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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冷昭遗址

遗址位于洮南市二龙乡兴义村屯后。阿斯冷
昭，蒙语意为石狮岗子，当地人称“石猴地”。据当地
人介绍，在屯北原有两个石猴，东西并立，相距150
米。经实地考察，所谓“石猴”，实为石狮，现在仅存
无首的一个，被遗弃在兴义村三社场院内。石狮为
红色粗砂岩雕刻，前腿支撑，后腿蹲坐，造型粗犷雄
浑，线条生动简练，残高85厘米。屯名阿斯冷昭即
据此得名。

遗址南距阿斯冷昭屯约50米，西临洮南至二龙乡
的公路，北边是洮儿河故道，再北即是仁义屯的“河夹
信子”辽金遗址，两遗址互相毗连，相距不足1.5千米。

阿斯冷昭遗址坐落在一条东西走向的漫岗上，
地势高而平坦，遗址面积东西长600米，南北宽400
米。西端有三处相距分别为50米和70米的较大堆
积，呈三角形分布。地表砖瓦、勾滴、础石等物都有暴
露，应是一组建筑。东端是骨灰罐群葬区。过去这一
带多次发现骨灰罐和散乱人骨，至今地表仍可见到
许多排列有序、直径约1米的圆形凹坑。遗址的东西
和北面，各有一道土棱，大多倾圮已甚，似系城垣，围
墙已不易辨识，东段残长150米，至屯边而终，北段
残长200米，向东已无存。

整个遗址地上地下遗物十分丰富。新中国成立
前，在遗址北侧接近古河道的边缘地带，曾出土过一
批窑藏瓷器，数量非常多，竟以之租赁，供邻里红白喜
事办宴之用，现已散失。1952年，在遗址东南部耕地
里（现为居民区），曾发现过三个缸胎带釉的大瓮，釉
色有黑色和茶绿色两种。器形皆为大口、圆唇、鼓腹、
小底，靠近底部的壁上有一孔。较大的一个，黑釉无
饰，口径56厘米、腹径72厘米、底径28厘米、通高74
厘米。出土时，内装铜方壶3件，各种瓷器10余件，多
为盘、碗、壶之类，皆施釉绘彩，据说色彩有白、黄、绿
等色，可能是“辽三彩”器。

白城永平金代遗址

永平遗址，吉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

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永平村东南约300米，北距
平安镇 1.5 千米，南至三甲村 1 千米，面积约
13600平方米。遗址西高东低，现已辟为耕地。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9年至2010年
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000平方
米，通过发掘确认，这是一处单纯的金代遗址，
存在早晚两期遗存。早期遗存以大型台基式建筑
为主，清理出4座此类遗迹。此外,清理出1座地
面式居住址。台基均选择地势较高地段，经平整
地表形成台基轮廓。台基之间存在砖铺地面迹
象，铺砖范围东西32米、南北36米，其中多数
区域的铺砖因踩踏已经破碎，保存较好区域见有
手印纹砖。其中三号台基迹象保存相对较好，平
面略成长方形，方向为南偏东5度，长23米、宽
22.5米、残高0.3米。台基四缘饰以包砖，并经粉
刷白灰处理。晚期遗存以普通居民建筑为主，该
类遗迹普遍存在取暖设施火炕，共清理出11座。
遗址出土遗物种类丰富，有陶瓷器、铁器、铜
器、玉石器、骨器等，可分为日常生活用器和建
筑构件两大类，其中建筑构件多属早期大型台基
建筑用器，日常生活用器多出土于晚期房址。另
见汉、五代、唐、宋时期铜钱，年代最早的是汉

“五铢”，最晚的是北宋的“政和通宝”。
永平遗址是一处存在高等级建筑的金代遗

存，其早期台基建筑呈现出一定的规划理念，
主体建筑所使用的鸱吻、神鸟、兽面瓦当等装
饰类构件造型优美，特色鲜明，是东北地区金
代遗存的首次集中出土，在很大程度上为研究
金代高等级建筑补充了一批全新的资料。无论
从早期台基建筑的规模、装饰风格还是晚期民
居的形制上来看，均属东北地区金代遗存的又
一次重大发现，对研究金代建筑布局和装饰风格
具有重要价值。

（白城市文联供稿）

我们找古书看时，会发现一个细
节，就是书籍的计量单位不统一，有
称篇的，有称卷的。

比如反映西汉国家藏书概况的
目录《汉书·艺文志》，有书614家，其
中以篇为单位的有448家，占3/4；以
卷为单位的有166家，占1/4。前者
代表有《山海经》13篇，后者代表有
《春秋左氏传》30卷。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清代学
者章学诚说：“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
帛，因物定名，非有他义也。”也就是
说，文字的载体不同，决定了计量单
位的不同。写在竹简上的书，单位是
篇；写在缣帛上的书，单位是卷。其
中，帛是丝织品的总称；缣是由双丝
织成的，不透水，是上等的昂贵的书

写质材。
所以，篇与卷是两个计量单位，

反映了中国古代书籍材料发展的不
同阶段。书于竹帛，是墨子说的，足
见春秋时代的书写材料就简、帛并行
了。

竹简便宜易得，但是成书太笨
重。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十分勤政，
大事小情都要亲自处理，每天批阅的
奏折、公文非常多，重达60多斤。

缣帛轻便，可以根据需要而剪
裁。被匈奴放逐的苏武，牧羊于北
海，长达19年。西汉政府想要回苏
武，派使者去，匈奴人却说他已经死
了。使者识破诡计，对匈奴人说：我
们皇上在上林苑射下了一只大雁，大
雁的脚上系着帛书，是苏武写的一封
信，说他在北海放羊，你们怎么可以
骗人呢？

大雁腿上系丝绸可以，绑竹简就
离谱了。

此外，缣帛还可以绘图。荆轲刺
秦，图穷匕见。地图既可穷尽，当系
帛卷。

缣帛做书的好处虽多，但就是太
贵了。西汉时，每斤生丝的价值相当
于一个成年人全年的口粮，一匹帛可
换720斤大米。因此，以汉朝国力之
盛，国家藏书也只有1/4是写在缣帛
上的。

行文至此，有人可能问了，篇卷
之别这种冷知识，知道了又有什么用

呢？事实上，这种差别反映出了当时
的社会思潮和学术主流是什么，也就
是时人头脑中何者为重、何者为轻。

仍以《汉书·艺文志》为例，以卷
为单位的书，大致反映出两种文化：
第一，以保存和阐扬诗书礼乐传统为
职责的儒家文化；第二，以数术方技
之学为核心的实用技术文化。

儒家经典重要，可以理解，为啥
数术方技这类“迷信”也写在昂贵的
缣帛上？这是汉人的世界观、宇宙观
被阴阳五行学说主导的结果。他们
相信，日月星辰的变动是上天在对人
间作指示。比如《汉五星彗客行事占
验》八卷，通过对木星、金星、火星、土
星、水星这五星以及彗星、客星（新出
现的星）的运行，来占卜时事吉凶，预
测吉凶祸福，带有占星术的性质。

星气之占是很神圣和极重要
的。观象成书，必要以帛书为载体，
方能体现出对上天的敬重和对占卜
结果的珍视。另外，星图、星象势必
需要配图展示，使用缣帛也是实际所
需。

藏在竹简和缣帛中的秘密，就在
于此。

大栅栏，是北京前门外一片著名的商业街区，老字号
聚集，是京城南中轴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得名
之由，最通行的说法是，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明孝宗
下令在北京城内大街曲巷设立栅栏，并派兵把守以绝盗
窃。因为此地的栅栏较为高大，因此叫大栅栏。到了清
朝，大栅栏发展成为主要的商业中心。乾隆年间出版的
《帝京岁时纪胜》等书开始出现了大栅栏这条街名。

如果是外地人，看到“大栅栏”，一定会读成
dàzhàlán。如果有北京人说它应读作“大什烂儿”，
您也许会感到惊奇。实际上，很多地名反映了更古老的
读音，并记录了历史。“栅”为什么读“shi”？中古韵书《广
韵》中“栅”有3个读音。

1、所宴切，折合成今天的读音是shàn，意思是“篱
栅”，即“篱笆”；2、测戟切，折合今天的读音是cè，意思
是“村栅”；3、楚革切，折合今天的读音也是cè，意思是

“竖木立栅”。
这3个意义其实没有区别，都是“栅栏、篱笆”的意

思，但读音却不同。《说文解字·木部》有栅字：“编树木也，
从木从册，册亦声”，点明了栅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栅
栏用木头编制，很像古代的简册用木条编制，木和册都是
表义的符号。同时其读音也来源于“册”。如此看来，《广
韵》中第三个读音是正音，第二个读音稍稍有点儿区别，
可能是方言音转。

第一个读音与第二、三读音相差很多。从声母上来
看，“大栅栏”的“栅”应该来源于第一个读音，由shàn弱
化成了shi。北京话三音节词的中间音节往往会弱化，
有时吞掉声母，有时吞掉韵母，尤其在快读的时候。比如

“宋家庄”读成“宋丫庄”，“北新桥”读成“北音桥”，中间音
节的声母吞掉了；“灯市口”读成“灯日口”，卷一下舌头就
过。shàn可能最初弱化为sha，后来直接丢掉韵母变成

了sh，这种音可以称作是“懒音”。
《广韵》记载的shàn这个音在中古是真实存在的。

一些方言更多地保留了中古时候的语音。潮州话的“栅”
字，有两个读音：一个读得和册一样，另一个读得和删差
不多，与《广韵》形成了很好的对应。栅读册，更符合其本
义和造字意图。shàn这个读音的来历却不太好说，也
许是受了删、珊、姗等字读音类推而导致的误读，也许与
阑（欄、栏）同源，因为上古它们的韵母基本是一致的，“栅
栏”或许可以看成是同源同义复合词。

普通话的读音zhà是后起的。翻翻字书和韵书发
现，一直到明中后期，都没有zhà这个读音的记录。比
如明代万历年间反映北京音系的字书、韵书一体的《合并
字学篇韵便览》，记录了3个音，分别是音册、音扇、音
涮。没有音炸。不过，清代李汝珍《李氏音鉴》里，栅已经
读“照亚切”了——折合成拼音就是zhà。

新中国成立以后，普通话的标准语音以北京音为基
础。今普通话中，栅有两个读音，一个是zhà，一个是
shān，读shān是新创造的科技词汇，它表示“电子管
靠阴极的一个电极”，可能在这个词的创造者的方言中，

“栅”读shan。而一般的栅栏，普通话只能读zhà。
总之，zhà这个读音起源相当晚，而大栅栏这个地

名可能早在明朝就已经形成，故仍使用shàn这个读
音。后来，shàn这个读音懒化得比较厉害，连韵母也脱
落了，就变成了“大什烂儿。

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
址等重大考古发现，让我们了解到古
蜀文明的特质所在。大量金、铜、玉、
石、骨牙类文物遗存，承载着丰富的
文化信息。考古发现大量形体高大、
威严神圣、地域特色浓郁的精美青铜
文物，再现了四川先民独特的生存意
象与奇幻瑰丽的心灵世界，也体现出
古蜀族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与惊人的
创造力。

古蜀人的艺术想象力并不仅仅
存在于口口相传的神话中，更创作有
大量真切的艺术品，让你看得见、触
得着、听得见，直达你的心灵深处，与
你产生共鸣。

出土自三星堆二号坑中的青铜
立人像经过精心修复，整体形象基本
完整，成为三星堆出土青铜造像体量
最大的一件文物，十分引人注目。

青铜高台立人像光华熠熠、气势
磅礴，以1∶1的比例仿真铸造，如此
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在商周考古中闻
所未闻。远观立人铜像体态修长，端
正直立，双臂平抬，双手对握为环形，
手握有物已失。近观立人铜像，着纹
样华丽的冠服，裸露十趾，两足正
立。足下是两层高台，装饰4个连接
为一体的兽首，兽首作细目翘鼻独角
状。这尊铜像巍巍立定在恰以容足
的高台上，双手握物，极目远眺，好似
在奉献，又好似在默祷，气度庄重肃
穆，神情祥和虔诚。

青铜立人头著筒形高冠，刺簪束
发，冠分上下两层。下层饰回纹一
周，纹作两排平行。上层为大眼兽面
之形，仅为一对带眉毛的大眼睛，耳
鼻均无。兽面双目中的两睛略为圆
形，处在冠面两侧位置，眼形球体很
大，大到涨出眼眶之外。立人冠式为
兽面冠，兽面的眉心有一圆形装饰，
或以为是太阳象征。太阳是为天眼，
兽面的双目与太阳图像同在，立人冠
可称为“天目冠”。

立人像方面宽颐，鼻梁高隆；双
唇紧闭，两耳外张；重眉舒展，清目极
远。坚毅中显露出一种虔诚，和善中
透射出一种肃穆，这是一种非常特别
的表情。外角明显翘起的杏仁双目，
让人感受到目光炯炯。

立人像冠服所饰纹样繁缛，衮衣
绣裳的飘逸华美透过斑驳锈色畅达

地放射出来。那些细腻的刻画，将立
人本体的高贵表露无遗。立人像身
躯挺拔，身穿紧袖内服、半臂式外套
和裙式下裳。内衣无领窄缘，长袖短
摆，袖长及腕，摆平及胯，向右开衫，
腋下系扣。外套为半臂短袖，袖口宽
缘，衣摆稍长于内衣，向右开襟。下
裳实为裙装，开为前后两片，前高后
低，前片平齐过膝，后片叉分及足。
在立人像衣外还有一条大带，大带作
编织之形，沿外衣缘口左斜跨肩，两
端于背后肩胛处结扎。

立人衣裳繁纹满饰，纹样构图取
图案化形式，对称工整，有大块单元，
也有连续小图，应为锦绣织物。半臂
外衣纹样最精，纹样分为两组，以前
后中线为界。前后中线构图相同，用
相间的一旋一圆的眼形图案组成垂
直纹饰带，将外衣中的图案分为左右
两组。左侧一组为排列成方阵的4
条龙纹，龙纹两两相背，龙爪紧握为
拳，龙翅高展，龙鬣飞扬，迅雷疾风，
威之武之。右侧一组为竖向平行排
列的两排兽面纹，构图简约，稍见眉
目而已，春煦秋阳，温之霭之。

下裳前后摆纹样雷同，纹分两
段，均为兽面图像。上段为大眼兽
面，主体为圆形双目，两眼间有鼻形
图案。下段前后各有4张倒置兽面，
兽面一般也是只表现双目，但戴有三
齿高冠。这样子是兽是人，尚不能判
定。

华服之外，立人像身上可能还有
过一些佩饰。在两耳下廓有佩戴饰
物的透孔，在脑后存有插簪的斜孔，
表明立人原本有简单的首饰。在手
腕和足踝处，又分别见到环形装饰，
可能表现的是手镯和足环。

这尊青铜立人像会是谁的雕
像？在小国寡民时代，王具有多重身
份，既是号令平民众生的国君，又是
统领大小巫师的群巫之长。立人像
穿着礼服，手奉祭器，似乎正在主持
一次隆重的祭典。立人像身穿衮衣，
具有王者身份；又见它立于高台之
上，手握神器，同时又具有巫者身份。

我以为三星堆祭祀坑埋藏的是
古蜀时代智慧的结晶，那都是古蜀
时代独特而精彩的文创作品，是记
录一个地区一个时代思想的文化遗
产。

四、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和红军长征的胜
利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
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
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
央机关人员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
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
益明显。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
改变态度。

这时，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
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等候红军到来。
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
许多人的赞同。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
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
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
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
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
题。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
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
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

“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
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
的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
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
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
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
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
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
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
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
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
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
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渡过金沙江后，
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严格执行党
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彝族地区，
赶到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和泸定城铁索桥边。随后，
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懋功(今小
金)地区同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为确定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6月下旬，中共中
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
不久，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红军两大
主力会师后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军分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
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
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
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穿越草地后，等待左路军前
来会合。可是，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
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
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
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
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但他置之
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
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月17日，陕甘支队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一举突破甘
南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根据地
和红军活动的情况。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
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
(由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根据
地先期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会师。10月19
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
一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已经南下的张国焘于10月5
日公然另立“中央”。193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
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
为，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
得人心。南下红军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
四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

从苏联归来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
电张国焘，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这样，张国焘不得
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
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历经艰险，
在1936年 7月 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
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
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
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
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同红一方
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
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二万多人奉中
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
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
但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惨烈地失败。

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
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独立地坚持了三年之
久的极端艰苦的游击战争。他们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并
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保存了
自己的力量和阵地。留下坚持斗争的翟秋白、何叔衡等
许多人壮烈牺牲。

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在杨靖宇等
的领导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
军的基本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
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
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
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
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
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
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
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
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正
当抗日烽火即将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
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胜利会师，其重大历史意
义是不可估量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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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党史学习园地

书于竹帛（下）——篇卷有别

藏在竹简和缣帛中的秘密
●熊建

“大栅栏”的“栅”应该怎么读？
●梁慧婧

◇汉字里的故事◇

古蜀人的艺术创造力
●王仁湘

图为作者手绘青铜立人像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