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3 年 3 月 21 日 综 合主编/张伟 责编/何文娟 校对/肖维波 美编/焦九菊
电话：（010）84078838-6137 本版邮箱：wenwubao@vip.sina.com

中华文明需要寻根探源。我们助力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开展中华文明探源主题宣推活动，推动探
寻中华民族的源与流，促进找回中华儿女的根与
魂。在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之际，致敬
考古先贤，礼赞中华文明，我们遴选推介中国百年百
大考古发现，进而举办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出
版《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图书，并且筹办中华文
明探源论坛，继续开展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主题
推介活动，努力通过深入挖掘阐释中国百年百大考
古发现，实证一百万年以上的中华民族史、一万年以
上的中华文化史、五千年以上的中华文明史，见证从
中华古国文明经由中华王国文明再到中华帝国文明
的演进脉络、从中华古朝文明经由中华王朝文明再
到中华皇朝文明的发展历程，力图回答我们是谁、我
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亘古追问。

中华文明需要展示传播。我们围绕中华文明主
题主线，开展中华文明大展主题宣推活动，探索组
建中华文明大展全国矩阵，完善中华文明联展体
系，并且筹办中华文明大展论坛，成立中华文明大
展联盟，实施中华文明大展工程，健全中华文明展
示传播体系，既需要坐而论道，又需要起而行之，
更需要言出必行，既需要搭建总体框架和基础平
台，又需要纵向贯通横向联动，也需要层层分解步
步为营。应当遴选推介中华文明百大常设展览，率
先组建中华文明大展核心方阵。聚焦东亚两河文
明，应当开展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主题宣推活动，
举办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探源论坛和大展论坛，尝
试成立长江文明大展联盟和黄河文明大展联盟，探
索实施长江文明大展工程和黄河文明大展工程，组
建长江文明联展矩阵和黄河文明联展矩阵，建立健
全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展览体系。相对于长江水作
农耕文明带和黄河旱作农耕文明带，长城一线不仅
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而且
是枢纽地带。长城原始文明带曾是中国古代农牧二
元文明带，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
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长城原始石城文明带曾与江岷
原始堆筑土城文明带、黄渭原始夯筑土城文明带一
起构成中华文明起源最为显著的三大原始文明带。
应当开展长城文明主题宣推活动，举办长城文明探
源论坛和大展论坛，尝试成立长城文明大展联盟，
探索实施长城文明大展工程，组建长城文明联展矩
阵，建立健全长城文明展览体系。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中华儿女
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留下了丰
盛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许多纳入世界遗产名
录的世界遗产地以及更多尚未甚至未必需要纳入世
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地仿佛一个个灿若星辰的中
华文明主题公园，早已成为蜚声中外、闻名世界的
旅游目的地。中国大长城作为亚欧大长城最长的宏
伟段落、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运河名录最长的人工
河道，还有北京故宫、敦煌石窟等众多中华文化地
标，即使放眼全球都是令人惊叹的世界奇迹。《汉
书·西域传》 曾称黄河为中国河。1963 年陕西省
宝鸡市贾村镇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铸有“余
其宅兹中或 （国），自之乂民”的铭文，堪称中国
尊，昭示至尊中国；1952 年湖南省长沙市伍家岭
出土的西汉鎏金铜镜铸有“中国大宁，子孙益昌”

的铭文，堪称中国镜，昭示维新中国；1995 年新
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织锦织有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篆文，堪称中国锦，昭示
锦绣中国；1969 年甘肃省武威市雷台遗址出土的
东汉时期青铜奔马 1983 年被选作中国旅游标志，
昭示奔驰中国；2001 年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出
土的商周时期太阳神鸟金饰 2005年被选作中国文
化遗产标志，昭示腾飞中国。一处处中华文化地标
仿佛一座座丰碑令人景仰，一件件中华文明标识仿
佛一颗颗珍珠璀璨夺目。文物是岁月的化石，历史
的物证，内含文化基因，蕴藏文明密码。让文物发
声，让历史说话，讲好中国文物背后的故事就是讲
好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故事。

针对考古发掘成果，我们已经遴选推介中国百
年百大考古发现，并将持续开展中国百年百大考古
发现主题推介活动，推动实施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展览展示工程、图书出版工程和影像纪录工程，
统一标准、格式和体例，争取每项考古发现都能举
办一个常设展览、出版一部配套图书，摄制一部配
套纪录片，从而形成比较完备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
发现展览矩阵以及配套书系和纪录片库。针对文物
展示点，我们可以遴选推介中华文明百大常设展
览，并且推动每个展览出版配套图录，摄制配套全
程讲解视频，争取形成比较完备的中华文明核心展
览矩阵以及配套图录和讲解视频体系。整个中华大
地就是一座伟大的中华文明主题公园，每一处不可
移动文物都可以视作中华文化地标，每一件可移动
文物都可以视作中华文明标识，但从实操效果来
看，范围过于宽泛不足以突出重点亮点，选项过于
精简不足以辐射整个社会。针对文化遗产地，我们
可以开展中华文明主题公园宣推系列活动，举办中
华文明主题公园论坛，成立中华文明主题公园联
盟，遴选推介百大国家文化遗产公园作为中华文明
主题公园，形成中华文明主题公园全国矩阵；针对
不可移动文物，我们可以举办中华文化地标主题宣
推系列活动，遴选推介百大中华文化地标；针对可
移动文物，我们可以举办中华文明标识主题宣推系
列活动，遴选推介百大中华文明标识，并且推动分
别出版配套图书、摄制配套纪录讲解视频，进而形
成比较完备的中华文明主题公园、中华文化地标和
中华文明标识展示传播体系。特别是在云时代，我
们可以通过云展览、云讲解、云直播、云论坛、云
上大讲堂等各种有效方式全方位开展上述中华文明

“五个百大”云传播。我们应当而且完全可以提纲
挈领、以点带面，争取各级各类文博机构和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大力支持，成立中华文明展示传播联
盟，通过实施以“五个百大”——百大考古发现、
百大常设展览、百大主题公园、百大文化地标和百
大文明标识遴选推介活动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展示传
播工程，亮点纷呈而又全面系统地展示传播中华文
化和中华文明的伟大与光荣、灿烂与辉煌。

与此同时，中华文明需要传承保护，更需要创
新发展。我们可以尝试以会带展，筹办中国文化遗
产大会，定期集中展示中国文化遗产工作新成就。
我们可以探索跨界合作，兴建中国文化遗产元宇
宙，奋力开辟中国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新边疆。

3月 6日至 8日，太和城与唐宋时期都城考
古学术研讨会在大理召开。会议聚焦唐宋时期
都城考古经验交流，旨在推动太和城考古工作
持续深入开展、突出太和城内涵价值阐释和对
比研究，为太和城遗址保护及活化利用提供坚
实的考古学基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黑龙江、吉林、河北、安徽、江苏扬
州、河南开封等文物考古研究院所、博物馆及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
高校的20余名专家学者，云南省、大理州、大
理市相关文博机构专家参会。

会议开幕式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总支
书记、所长刘正雄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董新林研究员作主旨
介绍，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赵薇致欢迎辞，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文物
局局长杨德聪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专家重点围
绕唐宋时期都城考古发掘研究新进展、古今重叠
型城市的考古工作理念与方法、太和城遗址考古
研究及后续保护利用等主题进行了深度交流。

“太和城考古发掘揭示了南诏早期的都城面
貌，南诏建筑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地方特色鲜
明，太和城兼具山城与平原城的特点。”云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忠华在题为《南诏
太和城考古新发现》的汇报中，介绍了2014年
以来通过考古调查勘探所揭示的太和城结构布
局，重点介绍了太和城历年考古发掘情况及发掘
所揭露的大量建筑基址，并明确了下一步考古工
作的方向。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以《南诏太和城遗址考古

发掘与保护》为题，根据考古新发现对太和城的
历史沿革、基本格局及功能分区作了初步推断，
并构建了以苍山、洱海、龙首城、龙尾城为南诏大
理都城边界的宏观认识。他建议，以茶马古道串
联起苍山洱海之间的南诏大理时期文物古迹，使

“南诏大理史迹”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潜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研究员

作了《长安未远——隋唐长安城考古的回顾与思
考》的汇报，回顾并梳理了65年来隋唐长安城的
考古成果，对长安城存在的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
梳理归纳，提出下一步考古工作想法的同时，反
思了都城考古、城市考古的思路与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自社副研究
员在《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城遗址的考古收获和
思考》的汇报中，介绍了多年来对隋唐洛阳城进
行的多维度考古发掘研究工作。提出今后将在既
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城址形制布局、历史
沿革与建筑风貌，精确绘制不同时期的城址平面
布局图，对都城的礼制建筑、漕运水系、皇家苑
囿、离宫仓储以及两京驿道等课题进行专项考古
发掘研究，为遗址的保护利用和融合发展提供科
学支撑。

开封市博物馆馆长葛奇峰研究员的汇报题
目为《开封城市考古的进展与启示》，介绍了近年
来开封城市考古的新发现及其工作思路：要具备
全局思维，注重构建城市整体时空框架；方法上
要坚持多学科合作，拓展城市考古研究的深度和
广度。他认为，这些工作对黄泛区开展城市考古
具有启示意义。同时，也应虑及城市考古也面临
新挑战，即如何在完成考古任务之外，科学有序

地融入文旅产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勃研究员作

了题为《浅谈唐宋时期建筑的立向与相关定向测
向技术方法之发展》的汇报，以泉州城、扬州城相
关重要历史建筑的坐向为例，讨论了唐宋时期重
要建筑的立向与相关定向测向技术方法的发展。
他指出，进行城址考古研究时，在将山川河流等
自然地理要素纳入调查研究范围的同时，有必要
加强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解析城池、陵墓等重要
遗迹的空间布局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睿副研究员
的汇报以《杨吴时期的扬州城及其沿革——桑树
脚大型建筑基址群的考古发掘与研究（2017～
2022年）》为题介绍了桑树脚唐宋大型建筑基址
群的概况，占地面积 20余万平方米，2017～2021
年勘探并连续发掘了晚唐至杨吴时期的大型建
筑基址。2022年发掘深化了对一号夯土墙（Q1）
的认识，推测其为中唐和杨吴时期子城的南墙和
罗城的北墙。这些重要遗迹的发现为复原唐宋时
期扬州城的格局及其变迁提供了重要新材料。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解峰研究员的汇报
题目为《渤海国都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他系统
梳理了西古城、上京城、八连城等渤海国都城
的考古发现历程，认为既往考古工作奠定了渤
海文化考古研究基础，建立了东北亚古代都城
制度的学术标尺，但在建筑遗迹的考古学文化
分期、上京城是否实行里坊制度等问题上需要进
一步开展考古工作。今后的工作要注重系统提取
考古学信息，并将“城市考古”“聚落考古”的理念
贯穿其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盈副研究员
以《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的考古新收获》为
题，介绍了 2022 年辽上京皇城南门大街西侧一
号基址（JZ1）的考古发掘。经关键解剖发掘的夯
土台基和磉墩，证实了该建筑在辽金两代有三次
大规模营建，依次编号为金代 JZ1A、辽代 JZ1B
和 JZ1C。JZ1三次营建均为南向大型殿址，首次
在辽上京皇城内确认辽代大型南向建筑。JZ1台
基规模和开间尺度均超过了目前发掘所见的宫
殿建筑，说明该建筑从辽代始建开始，就是都城
内地位显赫的皇家建置。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阳副研究员的
汇报以《黑龙江阿城金上京皇城东南部建筑址发
掘收获和认识》为题，介绍了金上京遗址2022年
的考古工作，该年度的发掘于皇城东南部清理出
一座建筑址台基、一座小型房址、三条道路以及
两座窑址等遗迹，所揭示的建筑基址结构清晰完
整，建筑布局规整有序。尤其是多处早晚叠压遗
迹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该区域至少存在金代早
晚两个时期的遗存，所获资料对了解金代建筑技
术、皇城内建筑时序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信研究员的汇报
题目为《河北元中都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通过
对元中都遗址 1998-2003 年、2012 年、2016 年、
2022年四次考古发掘成果的综述，认为元中都是
蒙元四都中结构保存最完整、时代最明确、晚期
破坏最少、具有纪年意义的重要都城，对城市考
古、建筑考古、捺钵制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
程等课题研究有重大价值，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和都城制度研究的理想之城。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志副研究员以《明
中都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题进行交流发言。
他表示，明中都考古发掘以“布局、规制、工艺、过
程”为学术目标，主要围绕城门、城墙体系、前朝
区宫殿院落和宫城内外水系开展工作。考古工作
深化了对城址布局的认识，明确了多组单体建筑
的形制结构，从土作、石作、砖作、瓦作等多方面
了解了城址建筑的建造工艺，并初步勾勒出城址
的营建次序，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在中国古代
都城制度演变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主任董新林、研究员钱国祥，浙江大学
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对各位学者的汇
报作了精彩点评，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认识看
法。

研讨会闭幕式由董新林主持，钱国祥、孙华
进行学术总结，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戴
宗品研究馆员致闭幕辞。

在接下来的学术交流中，与会专家实地考
察了太和城五指山遗址、卫城金刚城遗址、太
和城遗址2021年和2022年发掘区揭露的建筑基
址，并查看了太和城遗址标本库房，随后在考
古工作站进行了座谈交流。在遗址发掘现场，
专家们对揭露建筑基址的结构进行了深入分
析，对其功能性质及年代展开热烈讨论。并对
太和城遗址考古存在问题及解决思路对策、关
键学术问题梳理及今后重点工作、遗址公园建
设及遗址保护利用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太和城是南诏政权统一洱海区域后建立的
第一座都城，在以太和城为都期间南诏统一了云
南并将势力范围扩展至周边，奠定了中国西南疆
域基础，通过对疆土的经营管理促进了民族融合
和文化交流。系统深入开展太和城考古工作，揭
示城址布局沿革及规划思想，对认识唐宋时期中
原与西南边疆的紧密联系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揭
示西南边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程中的
重要作用。根据专家意见建议，云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将坚持精细化考古发掘、多学科合作研究
策略，广泛吸收城市考古的先进理念和方法，进
一步做好太和城考古发掘及价值阐释工作，加快
考古发掘成果转化，为遗址保护利用提供坚实的
考古学支撑。

“舞雩”这个地方在《论语》中出现了两
次。第一次是在《论语》的名篇《侍坐》当中，
这篇记叙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四子”言
志的篇章历来被儒家奉为经典，概因曾晳所
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异志，
也正是孔子本人的志向与理想。有学者认为
这寥寥数语描绘了礼乐治下的和乐景象，
正是孔子与儒家大同社会、理想家邦的惊
鸿一瞥，也是孔子心中仁治与礼治的最高
境界。另一则“舞雩”记述了弟子樊迟从游
孔子在此问学的场景，从侧面反映了孔子
对学生的教育并不拘泥于厅堂，形式触类
旁通，有教而无类。由《论语》观之，孔子及
其弟子生活的时代，“舞雩”是鲁人出游的主
要去处之一。

古代文献记载中“舞雩”在曲阜古鲁城
的南郊。《水经注·泗水》云：“门南隔水，有雩
坛，坛高三丈，曾点所欲风舞处也。”北魏郦
道元记载的“门”是古鲁城南西门即雩门，

“雩坛”在门南，中间还隔着一条河流，但并
未言明河流之名。《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一
载：“舞雩坛，在沂水之南，当（曲阜）县南六
里，临沂水。”沂水有青州之沂称大沂水，有
徐州之沂称小沂水，小沂水流经曲阜又有支
流。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俞舜
凯所立的《鲁国之图碑》（该图获得比立碑早
约 30年）中有“雩水”即小沂水，三条支流在
古鲁城西南汇合，北为庆源河绕鲁城东，西
南流，今已干涸断流；中间河流称“连泉”，是
连接逵泉的河流，与今小沂河相符；南为沂
水主河道，今称大沂河，北宋乐史说舞雩坛

“在沂水之南”是对小沂河而言。按北京大学
李零先生对《鲁国之图》的解读，雩门外有四
处乡里，即雩坛里、芳桂乡、泉台里、舞雩里，
舞雩里与“舞雩”有关，“雩坛”也与之相近。
鲁城外的这一带是个风景区，有泉曰逵泉，
有宫曰泉宫，泉宫有台，曰泉台，这与《论语》
中的记述完全相符。他故而怀疑，泉台就是
舞雩坛。明崇祯刻本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
续修的《曲阜县志》中有舞雩台的记载：“在
县南三里，曾点风乎舞雩即此。”又言温泉、
逵泉，“（温泉）在县东南五里，沍寒时水温可
浴，西流入沂，即曾点所谓浴乎沂是也。”

“（逵泉）在温泉西水中，石如伏鼋、怒鼉，活
泼可玩，西流入沂。”该志中“温泉”“逵泉”现
已不存，若非杜撰则从前曲阜南郊这一带有
冬季可沐浴的温泉，有可以观赏的奇石，又
有舞雩之台，也可与《论语》中“风乎舞雩”

“浴乎沂”和游于舞雩相互印证，“舞雩”概在
今曲阜城南南泉村附近。

1977年鲁国故城的勘探中，对舞雩台遗
址进行了探测。其位于鲁城南东门正南1735
米，南泉村西南约 500 米，坐落在小沂河南
岸，雩河（大沂河）之北，亦称雩坛或舞雩坛。
台基近方形，东西120米，南北115米，残高7
米，有两层。上层东西残宽 60，南北残长 65
米，残高 5.3 米。其高度按照北魏一尺合
0.27974米计算，三丈约合8.5米左右，与《水
经注》记载高度相近。就其夯土结构观察，当

修筑于春秋以前，而沿用至西汉时期。舞雩
台出土过刻有“麃麃”二字的东汉刻石。据已
故的曲阜文管会孔繁银先生记载：台上原有
石碑4块，2石刻“舞雩坛”，一为明嘉靖十五
年（1536年）除平州判官署曲阜县事莆田陈
文信立，一为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山东
按察司提督学校副使吴郡周天球书，亦署县
莆田陈文信立。1石刻“凤翔千仞”为明万历
十一年（1583 年）汝南吴同春题。1 石刻“圣
贤乐趣”时代不详，碑阴题记为：“孔子游舞
雩，樊迟从而问学，夫子告之，圣贤乐趣故不
在山水之间也，余登斯台尔有崇德、修慝、辨
惑之想，于是乎书。”由《论语》樊迟舞雩从游
出。曲阜师范大学骆承烈先生记载：孔庙奎
文阁前东碑亭原存从舞雩坛移入的石碑 1
块，碑文是：“大明嘉靖丙寅孟秋朔旦 舞雩
坛 署曲阜县事东平州判官莆田陈文信立
石”，此碑立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又言
坛上原有另一“圣贤乐趣”碑，概与孔繁银先
生所述相同。

舞雩的由来要从西周封邦建国说起，周
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王朝，随即分封天下，
周公旦以既亲且贤被封在少昊之虚曲阜，其
子伯禽就封并建都于此，是为鲁国。周公功
勋卓著，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中曾记
载：“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
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文献有载，周天子祭
天之礼有九种，鲁国享有其中的两种，即祭天
求雨之礼和郊祭上天之礼。祭天求雨又称“雩
祭”，故古鲁城南筑有雩坛。《周礼·春官》云：

“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公羊传·桓公
五年》载：“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雩，
旱请雨祭名……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
故谓之雩。”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云：“舞雩，
请雨之坛处也。请雨祭谓之雩。雩，吁也，民
不得雨故吁嗟也。祭而巫舞，故谓为舞雩也。
沂水之上有请雨之坛，坛上有树木，故入沂
浴，出登坛，庇于树下逐风凉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曲英杰先
生指出：雩坛例行的祈雨之祭一般是在每年
四月。《左传·桓公五年》载：“秋，大雩，书，不
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
闭蛰而烝。过则书。”“龙”是天象中的东方苍

龙七宿，每年四月黄昏开始出现在东方，这
时便要举行雩祭，意在提前为百谷祈雨。此
外在遇到大旱天气时也要雩祭求雨。这就超
出了每年行一次雩祭的常例，故被史书记载
了下来。《春秋》中记载鲁国举行的不时之雩
祭有二十一次。雩是呼吁求雨的声音，行雩
祭时，要有人起舞而呼雩。故称祭天求雨之
坛为雩坛或舞雩坛。需要关注的是，舞雩坛
并非鲁国南郊祭天的圆丘，《水经注》言圆丘
在沂水南，高四丈；《太平寰宇记》言圆丘在
县南七里；《鲁国之图》所绘古圆丘在雩水
南，即大沂河南，舞雩坛与古圆丘并非一处，
亦非一用。

关于孔子及其弟子到访舞雩，大体可分
为游乐说、雩祭说两种。游乐说以朱熹为代
表，《论语集注》有言：“春服，单袷之衣。浴，
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鲁城
南，地志以为有温泉焉，理或然也。风，乘凉
也。舞雩，祭天祷雨之处，有坛树木也。咏，歌
也。”也就是春天在沂水畔的舞雩台，人们会
着单衣沐浴吹风，清除污垢，感悟春日。周代
就有除凶去垢的“祓除”仪式，后世演变为上
巳节“祓濯”的民俗，农历三月三人们结伴到
流动的河水中洁净身体，祛除凶疾即源于
此。单纯雩祭说以王充为代表，《论衡·明雩
篇》认为：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周之四月，
正岁二月也，尚寒应涉水不浴，只是进行雩
祭。清刘宝楠认同王充的说法并加以修正，
认为雩祭在正岁四月，非二月，亦认为浴为
祓濯，较《论衡》涉水更为确切。游乐说与雩
祭说一则闲适，一则庄严，与孔子时代沂水
侧畔的秀美风景，由来已久的祈雨之祭均不
相左，舞雩坛一带是鲁国人重要的活动地点
之一。

1961年，国务院将曲阜鲁国故城列入第
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舞雩坛遗址是
鲁国故城的重点保护区之一。如今的舞雩
坛，周边加装了石栏，铺设了广场，恢复了千
年祭坛的气韵，成为游客参观，市民休闲的
好去处之一。历经两千余年的沧桑，舞雩坛
从鲁礼象征到沉寂荒芜，再到重拾往昔的余
晖，正是中华文化曲折向前、传承不灭的缩
影，也是文物给我们讲述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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