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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长江流域带来了青铜文
明，“激活”长江中下游地区丰富的
金属资源；它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
对于“商文明不及长江”的传统认
知，是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长江文
明与黄河文明发展等量齐观的历史
见证……

坐落于湖北武汉黄陂的黄陂盘
龙城遗址，犹如镶嵌在长江中游的
文明明珠，为中华文明演进提供了
独特见证。

凭借揭示商代资源控制体系、
展现南北文明交融等关键价值，黄
陂盘龙城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五千载文明
星河中，盘龙城以非都城身份汇聚
多重文明密码，为解读中国多元一
体文明格局的诞生提供了不可替代
的实物依据。

“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中心”

2024年是盘龙城发现70周年、
考古发掘50周年的时间节点，也是
它获得“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的关键之年。这处曾实证“长
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的重
要遗址，以大遗址考古的新思路、新
方法、新技术，走进学界和社会大众

的视野。
狞厉的饕餮、蜷曲的夔龙、怒目

的兽面……这些精美的纹饰通常满
布青铜礼器之上，是商文化的独特
表征。徜徉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一件件展出的器物似在诉说着盘龙
城作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中心”的
独特地位。

严谨的城市规划、复杂的青铜
技术及资源管控系统，无不展现着
盘龙城的文明高度，标志着长江流
域在夏商时期已形成深受黄河文明
影响的区域文明中心。

20 世纪 50 年代，学术界对于
商时期物质文化的认知，还仅限
于殷墟文化，尤其对早商王朝的
国家范围以及文化面貌认识非常
有 限 。 这 样 的 局 面 ，持 续 了 近
十年。

1954年，武汉的一场特大洪水
冲刷出一座沉睡了 3000 余年的故
城——盘龙城。

4年后，盘龙城被确认为属于早
商时期，使得学术界认识到，同时期
夏商王朝的政治版图已从黄河流域
发展到了长江流域。

20世纪70年代，北京大学恢复
招生伊始，就将田野考古工作投向
盘龙城——这也是北京大学首次在
南方地区的考古工作。1974 年、
1976 年，俞伟超、李伯谦两位先生
带领北大学生进行了两次发掘工
作，先后在盘龙城城址、宫殿基址和
李家嘴墓葬，发现大量青铜器，并开
始认识到盘龙城与郑州地区商时期
文化的一致性。

时隔20年，“大邑商”的文明印
记渐渐拨开。身在长江之畔的一
隅，仿佛可窥见千里之外商人浩荡
而深窈的精神世界。

长江黄河对话交融的实证

商族青年自盘龙城出发，溯江
而上，进入三峡，抵达古蜀——静
静矗立于盘龙城城垣，不禁遥想神
秘的三星堆。在世人所熟知的三
星堆遗址，中原文化以夸张的青铜
器物得到极大的推崇和创新，是见
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交融汇聚的
缩影。

盘龙城，是将长江流域和黄河
流域联系起来、促进长江文明演进
的关键所在。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研究馆员万
琳说，在盘龙城存续的300年间，它
从一个南方据点，一跃成为长江中
游规模最大的中心城市，既是商文
明南下的推动，也是黄河与长江不
断“对话”、交融的实证。

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背对欧亚
大陆的隆脊、向东面向大洋。地理
上封闭的区位造就了文化上的独立
性，同时也激发了区域内的文化交
流。除了各流域内的文化交流之
外，两条大河在相同的地势阶梯上
并流，流域之间南北方向的交流都
较发达，并形成了许多古今沿用的
交通通道。

盘龙城所在的武汉位于今京广
铁路这条传统的南北交通线路上，
连接长江上下游，自古通江达海。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指
出，夏商乃至西周时期长江流域聚
落的分布，也完全吻合于上述地理
格局。盘龙城所代表的夏商王朝势
力，最早在文化上串联起长江流域
和黄河流域，标志着双大河文明结
构的形成。

夏商周时期是古代中国王朝政
体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张昌平告
诉记者，三代王朝中，黄河流域的
中原地区，侧重于政治和文化引
领，长江流域则侧重于资源和手工
业生产。三代王朝虽有政权更迭，
但政治、文化基本上是接续的。这
样超过千年的延绵发展，形成了古
代中国时间最长的大一统格局，也
为其后中国文化传统积蓄了强大
的基因。

学界一般将古埃及、古巴比伦
（两河流域）、古印度和古代中国
这四大文明古国从地理上归结为

“大河文明”，这是因为它们分别
对应有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
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和长江。
世界各大河 文 明 的成就各有特
色、各有千秋，古代中国的双大河
文明在地理和空间上回旋余地很
大，在文化和政治上有其独特的
丰厚层次。

不断探寻深邃的根脉

“自十年前我开始参与到盘龙
城考古中的那一刻，就感觉特别有
压力，因为我们不单是面对重要的
盘龙城遗址，还需要在泰斗级前辈
们的工作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盘
龙城考古。”张昌平说，在盘龙城考
古的点滴进展中，愈发感受到它的
厚重、它的深远。

近十年以来，在前辈们以“考
古写史”取得的巨大成绩之上，由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多家单位组
成的联合考古队，围绕“长江中游
文明进程研究”，展开新一轮深度
探索，“逐城”的步伐稳健而踏实
——

杨家湾遗址区，已揭露成型的
石砌遗迹规模巨大、修砌规整，为长
江中游夏商时期遗址中首次发现。
其巨大的体量和建设所需的人力、
物力凸显了杨家湾地点在整个遗址
的重要位置。

小嘴遗址区，一处完整的铸铜
作坊遗址“重生”，包含制范、浇铸、
冶炼、修整的完整“产业链”，是夏商
时期都城之 外 首 次发现的铸铜
作坊。

在静静流淌的盘龙湖湖底，一
系列水下考古工作证实，商时期盘
龙城的原始聚落应是连成一片的陆
地，如今已沉睡湖水之下，沧海桑
田。这是在环境考古研究方法上的
一个新认识。

70年逐一城，盘龙城迎来了一
代又一代考古人，不断讲述着此地
深邃的根脉。

如今，接力棒递到了“80后”、武
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卓的手
中。“五一”小长假首日，考古项目负
责人孙卓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进行
一场公益讲座，为许多因“2024 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慕名而来
的观众，细数了诸多新发现、新成果
——盘龙城并非简单的文化“接受
者”，而是参与塑造早期中国文明格
局的重要力量。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2024年
底，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联合全国25
家文博单位举办“商翼四极——商
王朝地方文明特展”，聚合“四方”商
代精品文物。展厅中，盘龙城遗址
杨家湾 11 号墓出土的铜圆鼎被放
置于显眼的位置。大圆鼎通高 85
厘米，口径 55 厘米，重达 24.34 千
克，是目前所见商代早期最大的青
铜圆鼎。它仿佛昭示世人：盘龙城
虽远离中原，却是商王朝南方的疆
土所至。

自1954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洪
水冲刷呈现于世人面前以来，盘龙
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所揭示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这座沉睡地下的商代都
市，被誉为“武汉城市之根”。这个
根，塑就了城市的魂，让九省通衢的
大武汉在时间维度上与长江流域早
期文明紧紧相拥。

盘龙城仍保留着太多待解之谜
——它的完整规模、城市布局、文明
程度，都在等待后人揭开。走进这
里，可以回望夏商文明的发展历程，
聆听中华文明演进的序章。

初夏时节，盘龙湖碧波荡漾。
这座武汉最早的城市湖泊，拥抱着
盘龙城遗址，文明的脉动也跟随着
湖水奔腾千里，汇入江河，生生
不息。

（新华社武汉5月20日电）

70年逐一城：

盘龙城深度探源“江河对话”
新华社记者 喻 珮

这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展出的“商翼四极——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M17出土的铜带鋬觚形器（资料照片）。

（上接第一版）我们主动与各民族邻
居朋友交往，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
文化活动，分享特色美食，让不同文
化在交流中绽放光彩。”

普布卓嘎敏锐把握互联网发展
机遇，投身短视频创作。她以镜头
为窗，既分享实用美容技巧，又传播
多彩的民族文化。几乎每支视频
中，她都身着精美民族服饰，精心展
示特色妆容与饰品，尽显民族风
情。如今，店内展示柜摆满了结业
证书、荣誉证书和技能人才证书，这
些不仅是她个人奋斗的见证，更为
行业培养人才、推动发展提供了有
力证明。

结婚二十载，即便生活日益富
足，普布卓嘎与杨建始终不忘初
心。事业发展中，他们积极吸纳各
民族员工，为其提供就业与发展平
台。店内不同民族员工亲如一家、
互学互助，共同见证着这对夫妻相
濡以沫的爱情。在这和谐团结的氛
围中，大家携手书写着事业与情感
的温暖篇章。2017年和2022年，他
们的家庭两次荣获“拉萨市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家庭”称号，普布卓嘎个
人也获评“拉萨市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个人”。

爱尚美业员工扎西旺姆说：“我
在这里工作一年了，老板夫妇对我
们特别关照，工作氛围轻松愉快。
老板娘经常带我们外出活动，这份
工作还能学到手艺，我十分珍惜。”

“当前，西藏正全力创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区，这是我们每个
人的责任。我坚信，只要各民族兄
弟姐妹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民
族团结之花必将在雪域高原常开
不败，我们的家乡必将迎来更加美
好的明天。”普布卓嘎充满信心
地说。

市民委宣教创建科科长王强在
接受采访时说：“近年来，拉萨市民
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贯彻落实中央和区市党委决策部
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
建’，以‘五个一批’提炼特色亮点，
切实在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区上当好排头兵。”

拉萨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四大
队大队长杨雪军事迹突出。从警
20 余年来，杨雪军始终奋战在刑
侦一线，先后参与侦破各类案件
80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500 余
名，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800 余万
元。因工作表现优异，他先后荣获
多项个人荣誉，2022 年获评“全国
优秀人民警察”，2024 年又荣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称号。

在工作中，杨雪军勇于创新，成
功研发出利用短波紫外线拍摄杯、
碗表面油脂性指纹的新方法，有效

攻克了案件侦查中的技术难题。他
不仅是智勇双全的刑侦专家，更是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桥梁和纽带。
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敢的行动
力，他在案件侦破中屡建奇功。无
论是案情分析还是线索追踪，他都
始终坚持公正无私的原则，用实际
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时，他
还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用
真诚和热情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桥梁。

杨雪军表示：“拉萨是一座独具
魅力、底蕴深厚的城市，60年来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我们公安队伍肩负着重要使
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履行岗
位职责。通过侦破案件、挽回群众
损失，守护这片土地的平安稳定，既
是对发展成果的维护，也是推进‘四
个创建’中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具
体实践。在民族团结方面，我的努
力也是在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区贡献力量。”

“下一步，我将立足本职岗位，
不断提升刑侦业务能力，侦破更多
案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同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融入公安工作，带领同事深入
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让民族团
结理念深入人心，在新时代落实‘四
件大事’、推进‘四个创建’中展现公
安担当，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杨雪军坚定地说。

在模范区创建工作中，拉萨市
围绕“四大工程”“六项行动”“五个
一批”，推动创建工作提质增效。在
深化“四大工程”方面，拉萨市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融入教育体系，通过
举办各类活动、投放宣传标语、发送
宣传短信等多种形式，大力实施“五
个认同”增进工程，开展主题活动
9420 余场次，覆盖超 100 万人次。
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
拉萨与多地合作开展植树、赠茶等
活动，举办少数民族参观团交流学
习活动，组织京藏青少年演出及文
艺汇演，成功承办全区经验交流现
场会等。

拉萨市巩固拓展“六项行动”，
依托社会大课堂单位建立思政教育
实践基地，组织学生研学。实施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工程，举办演
讲比赛，开展各类教育和讲座。在
落实“五个一批”工作部署中，打造
示范街区、陈列馆和特色社区，推出
一批文艺精品，创建模范企业，首创
央企地方共建模式，在巾帼建功评
选 中 涌 现 出 众 多 民 族 团 结 先 进
典型。

王强表示，下一步，拉萨市民委
将以务实举措、扎实作风、创新路
径,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区，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

六十载岁月谱华章
新时代拉萨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

（上接第一版）以沉浸式非遗体验、
数字旅游卡发放等举措，构建起“文
化展示—产品消费—品牌传播”的
闭环生态。

站在 2025 年“雪域古城·圣地
拉萨”文化旅游节的新起点，拉萨
的文旅发展蓝图已清晰勾勒。以

“国家名片”纳木措创 5A 景区为引
领，构建“世界级自然遗产+城市
文 化 地 标 ”的 品 牌 矩 阵 ；深 化“ 文
旅+”跨界融合，依托世界旅游城
市 联 合 会 平 台 ，拓 展 数 字 化 自 驾
游、国际文化交流等新赛道；推动

“十五五”规划储备的 73 个文旅项
目实施，为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筑
牢根基。

走 进 拉 萨 ，璀 璨 文 化 活 在 当
下。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唐卡与
藏香等传统技艺在数字技术加持下
的新生，以及八廓街城市文化符号，
都让拉萨的璀璨文化在当下绽放光
彩 。 走 进 拉 萨 ，极 致 体 验 直 抵 心
灵。纳木措开湖日的破圈引流、“夜
游拉萨”的烟火升腾、沉浸式非遗体
验等，都能为游客带来直抵心灵的
极致体验。走进拉萨，共赢合作跨

越山海。拉萨深化“文旅+”跨界融
合，依托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等平
台，拓展新赛道，期待与更多投资者
实现合作共赢。

我们旗帜鲜明地把文化旅游作
为主导产业，以生态为底、文化为
笔、山水为纸，精心勾勒串珠成链、
挖潜提质、宾至如归的工笔线条，全
方位展现拉萨的文化古色、山川秀
色、生态底色、休闲亮色，进一步书
写传统与现代交融、心灵与时空交
汇的壮美诗篇。

拉萨通过文旅融合实践，以文

化自信为根基、创新突破为引擎，依
托“诗与远方”的双重魅力，书写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拉萨的文化答卷。
未来将以“世界旅游联盟会员日”等
国际平台为依托，深化开放合作，推
动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城市，通
过更开放的姿态、更创新的模式，向
全球讲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文化故事。诚挚邀请五湖四海的
新老朋友启程拉萨、寻梦拉萨、圆梦
拉萨，共赴一场诗和远方的约定，共
同谱写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的共生
篇章。

20日，在法国巴黎著名的莫加多剧院里，当大型音乐
舞蹈史诗《编钟乐舞》落幕时，80岁高龄的巴黎歌剧院前明
星舞蹈家妮科尔非常激动，起身和其他观众一起热烈
鼓掌。

当晚，中法两国嘉宾和观众1500余人共同观看了这部
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中华风韵”品牌推出的大
型乐舞作品，剧院里座无虚席。

该剧由湖北省演艺集团监制、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出
品，以诗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用歌、乐、舞相结
合的艺术形式，展现了古代楚国的文化艺术、风俗民情。
仿制的曾侯乙编钟、编磬、建鼓等数十种古乐器同台演
奏，再现了“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合鸣的
场景。

演出由《千古绝响》《乐舞阡陌》《八音合鸣》《楚韵千
秋》四个篇章组成，充满荆风楚韵的音乐和舞蹈，精美绝
伦的服饰和布景，带领观众穿越回 2000 多年前的战国
时代。

据介绍，《编钟乐舞》的创作灵感源于1978年在湖北省
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音乐遗迹。以曾侯乙编钟为代表的
一大批古乐器，距今已有2400余年历史。湖北省歌剧舞
剧院艺术家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创作的《编钟乐舞》1983年
成功首演后，成为久演不衰的经典。

舞蹈家妮科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在这部音乐舞
蹈作品中看到了中国古人的生活，感受到他们的情感。“我
是跳西方古典舞的演员，中国古人的舞蹈和我们不同，但
我完全能懂。无论是音乐的编排、舞蹈的设计，都很美
妙。”

“每一个篇章我都很喜欢，特别是结尾用长袖舞表达
的楚宫舞风。演员们演奏着有千年历史的乐器时，太激动
人心了，我一直在鼓掌。”妮科尔说，她曾去过很多国家演
出，但遗憾的是还没去过中国，看完《编钟乐舞》后她决定安排自己的中国之
行了。

陪同妮科尔观看演出的维尔日妮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她告诉记者，之
前她了解的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但今天的演出展现了中国具有古代文化
魅力的另一面。

散场后，记者与仍在交流观看感受的两名法国年轻人聊了起来。爱丽丝
是一家企业的销售总监，她告诉记者：“最后一个篇章特别精彩，无论是音
乐、长袖舞，还是铜灯舞，都非常美。”

她指着旁边的杰茜卡笑着对记者说：“她看完演出，几乎忘了自己在巴
黎。”杰茜卡的职业是记者，马上要去中国旅行。“这部音乐舞蹈剧所有章节
都很美。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去中国了。我之前想去爬长城、参观故宫，但现
在我还想去了解中国的荆楚文化。”杰茜卡说。 （新华社巴黎5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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