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一版）一直持续到距今4万年左右，是中原
及邻近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文化初始阶

段发展的特点，大致与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晚

期之初相当。其后，晚期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段。

登封西施遗址石叶遗存取代早前流行的石

片工业，可以视作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的开始。

以石叶与细石叶技术为标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后一阶段，亦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即以石叶技术

为标志的前段，以及细石叶占主导的后段。不过

前段流行的时间很短暂，仅在距今 2.6万年前后

开始，到距今 2.4万年前后随着船形细石核技术

的出现与发展即告结束。代之而起的船形细石

叶技术为标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后阶段，则一

直持续到距今万年前后的旧、新石器时代交替。

这一过程清楚地展现了中原地区晚更新世古人
类文化发展序列。

发现二：揭示中原地区现代人
出现的考古学证据

考古新发现清楚展示晚更新世中、晚期中
原地区简单石片石器主人的行为复杂化，特别
是现代人独具的象征性行为的出现等，如老奶
奶庙等遗址布局结构的有意安排、优质石料远

距离的运输，以及石器生产技术的进步等都是

很明确的证据。

新郑赵庄遗址发现远距离搬运紫红色石

英砂岩，专门垒砌成石堆基座，再摆放巨大象

头遗迹，更为引人注目。这一反映非功利性复

杂活动的遗迹，无论是出于对巨兽的恐惧或崇

拜，或是对狩猎丰收的祈求，都具有明显象征

性意义，是现代人行为出现的重要证据。尤为

重要的是，郑州地区典型石片石器组合将华北

到中原以南地区同类发现连为一体，进一步证

明中国境内具有解剖学意义上的早期现代人

的出现，是和具有本地区长期延续的石核——

石片技术传统的旧石器遗存密切相关，清楚地

展示出中国及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与发展的

区域性特点。
登封西施与东施遗址石叶及细石器工业的

发现，更清楚展示出了晚更新世期间中国及东亚
大陆中部地区发生过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证实
了现代人扩散北线的存在。由此可知，在距今
4~5万年中原及周边已明确出现现代人之际，来
自旧大陆西侧的人群或文化的影响仍仅局限于
西北部宁夏水洞沟等地，直到距今 2.6万年前后
才波及中原腹地。

发现三：填补旧、新石器时代
过渡阶段空白

2009~2010 年发掘的新密李家沟遗址，发
现中原地区最晚的细石器文化、迭压在细石器文
化层之上的李家沟文化，以及更晚的裴李岗文
化。该成果显示，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
代，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曾长期生活在遗址
附近地区，因而留下各类文化遗存，为探讨中原

地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完成从狩猎

采集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转变的历史进程，提供了

重要新证据。

李家沟下文化层发现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遗

存，主要有船型与锥、柱形的细石核、细石叶等，

还发现数量较多的人工搬运石块，可能与居住活

动相关。在典型细石器文化层发现的原始素面

陶片与简单磨刃石锛，更突出反映中原地区旧、

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文化发展的复杂性。

李家沟文化阶段的细石器技术已现衰落趋

势。该层发现的细石器成分所占比例明显减

少，技术也变得更简单随意。磨制技术产品则

明显增多，最常见是石磨盘等发现。完整的动

物骨骼及碎片虽有较多发现，但少见大、中型的

哺乳动物，多是形体较小型动物骨骼碎片，显示
此时专业化狩猎大型动物的生计活动已不再继

续。小型动物可能只是本阶段李家沟居民部分

食物来源。虽然尚未发现有植物遗存，但大量

陶片存在说明陶器在本阶段已很流行。北方地

区早期陶器功能可能多与植物籽实类的食用与

保存相关。

李家沟文化层丰富的陶器发现说明此时

植物类资源应已经占有很重要地位。从细石

器到李家沟文化层来看，该遗址前后两阶段发

生明显变化，从早期流动性较强的大动物专业

化狩猎，逐渐转变为更多利用植物性资源的定

居，展现中原地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过

渡，开始由狩猎采集向定居与农业社会发展的

历史进程。

专家学者认为，李家沟文化考古发现，被

学术界称为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发现”。郑州

这些重要的考古成果连同中国其他同行的考

古成果表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中国旧时

期考古为东亚以至世界旧时期考古获得新的

突破做出了历史贡献，同时在包括郑州旧石器

考古工作中得以实践的中国旧石器独特考古

学发掘技术和学术的开放性、创新性，都显示

出中国考古学具有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

国特色的新面貌。

石片石器主人的行为复杂化，遗址布局结构的有意安排，优质石料的远距离运输，石器生产
技术进步……郑州旧石器考古主要发现与研究进展公布

中原地区现代人出现有了“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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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出自汪丁丁教授
近年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开设的 EMBA 课程。作者认
为，要理解任何中国现象，首先
要将中国现象置于三重转型期
的理解框架之内，关注转型期社
会的伦理行为，其中涌现的问
题，激发了作者在几十年研究和
思考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原
理”。本书共分四讲，先后探讨
了稳态社会的伦理学基本问题、
转型期社会的伦理学基本问题，
以及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
基本问题。伦理学，最广义的，
最大适用范围的伦理学，用一句
话概括，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智
慧。中国社会处于三重转型期，
于是才有中国当代独有的人生
问题与企业问题。短期行为不
能产生稳定的行为预期，于是也
没有正常的企业文化。这是转

型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人人
理性预期，人人行为短期化。不
如此预期的人，反而不理性。我
们该如何求解社会生活的智慧，
该如何达致人与人之间深层的
情感交流。

汪丁丁教授系中国著名经济
学家，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德国
杜伊斯堡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瑞意高等研
究所首席研究员，并担任《财经》
《新世纪周刊》学术顾问。

著作 包 括《经 济 学 思 想 史
讲 义》《经 济 学 思 想 史 进 阶 讲
义》《行为经济学讲义》《行为经
济学要义》《思想史基本问题》
等 20 多部。教学研究广泛涉
及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
础、行 为 经 济 学、新 政 治 经 济
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的前
沿学科领域。

♣ 胡珍珍

《情理与正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

新书架

郑州地理

♣ 王幅明

玄鸟归来
聊斋闲品

怎一个闲字了得

灯下漫笔

十二月行吟
♣ 李成猛

行吟于四季，山一程，水一程，
外在的景和内心的情互为参照，彼
此映衬，情境不觉融为一体。而十
二月行走，吟出的则是有别于其他
季节的动人篇章。

行走于十二月，回首走过的或
深或浅的履痕，以及留下的斑斑
点点记忆，我们的心止不住莫名
地激动。

繁华早已远去，灿烂就此凝
固，丰硕满满珍藏，喧欢属于昨天，
寂静呈现眼前。十二月是个风标
独特的月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十二月，以岁尾的姿势匆匆忙
忙地用冰凉的双手去牵下一个岁首，
但无论怎样行走，都复制不出一个完
全相同的十二月光阴的沟沟壑壑，毕
竟，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里。

十二月是一年中最后一个月
份，看似季节链条中的末端环节，
可实际上却不是，循环往复的四
季，旧的过去，新的开始，一环扣一
环，根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始”

“终”之说。
人们习惯把十二月作为结束

语，画上句号 ，做个总结，将一年经
历的所有摆到桌面上盘点盘点，然
后进行辩证的否定，去粗取精，扬长
避短，轻松而自信地走向新的一月。

于十二月里行走，我们会看到
不同的景象：山川寂寥，村庄肃穆，河
流缄默，树木凛然，虫鱼鸟兽也销声
匿迹，只有一些花鸦、鸟雀之类的冬
鸟还在为冬天吟诵细碎的残词断章。

短行慢走，凛冽的北风不时造
访，呜呜作响，让人们的心一阵紧似
一阵，换装的换装，加厚的加厚。走
在郊外，有时大雪也会不期而至，给
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十二月不像有的月份，拿是拿
得起，放却放不下。我们什么都可
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一年中所有
的牵挂，昔日的光荣和辉煌，有的写
成了墙上的壁画，有的枯萎成了明
日黄花。怀想美好，体味温暖，记住
真情，感恩岁月，不失为十二月的点
滴心得。

虽然水瘦山寒，十二月也并不
意味着全是萧条肃杀。看，杨柳已
经发苞，万朵菊花怒放，猩红梅花报
春；听，荒草微弱的呼吸，潜滋暗长
的麦苗正在酝酿，准备伸展，春雷也
即将滚滚而至。不同的背景，不同
的心境，不一样的认知，对冬的理解
也不完全相同。

春歌秋韵，夏律冬曲，地球又
公转了一圈，也演绎了精彩的四
季。纵然寒凝大地，所有的故事都
落下帷幕，就像叶子与枝丫告别，飘
向尘埃，随风飞旋，踪影不见，只剩
下光秃秃的枝杈在风中兀立。即
使如此，岁月的心跳依然恪守着冬
季独有的庄严，坚守着属于自己的
那份执着。

十二月，我们心中五味杂陈，
是黯然神伤，还是苦苦依恋，抑或憧
憬期待，最清楚的还是个人内心。
春华秋实，因果永恒，唯有在前面的
日子里踔厉风发，开拓进取，才能换
得十二月行走的那份闲适与惬意。

十二月行走，我们充满了希
冀。农家的烟囱里冒出了缕缕炊
烟，弯曲得像我们的思绪，诗意般迷
人。家家屋檐下，腊肉、香肠、鸡、
鸭、鹅、鱼都以干腊的形式出现，和
檐角下垂的长长冰挂相映生辉，丰
满了视觉想象，缤纷了绮丽梦想，璀
璨了所有心事，人们正准备以珍馐
美味来庆祝小岁大年的来临。

十二月行吟，我们理性地感知
季节的存在，倍加珍惜时光的丰厚馈
赠。温馨弥漫心间，期望常住心头，
用别样的美好替代曾经的失意和忧
伤，化作一串串晶莹的冬天诗行。

人生在世，无非忙闲二字，不忙则
闲，非闲即忙。太忙或太闲都不是最佳
状态，忙得要命会折寿，闲得要死则无
聊，贵在适可而止，忙闲各得其所，各存
意趣。

与己无关的事叫闲事。有人爱管
闲事，以天下为己任，路见不平拔刀相
助，但也常因此而吃亏。李陵兵败被
俘导致全家被诛，本与司马迁毫不相
干，他却要出面管这个闲事，结果触怒
汉武帝，惨遭宫刑。朱棣要夺侄儿皇
位，用他的话来说是“自家私事”，方孝
孺硬要管这个闲事，因此被诛灭十族，
惨绝人寰。可是，若无人出来管闲事，
人人明哲保身，都只关心自己的一亩
三分地，“国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将”，
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就会人心冷
漠，世风寡淡，历史想前进一步都比登
天还难。

说闲话，传闲话，也是人生重要内
容，谁都难以免俗，无非是多少不同而
已。说些无关紧要、不咸不淡、家长里
短的话，叫闲谈，即陆游《雪意》所言：

“闲话更端茶灶熟。”古人对闲谈有个标
准：“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再
就是背后议论他人是非的话，或那些离
奇不靠谱的谣言、传闻、幕后消息等。
这类闲话还是少说为佳，切勿一谈起来
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那就显得太过
庸俗、市侩、自降身价，像个不知自重的
长舌妇。

不生闲气，即不该生的气，没道
理的气，自找的气。人要有点胸襟气
度，宰相肚里能撑船，遇到有些不快
的事，一笑也就过去了，犯不着自己
气自己。《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几乎
天天生闲气，使小性，其实大观园里
还真没几个人敢让她生气，她的气大
多是自找的，最后洒泪而亡，其实就
是气死的。

读点闲书 ，也就是那些不能指导
挣钱发财、无益升官入仕、与专业技术
无关的书。具体来说，读点诗词歌赋、
小说散文、随笔游记，既可陶冶情操，开
阔眼界，又能增进学养，调适心境，提高
幸福指数。

常动闲笔 ，也是雅事一桩，一可锻
炼大脑，二则大小也算是文化建树。闲
笔，无关国计民生，无涉社稷江山，无非
是抒发小情怀，记述小意趣，发点小牢
骚。王羲之的《兰亭序集》、欧阳修的
《醉翁亭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苏
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等，都是闲笔野
趣，游戏之作，但一不小心却成了世代
流传的名篇。这就是那句颇有道理的
名言：文化是闲出来的 。

培养一点闲情逸致，是人生的必要
点缀。做人固然要有家国情怀，关注军
政大事，这是人生境界的高度；也要有
点闲情逸致，学会忙里偷闲，这是处世
立身的弹性。譬如刻个闲章，写几句闲
诗文，种点闲花草，结几个闲朋友，画几
笔闲丹青，喝几杯闲酒，说几多闲话，陪
家人闲逛逛。闲云野鹤，寄情山水，可
换来心旷神怡；西山赏枫，陇上踏青，

“浮生偷得半日闲”。
忙和闲都有讲究。忙要忙到点子

上，不能瞎忙、乱忙，忙得没有头绪、章
法，结果是疲于奔命，效果不彰。闲要
闲出情趣，闲得优雅，最忌闲极无聊 ，心
里空空，精神没有寄托，力气没处去使，
或无事生非，闲出病来。该忙时要忙他
个风生水起，轰轰烈烈，全身心地去干
事业，闯天下，报效国家，奉献社会，“乱
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该闲
时，就闲他个心如止水，沉稳恬静，“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南唐书》记:诗人冯延巳有“风
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名句，唐元宗跟
他开玩笑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
底事？”意即与你有何相关，多管闲
事。冯答曰，若论爱管闲事，我可远
不如陛下的“小楼吹彻玉笙寒”。问
得巧妙，答得风趣，可谓关于管闲事
的一桩美谈。

♣ 陈鲁民

在郑州东大街的人行道上，不时看到
镶嵌在路面上象征古都标志的图案：一只
传说中的玄鸟。

它被许多人忽视，却令我好奇、震撼。
像有一个声音在发问：郑州，这座你

已经生活了四十年的城市，注定的终老之
地，你，了解它吗？

曾在罗马的街道上，看到过古都遗
址的标志，引发过感慨。如今，在自己居
住的城市看到玄鸟的图案，何止感慨，更
觉惭愧。

郑州被尘封、被遗忘得太久太久。
我们对它的了解太少太少。怀着求知和
感恩之心，我徒步往返于东大街、西大街、
城东路、城南路、城西路、城北路、商城路、
顺河路之间，在多处商都遗址漫步，眺望
远古，开启3600年的穿越之旅。

玄鸟生商

能够确定郑州为商代早期都城，缘
自一尊巨大的青铜方鼎。

1974年，人们在深挖防空洞时，意外
发现埋藏着多件铜器的窖藏，最大的青铜
方鼎被命名为“杜岭一号”。方鼎高大雄
伟，铸造精美，纹饰讲究，年代早于安阳殷
墟的“司母戊鼎”。

鼎是身份的象征，如此巨大的铜鼎，
除了商王，何人能够拥有？

如今，这座王者之尊的复制品，矗立
在杜岭街南端呈三角状的商都遗址公园
内，成为古都的象征。

位于东大街及城南路的商都遗址公
园，有保存完好的一段古城垣，可以登临
游览。

公园里有精美的浮雕墙。上面的
甲骨文、青铜器、农耕、制陶，展示出
3600年前的商王朝。另一面展现了玄
女生商、商亥服牛、相土训马、商汤与伊
尹、夏桀灭亡、商汤建亳等几个标志性
的历史场景。

玄鸟 生 商 ，孕 育 出 辉 煌 的 青 铜
盛世。

玄鸟广场是风筝爱好者的乐园，一
只只象征梦想的玄鸟，次第飞问蓝天。

人气最旺的一角，家长带着孩子，
站在三位考古学家的雕像前合影。

邹衡，首次提出郑州遗址是商朝亳
都遗址。

安金槐，主持了郑州商城遗址首次

考古挖掘。
韩维周，在二里岗一带最早发现商

朝文化遗存。

传说与信史

在博大、繁华的现代都市绿荫下，掩
映着一座中国最古老的都城。在通往
8000年前文明肇始时的历史隧道里，文
明的碎片犹如璀璨的群星闪烁。

裴李岗，新郑市一个极为普通的小
村庄，1977年，在这里发现了中国黄河中
流地区8000年前的古聚落遗址，被考古
界命名为裴李岗文化，从而名扬世界。

5000 年前，轩辕黄帝出生于有熊
（今新郑），并在此建都。新郑一带至今
还留有20多处黄帝活动的遗迹，关于黄
帝的民间传说和故事更是多得不胜枚
举。同时期的大河村遗址、西山遗址、荥
阳青台、点军台遗址等，雄辩地证明了古
史记载的真实性。

4000年前的嵩山脚下，是夏王朝初
期活动的中心地区，也是大禹活动的最重
要地区。这里留下许多有关大禹的传说，
还留有启母阙、启母石、大禹园、太室阙、
古阳城遗址、王城岗遗址、徐庄禹洞等大
量的大禹文化胜迹。

20世纪之前，商朝仅仅是一个传说，
存在于司马迁的《史记》之中。

1899年，一大批刻在甲骨上的殷商文
字被发现识别。3000多年以前的商朝，终
于成为信史。安阳，作为殷商中晚期的都
邑，顿时成为考古学家顶礼膜拜的圣地。

20世纪中后期，考古学家又在郑州
发现尘封于地下的早期商都。

公元前1046年，姬发灭商殷建立西
周，周王将其弟管叔封于郑州，史称管
国。周王在郑州的封国还有郐国、东虢
国、祭国和密国。郑武公将郑国国都建在
荥阳，成为郑国第二代国君。郑国随后吞
并了郐国、东虢国和胡国。

郑国建都郑州 400年，郑庄公是春
秋时期第一位中原霸主，郑国的法家思想
对后世影响深远。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
建都郑州145年。

秦汉时期，郑州地域以荥阳为中心，
处于交通和运河要道，经济日趋繁荣。

自隋开始，隋、唐、五代、宋、金、元、
明、清，郑州八代为州。581年，隋开皇元
年，改荥州为郑州。596年，从郑州分出

管州。619年，隋开明元年，太尉王世充
废杨侗自立为帝，国号郑。这是中国历史
的第三个郑国。

北宋建都汴京，宋代建郑州为西辅，
为宋代四辅郡之一。明朝建立后，郑州划
归开封府。清代，郑州两次升为直隶州。

1902年，兴建中的芦汉铁路建立郑
县站。

1909年，芦汉（平汉）和汴洛（陇海）
两条铁路在郑县交会，不同方向的火车从
郑县经过。

1923年 2月，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
在郑县发起。

1948年10月，郑县解放，设置郑州市。
1954年，郑州市成为河南省省会。
1963年，郑州站成为特等客运站，并

最终确立了全国铁路的枢纽地位。
1974年，郑州市被公布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
2004年，郑州市被认定为中国八大

古都之一。
2008起，郑州成为世界旅游城市市

长论坛永久举办地。
2015年12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政府首脑理事会在郑州召开。

火车拉来的城市

在未通铁路之前，郑州只是清朝末
年的一个县城，默默无闻。之后，它的地
位不断上升，渐渐取代了原省会开封。后
来，郑州更是超过了洛阳和开封两大古
都，它们，曾经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都
城。郑州地位的变迁，得益于它的战略地
位和两条铁路的开通，因此，它被称为“火
车拉来的城市”，最终成为中国铁路运输
的“心脏”。

京汉铁路为何绕过当时的省会开
封？这是历史的选择。

智者张之洞在设计铁路线路时，没
有选择在风险极大的“地上悬河”开封段
修桥，而选择了更为安全的郑州花园
口。京汉铁路线从郑州经过，从而成就
了郑州20世纪的振兴。

从一座火车拉来的内陆城市，发展到
“买全球卖全球”；从“米”字形高铁规划到河
南自贸试验区获批，国家中心城市、千万人
口城市、万亿元城市……郑州的每一步成
长、每一次提升，都刻录着决策者孜孜以
求的身影，凝聚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

40年前，初入省会，一切都很新
鲜，曾在周日骑自行车遍游郑州。自
认为已熟稔在心的城市，如今却愈发
感到陌生。

郑州从一个被遗忘的古都，摇身一
变为联通世界的“国际郑”。

中欧班列，这一当代新丝路的“钢铁
驼队”，正源源不断从郑州驶出，将巨大利
好播撒欧亚各国。

中欧航线，正一班接着一班从郑州
航空港升空，开辟史无前例的空中新丝
路，拓展着共享共赢的新机遇。

玄鸟归来

哦，隐匿已久的神秘之鸟，跨越数千
年的时空，正在飞来，飞来，那是一条无比
光荣的归乡之路。

被西方学者誉为“青铜和玉”的商
代，将在一个现代化的遗址博物院内实现

“金玉共振”。
3600年前，亳都是商朝前期最重要

的都邑，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
一个伟大的王朝就从这里起步。3600年
后，这里亦即将成为朝圣中国历史的必经
之路。

中原福塔是世界最高的全钢结构发
射塔，又是一座多功能的商业艺术文化
中心。在这里，可以观赏世界最大的手
绘全景画《锦绣中原》。游客只要输入自
己想要了解的姓氏，就能看到图文并茂
的该姓氏的起源解读。塔座外围是 14
幅浮雕，展现了中原地区古老而美丽的
神话传说。

走进郑州市雕塑公园，就能看到这座
高15米的巨型雕塑玄鸟，威武霸气，远看
又像一个变形的“中”字，寓意中原文明。

郑州，商都。商之古都，商业之都，
周而复始。华夏文明起源于此，亦必将复
兴于此。

一个城市的高度，源于文化的厚
度。古城墙的内侧，已经消失的地标建
筑，即将在这里复原。千年名楼夕阳楼，
百年老街书院街，将重现芳华。街巷里
拐，将延续千年文脉。

郑州，商之古都，世界为之瞩目的现
代之都。它是真实的，并非卡尔维诺意象
中的“看不见的城市”。

爱上一座城，移民一座城；报效一座
城，终老一座城。

黄河日出（摄影） 刘予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