 1厘米，厚 0.1厘米，用野
猪獠牙雕刻而成，仿佛一条
正在吐丝的家蚕。

在这枚牙雕蚕的发现
处，立着一块醒目的牌子，
上边印着其图片及文字简
介。汪旭告诉记者，这枚牙
雕蚕雕刻精美，惟妙惟肖，
腹足、胸足、头部组合明晰，
和现代的家蚕极为相似，同
时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与
蚕吐丝或即将吐丝时的造
型高度契合。

顾万发认为，牙雕蚕的
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双槐树
遗址的发掘初衷就是寻找
丝绸之源。与青台遗址等
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
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它们
实证了 5000多年前黄河中
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会养
蚕缫丝。

2018年 4月 25日，中国
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纺织品
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
科研基地主任周旸首次带
领团队赴双槐树遗址开展
出土瓮棺情况调研工作。
“那天恰逢我的生日，也是
我第一次去双槐树遗址，当
时看到这枚精致的牙雕蚕，

我就觉得双槐树遗址一定
会发现丝。”时隔 4年之后，
周旸依然清晰地记得这“惊
鸿一瞥”。

同年 7月 8日，该团队
对双槐树遗址出土瓮棺进
行清理，对 7个瓮棺土样进
行提取，之后利用基于免疫
学原理的丝绸文物微痕检
测技术对土样进行分析，但
是没有检测到丝绸残留物
的信号。

昨日，接受记者采访
时，周旸分析说，当时之所
以没有检测到丝绸残留物，
原因有二：其一是瓮棺中原
本就没有埋藏过丝绸；其二
瓮棺中原本存在着的丝绸，
在长期埋藏过程中已经发
生严重降解，加之出土时间
过长且在遗址现场长期暴
露，残留物成分已经低于检
测下限。

怀着执著的“寻丝梦”，
该研究团队之后一直与双
槐树遗址考古发掘人员保
持着密切联系。2020年7月
17日，随着双槐树遗址考古
发掘进程不断推进，该团队
再次赶赴现场对新出土的 3
个瓮棺土样进行采集和检
测。令人欣喜的是，这次在
W125瓮棺中检测到丝绸残
留物信号。

“加上在同时期的荥阳

青台、汪沟遗址发现丝实
物，充分表明仰韶文化时期
中原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
事养蚕缫丝和织造。”周旸
深入分析说，自仰韶时代至
殷周之际，家蚕的形象在文
物中已完全成熟。殷代出
土的玉蚕和青铜器上的蚕
纹都表明殷商时期的家蚕
与现代家蚕几乎完全一样
了。牙雕蚕的发现，说明当
时黄河流域的居民已经完
成野蚕驯化，具备了养蚕缫
丝能力。加之在双槐树遗
址发现的丝绸残留物，以及
青台遗址和汪沟遗址出土
的丝绸实物，充分表明在仰
韶文化中晚期，黄河流域家
蚕饲养技术、纺织业已具一
定规模，这为中国古代文明
的起源与发展奠定了物质
基础。

“以往的技术手段难
以实现对炭化、泥化纺织
品以及残留物中纺织纤维
材质的检测。随着基于免
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
技术的不断优化和完善，
在郑州仰韶文化聚落群开
展更广泛的提取和检测成
为可能，我们将探寻年代
更为久远的丝绸，将丝绸
起源不断向历史深处推
进。”周旸满怀信心地告诉
记者。

【九问溯源 奋楫笃行】“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之四

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的起点在哪里？
双槐树遗址出土牙雕蚕

巩义市双槐树遗址

双槐树遗址出土彩陶罐

这里孕育“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北斗九星”隐藏的文化密码

牙雕蚕背后的漫漫“寻丝路” 让“古国明月”普照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