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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天画地

□记者 陈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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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湖骨笛，出土于河南省

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
漯河古称隐阳城，属于广

义上的河洛文化圈。南街村就
在漯河市，洛阳人周末无事，好
结伴去那儿参观。

1987年，人们在贾湖遗址
发现了这支神奇的骨笛：长
23.1厘米，七孔，中空，取材于
仙鹤尺骨，也就是丹顶鹤翅膀

部位的骨头。
考古学家研究发现，它诞

生于 8700 年前的新石器时
代。贾湖遗址有几百座墓葬，
只有少数墓葬随葬有骨笛。人
们见到它时，它正静静地躺在
墓主人身旁，泛着幽幽的光泽。

人们推测，它的拥有者很
可能是黄河流域某原始部落的
首领。

跟人说话时，一会儿指天，一会儿画地，
多形容目中无人、无所顾忌——“指天画地”
典故的主人公，是东汉的韩歆（xīn）。

《资治通鉴》曰：“歆好直言，无隐讳，帝
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证岁将饥凶，指天画
地，言甚刚切，故坐免归田里。”

韩歆是个刚直之人，跟光武帝刘秀谈事
情总是直言不讳，经常弄得刘秀很没面子。
有一次，韩歆预测来年将发生饥荒，百姓将
会受苦，为了证明自己观点正确，他一会儿
指天，一会儿画地，言辞颇为激烈，毫不顾忌
对面坐着的皇帝。刘秀实在受不了，就免去
了他的职务，让他回家种地。

韩歆当时担任什么职务呢？大司徒，汉
代三公之一，地位高得很。从大司徒一下子
降到平民百姓，韩歆倒也没什么——“免就
免了吧，免了我就回家去”。

不承想刘秀仍不甘心，可能是平时让韩
歆给气够了，现在终于爆发了。他又派人带
着诏书追上回家的韩歆，狠狠地责备了韩歆
一通。

大家别忘了，韩歆是个刚直之人，刚直
之人往往受不得气。“我一心为国却遭你侮
辱，气煞我也。”韩歆无论如何想不通，一气
之下自杀了。他一自杀，也不知道什么原
因，与他在一起的儿子也自杀了。

韩歆这个人，自更始年间归顺刘秀，随
其杀伐征战，立下赫赫战功，是东汉的开国
功臣，《资治通鉴》称其“素有重名”。他无罪
被逼死，一时间舆论哗然。刘秀呢，这时候
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鲁莽，后悔不已，为了弥
补自己的过失，“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

韩歆因“指天画地”被逼自杀，令《资治
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感慨万千。司马光看不
惯光武帝刘秀，说：“从前，商王武丁对宰相
傅说（yuè）说：‘如果药物不能使人感到昏
眩，病就不能治愈。’言辞激烈直率，虽对说
话人无益，却是国家的福气，所以君王日夜
都在寻求这样的话。可惜啊，在东汉光武帝
执政时代，韩歆竟然因为直言而死，这难道
不是玷污了仁义吗？”

“国家宝藏在河洛”之贾湖骨笛

听，8700年前的笛音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河洛先民逐水而居，仰赖自
然，看老天爷的脸色生活。先民
们相信，手握神秘骨笛，可与天
地神灵沟通。

音乐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
骨笛吹响，群鸟飞翔，无论是喜
悦还是忧伤，都有了途径释放。

史载，4000多年前，黄帝的
乐师伶伦曾在今洛宁县一带取
竹制笛。此前，河洛先民多用禽
骨制笛。

要在坚硬的骨头上钻出规
范的音孔，很难。

即便是如今，人们仍不知
道河洛先民是用什么工具、什么
方法在薄而硬的骨头上钻出一
个个圆孔的。

贾湖骨笛上有钻孔前刻画
的标记，这表明先民们在钻孔时
精确计算过孔距及音差。贾湖
骨笛有七声音阶，比只能吹奏几
个音的河姆渡骨哨先进得多。

8700年前的人，竟有如此高
超的音律水平，让人惊叹。

华夏初音，温情传递，千年
古乐，传承不灭。8000多年前
的音乐秘密，仍有待后人研究
探索。

萧兴华，中国艺术研究院
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室主任。初
次见到贾湖骨笛时，他大吃一
惊，两眼放光。

1987年，萧兴华受托测试
贾湖骨笛的音准。几千年前的
笛子能否吹响现代旋律？当时
谁的心里都没谱儿。

萧兴华小心翼翼地拿起骨
笛，凑到唇边，像吹竖笛那样，
试着吹了一曲河北民歌《小白
菜》，没想到笛音苍茫古朴，音
准竟然分毫不差！

测试结果证明，这支“老古
董”乐器，不仅能吹奏传统的五
声、七声调式乐曲，还能吹奏富
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乐曲。

这是中国出土的年代最
早、保 存 最 完 整 的 乐 器 实
物，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
乐器——比古埃及乐器还要
早2000多年！

它的横空出世，改写了中
国音乐史，宣告笛子源于中原，
并间接证明了河洛地区是中国
礼乐制度的发源地。

“这是缘分啊！我越搞越
兴奋，越搞越觉得有意思！”萧
兴华在《国家宝藏》的舞台上自
豪地说，中国人的智慧体现在
各个方面，先民们通过乐器创
造了共同的音乐语言，音乐的
沟通促进了民族的沟通，是民
族团结、国家兴旺的基础。

用它，能吹《小白菜》

洛河河娜 说

洛洛河河 典 故

河南博物院里有一支骨头制的笛子，它被摆放在展厅进门处的角落里，标签上没有特别推介，乍一看
很不起眼儿，若非央视《国家宝藏》重磅推荐，注意到它的人大概不会特别多。

音乐系的学生见到它，则会生出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亲切感：“啊，这就是贾湖骨笛呀！”
是的，它便是贾湖骨笛！
它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是学习中国音乐史绕不开的宝物。
它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

名号：贾湖骨笛
诞生时代：
新石器时代
出土时间：1987年
出土地点：漯河市
舞阳县贾湖遗址
收藏单位：
河南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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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骨笛，8700岁了

骨笛钻孔，仍是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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