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来自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

馆，来自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仰韶文化典型代表之所在。

而他们，来自河南仰韶酒业，来自三

门峡渑池县——仰韶文化最初发现地。

7 月 15 日，他们与他们相遇在郑

州，“仰韶”遇到了“仰韶”。

一方是仰韶文化的守护者、研究

者，一方是仰韶文化的传承者、创新者，

双方分别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领域，

一直做着弘扬仰韶文化这件相同的事，

同是仰韶文化的薪火传人！

一样的使命，一样的初心，让这种

遇见，看似初相遇，却更像是一种亲人

间的团聚，一种失散 7000 年后的热泪

重逢。

流连于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与仰韶酒业
之间的互动参观、互赏互鉴，随后在同感共
情的英雄相惜中，展开了“7000年的文明传
承：仰韶酒业走进大河村博物馆座谈会”。

郝惠锋开口坦言“相见恨晚”。作为同
根同源、同心同德、同向同力的仰韶传人，
彼此相见恨晚，一见如故。

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军
学则喜悦于今天“终于圆梦”，他自言对大
河村遗址所蕴含的仰韶文化仰慕已久，
2008年就曾慕名前去，却未能如愿。

王军学欣喜地说：“今天有幸一赏，得
偿所愿，从而更深刻地领悟到，博大丰厚的
仰韶文化，将是仰韶酒业人取用不竭的文
化福祉与精神财富。”

胡继忠对此深以为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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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包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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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堆积，

依次相迭，最厚处达 12.5 米。这层层叠起
的文化层，证实大河村层叠的历史绵延了
3300年而不绝。

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时期，再到夏商时
代，大河村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缩影，
见证着早期中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融合
性，为我们记录了华夏民族遥远而清晰的
发展轨迹。

2020年 4月 18日，大河村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修建性详细规划专题汇报会举行，
会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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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系统梳理、深入挖掘大河村遗址的
文化价值，全面讲好仰韶文化、黄河文化故
事，系统展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延续不断
的特点。要用开放的视野、对接国际的话
语体系，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精心布
展，打造场景。要强化文化遗产保护的系
统性，处理好项目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主体
功能与配套功能的关系，打造国内一流、有
世界影响的历史文化展示载体，形成能够
传世的文化精品。

胡继忠激动地预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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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讲好黄河故事之郑州仰韶篇。

公园即将开工建设，预计两年后完工。
在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鸟瞰图以及修
建性详细规划等多幅效果图上可以看出：

在西至中州大道、东到龙源八街、北抵
连霍高速、南接魏河的约 2400亩遗址公园
规划中，以环境类、遗址类、体验类为区划，
一个集遗址保护、科学研究、科普教育、生
态修复、观光旅游等为一体的城市公共文
化空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呼之欲出。

胡继忠振奋表示，还预备建一座中国
仰韶文化博物馆，要把这里打造成和良渚
文化、红山文化比肩的文化项目，南看良
渚、北看红山、中看仰韶。

大河村遗址蕴藏的仰韶文化，凸显了
郑州这座城市，在史前考古领域无可替代
的作用，星空之下的大河村古村落，正穿越
7000年时空隧道而来，即将栩栩浮现，生动
如昨。

文明一脉七千年文明一脉七千年
——仰韶酒业走进大河村博物馆仰韶酒业走进大河村博物馆

看，
星空下的村落

“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仰韶文
化早期距今7000年。”在大河村遗址，甫一见
面“认亲”，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馆长胡
继忠就带着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郝
惠锋一行，一边参观一边细数“家珍”：

“发现于 1964年的大河村遗址，在众多
仰韶文化遗址中，是典型乃至全面的一处，
距今有 6800~3500 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也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中国考古发
现之一，2017 年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立项名单。”

他说，这里有屹立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
木骨陶房房基，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
最完好的史前居住基址，被中国考古界公认
为“天下第一屋”。彩陶双连壶就出土于此。

“看，就在这里，星空下的村落！”——因
发现了众多带有神秘日月星图案的彩陶，大
河村遗址被誉为数千年前“星空下的村落”。

胡继忠语含深情地介绍：“六七千年前，
大河村星空深邃，日月星辰在仰韶先民的手
中幻化成了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彗星纹
等星象图案，他们就此烧制出了绚丽的彩
陶。在大河村遗址，你可以欣赏到仰韶文化
时期彩陶艺术的‘巅峰之作’。”

他说的“巅峰之作”就包括大河村遗址博
物馆的镇馆之宝——彩陶双连壶，这件从大
河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艺术瑰宝，被誉为

“千古孤品，盖世卓尔”。
久久驻足于彩陶双连壶（复制品）面前，

仰韶酒业一行观者啧啧赞叹：“仰韶先人的智
慧，远超我们的想象！”

“是的，这件器物巧妙利用连通器原理，
将两个相同的壶体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造型
别致，构思新颖，彩绘线条古朴流畅，在仰韶
文化中独树一帜，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真品
现在馆藏于河南博物院。”郑州市大河村遗址
博物馆副馆长戴建增回答。

据专家推测，彩陶双连壶不是普通的酒
壶，应为礼仪用品，可能是氏族部落结盟或重
大礼仪活动时部落首领、族长对饮专享的酒
具，是和平、友好、平等的象征。

遥想彼时，两个发生了矛盾或战争的部
落之间，化干戈为玉帛而重修于好后，彼此之
间建立肝胆相照的信任显得十分重要，因此，
这中间开有孔道的彩陶双连壶，正可作为有
福同享、有难同当、连壶共饮、彼此免疑“生死
之交一壶酒”的象征。

文物爱好者由此甚至把这件“我国唯一
单件国宝酒器”，与中华文明始祖炎帝和黄帝
联系了起来。

戴建增说，鉴于当时人类正向一夫一妻
制过渡，也有人推测是新人喝交杯酒的“合卺
杯”。但无论远古时期这件“宝器”的真正用
途是什么，彩陶双连壶都是举世无双的“国
宝”。

“（彩陶双连壶）表达了远古先民互通有
无，互惠互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等和
谐，患难与共，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观念。”戴
建增曾在《彩陶双连壶》一文中写道。

仰韶酒业的参观者纷纷感叹，百闻不如
一见，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这座河南省第一座
史前遗址博物馆，难怪从1986年建成开放以
来，就以凝聚着仰韶文化灵魂的木骨陶房和
被称为仰韶文化象征的这一只彩陶双连壶而
声名远播，其名其实皆不虚啊！

在对“星空下的村落”穿越时空式的探
访中，他们发现了小口尖底瓶。戴建增说，这
是仰韶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流行时期长、
分布范围广、生活用途多。

郝惠锋欣然应道：仰韶彩陶坊酒“天时·
日、月、星”产品的创作灵感，就源自这 7000
年前的“网红”——彩陶小口尖底瓶。

说到小口尖底瓶的前世今生，这下轮
到仰韶酒业人郝惠锋如数家珍了：

“经专家考证，小口尖底瓶是中国较早
的酒器。仰韶先民为什么要把陶器做成小
口、尖底的形状？因为小口容易形成密封
环境，利于发酵；其锥状的底部便于酿酒过
程中沉淀渣滓，尖底容易插在火堆的灰烬
中，用来酿酒或温酒。”

郝惠锋介绍，因此，仰韶酒业就选用了
仰韶文化的这一典型器物——小口尖底
瓶，作为彩陶坊天时系列的瓶型。

讲者兴奋，闻者感叹，仰韶先民们肯定
想不到，7000年后的今天，仰韶文化传人们
能从他们制作的彩陶形状、描绘在陶器上
的日月星彩纹中获得创新灵感，研发出盛
装美酒的“活着的小口尖底瓶”系列产品，
让他们的艺术智慧得以泽被后世。

兴之所至，于是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
专家们沿中州大道一路南下，转场位于熊
耳河畔的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司所在地
参观。

在这里，小口尖底瓶的大号仿制模型
顶天立地，有着图腾般的神圣意义。

他们看到，仰韶彩陶坊酒“天时·日、
月、星”产品的瓶身
设计就是来源

于小口尖底瓶的外形，按照仰韶文化中的
手工制陶工艺烧制而成，加上充满史前文
化气息的彩绘图案，完美展现了仰韶的文
化之美。

郝惠锋指着琳琅满目的仰韶酒系列一
一说明：“仰韶酒业现有的彩陶坊高端白酒
典范太阳、月亮、星星，以及中高端超级单品
天时、地利、人和，都非常巧妙地结合了仰韶
文化时期的经典陶器小口尖底瓶与鱼纹葫
芦瓶的设计理念，让仰韶酒品从表到里都散
发出仰韶文化的艺术气息和厚重味道。”

公司展厅的天花板玻璃上，赫然可见
范曾所撰的《仰韶彩陶记》：“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它唤醒了中国先民审美的自觉，彩陶
在中国美术史上是开宗明义的第一章……
伟哉，仰韶之彩陶。”

仰韶酒业创新推出的仰韶彩陶坊，作
为仰韶文化的载体之一，就流淌着这样一
种“天地大美”的自信，将 7000年仰韶文化
渗透到了生态酿酒、产品包装的各个环
节。这不仅仅是仰韶文化的延续与传递，
更是对悠久仰韶文化的致敬。

承载着仰韶文化厚重内涵和仰韶酒业
人光荣与梦想的仰韶彩陶坊酒，2009年一
经上市即风靡河南，市场销量节节攀升、品
质有口皆碑，成了中外宾朋品味仰韶文化

的重要窗口。仰韶酒业借助仰韶彩陶坊酒
的销售网络，将这份仰韶文明与自信借酒
传情，传递文化情怀。

郝惠锋认真地说，在仰韶酒业，全体仰
韶人的企业使命是“为中国酒业引领世界
消费而持续精进，使仰韶文化成为影响人
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智慧”。

在陶香洞藏体验中心，参观者感受到
了为“陶”而“醉”的仰韶——7000年前的仰
韶文化时期，刀耕火种的年代，先民先是发
现了火，用火烧出陶，以陶盛物、用陶酿
酒。“陶醉”一词就诞生于那时的仰韶时代，
从此，“陶”和“醉”成了无法分开的一个美
妙中国词。

今天，学仰韶先人的样子，捧起小口尖
底瓶，就像考古学者、诗人苏湲《彩陶语韵》
诗中写到的那样，“带着史前文明的烂漫和
老族长的手温”，细细品味仰韶彩陶坊的天
时酒，仰韶文化的许多秘密也许就在其中，
比如小口尖底瓶其状所启：虚则欹、中则
正、满则覆。比如甲骨文中“酒”字的形态，
不就是小口尖底瓶的象形吗？

想当年，先祖们捧饮之时的情怀与梦
想是什么？是不是和彩陶坊天时酒从河南
向全球发出的品牌强音一样，恰也是“成大
事，应天时”呢？

请，
为新时代喝“彩”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仰韶酒业使用小口尖底瓶盛装酒水，瓶身
设计太阳纹、月亮纹、彗星纹……这就是让文物

‘活’起来的生动表现。”胡继忠对彩陶坊的设计
难掩欢喜，直言这份“迟来的爱”。

他说，从都倾情于仰韶文化，致力于让文化
遗产焕发新机的共同愿景而论，“我们双方是同
行者，我们就是同道之人！”

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张云
峰也感慨道：“仰韶酒业架起的仰韶文化桥梁，
似乎打开了现代人和仰韶先民对话的一个精神
通道。”

戴建增表达同感：“从 7000 年仰韶文明中
汲取的养分，让仰韶酒业具备了独特的文化软
实力，今日一见，深有感触，仰韶酒业可以说是
颇有文化情怀的企业了，不愧为文化与产业结
合的典范。”

他很感兴趣仰韶酒独创的“陶香”——白酒
的陶融香型。白酒陶香型由“九粮酿造”，调和
了多种粮食的香，同时采取“陶屋制曲、陶池发
酵、陶甑蒸馏、陶坛储存”四陶酿酒法，融合了
浓、酱、芝、清四种香型，香气醇厚、幽雅、细腻、
爽净。

“因为这种‘兼香’是由中原仰韶文化的交
融碰撞而成。”郝惠锋解释，“所以，我们就将这
种酒香称为‘陶融香型’。彩陶坊的天时、地利、
人和三款产品均为仰韶独创的这种香型。”

2013年 8月，仰韶酒彩陶坊被确定为中国
白酒第十三种香型酒，是中国十二大香型的集
大成者，被命名为“中华陶香型”。这是河南独
立研发而成的香型，刷新了豫酒没有独立香型
的历史。

2016年，仰韶研发的陶融香型在北京通过
国家级专家鉴定，评定为“项目总体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2020年 2月，中国酒业协会批准
发布通告，仰韶酒业研发的陶融型成果得到了
中国酒行业的正式认定。

国际名导陈凯歌在导演并解说的专题片
《陶醉仰韶》中，用一句“我收藏中国之前的中
国”来表达对彩陶坊酒的珍视和喜爱。

言及于此，郝惠锋历数仰韶大事：仰韶彩陶
坊酒被指定为“河南省接待用酒”，代表中原文
化、河南形象、地域特产展示河南对外的窗口；
彩陶坊作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专用酒，供奉仰
韶祖先……

他自豪地说，越来越多的文化传播活动，使
酝酿了 7000年仰韶文化的仰韶酒走出中国，走
向世界，一步步实现仰韶酒业党委书记、董事长
侯建光的宏愿——“一生只做一瓶好酒”。

由于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方面所做出
的突出贡献，侯建光被授予了“中国仰韶文化传
人”的荣誉称号。

侯建光很乐于承担这个光荣的角色，在郝
惠锋看来，他欣慰于此，也醉心于此：“他执着地
论证，中国的酿酒工艺始于仰韶。仰韶文化，就
是中国酒文化之根。”

王军学接着说：“也因为如此，我们仰韶酒
业人都对产品质量抱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正
如侯建光董事长反复强调的，我们绝对不能辜
负‘仰韶’这面老祖宗留下的旗帜。”

2019 年，仰韶彩陶坊推出了新的品牌标
签——“喝彩”，寓意为中国“喝彩”，为时代“喝
彩”，为中原更出彩而“喝彩”。 请，喝彩（陶坊）！

听到这里，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寻根仰韶，品味陶香。这天下午，他们重逢

团聚在一起，共同沉醉在仰韶文化这杯中华文
明的美酒里……

王见宾

品，
陶醉了的仰韶

来，
建最好的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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