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统梳理大地文明起源遗产的力作
——读《塑造中国：东亚大陆腹地早期聚落组织与空间架构》

■孟宪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在大地上作画，这就是文明”！我曾在回顾大力抢救良渚遗址群的

文章中这样有感而发，读王鲁民教授的新作《塑造中国》更有同感。这部

学术著作十分严谨，却文采飞扬、亲切可人，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河、关心

中国和人类文明探源者，都值得去品味。有关专业工作者更可从中看到

“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的途径。

《塑造中国》的第一章“绪说”，明示自成系统的分类方法。书中指出

西周“何尊”上的“中国”：“中”意为“中央”，“国”意为“地域”，而“认定洛

阳盆地为大地的中央，当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空间认知。”书中认为因

文献匮乏，要想了解上古相应地区人类活动的空间格局，就得更积极地

依靠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即通过对考古遗址的空间覆盖范围、关键者分

布格局，以及呈现的组织特征，窥探何以洛阳盆地及周边地区被视为“中

国”及不同时期“中国”的存在状态。

开展上古“中国”塑造讨论，基础之一是对具体地理形势的理解。胡

焕庸线以东的东亚大陆腹地，除了黄河、长江、欧亚大草原和东亚大平原

诸突出地理要素外，作者特别提请注意的，是那些南北向的长程河流及

相关地域，这些地区拥有更为多样的动植物生存环境，促使有关族群更

多地迁徙、互动，在大型族群甚至大型权力的生成上有特殊意义。把自

然、地理条件不仅作为提供个体生存资源的条件，并且视为人群互动与

空间控制的预置背景，为书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设围基址（遗址）”是作者提出的重要概念。已知的上万处遗址中，

设围遗址不过三四百处，表明了其特殊性。上古工程能力有限，挖掘壕

沟一开始就是非同寻常的做法，超越了空间界分价值，是有关地段特别

重要的标志。作者指出，不同的圈围格局意味着不同的祭祀等级。由设

围遗址的坐落看，它们往往在一些地点（高等级的“神明之隩”）持续、反

复、成群地出现。由“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说起，作者解析了《史

记·封禅书》所云“神明之隩”。除长程河流出山口外，长程河流源头地，

长程河流的交汇处、入山口处，与山体相夹，河道剧烈转折处，两条河源

头或河道接近处，山体和大海相夹处，也是设围基址选择的“神明之

隩”。设围基址等级序列的存在，意味不同“神明之隩”占据者实力有差

异。设围基址群的出现，就占据者实力来说，意味有形成支配更大范围

权力的自然条件。在车、马未用的远古，诸多高等级“神明之隩”中，具体

的自然条件决定了郑洛一线的地位最高。东周以前的诸多时期，最高等

级的设围基址只在这一线出现，可以作为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定

“中国”为东亚大陆腹地最神圣地点的证据。

遗址间的社会-政治关系判定，是探究相应时期社会组织、政治架

构、社会发展阶段的基础，也是考古学的基础问题之一，以上的讨论，为

该书的发展提供了必须的条件。

依托考古材料分析，能够得到一定水平的对古人空间认知的了解，

但要想获得塑造“中国”历程及上古空间架构的相对完整和真切的知识，

离不开对传世文献的适当利用。作者指出，《今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提

供了自黄帝起的连续性极强的历史记述，特别是《今本竹书纪年》对大禹

以后历史过程和事件的记述更详细，只要与考古材料进行相对系统的比

照，就可以看到相应记述与考古材料显示的空间态势、逻辑完全一致。

因而更多地利用前者是该书特点之一。不仅如此，由于一系列“神话叙

述”与考古现象的耦合，“中国”塑造的历程可以推至更为遥远的过去。

距今约1.3万年，后套木嘎遗址（吉林省大安市）一期遗存，出现了东

亚大陆腹地现知最早的示以神圣的壕沟。距今约8000年，燕山以北地

区呈现5个设围基址并存的局面，成为东亚大陆腹地政治、文化发展最

活跃的地方。经历了仰韶文化初、早期，公元前3900年前后，函谷关至

郑州一线出现10个设围遗址构成的设围基址群，以其他地区设围基址

大幅减少或消失为背景，突显了强势地位。公元前3200年前后，由关中

到郑州沿黄河布局的庞大设围基址系统，揭示了东亚大陆腹地最重要的

“神明之隩”的空间控制价值，使一个实体性的“中国”得到完整呈现。而

双槐树、青台设围基址安排北斗图案，还将“中国”与幽远的北方亦即东

亚大陆腹地最早的设围基址后套木嘎遗址联系了起来。

以上述连续的设围基址系统变迁为基础，作者提出了华夏文明发源

于欧亚大草原与辽河流域交会地区的看法，使现有考古资料得以系统性

地“历史化”。

要读懂这本书，理解其重要性，提出批评，最好也去看看学界前辈的

著述。以下仅是他们给我启发的凤毛麟角。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中国考古学一代宗师苏秉琦先生的辞世之

作，因既“能反映考古学的一个新时代”，又能“雅俗共赏”，已一版再版。

我国最高领导人1999年对外讲演开始采用“五千多年”文明提法，较前

多了一个“多”字，依据的是考古成果，大概主要是苏公这部书。拙文《跨

越重点 引领未来——试论文明探源工程》还提及：“人类社会文明，包括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国家就属于制度文明。礼仪性建筑是

制度文明的实证，也是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没想到，现在《塑造

中国》以上万考古成果及传世文献为基础，系统梳理出上古社会-政治

空间转换的源流及背后故事。苏先生的不少预见可在《塑造中国》找到

印证，如他所说兴隆洼、查海遗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氏族向国家进

化的转折点，所以文明起步超过万年”，后套木嘎的设壕基址就确超万年

不少呢！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最后篇章“双接轨”中，苏公写道：“所

以面对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界以及国与国、人与人关系这一难题，西方

人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出路。21世纪的中国学将要成为世界学。”从

“神明之隩”到“设围基址”的“中国”塑造，正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

生动写照。拙文《中国现代考古百年之始与开拓名胜先导的生态文明考

古学》提议，文明探源应将生态演化作为重点，“国家起源研究最终目的，

实为世界大同。各国共同善待自然才有未来”。

《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是郑振铎先生1929年发表的，该文概括了

考古发掘的“重要性”：第一，将失去的古代重现；第二，使我们直接与史

迹面对面相见，不必依靠传述失真的记载；第三，证明古代著作、神话、传

说，向来以为虚无缥缈不值一顾者，实未尝无真实成分在内，有时可知其

构成原因。这应是郑先生对当时疑古、信古之争的解答。在某种程度

上，《塑造中国》可以视为对郑先生说法的响应，从海量的考古发掘成果

出发，解析传世文献，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跃在了祖国大地。对于郑先生

的提问：究竟如何去“做有系统、有意义、有方法的工作”？《塑造中国》的

讨论也可以作某种参考。郑先生说：“我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

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

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

乡教育的力证。”这段话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只有尊重、保护和学习大

地遗产，才能在创新的同时获得一地一国乃至世界的全体人民和代际的

凝聚力，而创新力与凝聚力共同构成的生命活力，正是人类发展的根本

力量！所以《塑造中国》对大地遗产的梳理，意义重大。

拙文《大遗址承传：美丽城镇的文化复兴》提到：“从众多城址出发，既

然李济可以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那么今人探索中国城镇化、生态

文明建设等新问题，绝非难不可及。”研究中国形成，也当如此。在我看

来，《塑造中国》的写作表明，相对系统的城址考古成果和前辈学者奠定的

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让我们可以更好地面对中国形成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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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露

从《绿光芒》到《黄麦地》再到《蓝鸟》，作家梅子涵用

丰富的色彩构建了一个五彩斑斓的艺术世界。绿色，代

表希望和新生，春天的那一抹绿色，宣告寒冬的离去，生

命的轮回，一切都是那么富有朝

气。绿色不那么热烈和咄咄逼人，

绿色的光芒带给人的是清凉和舒适

之感，正如《绿光芒》这本书写的是

日常生活中像绿叶一样平凡人的小

事，却能在读者生命的长河中泛起

点点涟漪，感受到人性的光芒。拿

起《黄麦地》，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油

画，蓝天如洗，麦地金黄，人们赶着

马车走在田埂上，不疾不徐。这是

努力之后的淡定和从容。梅子涵

说：“文学创作也是栽种，一粒小种

子，长出金黄，照样遍地人间。”他在自己的黄麦地上辛勤

耕耘，把寻常的故事烤得金黄，用它特有的香气感染着你

我，让我们不禁为平凡努力的人生而骄傲动情。

《蓝鸟》是梅子涵的小说精品集，收录了作家18篇

作品，时间跨度40年，从满头青丝写到白发胜雪，作家

真诚如初，童心依旧，就像封面上的那只蓝鸟，一直保持

着飞翔的姿态，始终如新且有力量。蓝色，是清新宁静

的颜色，正如这部作品的基调，是澄澈诗意温暖的。作

者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比如关注特殊儿童，给同学

送录取通知书，骗儿子找到了饭票……塑造了外表不起

眼的马老师、笨拙心善的老牛、善解人意的妈妈、可爱早

逝的妹妹……这些人物形象，展现了师生情、友情、亲情

的可贵和美好。在作家笔下，爱，赋予平凡的生命强大

的精神能量。蓝色又是神秘而梦幻的，蓝鸟象征着神秘

的不可琢磨的梦想。在《蓝鸟》这篇小说中，作家塑造了

一个立誓从窝囊、窒息的气氛中冲出来，要考取别人想

都不敢想的学校——植树王的少年形象。没有只言片

语的外貌描写，全篇都是少年的内心独白，读者却可以

从这一堆呓语中拼接出一个情绪激动的，带一些偏执

的，对梦想执着坚定的少年形象，非

常鲜活。是做床底下的风筝——躲

在阴暗的角落里，接受既定的命运

安排——循规蹈矩，考汤山中学

——毕业再考汤山林校——或者读

个中专，读出来是个干部待遇；还是

做一只飞翔在天上的蓝鸟——去最

好的中学植树王——体验不一样的

人生。《蓝鸟》中的那个少年做出了

自己坚定的选择，他奔跑在绿色的

山岗，一只脱线的风筝，一只展翅飞

翔的蓝鸟，寓意着少年不被定义的

人生。蓝色，也是一种博大的颜色，天空、大海、我们赖

以生存的星球都是蓝色的。它代表着永恒。关注儿童

命运，呵护儿童；回到童年，以儿童的视角抒写童年，是

梅子涵永恒的艺术追求。《小渡》细腻地表现了一个男孩

敏感倔强的内心世界，在这个人物身上，作家投射了自

己最大的善意和温暖。《侦察鬼》《游击队》等作品融入了

作家童年的记忆，表现了儿童稚趣的内心，让我们似曾

相识，又仿佛离我们甚远。这种艺术的真实带给读者更

加强烈的审美感受——回不去的童年永远是心底最温

暖美好的存在。

40年漫漫写作路，梅子涵一步一步往前走，一个字

叠加一个字，慢慢地一个故事写出来了，影响着他自己，

也感动着其他人。平凡的人和事，因为这些文字而流光

溢彩，有了飞翔的姿态，也有了坚韧的力量。

生命啊，你是一只飞翔的蓝鸟
关键词 人物塑造 内心独白 儿童视角

○刘 琳

戏台，是戏曲演出的主要场所，也称舞楼、乐楼、戏

楼、舞厅、乐厅、舞台等。古戏台作为实物载体，见证了我

国戏曲孕育产生、发展壮大和走向辉煌的全过程，推动和

延续着千百年来的戏曲文化。它是中国古代人们娱神的

重要场所，是广大群众主要的娱乐性建筑，同时也是古代

戏曲发展的重要见证。中州古籍出版社近期出版的由刘

明阁、杨运秀所著的《河南明清古戏台调查研究》一书，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记述了

河南明清时期不同形制的古戏台，而且论述了这些古戏

台与当地、当时流行戏曲剧种的依存关系，分析了古戏楼

上戏曲楹联的社会功能，发掘了河南明清时期古戏台的

文化内涵，对于我们认识、了解河南戏曲演出场所的变

迁、河南戏曲发展的历史及其特点、

戏曲建筑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书

的创新之处在于对神庙戏台、宗祠戏

台、会馆戏台演戏的原因及社会功能

进行分析，根据现存戏曲碑刻的记

载，进行分类，逐项分析，为研究明清

时期河南社会经济发展、地方戏曲的

流变、剧场发展、建筑艺术等提供真

实可信的材料支撑。

承前启后，聚焦河南现存明清

古戏台。古戏台研究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逐渐进入学界视野。戏

曲史家周贻白先生的专著《中国剧

场史》是我国最早涉及剧场形制及其历史演变的论

著。之后陆续有其他专著问世，如《戏曲文物丛考》《中

国古代剧场史》《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等。研究性的

文章有《河南清代戏场建筑研究》《河南典型古戏楼建

筑遗存现状调查及研究》等。这些专著和文章在该书

的第一章“明清古戏台研究综述”中有详细介绍。在汉

代，艺术的表演形式是百戏，对于表演场地没有特别的

要求。从唐代开始，出现了用来表演歌舞音乐的场所，

如歌场、戏场。宋代，戏曲逐渐走向成熟时期，出现了

瓦舍勾栏，这是专供杂剧、南戏的演出场所。随着戏曲

表演技术的多元化，演出场所也出现了多样化，明清古

戏台展示了河南戏曲艺术的辉煌。自雍正年间起，河

南戏台建筑的建设开始进入高潮。而其形制也较之前

有继承有发展。以上这些在书中第二章“戏台发展历

史”和第三章“明清戏台的建筑形式”中有详细的介绍，

既有总结，又有启发，可谓承前启后，把研究聚焦在河

南现存明清古戏台。

根据功用，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四类戏台。古戏台

的建筑受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

等多个方面的影响，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戏曲艺

术、建筑艺术的宝贵遗存。按其功用，分为神庙戏台、宗

祠戏台、宫廷戏台、私宅府邸戏台、会馆戏台、村寨戏台

等。作者通过归纳分类，对河南明清时期的古戏台进行

梳理，主要从神庙戏台、宗祠戏台、会馆戏台、村寨戏台四

个方面对河南现存明清古戏台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研

究。如神庙戏台之郑州市城隍庙古戏楼、荥阳王村火神

庙古戏楼、新密城隍庙戏楼等；宗祠戏台之巩义市桥上村

崔氏祠堂戏楼、巩义市鲁庄镇姚氏家庙戏楼、洛宁县中方

村李家祠堂戏楼等；会馆戏台之洛阳山陕会馆戏楼、禹州

怀帮会馆戏楼、社旗山陕会馆戏楼等；村寨戏台之陕州区

柳沟戏楼、灵宝市大寨村戏楼、安阳殷都区都里镇东水村

官房戏楼等，均从戏台功能、民俗、建筑艺术等进行爬梳

剔抉，发现了河南明清时期戏曲不仅仅保留了祭祀酬愿

的巫术思维性质、娱乐游戏的审美功能特征，还具有帮助

宗教、社会组织、地缘组织内部或者相互之间完成文约的

订立、乡规的推行、商业的管控、风化

的扭转等社会管理功能。

戏曲楹联——戏曲文化传播的

重要载体。戏台上的戏曲楹联大多出

自文人雅士之手，或高雅，或通俗，或恢

趣，生动地反映了戏曲与人生的关系，

体现出戏曲的社会功能。作者将河南

明清古戏楼戏曲楹联的社会功能归结

为：富含人生哲理，启迪观众智慧；描绘

戏曲意境，展现舞台效果；大量引经据

典，弘扬传统文化；总结戏曲内容，劝说

世人向善；体现诙谐调侃，凸显对联艺

术；赞扬演员技艺，反映演员疾苦。6个

方面充分说明了河南明清古戏楼戏曲楹联的社会功用。戏

曲楹联从多角度多视阈展示了戏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

内涵，凝结着人们对楹联文化的情愫。既有现实生活的真实

写照，也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些舞台楹柱间经久不衰的

艺术珍品，无疑是楹联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河南是戏曲大省，历史悠久，遗产丰富。近些年，随

着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许多古戏台被遗弃，得不到应

有的维护而自然坍塌或被人为损坏。因此，调查、分析

和研究留存下来的这些古戏台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两位作者非常重视戏曲的学术研究。从2019年起，他们

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河南省古戏台的考察，在实地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此书。

面对当下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尤其是在增

强文化自信自强的感召下，如何对古戏台所蕴含的文化

内涵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变得非常必要和迫

切。古戏台研究涉及民族民间文化的许多方面，如历史

学、戏曲学、考古学、建筑学、社会学、民俗学等。通过文

献资料、文物资料等对现存河南典型古戏台展开综合性

实地考察及深入研究，作者努力探索一条合理利用及弘

扬发展的途径，使这一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得到合理有

效的保护和传承。

深入发掘河南明清古戏台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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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记者在北京汇林印

务有限公司采访时获悉，该公司以绝对优势入围北京

市出版物印刷企业绿色化发展奖励项目。

据了解，作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出

版物印刷服务首都核心功能重点保障企业”“人民教

育出版社印刷示范企业”“京津冀协同发展绿色印刷

优秀企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始终坚持走绿色

印刷、低碳环保的发展之路。

为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减少废物的产生与排放，

有效改善员工的劳动环境和操作条件，减少生产过程

对员工健康的影响，增加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

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公司先后投入1800

余万元，淘汰更换高耗能电机和设备、增加润版液集

中配比系统、更换油烟净化装置、改造车间的负压供

气系统、升级供气系统、加强员工技能和环保意识培

训、实施清洁生产等。以上措施的实施，产生了显著

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目前，公司单位

产品VOCs排放量比之前下降了71.06%，单位产品危

险废物产生量比之前下降了54.65%，单位产品电耗比

之前下降了29%，每年节约用电约294万千瓦时、减少

CO2排放1733吨。公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逐年

递增，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逐年提升。

采访中，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将以此次

入围北京市出版物印刷企业绿色化发展奖励项目为

契机，进一步加强企业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充分发挥

北京市出版物印刷服务首都核心功能重点保障企业

的示范引领作用，为北京市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穆宏志）

汇林印务入围北京出版物印企绿色发展奖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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