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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继承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出
既能满足人们对时尚性、舒适度和审美观的要求，又
能满足人们对传统文化和精神层面美好需求的产品

在时间的长河里，中华文明始终传承有序，不同
时期都有鲜明特征，通过当时人们的创造性劳动，生
产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物质和精神产品，这既是对
中华文化的有益传承，更体现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这是新时代的
召唤，需要我们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现代化进程中符合大众需求的时代特征。

新的时代特征，既要有物质产品的要求，更应有
文化精神的要求，需要汲取了中华文化精髓并有所
创新发展的时代产物。今天，我们要继承并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出既能满足人们对时尚性、舒
适度和审美观的要求，又能满足人们对传统文化和
精神层面美好需求的产品。

要实现这一创造，离不开考古探索发现、遗产保
护传承和文化创新发展的具体实践。考古发掘研究
应凝聚地域文明，遗产保护利用要立足传承发展，文
化创意产业更要依托传统文化、立足生活需求。我
们要创造的既有文化商品，又有文化产品，但他们都
应具备属于今天的时代特征。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文化文物工作者
都可以大有作为。南京博物院努力让文物“活起
来”，创造更多更加符合今人审美观和舒适度要求的
文化创意产品。改扩建后的南京博物院，既保留中国建筑之固有形式，又创造
出符合江苏地域特色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建筑外形，使建筑内外空间符合博
物馆服务观众的需要。在展览方式上，我们也不断创新，策划“中国传统文化
当代化”系列展览，讲述传统生活之美。在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上，我们为
其赋予中华传统文化和江苏地域文明要素，用精致美观的产品传递出我们的
文化自信，既反映中华文化特色，也反映现代化美好生活的时代特征。

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更应该是文化发展的现代化。在新的
时代面前，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养分，共同创造出为今人所喜爱、为后人所自豪的时代特征。

进入21世纪，古道驿路考察引人关注，先后有蜀道、川黔
盐道、茶马古道、秦直道、唐诗之路、唐蕃古道、岭南古驿道的
考察。但若要我推举其中最有名的，则非“蜀道”莫属。

蜀道，即由秦入蜀之主干道。起点在今天的西安，终点在
成都。它以汉中为关键节点，往北主要有褒斜道、子午道、陈仓
道、傥骆道；向南主要有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荔枝道四条。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吟诵至
今。秦岭最高峰太白山海拔3000多米，所以东汉时就有“武
功太白，去天三百。孤云两角，去天一握”之说。再加上其他
的大山，蜀道之难首先在其高不可攀。

蜀道有很多传奇。其一是金牛道。古文献记载，秦王以
计诱骗贪财蜀王以五个壮士开山修路，道路修通，蜀王得到能
变金的石牛，但秦国大军也乘机畅通无阻打进成都。真实存
在的金牛道就是这个传奇的证明。其二是栈道的铺设。《战国
策》记载，战国中期，蜀道上栈道已是绵延数里。考古发现的
多处栈道证实了这些记载。其三是大家熟知的“明修栈道，暗
度陈仓”。楚汉相争时，刘邦被封迁汉中，张良建议刘邦火烧
栈道，向项羽表示无意北返的心迹，以此麻痹项军。接着韩信
又用修复栈道的计谋骗过项羽，得以悄悄绕道攻入关中，在楚
汉之争中拔得头筹。其四是蜀道上曾有用火烧水激法开凿出
来的、世界最早的人工隧道——石门隧道，长约16米、高宽约
3—4米。三国时期诸葛亮经由蜀道数次北伐的故事也因《三
国演义》而家喻户晓。

事实上，作为一条连接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蜀道在历史
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蜀”第一
次见于记载就是在周原甲骨上。成都平原的大量考古发现也
证实西周后巴蜀和中原联系更为紧密。

秦利用蜀道吞并了巴蜀，进而有了人口、粮仓和对东方六

国尤其是楚国的地理优势，是秦能一统天下的重要基础。
唐以后，在北方盛行的佛教石窟艺术主要是经蜀道传入

四川，在巴蜀大地蜀道沿线上散枝开花，结出了中国唐宋佛教

石窟艺术最鲜艳的果实。
通过无数次实际行走的考古调查，蜀道有了更多的发现：

在金牛道上的梓潼县发现了西汉广汉郡郡治所在，在广元发

掘了秦汉墓葬群和唐宋古窑遗址。在米仓道上找到了罕见的
石栈遗存、唐代的郑子信修阁道题记、宋代修琉璃关道路题
记。发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抗蒙古城小宁城以及数量众多的
古桥、古栈道遗迹。大量的明清修桥修路石碑。在荔枝道沿
线发现多处多龛唐宋石窟，其中有数龛正是唐开元、天宝年间
开凿的，令人遐思。这些考古新发现年代跨度大，许多是与道
路本体相关的重要实证，为蜀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
名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我们通过行走，可初步确认蜀道道路走向变化不大。这
是因山脉河流走向所限定。蜀道本体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变
化。第一次是南北朝以前，是以泥道和木栈道为主，所以刘邦
能火烧栈道八百里；第二次大约是唐宋时期，许多地方木栈改
为石栈，大约也就是李白的《蜀道难》中所讲到的“天梯石栈相
钩连”中的“石栈”；第三次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在许多地
段都铺成了石板路。因清初移民填川实施后，四川经济人口
大增，经济繁荣起来，沿线人们有改善交通条件的迫切愿望。
作为官道的金牛道本已修造得很宽敞，许多地方也早铺上石
板路了，但作为民间道路的米仓道、荔枝道的石板路，多为民
间集资或乡绅捐建，故道路桥梁铺设好后，或立石碑，或在石
壁勒名纪事。

传统意义上的蜀道已经成为线性文化遗产。蜀道的保护
利用不是建一个大博物馆或全路段开发那么容易，它的保护
展示，需要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元呈现。既可以是让你记住乡
愁的某个祠堂、土地庙的修复，也可以是捐钱修路碑群的成片
保护。既可以是穿越诸葛亮北伐路线的复杂体验，也可以是
中小学生周末或者假期肩挑背扛的栈道行走。既可以规划唐
宋石窟艺术的研习之旅，也可以接纳成熟的团队旅游……

保护利用好这条古道，就是续写蜀道传奇。

“朕今日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
家，朕为什么坚持要开办这个京师大学
堂，就是希望在座诸君能够破除我们心
中之贼，以国家强盛为己任，不骄狂，不
自卑，正视现实，发愤图强。”

上面这句话来自头些年很火的一篇
文章——“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的演
讲”，当时在线上线下的各种场合被人追
捧：“说得太好了”“点明了传统文化的弊
端”云云。很少有人去想，光绪到底讲没
讲过这些话。

事实上，这篇演讲出自网络穿越小说
《一个人的甲午》。如果稍有一些历史常
识，从第一句话就能看出错误来。“光绪十
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正是西山红叶灿烂之
时，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哪里错了
呢？光绪十七年是公元1891年，而京师大
学堂1898年才建立。而且，“光绪”的整篇

“演讲”中，除了“朕”字可以看出点儿古代
味，其余皆与现代白话无异。有学者就说
了：“如果当时的光绪能够说出那样的一
番话，就不需要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了。”

虽然早在多年前，就有很多人批驳
过这篇演讲了，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在
传，在信。明明是伪造的，却因为伪造有
术，容易让人信以为真。这种鱼目混珠
的情形，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也发生过，
而且还不是少数，影响也颇为深远。

之前咱们聊过，古人喜欢编造故事，
从先秦时期就开始了。后来到了魏晋南
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中
原陆沉，文化事业受到摧残，因为传抄不
易，很多古书就此灭绝。于是出了一些
妄人，从编故事更进一步，假托古代作
者，伪造古籍古书。其中，有位王肃，关

于他有一种说法，为了在学术争论中占
得先机，接连推出托名孔子门徒的《孔子
家语》、托名孔鲋的《孔丛子》。

这种造伪的风气持续了很久。隋朝
平定天下后，向全国征求散失的书籍。
大学者刘炫伪造了100多卷书，名之为
《连山易》《鲁史记》等，以此求荣拿赏。
结果被人揭发，差点被处死，遭撤职后回
乡靠教书过活。

中唐之后，独立思考、质疑辨伪的风
气逐步展开。从刘知几、柳宗元，到宋代
的郑樵、王应麟，再到明代的梅鷟，清代
的崔述等，辨伪的学者薪火相传，对伪
书、伪文、伪图，穷追不舍，深入揭批，让
众多“李鬼”纷纷显形。

如果缺乏一种“打破砂锅（纹）问到
底”的劲头，对很多伪造的东西，分辨不
清，很容易盲从。而辨伪质疑的精神，多
闻阙疑的思维，有助于纠偏补弊。

古文献学家张舜徽说过：“伪书虽
伪，不可尽废。”古人造伪，大多为的是传
播思想、经世致用，加上造伪时所使用的
材料，往往是货真价实的、后来散失的史
料，所以伪书的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比如，儒家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虽然是出
自伪《古文尚书》，但这句话的思想价值并
不伪，应该是先秦儒家论述的孑遗，依然
可以视作应对艰难世道的一种精神坚守。

白沙滩古人类遗址

白沙滩古人类活动地位于镇赉县嘎什根乡丹岱村东北约2000米的嫩江南岸台地
上，当地人称之为“大坎子”。其西北距黑龙江的泰来县西五家子村约2000米，正处在
两省交界处。

白沙滩古人类遗址是1988年夏，吉林省考古学教授陈全家率师生在嫩江沿岸考古
调查时发现的，当时采集石制品86件、动物化石45件。石制品有典型的楔形、船底形
石核，工具有长身圆形刮削器、锛状器等；动物化石有10余个种属，其化石年代为旧石
器时代晚期。这些文物证实了早在一万三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生存。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白城市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2007年，白沙滩遗址被确定
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套木嘎遗址

套木嘎遗址由“前套木嘎遗址”和“后套木嘎遗址”两部分组成，属于新石器时期至
辽代文化遗址。距今已有一万三千年，其考古与历史价值非常重要。

前套木嘎遗址位于大安市红岗子乡永和村，属敖包山中段，分布面积为3.7万平方
米。这里的红烧土块甚多，经考古专家分析论证，此处应是一居住遗址。遗物有成堆的
鱼骨、蚌壳、烧炭等，还有细石器和陶器残片。细石器有石镞、尖状器、刮削器、石叶、石
核等，陶片有的施有蓖点纹、刻划纹、粗绳纹、细绳纹、附加堆纹、乳丁纹以及由蓖点组成
的菱形、三角形、几何形图案等文饰。

后套木嘎遗址与前套木嘎遗址相距约1000米，该遗址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200
米。早年，遗址中有一渠道沿着山冈走向穿过，渠道两壁内侧和渠道口，由于水土流失
和农家取土而遍是坑痕。在季风刮出的洼坑和渠道底沟，蚌壳、鱼骨、兽骨和人骨历历
在目。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蚌壳和鱼骨。在自然形成的风蚀坑里，裸露出大量各种颜色
的细石器，俯拾可得。从渠道内侧两壁断面处，可见有厚1米的文化层，层内堆积着大
量陶片，颜色有红褐和灰褐等，纹饰有附加堆纹、压印纹和连点纹。

地表上还见有乳白、淡黄、赭石、酱色釉的瓷片以及器物口沿等残片，也有陶质网坠
和铁器残片等。这说明后来契丹人也曾在此地生活过。这处较大的新石器时期人类生
活遗址1957年被发现，1958年吉林省文物工作者曾来此调查并定名为永合屯细石器
遗址，1992年被吉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吉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至2015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历时6年在
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特别是距今一万年前的早期陶罐的出土，证明了白城这一区
域早在一万年前就已经有了陶器制品。该遗址考古还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中国北方考
古教学基地。 （白城市文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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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月份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这
是春天来时非常繁盛、抢眼、明媚的花，
因此有人说“春色十分，桃花独占去八
分”。数千年来，桃花在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与现实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在农人眼中，她是重要的物候花；在诗
人笔下，她是优美的诗词；在儿童的记忆
里，她是渺远的神话；在画家的宣纸上，她
是氤氲的水墨；在隐者心中，她是避世之
所；在吃货口中，她是香饼美酒……

桃花在中国文化里出现得很早，说
起桃花，人们会自然地想起《诗经》里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
室家”的诗句。这首《桃夭》是用于婚礼
上的祝歌，整首诗描绘了在桃花盛开的
季节，璀璨年华的少女就要出嫁，她羞
颜如彤、笑靥如花，背后繁英似锦、喜庆
如火，处处是热闹欢乐的场景。清代学
者姚际恒评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
之祖”，仿佛直接将桃花与少女画上了
等号。在此之后，才会有唐代崔护惋叹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

惆怅于风中；才会有曹雪芹为林黛玉代
笔“若将人面比桃花，面自桃红花自美”
的自比红颜薄命。

在中国的十二月令花神里，桃花是
阳春三月之花，此时寒冷过去，不再有
冻困之忧，食物也丰富起来，桃花天然
就带有乐土的气质。因此在古人心中，
桃花既是房前屋后的“家常花”，也是世
人心中的“神仙花”，故而陶渊明笔下的
武陵人才念念不忘桃花源，那里芳草鲜
美、落英缤纷，是一个桃花盛开、祥和安宁
的世外仙境，是一个安居乐业、灾患不至
的理想家园；一代才子唐伯虎也宣称“酒
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别人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惟愿长
伴桃花、老死其间——唐伯虎醉眠的桃
树下，是一片避世安心的净土，是一种与
世无争、超然脱俗的生活方式；而在小说
《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开端，是一个说书人
以桃花烂漫的视角唱：“小桃无主自开
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
井，向来一一是人家。”在南宋初年，淮

河流域是宋、金交战的前线，桃花兀自开
如往昔，但故土却已物是人非——桃花无
心的灿烂，对照着人世残败的荒凉，才让
后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收复山河”的
传奇故事更震撼人心。

桃花明艳热烈，灼灼动人，从中却也
能读出坚毅之气。《山海经》记载夸父逐
日的故事：“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
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
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
林。”夸父死时弃下的手杖变成了邓林，
邓林即是桃林。正如陶渊明在诗中所
说：“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桃林寄
托的就是夸父的精神，是英雄为理想献
身的象征，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不屈
与奋斗。而司马迁则看到了桃花的另一
种美，他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以“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来盛赞飞将军李广
的讷言敏行，做事低调，不事喧哗而声
名自著的高尚风格。而后白居易写下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最

初可能只是对一种特定的自然现象进行
记录，却赋予桃花一种幽居不遇、孤芳
自洁的人格意味。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开出千百年来
中国人文化记忆中数不清的、繁华不败
的美好意象。每当春风送暖，桃花盛
开，也就开启了我们对于春天、对于这
一年的美好希望。

桃 花 占 得 八 分 春
●孟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