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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二里头村的一块田地里，只见十
几名钻探队队员手持洛阳铲，在田地里进行
系统钻探。本报曾报道过的省第十三届人大
代表、农民技师王丛苗正在对洛阳铲带上来
的泥土进行仔细辨认，她根据泥土的颜色、构
成及混杂的陶片，推断着地层的年代和性质。

在另一处农田里，今年57岁的王宏章
正带着同为考古队队员的儿子王飞采集数
据。从1984年开始，王宏章已经当了36年
的考古技师。至今让他难以忘记的考古经
历，是2002年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的绿松
石龙形器出土后，他开车奔波一整天将这一
国宝连带着整体发掘的墓葬运送到位于北
京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这样的故事王宏章能讲很多，他掌握着
一手绝活，虽然干的活儿看起来也只是和泥
土打交道，但他做的是一件对研究华夏文明
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等重大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
布会。经过多年研究，专家们对中华文明起
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梗概式描述，其
中提到距今近3800年，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
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
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赵海涛说，如今的考古工作更像综合
学科，物理学、生物学、植物学等十几个学
科共同参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正在还原
当时夏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全貌。

因此，赵海涛认为，相较于过去的考古工
作大多是物质文化研究，现在的考古工作已经
进入新的形态，尤其是延伸出的保护和利用的
职能，已经进入展示、传播，以及为社会提供服
务的平台，进而达到考古的最终目的——传
承，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二里头遗址考古60多年，初期只是发
掘研究，现在已经形成边发现、边研究、边保
护、边利用、边传承的‘五位一体’。”

夏朝，这一史书中记载的第一王朝，随
着二里头遗址的深入发掘和保护，面孔已
越来越清晰。

一代代考古工作者接力耕耘六十余载，让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越来越丰硕，
目前正在还原近3800年前的夏都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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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砺瑾 文/图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2000
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
写下这句话。2000多年后，有一群考古
工作者在一个叫二里头的遗址上接力耕
耘六十余载，从源头上验证着他所书非
虚。在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些
终极哲学问题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曾
用“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对
距今近3800年、中原地区的这一文明形
态进行精准定位。近日，记者走进二里
头考古遗址公园，走近这里的考古工作
者，听他们讲述发生在这片河洛大地上
的故事。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的北侧，是偃师
市翟镇镇二里头村的一处文化广场，广场
的一隅有个不起眼的小院子，这里就是大
名鼎鼎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
作队的办公地。61年来，三代考古工作者
接力发掘，让一座原本掩埋在黄土下的夏
朝都邑重见天日。

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并非
偶然，她自从发现之初，便和“夏”字密不可
分。1959年4月的一天，71岁高龄的史学家
徐旭生带着助手从北京出发，此行他有一个明
确的目的——寻找“华夏第一王都”。

此前几十年，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通
过二重证据法，释读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的甲骨文，证明《史记》中所载的商王朝为
信史，并得出“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
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经过前期对文献的梳理，徐旭生认为
豫西和晋南这两个区域最有可能找到夏
文化遗存，洛阳盆地便是重要的考察地。
他和团队成员在豫西考察发现20余处遗
址及自仰韶时期至汉代的陶片、石器等遗
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二里头遗址。这处
遗址呈现的并不晚于殷商早期的繁荣文
化和广大的范围让他十分惊讶，发出“在
当时实为一大都会”的感慨。1959年秋，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分别进驻二里头遗址发掘，后
来发掘工作由后者独立承担。

颇具戏剧性的是，徐旭生在发
现二里头遗址后，却认为这里为商
汤都城的可能性很大。此后20
年，史学界也倾向于二里头是商代
都城。

1977年，北京大学学者邹衡
抛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
夏文化”的观点。1983年，中国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
城考古队在洛阳偃师尸乡沟一
带进行考古勘探时，发现了偃师
尸乡沟商城遗址，并判断其可能
是汤都西亳，这一遗址恰好是在
3600多年前二里头即将废弃时
兴建的。

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二
里头是夏都，偃师商城遗址才是商
汤灭夏后建立的西亳城。至于二
里头为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作为夏都有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没有发现成熟的文字。目前一
般认为殷墟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
成熟文字，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
器上，有很多刻画符号，如果你走
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就可以
看到这些与殷墟甲骨文相似或相

同的符号，尽管它们能否被称为文
字还有争议，但可以认为它们是文
字的前身。

“比较充足的证据链条使二里
头遗址与文献记载中的夏都对应
度极高，因此证伪的难度更大。”中
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
队副队长赵海涛提出了另外一个
思考问题的角度。

如果说文字记载着文明，那么
文字出现之前的文明又是怎样的
呢？二里头的一件件出土文物如
同“沉默的证人”，让考古的过程如
同破案，指向一个个结论。

如今，“二里头夏都说”几成史
学界共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前所长王巍2018年在接受采访
时曾说过一句很直观的话：“中国
如果一共有100个考古学家，95
个应该这样想。”

去年10月，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开馆，无数中外游客看到
60余年来几代考古工作者发掘出
的能够展示夏朝社会发展的文物，
并沉浸在这本立体丰富的夏文化
历史书中。

“二里头夏都说”，几成史学界共识

多学科共同参与，
将还原夏都风貌

为寻找夏都，找到了二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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