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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粟瓢饮
□记者 陈旭照

1 挖土挖到了宝

2 看不到这件国宝，看另一件也成

3 都城老搬家，真让人头疼啊

这
尊
鼎
，鼎
鼎
有
名

那是 1974 年 9 月的一天，下着小
雨。工人们在郑州杜岭张寨前街施工时，
挖到了一个硬疙瘩。

“这儿有东西。”有人喊了一声。
大伙儿赶紧用铁锹清去硬疙瘩周围

的泥土，两尊锈迹斑斑的金属大鼎露了出
来。鼎上的花纹神秘、诡异，引得众人议
论纷纷。

这事儿很快传到了考古学家杨育彬
（曾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耳
朵里。他迅速带人赶到现场，发现此地位
于郑州商城遗址西城墙外的杜岭土岗。

他钻进狭窄的地道，借着微弱的灯
光，看到两尊巨大的青铜鼎：它们并排而
放，形制、纹饰相同，方形深腹，双耳四足，

器表饰有饕餮纹、乳钉纹，器型质朴、庄
重，只是一尊略大，一尊略小。

杨育彬兴奋得两眼放光，凭着丰富的
考古经验当即判定，这两尊青铜方鼎属于
商代王室。

“鼎是国之重器、王权的象征，绝对不
是一般人能够使用的！这么大的青铜重
器成对儿出现，必然与商王室祭祀有关！”
几十年过去了，谈起当年发现杜岭方鼎的
情景，杨育彬仍然难掩激动。

这两尊青铜方鼎，大的通高1米，重
86.4千克，被命名为“杜岭一号”方鼎，运
到了首都北京，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小的通高0.87米，重64.25千克，被命名为

“杜岭二号”方鼎，收藏于河南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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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粟，去掉皮的糙米。瓢
饮，用瓢舀水喝。“脱粟瓢饮”，比
喻生活俭朴。

《资治通鉴》记载，东汉建初
八年（公元83年），汉章帝刘炟
（dá）巡幸偃师，然后东行，在卷
县（古县名，治所在今新乡原阳）
渡口渡过黄河，来到河内郡（治
所在今焦作武陟）。

在河内郡，刘炟下诏：“朕在
秋季下来巡视，了解庄稼收获情
况，因而进入河内郡。一路走
来，我们都是轻车简行，不带辎
重。所到之处，各地官府不得为
此修路架桥，不得派遣官吏出城
迎接及打听我的饮食起居，避免
进进出出带来困扰，一切举动务
求俭省。就这，我还只恨自己不
能‘脱粟瓢饮’啊！”

窥一斑而知全豹，历史上的
汉章帝，确实是一位体恤下情、
为人宽厚的好皇帝。

再举一个例子，建初元年
（公元76年）正月，针对兖州、豫
州、徐州等地的旱情，刘炟下诏
让这些地方的官府开仓放粮。
同时，他问司徒鲍昱：“旱情怎样
才能解除？”

古代人迷信，很明显，刘炟
觉得发生旱灾是因为自己治理
国家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从而
惹得老天发怒。

鲍昱回答：“前几年，因为楚
王谋反案抓了1000多人，这些人
中有很多是被冤枉的，其中被流
放边地的人因为远离亲人，死后
孤魂得不到祭祀。我建议赦免
这些流放者，放他们回家和亲人
团聚，这样就可以招来祥瑞之
气，使得天降甘霖，解除旱情。”

尚书陈宠也借此进谏：“执
政就像给琴瑟上弦，如果弦上
得太紧，就会崩断。陛下应当
废除那些繁琐、苛刻的法令，
全面推行德政。”

鲍昱和陈宠的意见，汉章帝
一一采纳，他的仁贤也得到了后
世的称赞，比如魏文帝曹丕就称
他为“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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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娜娜 河 洛

名号：
兽面乳钉纹铜方鼎
诞生时代：
商代早期
出土时间：
1996年
出土地点：
郑州商城遗址南顺城街
收藏单位：
河南博物院

国宝档案

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文化符号。
相传，大禹铸九鼎，夏、商、周三代把

九鼎作为传国重器，视其为国家和王权的
象征——鼎在国在，国破鼎迁。

郑州商城遗址因为缺乏有分量的考
古发现，此前一直被当成普通的商代城
市遗址。杜岭方鼎的横空出世，更新了人
们的认知！它是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
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王者重器。

它证明了郑州商城遗址是迄今发现
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商代早期王都！
由此，郑州扬眉吐气，挺进“中国古都俱乐
部”，成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除了郑州商城遗址，目前比较著名的
商城遗址，还有洛阳偃师西亳商城遗址、
安阳殷墟商城遗址。

因为水患和政治斗争，商朝曾多次迁
都，一会儿搬到这里，一会儿搬到那里，给
史学界埋下了许多考古线索，也给学生们
增加了不少课业负担。

史载，商汤灭夏后定都亳（今商丘），
后来在夏都斟鄩（今偃师境内）附近另建
新都——西亳。商都西亳，即今天的偃师
商城遗址。它北依邙山，南临洛河，距汉
魏故城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都不远，有空你
不妨去看看。

前些天，我慕名去河南博物院参观，
并没有在展厅里找到“杜岭二号”这件“镇
院之宝”。

讲解员介绍了与其极其相似的另一
件国宝——兽面乳钉纹铜方鼎。它和杜
岭方鼎器型相仿，若不是行家，很难发现
两者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兽面乳钉纹铜方鼎是同类青
铜器的统称，“杜岭一号”“杜岭二号”其实
也属于兽面乳钉纹铜方鼎。

展厅内的这件兽面乳钉纹铜方鼎同
样出土于郑州商城遗址，只是“重见天日”

的时间晚一些：1996年，这件国宝在郑州
市南顺城街出土。

在此之前，也就是1982年，人们还在
郑州市城东路向阳食品厂内挖出了类似
的商代青铜方鼎。

经专家考证，杜岭方鼎、兽面乳钉纹铜
方鼎皆是商代早期器物，距今已有3600年。

这几尊青铜方鼎，让郑州人得意了许
久。一如杨育彬所说，它们的存在，让“郑
州商城遗址不再是普通的商代城市遗址，
而是一座真真切切、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王
者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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