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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城

“周原”曾经只是一个存在于文
献中的名词。文献记载，3000多年
前，周人先祖古公亶父率族人迁居
至此，周原遗址也被认为是古公亶
父迁岐后周人的活动中心区。

《诗经·大雅》：“周原膴膴，堇荼
如饴。”——周原这片土地广袤而肥
沃，连堇葵苦菜都能生长得甘甜如
饴——从中仍能感受到彼时先民在
这里定居垦辟的欣喜。

“广义上的周原东西长有70多
公里，横跨渭河两岸。”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江宁说，

“其中遗址面积较大、遗迹分布比较
密集、聚落等级相对较高的就是狭义
上的周原遗址，包括陕西省宝鸡市扶
风、岐山两县交界处的二十多个自然
村，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

周原的具体位置和核心区域在
哪里，其遗址性质又是怎样？学界
对这些关键问题未有定论。20世纪
40年代，考古学家石璋如在这一区
域开始进行田野调查，并提出此处
就是古公亶父所迁之周都的看法，
由此揭开了周原考古的序幕。

此后80多年来，文物工作者在
周原遗址多次开展考古工作。作为
周文化的发祥地、西周王室宗庙与
王臣聚居之地，周原遗址地下遗存
极为丰富。这里陆续发现了大型夯
土建筑基址、墓地、手工业作坊、青
铜器窖藏和甲骨等丰富的先周及西
周时期遗存。

很久以来，这一区域就屡有青
铜器出土。著名的何尊、毛公鼎、大
小克鼎和史墙盘等均出土于此。
1963 年出土的何尊内底铭文中的

“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

的文字记载。
从2020年开始，由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
的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继续进
行考古发掘，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发
现了约建于西周初的小城和西周晚
期的大城城址，并在王家嘴首次发
现先周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规模宏大的城址、布局严整的
建筑基址，在以前这一时期的考古
发现中寥寥无几。”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院长、周原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种建荣说，“这些发现，圆了周原考
古人80多年的梦想。”

探 城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
浒，至于岐下。”《诗经·大雅》中如此
记载古公亶父率领族人在岐山下定
居之事。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为周的
崛起奠定基础，此前却因缺乏明确
的考古学证据而在学界存疑。

在此轮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先周
文化大型夯土建筑，为确认周原遗
址是古公亶父迁岐的先周都邑提供
了实证。

——在王家嘴区域发现了一片先
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带，南北长超过
150米，并完整揭露了2座大型建筑。

其中，王家嘴一号建筑，南北总
长68米，东西宽34至37米，占地面
积超过2500平方米，由门塾、东西厢
房、前堂、后室、前后庭院构成。通过
建筑叠压关系及C14测年数据，可认
定一号建筑为先周文化遗迹。这是
目前所见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先周文
化大型夯土建筑，为确证周原为先周
都邑所在提供了关键证据。

——发现了建造于不同时期的

宫城、小城和大城三座城垣，初步揭
示了周原聚落的城垣结构。

其中，小城和宫城均始建于商
周之际，延续使用至西周灭亡。大
城建于西周晚期，三重城墙在西周
晚期时共存。三重城垣的发现，丰
富了西周城墙结构形制与建筑工艺
的认识，使周原西周城市结构和发
展过程豁然清晰。

——发现了卜甲、卜骨残片204
片，初步辨识出刻辞180多字，在甲骨
形制、年代、刻辞内容等方面多有新见。

这些甲骨刻辞内容丰富，涉及
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数
字卦等多方面，如月相名“朏”，是在
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发现的“秦
人”刻辞，是迄今对秦的最早记载。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实习员闫永
强说：“以‘朏’为例，对于研究早期
月相与历日、复原西周年代等问题
有极高的价值。”

读 城

交错的道路、规整的院落、巨大
的粮仓，周原遗址陆续发掘出土的遗
迹遗存展现了先民生活的丰富多元、
周文化的和谐典雅……从中可以不
断释读出中华文明的厚重悠远。

约 50 万平方米的周原宫城遗
址，处处可见从前人们生活劳作的印
记。考古工作者通过钻探发现宫城
内遍布夯土建筑，多条道路纵横交
错。在已发掘的王家嘴二号建筑，其
年代为战国晚期，面积约1200平方
米，初步判断为干栏式大型粮仓。

疏密有致的大石块和小鹅卵石，
将周原宫城西墙之外一条南北向道
路的路面分为三层，在西墙边缘还有
一组南北向陶排水管。“更为难得的
是，我们还在路面上发现了清晰可见

的车辙。”种建荣说，仅从这条道路就
可以看出这座都邑建造的扎实精细：
路面多层铺设、附近置有排水系统，与
现在的道路建造方式非常相似。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从周。”在周原这方厚重的土
地上，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不仅还原
了先民生活，也让后人得以窥见中华
礼仪之邦的深广源头。

3000多年前，周王朝发祥于渭水
之畔，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先河。其中，
崇德尚礼、任人唯贤、勤廉仁和等优秀
品德，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基
因，至今仍流淌在华夏子孙的血脉中。

承载着藏礼于器、无言之教等社
会治理目的的青铜礼器，正是一大见
证。在周原遗址考古中，曾发掘出一
大批影响深远的珍贵青铜器，数量之
众、重器之多、造型之精、铭文之重
要、内容之广泛，皆属举世罕见。

出土于宝鸡扶风县庄白一号窖藏
的史墙盘，内底的284字铭文字迹工
整、文辞优美，记述了文、武、成、康、
昭、穆、恭七世周王的主要功绩及墙家
世五代祖考的生平经历和重要事迹。

“一部家族谱，半本西周史。”史墙
盘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文学和艺
术价值，其铭文反映出周人将家族荣
辱与国家兴衰寄于一体的观念，成为
此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思想基础。

随着周原遗址考古不断深入，中
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将得到进
一步挖掘、阐释。“以周原遗址为代表
的周文化、由周人首倡的礼乐文明和
德政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赓续产
生了深远影响，也成为中华民族历久
弥新的精神血脉。”宝鸡周原博物院
院长付博说。

（新华社西安3月17日电）

在周原，寻找那座3000多年前的城
新华社记者 杨一苗 张思洁

冬末春初的周原遗址，薄纱般的轻雾笼罩着这片周人故土。路网、城墙、夯土、甲骨……随着曾经繁忙的考古探方逐渐
保护性回填，3000多年前的这座城再次被黄土覆盖，仿佛一切重归沉寂。

“2024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日前揭晓，陕西周原遗址入选。这里发现的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群，为判断周原遗址为灭
商前周人都邑提供了关键证据。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笔，很特别！我要用它
来画我的梦想。”马耳他保拉小学的9岁学生米丽
安娜·卡萨尔站在中国文化展台前，一边手握毛笔
在空中挥舞，一边兴奋地对记者说，稚嫩的脸庞写
满期待。“我还想学中文，去中国看大熊猫！”

当地时间 12日上午，马耳他保拉小学举办的
“国际文化节”现场人头攒动。由中国驻马耳他使
馆、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和地中海地区中医中心
第 20 期中国援马医疗队联袂打造的中国文化展
台，成为全场最亮眼的“东方之窗”。

展台上，中药香囊散发着清幽药香，承载着传
统中医养生智慧；色彩鲜艳的京剧脸谱，勾勒出京
剧艺术的独特韵味；形态各异的熊猫工艺品憨态
可掬，萌化了孩子们的童心；书写着诗词歌赋的扇
子，轻摇间尽显古韵风姿……

展位上摆放的各种中国美食，如香气四溢的炸
春卷、酥脆金黄的虾片、清甜绵密的绿豆糕等，让
大家品味到“舌尖上的中国”。一旁的耳穴体验
区，好奇的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通过简单的中医
耳穴疗法，亲身感受到传统中医的效力。

随着激昂的中国鼓乐响起，一只威武而灵动的
舞狮跃至操场中央。它时而俏皮地眨眼，与学生
击掌互动；时而凌空腾跃，展现出矫健身姿，引发
阵阵欢呼与掌声。藏族舞蹈《草原多么美》舒展如
云，蒙古族舞蹈《红马鞭》奔腾似火，让在场观众感
受到中国广袤大地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医
疗队队员的太极拳表演刚柔并济、行云流水，引得
孩子们纷纷模仿学习。

“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让我们的学生了解不同的
文化非常重要。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着丰厚的文
化底蕴。”保拉小学校长亚历山德拉·维拉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她希望学生有更多机会体验中国文
化，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带领他们去中国旅行。

保拉小学老师伊莎贝尔·马尔马拉·加法对记
者表示，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传统和文化，当天
的中国文化展示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的传统和文
化，开阔他们的视野。当天下午，马耳他大学附属高中的教室内，一场别开
生面的包汤圆活动让学生们兴奋不已，该校也是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的中
文教学点。孔院教师王维丽为学生们介绍了汤圆的历史、寓意及地域差异，
随后医疗队厨师万大国现场展示汤圆制作技艺，揉米粉、调馅、包制、烹煮
……令学生们跃跃欲试。在万大国的指导下，学生们用粘手的米粉团一步
步捏出圆润的汤圆，现场笑声与惊叹声不断。

“这是我第一次亲手做中国点心，没想到小小的汤圆蕴藏着大大的智慧。”
学生马丁娜·萨莱诺对记者说：“今天的包汤圆活动不仅让我们有机会品尝到
中国美食，更让我们了解到美食制作方法以及其背后蕴藏着的中国文化。”萨
莱诺去年10月开始学习中文，她计划高中毕业进入马耳他大学后攻读中文
专业。

沸水翻腾，清甜的糯米香漫溢教室。
（新华社瓦莱塔3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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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走进苏州拙政园的兰雪堂，关上门窗，屋内光线变
暗，而院中的粉墙、海棠、假山却透过窗格漏进色彩斑驳的影
像；打开门窗，正好框格院景，眼前就是一幅幅山水画卷，花开
时在这里品茶闲坐，可谓赏心悦目。

苏州园林是江南文化的典型代表，苏州也因园林之盛而有
“园林之城”的美誉。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
长朱海俊介绍，历史上苏州曾有园林270余处，现在保存完整的
古典园林有80余座，其中9座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漫步苏州街头，转角可见凉亭、桥下错落假山、巷陌间点缀
盆景……截至2024年底，苏州累计建成口袋公园600余处，桥
下空间、街角绿地、社区空地被赋予“叠山、理水、花木、建筑”四
大园林要素，形成精致优雅的微缩景观。

苏州，一座以营造园林之匠心建设的城市。
从城市规划图上看苏州，这个总面积约8657平方公里的

城市，有1.8%是山地、42.5%是水域，分布得错落有致——以古
城为中心，苏州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向皆有山水绿
带。这样的城市空间格局被吴良镛院士称为“四角山水”。

苏州划定了山体水体保护线，保护范围涵盖每一座山、每
一片水和每一条河，“一山一策”“一水一策”的精细保护方案，
让城市山水格局像园林的布局一样得以活态保存。

今年春节期间，苏州昆山的亭林园传统文化集聚区，日均
游客达3万人次。以亭林园为核心，昆山融合园林文化、昆曲
文化、顾炎武先贤精神，在老城区打造了这个停车出行便捷、消
费业态多元、文化底蕴浓厚的城市综合片区。

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融合，不断为这座城市注入新活力。
在平江路上的古建丁宅，曾一度破败不堪。经移建修缮后，引
入餐饮业态，游客可以在此品味美景美食，感受“苏式生活”的
惬意。相门下，国际品牌的商业广场，融合了园林、昆曲、评弹
等元素的非遗概念咖啡店，成为人们打卡的新地标。

“我们深入研究历史，修复和保护园林以传承文脉。将以
园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
感受和体验到‘诗意栖居’。”苏州园林设计院荣誉董事长兼首
席设计师贺风春说。

这座千年古城，正以“园在城中，城在园中”的崭新风貌，诠
释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东方美学。 （新华社南京3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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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苏州狮子林景色（2 月
26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游客在苏州狮子林参观游玩（2
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游客在苏州拙政园参观游玩（2月25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苏州园林是江南文化的典型代表，苏州也因园林之盛而有“园林之城”
的美誉。 （新华社发）

当“出版业是否会走向消亡”这
一话题在数字化浪潮中被反复提
及，2025年伦敦书展却以另一种姿
态对此作出回应：读者与全球1000
多家出版机构、3万多名出版界人士
挤满伦敦奥林匹亚展览中心，展区
洽谈声与讲座区掌声交织，构成一
曲跨越语言与文化的交响乐。这场
盛会不仅展现了书籍的生命力，更
揭示了出版业在文明互鉴中的独特
价值——既记录历史，也对话未来。

在中国展区“向世界说明中国”
的标语下，4000余种图书铺陈出当
代中国的发展图景：既有阐释中国
治理之道的著作，也有科技前沿成
果的展现。常年穿梭于北京与伦敦
书展的英国出版商格林·琼斯，发现
中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
业书籍正成为西方读者的“知识刚
需”。中国人文叙事也吸引了众多
读者驻足。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原
上草：乔治·何克的故事》，通过收录
英国记者何克支持中国抗战的家书
与报道，让历史细节成为中英友谊
的鲜活注脚。

书展上，中国文化并非“单向输
出”，而是与外国文化“双向对话”。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跨时空相遇成
为焦点：《牡丹亭》诗体英译本与《罗
密欧与朱丽叶》中译本同台展出，手
稿与影像交织，呈现东西方对人性
与爱情的共通诠释。这种以经典互

译促文明共鸣的模式，恰如展会上商
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践行的理念——通过学术出版搭建文
明对话的桥梁。

文学翻译的普及，让文明交流能
够真正触达个体。中国作家刘震云的
作品以30余种语言版本，将河南乡村
的悲欢带入国际视野。伦敦书展“文
学翻译中心”的作者见面会上，刘震
云与汉学家妮基·哈曼（中文名韩斌）
的对话吸引了大批观众，有些观众语
言不通，频频举起手机记录翻译后的
发言片段——这种场景印证了翻译的
价值所在：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
情感的传递、价值的共鸣。

展会期间，记者漫步伦敦街头，从
“水石”这样的连锁品牌书店到唐人
街的光华书店，都各具特色、读者络
绎不绝。地铁、街头、公园，无论有无
手机信号，总有人捧书沉浸阅读。即
便在以“Z 世代”为主、热点不断的
TikTok平台，“#BookTok”等阅读分
享话题亦长盛不衰。

从伦敦书展涌动的人流可以看
到，在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与地缘
冲突的“政治裂痕”中，书籍仍是文明
互鉴最可靠的桥梁。书籍承载的不仅
是知识，更是一种慢速、深度的思考
方式——正如简牍羊皮卷流传千年，
今天的出版业亦在以纸页与文字推动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书写着人类共同
的故事。（据新华社伦敦3月14日电）

书展，纸页间的文明交响
新华社记者 郑博非 章博宁

浙江省诸暨市东和乡小学是一所乡村小学。从 2024 年 9 月开始，该校
开设西路乱弹传承特色班，由诸暨市文化特派员和十里坪村西路乱弹艺术
团成员定期来学校为学生们授课，助力地方戏曲传承。诸暨西路乱弹是流
行于浙江省诸暨市的地方传统戏剧，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图为 3 月 18 日，东和乡小学西路乱弹传承特色班的学生在东和乡十里
坪村文化特派员卓秋萍（中）的指导下学习西路乱弹的表演动作。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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