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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华）河南省首届“出彩中原”荐书大赛现
场荐书决赛近日在尚书房海汇中心店举办，为本次大赛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决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来自郑州市以外区域的6名选手以录制好的视频参赛，郑
州市区的 14名选手进行现场荐书。选手们或激情澎湃或娓
娓道来，各展所能，他们以流畅的表达、饱满的热情，情真意
切地讲述了阅读好书的体验和收获。

本次比赛历时3个多小时，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评委从
内容创意、语言表达、形象风度、会场效果等角度对参赛选手
进行了综合评价，最终评定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
奖 6名、优秀奖 10名。决赛全程由百姓文化云平台进行直
播，累计观看超1.2万余人次。

决赛最后，“出彩中原”荐书大赛微视频荐书的最终20名
入选名单也在现场公布。微视频荐书共收到全省各出版、发
行单位报送的荐书微视频 353个。经过初评、网络评选和评
委终评，根据评委打分和网评排名情况的综合得分排序，选
出排名前20的最终入选名单。

本次大赛由河南省出版协会、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主办，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旨在更好地推动全民阅读
活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精品出版物，营造更加美好
的阅读氛围。大赛获奖选手推荐的《岳南大中华史》《唐宫夜
宴》《34道特别家书》等书将由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作为
2022年度重点出版物在全省门店进行集中展示及推广。

首届“出彩中原”
荐书大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成燕）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为给
绿城营造浓郁的全民阅读氛围，郑州图书馆已在线推出

“悦听”系列活动。市民可通过该图书馆微信订阅号扫码
相关二维码免费在线听专业人士为您朗读名著。

文学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多样面
貌。透过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们可以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英
国，从雨果的小说读懂浪漫的法国，托尔斯泰的笔下写尽苦
难的俄国，泰戈尔的诗句诠释神秘的印度。不同时代不同民
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在这些巨著中找到自身的感受，
而文学巨匠本身亦是世界文学桂冠上璀璨的明珠。

据了解，该馆本期“悦听”节目将带您走进多位文学
巨匠构建的文字世界，在世界文学的花园中尽情漫步。
您可在线收听专业人士为您朗读的鲁迅、列夫·托尔斯
泰、雨果、泰戈尔、狄更斯等名家所著的《战争与和平》《巴
黎圣母院》《泰戈尔抒情诗选》《雾都孤儿》等精品佳作。

郑州图书馆
邀您在线“听名著”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郑州大剧院获悉，6月 3
日、4日晚，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带来的舞剧《李白》将登陆郑州
大剧院歌舞剧院。

据了解，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舞剧的形
式表现李白，在中国内地尚属首次。该舞剧将截取李白生平
的几个节点，将李白的家国情怀和生活际遇呈现出来，借此向
观众展示一个以舞蹈形象面世的李白，同时表现他狂傲不羁
的人生态度和传世诗作的精湛意境。舞剧《李白》不仅像一位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使者，架构起五千年华夏文明与现代文明
的桥梁；更似一汪清泉，涓涓细流发出的怡人水韵之声，安抚着
现代社会中人们浮躁的内心，让人们在闲暇之余体味着清风徐
来、古韵悠长的艺术味道。

6月 3日、4日晚，中国歌剧舞剧院将带着“现场交响乐
版”的民族舞剧《李白》登陆郑州大剧院。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目前，该演出按照50%上座率售票。

据悉，郑州大剧院上座率将随时根据可能变化的风险等
级以及防疫规定要求进行调整。

舞剧《李白》6月
登陆郑州大剧院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 金地 张泉）提到鱼，人们
的第一印象是它们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但有一类特殊的
鱼，不仅能用鳃呼吸，还能通过类似肺的鱼鳔直接呼吸空气，
这就是“肺鱼”。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朱敏院士团队，在云
南曲靖会泽县发现了约 3.9亿年前的肺鱼化石新属种“会泽
滇双翼鱼”。这是我国发现的第 9种泥盆纪肺鱼，研究表明，
它与其他肺鱼很可能有着不同的“食谱”和进食方式。相关成
果已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系统古生物学杂志》上。

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古脊椎所博士研究生罗彦超介绍，
借助高精度 CT设备与三维复原技术，团队对标本进行了详
细的形态学研究和系统学分析，发现了会泽肺鱼拥有一种特
殊的齿板类型。

“齿板是肺鱼的标志性结构，一般在口腔内占据相当大的面
积、有相当的厚度，同时咬合面有小齿突起，如同磨盘一般，可以
磨碎坚硬的带壳食物，如节肢动物或腕足动物。”罗彦超解释。

他介绍，会泽肺鱼的齿板只在中心处有牙齿，这种特殊构
造，使得其上下颌只能进行较松散的咬合，可能无法像其他肺
鱼那样取食质地坚硬的带壳食物。“因此我们推测，会泽肺鱼
更常用吸食的方式捕食，食物可能是一些鱼类和软体动物。”

据介绍，目前现生的肺鱼共3个属。同其他鱼类相比，肺
鱼与包括人类在内的四足动物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二者构
成“姊妹群”。不过，早在 4.2亿年前，我们的祖先便与这个亲
戚“分道扬镳”了。

罗彦超介绍，在传统印象里，泥盆纪海洋里主要是各式各
样、体态相对较大的盾皮鱼类。肺鱼只能瑟瑟发抖地游荡在
海底“扫货”。会泽肺鱼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肺鱼饮食结构的
认识，也表明肺鱼可能在泥盆纪食物链中占有更高的地位。

3.9亿年前化石揭秘
肺鱼“吃饭”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
南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获悉，2022年河
南省体育舞蹈裁判员培训班在线收官。
来自全省的80余名体育舞蹈裁判员线上
学艺再提高，进一步提升了理论水平和
执裁能力，为在今后的比赛中更加准确、
科学、专业执裁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次体育舞蹈裁判员培训班，由河
南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主办，是该协会
2022 年 度 工 作 计 划 中 的 一 项 重 要 内
容。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本次培训班采用线上授课的方式进行
培训，协会特邀请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
教育委员会主任，WDSF 国际级裁判、
考官李建安老师担任本次培训班授课
教师，参加培训的 80 余名学员，包括国
家级、国家一级、国家二级的体育舞蹈
裁判员。

河南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负责人表
示，通过本次培训，将进一步加强我省体
育舞蹈裁判员队伍建设，提高我省体育
舞蹈赛事的办赛质量和水平。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记者从河南
嵩山龙门足球俱乐部获悉，原定上周六嵩山
龙门一线队前往武汉进行热身比赛，由于疫情
原因临时搁浅。为了检验训练效果，全队在航
海体育场分队进行了一场内部教学比赛。在
取消武汉之行后，嵩山龙门俱乐部积极运作到
疫情并不严重的天津热身备战，4月 23日，天
津津门虎和嵩山龙门计划将在天津进行一场
热身比赛。

嵩山龙门近段时间一直在中牟基地训
练，基本相中的内援都在队中，由于今年引进

的大多数是中后场队员，这样的配置让嵩山
龙门的防守更加坚固。目前队中急缺伊沃走
后留下的空缺，而这个人选一直没有最后敲
定，一旦联赛开战，届时中场如果还没有外援
及时补充，将会直接影响全队的进攻质量。

由于疫情原因，天津津门虎队此前已经
取消了多场热身赛，不过教练组始终坚持在
球员引进较多的情况下，全队必须通过实战
来进行阵容磨合。据悉，天津津门虎队也有
意联系嵩山龙门进行热身，两家俱乐部可谓
一拍即合。

体育舞蹈裁判员线上学艺再提高嵩山龙门周末约战津门虎

新砦遗址发掘现场

登封王城岗
出土文物

新砦遗址
出土文物

登封王城岗发掘现场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昔日美妙的
乐声和当年祭祀的宏大场面，已伴随着
那个时代永远封存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数千年后的今天，城市、社会的变化之大
不言而喻，3600 年商都的郑州，已经成
了全国的商业中心，“礼”的现代传承在
哪里？

近日，“出彩河南人”2021感动中原年
度人物揭晓，10组温暖人心的河南好人与
3个模范集体获此殊荣。在暴雨中勇救 51
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新密市公安局副局
长杨旭恒；在抗洪抢险过程中英勇冲锋、连
续战斗 200小时的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陇
海西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张奇光荣上榜。

他们，以舍生忘死的大爱之心，将仁义
之礼践行得淋漓尽致，是传统礼乐文明现
代传承的生动诠释。

而像杨旭恒、张奇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他们共同绘就出一个个文明新坐标。

从“送水哥”的默默奉献，到“气球奶
奶”的自强不息；从“西瓜哥”的忠心守护，
到“一碗面温暖一座城”的爱如潮涌；从李

灵的艰难坚守，到胡佩兰的医者仁心；从
陇海大院的爱心传递，到豫剧名家王宽的

“卖唱救孤”；从暴雨中挺身而出的平民英
雄，到疫情中冲锋在前的“大白”和志愿者
……近年来，郑州好人比比皆是，好事蔚
然成风，与优秀礼仪文化的滋养有着密切
的关系。

《礼记》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
也。执礼，既是尊己的个人修养，也是“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和谐。

“礼”无形，却有实。几千年的礼乐文
明，早已内化成每个人自觉遵守的准则。
在郑州的大街小巷，城市的角角落落，在人
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礼”都有着细
微却生动的诠释——

它可以是疫情之下逆行而上的勇于担
当，暴雨危难之际的有力援手；

可以是表达谢意的深深鞠躬，自觉排
队、礼让行人的文明有序；

还可以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自觉
践行，扶危济困、雪中送炭的温暖相助……

礼，让这个城市更有温暖，更有爱，也让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和谐，更包容。
“小孩子从小都被教导要懂礼貌；郑州

街头文化墙上随处可见《三字经》《弟子规》
的内容或漫画……这一点一滴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传承，已深深‘化’进了郑州儿女的
血脉里。”市民邢园园说。

2020年，郑州市成功蝉联全国文明城
市荣誉称号，实现“四连冠”。目前，我市也
正在致力于建设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这座
有着“大爱之城”美誉的城市，一直把仁义、
互助、善心、善举视为财富，也一直在致力
于用道德力量引导文明风尚。近年来，郑
州不断涌现出了刘青峰、乔宗旺、王宽等一
批“中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
人物”获得者。

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构
成这座文明城市独特的“文明元素”和“文
明细胞”。不管我们的脚步如何匆匆，传承
千年的礼乐文明始终流淌在我们的血液
里，帮我们不断塑造、提升自我；不管岁月
如何风云变幻，这座深受礼乐文明滋养的
城市，也必将愈发温暖、有爱、包容、和谐。

“九问溯源 奋楫笃行”第五问

礼乐之邦是怎样开启的？

书香郑州 全民阅读

（上接一版）“中国礼制文化根植于
中华农耕民族的血脉中，而中国文化，就
是诞生在这一庞大中华文明之上的一个
灿烂的礼制文化。数千年来，中国礼制
文化兼蓄并融引领着华夏文明的发展，
生生不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
长、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领队杨文胜说。

在杨文胜看来，周礼、周文化是中国
文化的“原点”，殷周革命后，作为中国文
化的内核，礼制思想文化逐渐形成并以
中原地区为中心展开，自此以后的3000
年，“礼乐”成为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和行
为规范。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
从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考古
出土的情况看来，在中国第一个王朝国
家——夏朝的早期，先民便有了对等级
与秩序的追求，显示出礼制文明的萌芽。

差异化、等级化——这便是“礼乐”
的核心内容。杨文胜说，差异导致等级，
等级也意味着更有秩序，也才衍生出了
礼仪礼节、宗法伦理、身份等级，可以说，
中国礼制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秩序体系，

“由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习俗发展而来
的‘礼’，是一种行为规范式的道德框架，
维护了框架下的社会秩序，约束规范了
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起到维系等级和
谐、社会稳定发展的作用。”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人类文明
之始，面对干旱、洪涝、闪电、雷鸣，懵懂
的先民无所依凭，唯有心生敬畏，他们通
过盛大的祭祀仪式，来祈求上天、祖宗保
佑，从而成就了最神圣不可亵渎的“礼”。

与“礼”相伴而生的“乐”，便是具备
礼制祭祀功用的音乐，“乐”的使用同样
具有严格的身份等级限制。杨文胜说，
不管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

“礼”，还是源于自然又被附会了诸多人
间等级观念的“乐”，都是等级与秩序的
直观显现。

“夏商周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化进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在碰
撞中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原
地区更是不同族群汇聚融合的重要舞
台，这些年持续发掘的登封王城岗、禹州
瓦店、偃师二里头等为礼制文化形成前
期夏文化研究提供了考古依据。”杨文胜
说，考古学礼乐器制度的等级与规范从
物质文化层面揭示了中国礼制文化的等
级体系与社会秩序。

“中原地区早在史前阶段就产生了
明显的社会分化，郑州地区是龙山文化
的重要分布区域之一，而王城岗与新砦
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与夏代前期有关的
都邑性遗址。其中的王城岗，被一些学
者认为是‘禹都阳城’，是夏朝初始的重
要遗址，这意味着具有代表中华文明起
源与早期发展进程中重要里程碑意义
的中国第一王朝——夏朝最早的帷幕
有可能在此拉开。”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委会副主任、河南省
文物考古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说，从考古学文化
或者从中国礼制的发展脉络进程上来
看，夏王朝时期是礼制发展的一个关键
阶段，随着夏王朝的建立，“礼仪之邦”
也由此起步。

夏初已具礼乐体系雏形

人间四月，芳菲正浓。自郑州向西
南行驶 60公里，嵩山南麓颍河谷地，王
城岗遗址便坐落于此，发掘现场，考古人
员 正 在 紧 张 地 忙 碌 着 。 这 座 发 现 于
1951年的大型遗址，被许多学者认为是

“夏之王城”，即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
经过多次发掘，出土了玉石琮、白陶器、
大型夯土基址等重要遗存，反映了早期
夏文化时期已具礼乐体系的雏形。

“王城岗遗址发现有中原地区龙山
时代面积最大的带护城壕的城，城内中
北部集中分布有仓储区和大型夯土基址
群块，是龙山晚期所发现的中原地区最
大的夯土台基之一。这证明了城的中北
部是生活居住区，且极有可能是贵族生
活区，提示王城岗城内功能区应有严格
的阶级区片划分。”杨文胜说，尤其是作
为礼仪性建筑的大型夯土基址的发现，
反映了王城岗社会存在较大的阶层分
化，已形成多层次、森严的社会结构。

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执行领队马龙
介绍，遗址中还发现了刻画会意文字的
陶器、青铜礼器、白陶礼器、玉石琮、绿松
石片等遗物，“文字的出现说明王城岗社
会中已出现了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
阶层；脱离生产领域的青铜礼器的出现，
以及‘礼天尊玉’石琮、用于王者仪仗的
石戚的出土，也反映出城主超然的地位、
社会阶层的分化。”

如果说大禹时期礼乐体系已具雏形，
那么在大禹之子、夏朝的创立者夏启时期，

礼乐文明就得到了更大更快的发展。
位于嵩山东麓、双洎河畔的新密新

砦被不少专家认为是夏王朝夏启都城所
在地，以富含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
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遗存而著称。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执行领队
梁亚男介绍，新砦遗址是一座面积 70万
至 100万平方米，具有三重城壕结构的
大型都邑性遗址，在内城核心区已发现
有大型浅地穴式建筑和大型夯土建筑基
址等重要遗迹，发掘出土了玉琮、玉璜、
玉璧、石圭、卜骨、石磬、彩绘涂朱器物以
及神灵形象的陶塑和刻画图案等一批高
规格反映礼乐制度的遗物，这些都再次
彰显了新砦遗址的区域核心地位。

走进新砦遗址考古工作站，造型独
特的陶器盖、精致古朴的陶铃和陶埙、祭
祀用的白陶酒器和双耳杵形杯等礼乐之
器具，让人不由畅想昔日美妙的乐声和
当年祭祀的宏大场面。新砦队工作人员
介绍，这些遗迹和遗物的发现，集中反映
了新砦时期多元荟萃、开拓创新的风貌，
是万邦林立的酋邦社会向一枝独秀的广
域王权国家过渡的时代缩影。

从 5300年前的巩义双槐树“北斗九
星”遗迹具有特殊的政治礼仪功能，到
4000 年前的王城岗已具礼乐体系的雏
形，再到新砦得到快速发展，中国的礼乐
文明在郑州、中原得以发端、光大，并一
步步走上辉煌。

传统礼乐文明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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