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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吴越文明大致位于江淮中下
游地带，针对我国史学著作 《史记》 一书世
家的开篇为什么选择吴地，学界一般解释为
吴太伯的礼让精神。本文认为司马迁选择这
一文明作为开篇，更重要的是吴太伯的远
走，间接促成了华夏地域的开拓，以及黄河
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交流与融合，拉开了江河
文明持续融合的历史大幕。而经由春秋吴越
的吴钩和青瓷编钟两件器物，探究打破文明
交汇过程中的运河开凿技术以及客卿势力崛
起，这两点共同深化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
交汇传统，在这一层面上，春秋时期的吴越
文明尤其具有历史的里程碑意义。吴越两国
的霸业虽然昙花一现，但他们对于华夏文明
的融合却影响深远。

《史记》与流域融合传统

《史记》又名《太史公记》，由西汉史学家
司马迁撰写。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
行文结构也能看出太史公的深思熟虑，然而

《史记》记录诸侯勋贵的世家篇，却是从吴国
开始。在诸侯国里，吴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与齐
国、鲁国、燕国相差较大，是一个非常边缘的
存在。按常理来说，“世家”的第一篇应具有
较高的历史地位，而司马迁为什么要从《吴太
伯世家》开始写起？

明代李光缙的《史记评林》以及清代梁玉
绳的《史记集评》都把焦点放在道德上，关注
吴太伯的礼让，把国家权力让给弟弟。但其中
更重要的是吴太伯的开拓精神，他和弟弟离开
了发达的黄河流域，奔赴吴地，促进了黄河和
长江流域的跨地域交流和融合。在那个时代，
黄河流域远比长江流域发达。

不难看出，吴太伯兄弟的远走，不只是

“禅让”这么简单。他们把黄河流域的文化、
生产经验也一并带到了南方，促成了长江流域
与黄河流域两大文明的交融。

吴钩与人工运河技术

史料记载，吴人尚武。吴国工匠擅铸剑，
其青铜剑以工艺精湛，品质优良闻名于诸侯，
著名的干将莫邪、鱼肠、湛卢都出自吴国。随
着吴王阖闾的继位，吴国转而勒令工匠制造形
制怪异的吴钩。唐代诗人李贺云：“男儿何不
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吴钩这样形制的
兵器的诞生，绝非偶然。

吴国位于今天的江浙一带，往东是大海，往
南是更荒凉的地区，谋求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条
北上，一条往西。如果当时往西就会和长江中游
的强国楚国相遇，而此时吴国没有实力同荆楚
角力；如果北上谋求发展就必须先经过淮河，但
长江与淮河之间，没有天然水道。

在司马迁的笔下，吴王阖闾借助人工运河，
实现了“通渠三江五湖”，而后继任者吴王夫
差，完成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的联通。为
了让吴国顺利进入黄河流域，夫差做了一件
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启动了著名的邗
沟运河工程。邗沟运河的开通，是中国目前
史料记载较早的战略级运河工程。通过邗沟
运河，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被连成一体。为
了能进一步在黄河和淮河之间运送物资，夫
差还在黄河和淮河之间增加了新的运河。致
使 黄 河 、淮 河 、长 江 三 大 水 系 实 现 了 密 切
联通。

为了适应水战，吴国工匠研发了阻力较小
且方便携带的弯刀——吴钩，这种武器除了适
配舰船水战，还在山岳连绵的南方作为采集和
砍伐通路的工具。

青瓷与客卿势力崛起

在江浙一带的鸿山遗址考古工作中，曾出土
大量青瓷编钟，为什么吴越人会使用青瓷铸造原
本由青铜铸造的礼器？它代表的是流域融合带来
的另一个社会层面变革——客卿的崛起。客卿
是不被原有的地域概念束缚的自由人士，他们
不断周游列国，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春秋吴越战争的发起与客卿有着莫大关
系。在此之前，很少能在史料中见到有大规模
的人才流动现象，更不用说外来人才能够在战
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却
能看到大量客卿的身影。而在此之前的数百年
里，很少有人主动去外地谋发展。究其原因，
就是对分封体制之中的人士来说，离开故土意
味着他们抛弃了自己原有的地位和生活，一切
从头开始。伴随着分封体系的逐渐崩溃，越来
越多中原地带的贵族被甩出分封体系之外，不
断为客卿群体注入新生力量。

远在边陲的吴越需要制作大量的礼器，证
明自己的仪轨遵从中原地带的正统吸引客卿的
进入。当时吴越地区的青铜矿储量并不充沛，
于是工匠利用黏土烧制这些礼器，但陶器脆性
大，十分易碎，根本没有办法和追求永恒的青
铜器相媲美，最终工匠们舍弃了传统的陶土转
而使用硬度更高，质地更加细密的高岭土。高
岭土其实是一种石头，但是质地较为松软，工匠将
它们研磨成粉末，再使用之前制造陶器的方法
进行烧制。至此，瓷器在越地问世。

吴越通过运河工程，联通长江、淮河与黄
河，在“硬件”上打通了流域文化的壁垒；客卿的
崛起，则提供了“软件”层面的支持。两个维度推
动了国家流域间的沟通和交流，为中华民族后
世天下一家的观念提供了基础。

作为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地和华夏文明的重
要发祥地，河南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占居核
心地位，充分彰显其在深化中华文明研究和传
承弘扬中华文明中的责任与担当。总的来说，这
就需要探源溯流，持续推进考古事业；培根铸
魂，做好研究阐释工作；守正创新，在活化利用
上下功夫。

以持续推进考古发掘为重点，
夯实河南的核心地位

中华文明探源以考古发掘为基本支撑，河
南是重点研究区域之一。自2002年始，河南先后
有灵宝西坡、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
头、荥阳大师姑、禹州瓦店、郑州西山遗址、巩义
花地嘴遗址、邓州八里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
等重要考古遗址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一
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实证了不断裂的中华文明
史，承载着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
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

继续聚焦夏文化考古研究，以偃师二里头
遗址为重点，继续做好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登
封王城岗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同时以历史
文献记载为线索，加强对济源原城遗址、巩义稍
柴遗址等夏文化核心区遗址的考古探查工作，
在必要时进行适当的科学考古发掘；另外，还要
关注和进行河南境内，如豫东、豫南、豫西北及
其周边地区夏文化探索薄弱区域的考古调查等
工作，以探索和实证夏代广域王权的势力范围
及“禹征三苗”“后羿代夏”等古文献记载中的关
键问题。

进一步提升考古事业的现代化水平，在发
掘中实现多学科共同参与，开展和实现人与生
态环境、植物和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古DNA
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等的考古发掘和同步研
究工作，对文明化进程、生态环境、生业形态、社
会分化、文化融合等方面提供材料支撑。在回答
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
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中作
出河南贡献、发出河南声音、彰显河南特色。

此外，还要着重深化对栾川人、灵井人和仙
人洞原始人化石等古人类进化史，李家沟遗址、
裴李岗遗址、舞阳贾湖遗址等农业起源及发展
史，濮阳西水坡遗址、南阳黄山遗址、三门峡仰
韶遗址等文明发展史的相关遗址的考古发掘及
研究，通过实验考古、环境与资源调查、石器制
作技术实验等技术，全面展示河南在中华文明
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以大力加强研究阐释为重点，
凸显中华文明中的河南元素

从宏观上讲，加强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阐
释就是要阐释其蕴含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和
世界价值，努力实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与公共文
化服务相结合，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
召力。

建设和推出一批标志性文化工程。建设具
有中原特色的博物馆群，建设河南考古博物馆，
因地制宜建设地市考古博物馆，提升重要遗址
博物馆的布展水平；建设和谋划考古遗址公园，
重点展示考古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影
响；与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相衔接，重点是与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相衔接，谋划一批文化工程；推出
系列具有影响力的重大研究成果，建立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重大课题中的独特作用。

提升一批考古研究中心。以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和郑州、洛阳等地市的文物考古研究
院（所）为中心，依托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
高校的考古学专业，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整
合力量，从考古现场信息提取到实验室检测分
析再到综合研究、数据库建设、资料与信息交
流共享，均采取联合攻关的形式，深度参与文
明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化的精髓、中西文
化交流以及考古遗存与社会组织形态、族属族
群的对应，考古学文化与国家文明理论的建构
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提升全省的考古研究水平
与能力，多维度、全方位展现河南的厚重文化
底蕴。

构建良好的研究阐释生态。从中华文明中
汲取现代化河南建设的深沉力量，为实现“两
个确保”贡献文化力量；各级部门要重视文
物、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考古发掘工作，为历
史和考古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
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
价体系，鼓励长期的潜心研究；与兴文化工程
相结合，设置专业课题，鼓励全社会揭榜挂帅
式研究；加强考古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一批创
新型、复合型研究人才，储备人才队伍，多出
研究成果。

着力缩短研究阐释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从
学理上解决与大众间的沟通问题，以公共考古
及公共阐释、公众史学等理论为依托，实现其公
共价值；在具体行动上消弭与大众间的距离，加
强考古专业人士与公众间的沟通与交流；在利
益机制上推动与大众间的结合，以经济效益为
带动，兼顾社会效益，加速历史文明普及、提升
大众文化素养，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

以全面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为重点，
提升河南的活化利用水平

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是河南省提出的具有全
局性的战略，是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
和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
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
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的重要

手段和载体，还需制定和出台关于文物活起来
的相关指导和实施意见，依托专业的考古和文
旅机构，适时成立河南考古旅游研究院（中心）。

打造一批考古旅游示范基地。在河南省范
围内分批次遴选一批文化特色鲜明、文旅融合
势头强劲、考古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域建设考古
旅游示范基地，以二里头、殷墟、庙底沟、大河村
为引领，分层级、分阶段公布名单并给予相应支
持，最终构建完善的“放射状+网格化+板块式”
的区域联动格局。考古旅游示范基地要抓住重
点人群，尤其是青少年人群，把考古研学基地建
设作为重点工作，建设国际考古研学中心，筹办
国际考古旅游大会并发起成立国际考古研学旅
行联盟。

瞄准文旅文创的融合点。把考古旅游作为
文旅融合的有力支撑，就要在资源、空间、要素、
功能、主体、战略六个维度实现融合，大致来说
就是要实现：旅游资源有效整合，注重与自然风
光的有机结合，建立资源统筹机制以及动态资
源数据库；空间地域大视野谋划，兼顾国内国
际、乡村城镇，同时建立文化特区；旅游要素集
聚且有特色，根据资源风格，注重主题游和文旅
综合体建设；功能多元独特，拓展在教育、研学、
娱乐等方面的功能，但必须牢记核心功能；主体
做大做强，新建专业旅游团体，改革或重组现有
相关机构，打造专业领域的劲旅；战略相互支
撑，与乡村振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战略相结
合，寻求战略间的相通点。

推动文旅文创的迭代升级。首先是文物游
向文化游升级，在考古遗址核心区，尤其是考古
遗址公园、具备开放条件的考古现场开辟公共
考古体验场所，大力推进科技赋能，展示和体验
考古发掘过程以及文物修复等环节，把文创贯
穿于旅游全过程，提升游客的文化体验程度，发
展沉浸式旅游，同时注重发展全域旅游，统筹红
色文化资源、非遗等特色文化；其次是单线游向
多元游转型，以文化体验为主，同时兼及生态
游、山水游、民俗游、科技游等要素，制定科学合
理且有吸引力的旅游线路，弥补传统考古旅游
线路单一、内容枯燥的短板；最后是传统旅游模
式向菜单式模式转变，推出旅游菜单，在内容、
线路、时长及其他服务等方面采取订单式服务，
提升以郑汴洛为核心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吸
引力，以此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

20 年前，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IC⁃
CIH）于俄罗斯下塔吉尔通过在工业遗产保
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下塔吉尔宪章》，
明确了工业遗产的定义、价值、保护利用路径
等概念，工业遗产作为新品类文化遗产自此
逐渐成为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业界实践探
索的亮点、公众广泛关注的焦点。

甘肃近代工业的星星之火早在晚清洋务
运动和清末新政时期即已点燃，兰州制造局、
甘肃机器织呢局、兰州黄河铁桥等工业文明
结晶曾是甘肃的“硬核名片”。抗战时期，战时
经济带动了甘肃工业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甘
肃成为工业重镇，兰州被确定为“一五”时期
重点建设的12个工业中心城市之一；随着兰
州、天水、白银、金昌、嘉峪关等一批工业城市
的崛起与兴衰，在陇原大地上留下了众多底
蕴深厚、价值突出的工业遗产。《下塔吉尔宪
章》公布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甘肃在工业
遗产保护特别是陈列展示方面，走出了一条
历史再现之路。

《下塔吉尔宪章》规定：“每一国家或地区
都需要鉴定、记录并保护那些需要为后代保
存的工业遗存。”甘肃将“规定动作”与“自选
动作”相结合，以全国文物普查为主，地方工
业遗产调查为补充，基本厘清了甘肃省工业
遗产家底。甘肃制造局旧址、孔繁锦造币厂旧
址、阿干煤矿、玉门油田老一井、窑街煤矿、兰
州水厂旧址、兰州佛慈制药厂、华亭煤矿第一
井、白银露天矿一采场、刘家峡水电站、国营
长风机器厂旧址、金川公司露天矿老坑、徽县
酒厂旧址、庆一井、引大入秦工程等工业遗产
入选甘肃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第
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银光化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国营 805厂）、白银国家矿山精神
纪念馆、玉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等国有文物
收藏单位的近两百件工业文物被调查登记为
国有可移动文物。兰州市实施了全市工业遗
产调查，成果汇编为《兰州工业遗产图录》，收
录30余处保存相对完好的代表性工业遗产，
涵盖煤矿、石化、冶金、军工、航空航天、机械
制造、印刷、制药、纺织、建材、地方特色手工
业等，并绘制了兰州工业遗产分布示意图，编
制了兰州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初步规划。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玉门油矿、中核 404厂、中核
504 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先后入选中国工
业遗产保护名录。

《下塔吉尔宪章》规定：“建立专门的工业
和技术博物馆，是保护和阐释工业遗产的重
要途径。”近年来，甘肃兴办了一批各具特色
的工业遗产博物馆，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了
强劲的工业文化动力。

重工业类工业遗产博物馆展现为新中国
工业化奠基造血故事。石油和钢铁是工业的
血液与食粮。玉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陈列展
览以铁人王进喜的成长历程为主线，以玉门
社会发展和玉门油田发展为辅线，以版画、照
片、实物生动诠释了首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铁人精神”。酒泉
钢铁公司展览馆、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铁山
精神展览馆，用工业遗产展示企业文化，用实
物和文献展现一代代酒钢建设者“明知酒钢
苦，偏扎酒钢根”的创业与奉献精神。铜、镍、
钴属于战略性金属。白银矿山纪念馆依托工
业文明基本陈列展和国家矿山公园矿业遗迹
景观，多视角凸显“功勋铜城、魅力白银”主
题。金川区镍都开拓者纪念馆集中展示了 20

世纪50年代以来，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齐
聚金川，为共和国镍钴工业基地建设战风沙、
斗严寒的动人事迹。

国防军工类工业遗产博物馆展现为共和
国铸盾的峥嵘岁月。“两弹一星”奠定了大国
地位、挺直了国人腰杆。甘肃是新中国重要的
核工业和航天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我
国第一个综合性导弹试验靶场，也是目前我
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历史展览馆位于发射中心10号场区，展出
实物 943件、文献 56份、视频 13部、图片 871
幅，生动诠释了首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伟大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
人航天精神”。中核四○四展览馆位于甘肃矿
区（国营 404厂）原职工俱乐部，展品包括图
片文字资料2300余份、实物120多件、模型11
个，全面反映了国内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
核科研生产基地创建发展历程，记录了老一
辈核工业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的光荣事迹。

三线建设类工业遗产博物馆展现地方工
业化壮阔图景。自 1965年始，波澜壮阔的三
线建设全面铺开。甘肃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
之一，相关工业遗产成为地方工业化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时代印记。天水市积极探索将

“工业锈带”打造为“生活秀带”，依托天水
长城控制电器厂、国营岷山机械厂等三线企
业旧址，兴建天水工业博物馆、岷山军工博
物馆，特别是天水工业博物馆综合运用工业
遗产原状保护、工业文物实体展示、工业科
技互动体验等形式，浓缩天水百年工业发展
史。位于关山深处的华亭三线建设博物馆，依
托原5203厂、5204厂总指挥部遗址等军工文
化遗产，以500余件图文、实物、影像展示“五
二工程”筹建、发展、转型、搬迁历史，为公众
认知三线建设对于甘肃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
提供了窗口。

地方建设类工业遗产博物馆展现甘肃精
神和陇人品格。新中国成立后，甘肃人民在党
的领导下，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用双手建设
幸福美好家园。引大入秦工程是我国目前规
模最大的跨双流域调水自流灌溉工程，被誉
为“地下运河”“西北都江堰”；引大入秦工程
展览馆以全景沙盘、主题雕塑、图文展板、实
物档案、多媒体演播等手段，全面展现了工程
概况、建设历程和发展展望。甘肃公路博物馆
前身系酒泉公路总段“十工陈列馆”，是全国
首个公路专题博物馆，藏品 5000 余件，馆藏
文物中的“镇馆之宝”是 1971 年周恩来总理
赠送给酒泉公路总段十工道班的东方红 75
型推土机，这件珍贵的工业文物承载着党和
国家领导人关心西北交通建设和基层劳动者
的红色史话。

上述仅是甘肃工业遗产历史再现工程中
的代表性项目，还有不少注重企业文化保护
传承的单位在厂史、矿史实物与文献征集展
示方面同样富有成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推进新型工业化。甘肃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
出：“工业是甘肃实体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是富民兴陇最为关键的产业支撑。”深化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特别是工业遗产博物馆建
设发展，对于增强公众的工业强国、工业强省
意识具有不可替代、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甘肃工业遗产的历史再
现之路前景可期。

甘肃工业遗产的
历史再现之路

史勇 刘木子

从春秋吴越看江河流域融合之历史
卓子舜 汪芳

二里头乳钉纹铜爵

周恩来总理赠送给酒泉十工道班的东方红75型推土机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展出的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深化中华文明探源中彰显河南担当
师永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