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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TI XUCHANG

□本报记者 王增阳

大禹之州，华夏同步。因大禹而得
名，缘夏代而称殊。《水经注》载：“河南
阳翟县有夏亭城，夏禹始封于此，为夏
国。”

6 月 25 日，夏都禹州，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
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研究
分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郑州中华
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等联合主办的

“2022 夏文化论坛——多学科视野下
的夏文化探索”如期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专家结合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夏
文化研究成果，用更加深入的考古发现
丰富着夏文化的史料和内涵。

一场场内容翔实、材料丰富的研究
报告，穿越数千年历史尘风，从动物考
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手工业考古、
同位素考古等多学科、多领域，为我们
带来了远古的“夏”的声音，尝试解读着
更多关于夏代的讯息。

探索多学科视野下的夏文化

文献中关于夏禹、启的记载大多与
禹州有关。《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
阳，夏人之居也。”《集解》引徐广曰：“禹
居阳翟。”《左传·昭公四年》云：“夏启有
钧台之享。”杜预注：“启，禹子也。河南
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

夏朝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
一个世袭制王朝。《诗经》《左传》《尚书》
等众多先秦典籍均提及夏朝。西汉司马
迁《史记》中也清晰记载了夏、商、周三
朝更替的历史。但在中华文明探源与夏
文化研究中，关于夏王朝建立的地理地
域与夏文化的具体含义，长期以来一直
是困扰众多专家、学者的关键问题。

《河北武安赵窑遗址新收获》《山东
菏泽青邱堌堆遗址的龙山—岳石文化
遗存》《郑州二砂文化创意园区 K-01
号宗地二里头遗存发掘收获》《2021—
2022 年度河南新砦遗址勘探及发掘收
获》《风格、技术与人群——二里头遗址
出土岳石文化陶器研究》《龙山晚期到

二里头时期炊煮器组合与炊煮方式的
变革》《从山西尹村遗址发掘成果看夏
商文化更迭》《禹都阳城的布局规划及
其历史地位》《禹州瓦店龙山晚期祭祀
遗存》《关于夏文化研究的几个空白点》

《夏纪年早期黄土高原的考古学文化互
动研究》《尧舜禹史实与年代研究》《中
原地区夏文化遗址人群的多种同位素
研究》《河南夏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

《夏代都邑的制骨手工业》……来自全
国 12 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家汇报了
26个与夏文化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夏王朝建立前
后（距今约 4000 年），中原各地人口普
遍增长，聚落规模扩大，发现若干个区
域性中心，如淮阳平粮台遗址、郾城郝
家台遗址、新密古城寨遗址、登封王城
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
郑州大师姑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等，
出现了分布最集中的中原城址群。这些
遗址为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
变迁、王权发展的程度以及当时的自然
社会环境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瓦店遗址

发现夏代早期大型祭祀遗迹

我市夏文化资源丰富，发掘和研究
成果突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禹州
瓦店遗址是华夏文明断代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
是夏文化早期存在的重要历史遗迹，也
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源头的重要实
证。瓦店遗址先后被纳入“夏商周断代
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
夏文化研究”等重大考古项目。

1979 年，瓦店遗址初次引起人们
的注意。1981 年以来，国家和省有关考
古研究单位多次对瓦店遗址进行考古
调查和发掘，获得一批重要的成果。瓦
店遗址已出土大型环壕、祭祀遗迹群及
陶酒器、石刀、卜骨、玉鸟、玉铲等遗物，
是迄今为止我省境内发现的最大的龙
山文化时期中心聚落和最精致的龙山
文化时期代表性器物。

在当天的论坛上，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方燕明分享了对夏文化
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河南禹州瓦店遗址
的西北部偏南处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的
大型夯土建筑，平面呈“回”字形，面积
800 多平方米，在夯土建筑上发现用于
奠基或祭祀的人牲数十具、动物牺牲数
具以及其他大量的与祭祀活动相关的
遗迹和遗物。通过对瓦店龙山文化遗存
的年代学研究，祭祀建筑的开始使用为
瓦店龙山文化二期晚段，鼎盛期为瓦店
龙山文化三期早段，到瓦店龙山文化三
期晚段被废弃。该祭祀建筑的延续使用
时间长达百年之久，其主体年代为公元
前 2000 年前后，而“夏商周断代工程”
推定的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 2070 年，
显然该祭祀建筑的使用已进入夏纪年
的范围以内。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方燕明说，
多年来，对夏代早期祭祀遗迹的探索一
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课题之一。关于
瓦店祭祀建筑的性质、祭祀对象和方式
等问题，方燕明说，祭祀建筑是平整地
表后形成的“除地曰墠”之墠，可能为当
时的社类遗迹；祭祀对象可能是地祇即
包含土地神、社稷神、山岳、河海、五祀
神，以及百物之神，还有人鬼即包括先
祖、先师、功臣等；祭品包括人牲、动物
牺牲、五谷、精美器皿等；祭祀方法大体
分燔燎类、瘗埋类、馈食类、磔辜类和血
祭类等。通过对出土螺蚌的分析研究，
可以看出螺蚌采集季节和食用软体动
物的相关历史背景，进而认为夏代早期
瓦店人的祭祀活动一般在秋季举行，也
存在有春祀，部分参与祭祀活动的人可
以参与宴飨，参与宴飨的人数并不固
定，而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可能代表
着祭祀规模的不断扩大。瓦店夏代早期
祭祀遗迹的发掘与祭祀场景的重建，是
古代文献“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真实
写照。

多方向绘就更丰富夏代图景

夏文化探索是实证中华文明 5000
多年历史的关键环节。2022 夏文化论
坛围绕史籍上的夏、夏文化的考古学探
讨、夏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夏文化的物

质遗存研究等，展示最新研究成果。
民以食为天，夏代人种什么、吃什

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蓝万里在
《河南夏文化相关遗址的生业结构分
析》中指出，河南地区在龙山至二里头
时期农业生产在整体上延续古代中国
北方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传统，并向
多元化方向发展，稻作已经相当普及，
大豆的栽培属性进一步强化，小麦开始
出现并日趋重要，粟黍稻麦豆“五谷”的
传统农业格局已经形成。

夏文化居民有哪些体质特征？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孙蕾通过《河南夏
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尝试解答此问
题。孙蕾说，通过研究多个遗址出土的
人骨，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可以管窥
夏朝居民的身体状况。龙山、新砦、二里
头时期人骨各大致有一半个体为未成
年人，在可辨性别的成年个体中，龙山
时期的女性死亡年龄高于男性，但新
砦、二里头时期则是男性高于女性。河
南居民的颅面形态更多地表现出北方、
西北方人群的特点，反映此时中原人群
与北方、西北方人群的交流、融合更显
著。龙山至二里头居民中多数未成年人
及哺乳期女性的饮食可能长期缺乏肉
食，新鲜的植物性食物也不能充分获
得。因较差的营养导致未成年人抵抗力
极低，所以未成年人常患有化脓性脑膜
炎。龙山时期的两性身高并不低于新砦
和二里头居民，与河南先秦两性身高水
平一致。

夏代人是否佩戴装饰性物品？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
作了题为《夏王室玉器觅踪之一》的报
告，通过论证后庄人首纹玉戚这一特征
专一的文物是夏王室遗物，结合发现的
有关遗迹现象，确认夏代与夏王朝的存
在。朱乃诚说，对玉器形制的分析表明，
后庄人首纹玉戚的制作年代可能在公
元前 1850 年之后，或是在公元前 1800
年之后，而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即早
于公元前 1750 年；也就是相当于新砦
期，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后庄人首
纹玉戚十分精致，使用者或是所有者，
必然是当时一位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人物。这件玉戚还是目前发现的夏时期
也是晚商以前最为精致的玉戚。

以史料和考古发现为基，沿厚重历
史回溯，通过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
文献学、社会学、体质人类学等综合研
究，不断延伸的夏文化研究成果，为后
人展示着夏代人的生存状态，也逐步厘
清中华文明的更确切进程。

倾听来自“夏”的声音
——2022夏文化论坛侧记

本报讯（记者 寇旭静 通讯员 马
晓光）近日，长葛市体育发展中心先后
到长葛市石象镇胡庄村、坡徐村、冢王
村和金桥街道办事处桥北社区，开展
了以“体育器材下乡捐赠”为主题的

“四送一助力”结对帮创活动，赢得了
群众的称赞。

据了解，“四送一助力”结对帮创
活动开展以来，长葛市体育发展中心

已向 16 个镇（街道办事处）捐赠体育
器材 260 余件、全民健身科普书籍 200
余本。

该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该中心
将继续以“四送一助力”结对帮创活动
为契机，立足本职工作，通过开展多种
形式的帮扶活动，有效助力长葛市乡
村振兴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以优
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长葛市体育发展中心

真情服务群众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寇旭静 通讯员 张
丽）为进一步提升体育系统干部职工
的消防安全意识以及在火灾中的自救
逃生能力，6 月 28 日，市体育局邀请省
消防协会教员王静组织开展了消防安
全逃生演练。

此次演练，该局首次采用了“逃生
帐篷”真实模拟火灾现场环境，通过设
隔断墙将帐篷分隔成迂回曲折的走道
空间，并分开设置 1 个进口和 1 个出
口。参与演练的干部职工在烟雾缭绕
的帐篷内模拟感受火灾发生时的现场
状态，并按照帐篷内的标识寻找正确
的道路，最后顺利从出口“逃生”。

王静在现场进行了专业指导，并
详细讲解了火场的逃生自救、组织人
员疏散逃生等基本消防知识，进一步
提高了干部职工消防自救和互救技
能。

通过此次演练，该局干部职工纷
纷表示：“逃生帐篷”真实模拟了火场
浓烟滚滚的环境，但只要正确掌握火
场逃生的基本方法和避难技巧，克服
恐惧心理，就一定能成功逃生。只有
真正身临其境，才能有效提高紧急情
况下的心理素质，达到遇事不慌、积极
应对、自我保护的目的和抗击突发事
件的应对能力。

最后，市体育局有关负责人强调，
消防安全工作是体育工作的重中之
重。该局要以本次演练为契机，定期
开展专业性培训、针对性演练、规范化
管理、常态化排查，进一步增强全系统
各单位的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提升应
急处置能力，规范制度管理、配齐器材
设施，加大督查排查工作力度，织牢织
密防护网，确保体育系统各项工作安
全、稳定、有序。

市体育局

开展消防安全逃生演练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张
秀芳 陈淑芳）6 月 21 日晚，“唱响新时
代·献礼二十大”——大型现代戏《支
部书记》汇报演出在禹州市文广旅局
多功能厅成功举行。

《支部书记》是一部原创豫剧，由
国家一级编剧齐飞创作、国家一级导
演李杰指导、禹州市豫剧团排演。该
剧以禹州市 600 多名支部书记的鲜活
故事和感人事迹为创作素材，以传统
戏曲艺术，讲述了一名现代农村支部
书记大学毕业后毅然放弃城市优越的
工作岗位，带着母亲回到家乡，带领干

部群众建设“五星”支部、美丽乡村的
故事。剧中塑造一名在基层工作中为
民、务实、清廉的支部书记光辉形象，
展现新时代支部书记的新面貌、新担
当、新作为，反映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鱼
水深情，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扎根乡
村沃土的热情。

结合演出现场省、市有关专家提
的意见和建议，禹州市文广旅局、禹州
市豫剧团将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组织
团队进一步完善提升剧本，精雕细琢，
努力把该剧打造成有情怀、接地气，群
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

大型现代戏《支部书记》成功首演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张
凯利）为打造高效率、快节奏、勇担当、
抓落实的优秀队伍，实现工作流程化、
标准化、规范化，近日，市文广旅局组
织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提升”活
动，推动“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深入
扎实开展。

“大学习”凝心促学懂。该局充分
利用党组会、支委会、主题党日等时
机，围绕新时期党建知识、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及上级对文广旅工作的具
体要求等 5 个方面，通过班子成员上
党课、科室负责人上讲台等形式，持续
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理论素养和专业素
质。在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方面，该局
邀请知名专家、教授，围绕文旅文创新
业态、元宇宙发展新思路等先后举办
10 次“文旅文创大讲堂”专题讲座、10
余次文旅文创研讨会、2 次党员干部文
史 文 博 交 流 会 、2 次 青 年 干 部“ 思 享
会”，研究探讨许昌文旅文创融合发展
现状、问题及路径。

“大调研”寻策促落实。该局组织
80 多名党员干部到汉魏洛阳故城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等

地考察学习，对标对表查找不足，制定
“三清单一台账”21 个，查找问题 60 余
条。为充分发挥“头雁效应”，该局党
组成员带头讲党课，带头深入分管单
位，带头为群众办实事。围绕文旅文
创 融 合 发 展 ，该 局 选 取 27 个 调 研 课
题，梳理 40 个调研问题，完成调研报
告 15篇，为文旅文创融合谋篇破题。

“大提升”提质促发展。该局实施
“5+1”能力提升计划，聚焦党员干部实
战能力提升。该局坚持“第一议题”制
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严格落实“13710”
工作法，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
实；树牢为民情怀，不断完善公共文旅
服务设施，扎实开展舞台艺术送基层、
红色文艺轻骑兵等文旅惠民活动，切
实提升服务能力；聚焦文旅文创融合
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市，打造“行走许
昌·读懂三国”“千年神垕·为钧而来”
品牌，推出“1+1+4+N”三国文化精品
线路，开展“许昌人游许昌”活动和“知
许昌爱家乡”“我是许昌人”研学游，让
许昌优秀历史文化“活”起来、“火”起
来，以出彩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市文广旅局

扎实开展“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

□本报记者 寇旭静

近 来 ，随 着 疫 情 防 控 进 入 常 态
化，越来越多的市民按下了运动“恢
复键”。避开日间酷热，夜晚的运动
场馆成了市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大家在“燃烧热量”的同时，也为许昌

“夜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和动力。
6 月 27 日，夜幕降临，位于市区

劳动路的一家健身俱乐部里人影攒
动，一群健身爱好者在健身教练的带
动下，合着富有节奏的动感音乐花样
摇摆。“我们的会员通常会先预约好
课程，提前过来，利用富余时间在周
边逛一逛再上课。也有很多会员上
完课后，约朋友家人一起用餐、购物
或在附近消遣一下。”该健身俱乐部
工作人员表示。

不难发现，随着夜间健身运动人
群的不断增多，体育消费成了新时
尚，并带动了“夜经济”的其他消费。

每天 19 时 30 分，市民张丹开始
运动。“白天忙工作，只有晚上能抽出
时间锻炼。现在健身已经成为我的
习惯，几天不锻炼身体就难受。”在市
区智慧大道的一家健身房，张丹边做

热身运动边笑着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该健身房里 10 多台

跑步机一字排开，大家一边听着音乐
一边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旁边的
瑜伽房内人气更旺，基本没有空位，
10多位市民正跟着教练专注练习。

据该健身房的一名工作人员介
绍，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进健身房接受
专业的运动指导。

“晚上是高峰期，尤其是 18 时到
21 时 人 最 多 ，22 时 之 后 人 慢 慢 变
少。”该健身房工作人员说，我市良
好、便捷的运动环境让许多市民都养

成了运动的好习惯，越来越多的人愿
意在健身方面投资。该健身房结合
市民的健身需求，晚上安排了瑜伽、
健身操、动感单车等丰富多彩的健身
课程。

无论是选择到健身房锻炼，还是
到游泳馆游泳、到球场打球，越来越
多的市民愿意在夜间参与体育锻炼，
使得体育消费市场逐渐火热，体育消
费作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有益补充，已
成为“夜经济”的新亮点。

拓展夜间体育消费，既可以作为
发展夜间经济的重点，又能成为进一
步撬动全民健身的杠杆。将于 7 月
中旬开赛的全民街头篮球争霸赛便
是市体育局培育夜间体育赛事、助力
城市经济回暖的一个重要举措。“之
所以将大众篮球争霸赛放在夜间举

办，就是希望赛事在时间上和覆盖人
群方面得以延伸——以赛事为切口，
同步推进竞技体育、全民健身和体育
产业的融合发展，增加体育与经济的
转换切口，提升体育与经济的转换效
率，真正将体育产业成为我市经济发
展新的增长点落到实处。”市体育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我市夜
间体育活动丰富多元，接下来将进一
步拓展和提升体育夜经济发展空间，
重点培育适合在夜间进行、具有许昌
本土特色的体育赛事；支持各类商业
综合体建设室内滑冰、室内棒球、台
球、保龄球、攀岩等体育配套设施项
目，为群众夜间体育消费提供更多选
择，从而进一步扩大体育人口规模，
让有庞大人口支撑的夜间体育，尽快
成为夜间消费领域的“香饽饽”。

体育消费点亮城市“夜经济”
编 者 按

为进一步落实市委、市政府关
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要求，连
日来，市体育局依托“15分钟健身
圈”公共体育设施，优化场馆职能，
延长开放时间，不断提升夜间体育
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并积极培育
夜间体育赛事，拉动体育消费，助
力城市经济回暖。其中，我市连续
举办四届、累计 4000 余人参赛的
全民街头篮球争霸赛已进入筹备
阶段，将于7月中旬开赛。

▲沐浴着凉爽的夜风，小朋友尽
享轮滑的乐趣。 寇旭静 摄

▶市民正在上瑜伽晚课。
寇旭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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