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17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60余位
专家学者齐聚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
馆，系统梳理五年来“考古中国·夏
文化研究”重大项目的成果。

作为史书中记载的中国第一个
世袭制王朝，由于尚未发现当时的
文字证据，对中国考古学而言，夏的
存在长期被视为“哥德巴赫猜想”。

“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
枢纽，以夏为支点，向前可追溯三皇
五帝、文明源起，向后可勾连商周及
后世朝代。”在西北大学党委副书
记、校长孙庆伟看来，夏代信史地位
事关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根基。

1959年，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
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
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夏文化
探索序幕由此拉开。

随着新发现多处夏时期遗址，
首次发现多网格式都邑布局，多学
科复原夏代兴起、发展的背景、动
力……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以中原
为主战场，用丰富的实证材料不断
还原夏王朝真实面貌，一幅关于“最
早中国”的全景图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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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不断突破
清晨，二里头村还未苏醒，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
便早早来到发掘工地，开启一天的忙碌。

“目前正发掘的 17号建筑基址位于宫
殿区中心，已发现南、北两组排房式建筑。”
赵海涛指着探方内坚硬、致密的夯土遗迹
说，北侧排房式建筑结构清晰，面积约 310
平方米，是二里头迄今发现的最宽的排房
建筑，对研究夏都城市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距今约 3800
年至 3500 年的二里头遗址是同时期中国
乃至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都城遗存，展现
出无比恢宏的王朝气象。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及研究表明，二里
头都城为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
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
布局，体现出社会结构等级分明、严谨有序，
表明当时统治制度发达。这是判断二里头
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赵海涛说。

不止二里头遗址，近年来，“考古中国·
夏文化研究”项目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河南
叶县余庄遗址，为探索夏代礼制来源提供
了重要材料；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填补了
夏王朝次级中心聚落形态研究的空白；山西
运城夏县东下冯遗址，大量铜矿石、铜炼渣
显示夏商王朝对晋南地区资源的管理与控
制……夏文化的全景图不断增添关键画面。

田野考古持续开展的同时，随着多学
科研究的介入，夏代先民是何坐姿、以什么
为食、生活环境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
正变得日益清晰：

——“通过对 400 多例从仰韶至商代
的人类骨骼标本进行分析，综合古 DNA、
人骨病理以及古文字学研究发现，夏代中
原先民通行跽坐，跽坐成为中华文明‘礼制
基因’的重要组成。”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
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人
员通过对河南夏文化相关遗址的植物遗存
浮选分析发现，稻作已经相当普及，小麦开
始出现并日趋重要，农业生产延续古代中
国北方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传统，并向
多元化方向发展。

“近年来，随着田野发掘与科技考古的
不断深入，同时结合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
研究，多重证据逐渐累积表明，夏王朝是真
实存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说。

多维度讲好“夏的故事”
4月，漫步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嫩绿的狗尾草轻轻摇曳，与远处盛开的油
菜花相映成趣。

不远处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中，
静静陈列在恒温展柜里的炭化狗尾草籽
粒，记录着夏代先民的农耕记忆，与窗外大
地萌发的新芽产生了一场跨越 3800 年时
光的奇妙呼应。

随着夏文化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夏朝
存在、夏为信史”已成为学界共识。于是，
让沉睡的遗址焕发新生，以更加鲜活的方
式讲述“最早中国”故事的探索，也在各地
徐徐展开。

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刘
海旺介绍，近年来，河南通过推进二里头遗
址申遗，举办高规格文化研究论坛、夏文化
研究系列学术讲座，推动夏文化普及读物
出版等方式，让夏文化不断走进大众视野。

“作为探知夏王朝的重要窗口，我们致
力于以科技为翼、以创意为媒，构建跨越古
今的对话空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
长李文初说。

占地数百平方米的数字馆中，巨大的
影像效果迎面而来：宏伟的宫殿建筑、隆重
的祭祀、复杂的手工业制作……近 40台投
影设备构建起沉浸式三维影像空间，让人
仿若置身“赫赫夏都”。

另一边的“数字魔墙”上，二里头遗址
出土文物以数字化形式集中展示，游客们
轻轻点击互动屏，便可让“国宝”在指尖流
转，趣味横生。

据李文初介绍，2024年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接待游客量达 130万人次，“这其
中既有来自国内四面八方的游客，也不乏
从世界各国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

围绕夏文化核心资源，近年来，河南多地
还在研学和文创方面打造“最早中国”品牌。

博物馆内，依托绿松石龙纹样设计的
丝巾、根据青铜爵造型制作的雪糕等，成为
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网红”文创产品。

据介绍，目前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已与多个商业公司合作开发文创产品 100

余款，2024年文创收入逾百万元。

“我最喜欢这里以《洛神赋》为灵感打

造的新中式草本饮，今天专门来尝尝‘华茂

春松’，眼睛里、舌尖上，都是满满的文化味

儿。”安徽游客俞静说。

此外，河南省发布的十大研学旅行精

品线路之一“华夏溯源——最早中国研学

之旅”，深受好评；洛阳积极开发《跟着小夏

去考古》《会呼吸的“墙”》等 20余种研学课

程，每逢假期总会一票难求。

“我们公司开发的体验青铜器镶嵌、体

验白陶制作的研学课程，特别受小朋友欢

迎。”洛阳古都研学旅行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王游美说，“2020年至今，参与上述研

学课程的人数已达数万人。”

“让古老与年轻、传统与时尚以全新方

式交融碰撞，考古遗址拥有了更多元的表

现方式，历史和文化开始‘看得见、听得到、

摸得着、记得住’。”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副馆长王莉说。

开启新一轮学术与文旅探索
从空中俯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旁，国家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正在建设，

其屋顶轮廓已初步显露出汉字“源”的形状

——寓意中华王朝文明的起源。

据悉，国家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项

目由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建。

“计划到 2035 年建成集考古研究、科技创

新、文物保护、文化传播、国际交流、人才培

训于一体的国际性科研平台。”刘海旺说。

随着国家文物局启动实施夏商文明研

究工程，新一轮夏商考古学文化与夏商历

史的研究将开启。

“下一阶段，夏文化考古学自主知识体

系构建、多学科联合攻关、面对国内国际讲

好夏文化故事，都是值得重点发力的领

域。”知名考古学家、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雷

兴山说。

“除夏代早中晚期都城遗址外，我们也

将进一步关注区域中心遗址及其与都城之

间、彼此之间的互动模式，以期还原出更加

丰满、生动的夏王朝社会图景。”刘海旺说。

与此同时，聚焦如何进一步活化夏遗

址、展示夏文化、讲好夏故事，年轻的博

物馆馆长李文初，早已带领团队列下“作

战图”。

开展夏文化系列讲座，邀请名家做客

二里头大讲堂，引进外展《点石成金——从

苏美尔到夏王朝的古文明冶金互鉴》，开展

“探源早期中国”公益考古研学项目……夏

文化正以更加多姿的方式走出象牙塔，走

向普罗大众。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目前还联合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河南博物院等多家单位，加紧筹办

《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学术成果展》，

通过实物展品、遗址复原模型、数字化交互

技术等，让公众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夏文

化研究的最新成果。”李文初说。

当地文旅部门也在积极谋划，以二里

头遗址为重要支点，串联起包括白马寺、偃

师商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等在内的

全域文旅体系。

“以文促旅、以文兴业，目前，集合夜

食、夜购、夜游、夜娱、夜赏等业态为一体的

‘夏都不夜城’文旅综合体项目正在加紧建

设中，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旅游消费潜能，

拉动当地经济增长。”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

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任丽娟说。

“针对海外的青少年群体，我们也在积

极开发研学产品和互动交流活动。”王游美

说，希望以夏都二里头作为切入点，让更多

海外人士了解河南、了解中国，了解真实立

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亘古的风再次吹过二里头村。如今，

二里头村民无不以“夏都”为豪。来自远方

的参观者络绎不绝，热切地触摸“最早中

国”仍在跃动的文明脉搏。

新华社郑州4月25日电

寻“夏”中原 探索“最早中国”
新华社记者 桂娟史林静 袁月明

工作人员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作业

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本栏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游客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参观河南叶县余庄遗址出土的陶礼器组合

本报讯（记者 李居正）为进一步推进全民阅读与公共服
务深度融合，提升公众对城市发展蓝图的认知度与参与度，4
月 24日，“知规划·爱家园·共未来——郑州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年）主题展启动仪式暨《规划》成果捐赠仪
式”在郑州图书馆举行。

记者从郑州图书馆了解到，本次活动由郑州图书馆、郑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举办，涵盖国土空间规划展览、规划
成果捐赠、专家代表讲解等环节，依托图书馆的文化传播平台
和公共教育功能，让专业的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以通俗易懂、图
文并茂的方式，走入市民日常生活。主题展以“一图读懂《规
划》”宣传图册为切入，展示《规划》成果主要内容和国土空间
规划相关知识，引导公众认识“多规合一”背景下的城市结构
优化与生态优先理念。

据了解，2025 年 1 月 2 日《郑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获国务院正式批复，成为自“多规合一”改
革以来，郑州首部全域全要素、统筹发展与保护的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为城市未来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图书馆作为市民获
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将持续发挥桥梁作用，推动公共政策与文
化服务的协同共建。

未来，郑州图书馆还将围绕“书香郑州”建设与城市主题
教育，探索更多与政府、社会机构共建共享的服务模式，不断
拓展“图书馆+”的公共文化空间功能，为郑州市高质量发展
注入人文力量。

一个展览
读懂“十年后的郑州”

本报讯（记者 秦华）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
值，促进戏剧事业高质量发展，由河南省文联主办，河南省戏
剧家协会等单位承办的 2025（第十一届）黄河戏剧节拟于 8
月在驻马店举行，即日起开始征集参演剧目。

黄河戏剧节作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平台，
现已成为立足河南、辐射黄河流域、影响全国的戏剧品牌。
本届戏剧节以“推出新人新作、培育名家精品、加强区域交
流、促进戏剧发展”为宗旨，聚焦推出更多具有思想深度、精
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新时代戏剧精品，培育德艺双
馨、专业精湛、梯队合理的戏剧生力军，集中展示近年来戏剧
创作和人才培养取得的优秀成果，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河南
戏剧力量。

参演作品包括戏曲、话剧、歌剧、儿童剧、音乐剧、舞剧、
木偶剧、杂技剧等不同戏剧门类的大型舞台艺术作品。推荐
剧目要求：着力表现真善美、传递正能量，深受观众喜爱、演
出场次多的剧目优先，鼓励精品剧目持续打造。参演剧目不
限制创作时间，近年新创作剧目和早年创作、不断完善提高
的剧目（包含复排传统剧目、日常演出多的老剧目等）均可推
荐。鼓励参演剧目在充分尊重戏剧本体基础上的创新创造，
充分展现中华美学精神的现代表达。

作品报送截止至 6月 20日，具体参与详情可查看“河南
省戏剧家协会”微信公众号。

报名结束后，由河南省戏剧家协会组织专家预选，优选
出高质量的戏剧作品进行现场集中展演。

2025（第十一届）黄河
戏剧节剧目征集开启

本报讯（记者 陈凯）2025年，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工作将
着力做好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
意见》、积极备战第五届全国老健会、着力抓好品牌赛事活
动、注重抓好推广普及工作、加快推进体育场地建设、强化组
织建设、加强宣传工作等八项重点工作，助推全省老年人体
育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是记者从 4月 25日于郑州市召开的
2025年河南省老年体育工作会议上获得的消息。

老年人体育工作是老龄事业和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推动全民健身、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及乡村振兴国
家战略的坚实助力，事关民生福祉和社会和谐稳定。当前
我省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体育健身需求不断高
涨，体育健身越来越多地融入民生、文化、经济、社会各领
域，多元功能进一步凸显。2025 年全省老年人体育工作聚
焦“四高四争先”，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强化问题导
向、结果导向，采取更具针对性的举措，破解制约工作中
的问题矛盾，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提高老年人幸
福指数。

据了解，我省首次将增加免费或低收费体育场馆供给
纳入2025年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明确全年建设不少于150
个满足全龄段人群需求的多功能运动场，推动 129个公共体
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为居民提供体质监测和科
学健身指导服务不少于25万人次。

各地老体协将借助政策优势，优化场地设施保障，推进
基本建设生活化。同时，注重推动老年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与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园、多功能运动场等有效衔接，实现
共同谋划、建设和管护，补齐提升城市社区、农村乡镇场地设
施短板。在场地建设时，要科学选择建设位置、内容和规模，
把老年人体育场地设施建在群众身边，积极打造“10分钟”健
身圈”，并推动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及老年人开放，多渠
道提供就近就便、类型多样的场地设施。

多措并举助推老年人
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通讯员 薛明瑞）4月 24日，历时 5
天的 2025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传统项目赛区）在海南省
儋州市落下帷幕，河南队在本次比赛中表现出色，共夺得3枚
金牌、1枚铜牌。

河南省武术套路队共派出26名运动员参赛，其中由塔沟
武校输送的王彦霖、梁晃臣分别获得男子少林拳和女子翻子
拳冠军，李玉珠则获得女子陈式太极拳冠军，在女子劈挂拳比
赛中，杨凯歌为河南队再添1枚铜牌。

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等单
位共同主办的本届赛事，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行业体
协、计划单列市以及体育院校的49支代表队 724名运动员参
赛，比赛项目涵盖了形意拳、通臂拳、少林拳、太极拳、双剑、南
剑、醉剑、南棍、朴刀、绳镖、双鞭等数十个传统项目。

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收官

河南队强势摘3金

本报讯（记者 郭韬略 刘超峰）4月 25日晚，
在 2025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九轮比赛中，
河南酒祖杜康最终客场0∶1不敌北京国安，成就
了对手连续八场不败的纪录。而这个最小分差
的失利和能始终保持改写比分悬念的过程，于
仍处于质疑声中的主教练南基一而言，也算是
交出了一份“说得过去”的答卷。

本场比赛河南队阵容上进行了微调，5外援
继续首发，在右边卫位置上用郑达伦替换了叶
力江，黄锐烽从盯人中卫回到了后腰位置，周缘
德重回首发阵容和两名巴西外援组成三中卫。
人员的更替都是正常的对位轮换，而主导思想
则是坚决的防守反击——在前场利用3名外援，
尤其是阿奇姆彭的速度来打反击。

北京国安中场核心达万和后防中坚斯帕伊
奇两位外援原本就因伤无法出场，而顶替斯帕
伊奇的吴少聪在已经进入首发名单的情况下在
赛前却突发意外，主教练塞蒂恩不得不临时启

用“第三顺位”的柏杨。再加上曹永竞、李磊国
内球员主力因为红牌或伤病停赛，国安仍只能
排出一个“残阵”。

河南队坚决打反击的思路曾在第25分钟时
收到奇效，但可惜阿奇姆彭的单刀射门偏出，由
此也错过了本场比赛最好的得分机会。而在浪
费掉这个机会之后仅仅3分钟，河南队即受到了
惩罚，北京国安同样是利用一次反击，方昊在禁
区内晃过河南队防守队员兜射远角得手，为主
队打进制胜球。

下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但也都没有创造出
太多机会。终场前，替补登场的国安球员张稀
哲踩踏何超被红牌罚下，一度让北京球迷担心
再在最后时刻守不住，但短短4分钟以多打少的
时间，河南队也没能取得进球。

紧接着在五一期间的两个主场：与武汉三
镇和天津津门虎的比赛，对于仍没有走出信任
危机的南基一来说，场场都是“生死战”。

一球小负国安 河南队败走京城

北京国安队球员王刚（右）在比赛中防守河南俱乐部酒祖杜康队球员阿奇
姆彭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