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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周原来
本报记者 王星

本报讯 威风八面的上

山虎、威猛的钻山豹、栩栩如

生的小鸟，一幅幅精美的画

作，让人眼前一亮（见左图）。

这些都是市民李建英在渭河

普通的石头上，按其纹理作

的画。近日，这些创意石头画

作品在我市举办的“英雄会

石王奖”陨石奇石展览大赛

中获得金奖。

从部队转业后回宝鸡的

李建英爱好户外运动。今年

初，李建英在渭河滩的一次户

外活动中，发现了几块精美的

小石头，看着这些造型迥异的

石头，其形状、纹路呈现出的

美感，点燃了他的创作灵感。

于是，李建英开始尝试在这些

石头上作画，给这些石头赋予

艺术魅力。

每次捡拾石头回来，李建

英都会仔细清理石头，认真观

察，经过奇妙构思，一件件生动

的创意石头画呈现在大家面

前。在石头上作画与在白纸上

作画不同，其材质的独特性让

每件石头画作都是“绝版”。

自从第一件作品问世以

来，李建英与这些渭河的石头

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有空闲，

就去渭河捡拾、收集石头，积攒

的石头多了，他的创作空间更

大，山水、人物、花鸟、猛兽等题

材都有涉猎。不到半年时间，已

经创作出近百件作品。
（王商君）

本报讯 日前，千阳县举行了纪

念燕伋诞辰 2560 周年暨燕伋精神研

讨会，旨在弘扬燕伋精神，汲取精神

力量，助推千阳发展。

今年是燕伋诞辰 2560 周年，千

阳县燕伋文化研究会筹划了一系列

纪念活动。其中，由千阳县委宣传部、

千阳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千阳县燕

伋文化研究会承办的纪念燕伋诞辰

2560 周年暨燕伋精神研讨会尤为引

人注目。自今年 8 月底向外发出征稿

函后，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多篇研讨

文章。

会议当天，来自省内外的专

家学者及文化爱好者会聚一堂，

用大会交流、论文研讨等多种形

式共同探讨燕伋精神的真谛。会

上对评选出的优秀作者进行了奖

励。会后，与会人员拜谒了燕伋墓

和望鲁台，参观了水沟镇新修的

燕伋文化广场。 
本报记者 张家旗

近百画作扮靓渭河石头不忘先贤魅力
千阳举行燕伋精神研讨会

 日前，宝鸡周原博物院喜讯频传，其基本陈列“赫赫宗周 
万邦之方——周原遗址考古成果展”入选全国博物馆陈列艺术
成果交流展，考古研究基地工程项目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就
是因为这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周原，让人们的目光重新聚集在
这座博物院，渴望与历史对话，感受文物背后的故事，体悟其中
的温度与力量——

WE N  H U A  G U A N  C H A

文化
观察

周原，在中国考古

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它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

上通三千年前的繁华都邑，下连希望

无限的未来，展示周文化的博大和多

彩，收获前行的智慧与信心。

周原颂

踏寻周人足迹 沐浴郁郁周文

山川秀丽的周原，一直是繁衍生

息、生产生活的好地方。三千年前，古

公亶父率领周族迁徙定居于此，筚路

蓝缕，辛勤劳作，制定并建立的各种

典章制度、礼乐规范及道德准则，成

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

“周原月无月无，堇荼如饴”。西周王

朝建立后，周原仍为周王朝的重要城

邑。大量贵族聚居于此，文化多元、社

会发达、经济繁荣，使这里发展为一

座开放的移民城市：

这是一座“肇基之城”，是我国最

早有关京城概念的由来。公元前 12 世

纪末，周人在第十三代祖先古公亶父

时期自豳迁入周原，并在此立国，改

国号为周，建立都城，称之“京”或“京

邑”。经过历代周人的苦心经营，周的

国势日增，至武王时，东进灭商，统一

天下。周原作为周人建国初期的都邑

和宫室、宗庙所在地，直到戎狄入侵，

周平王东迁，延续了 300 余年；

这是一处“手工作坊园区”，古代

“黑科技”产品，让人眼前一亮。西周初

年，不少周贵族留守周原

宗庙的同时，大批殷商遗

民作为战略资源迁入周

原，他们大多是殷民的

贵族和手工业者，掌

握着青铜铸造等

手工业技术。考

古发现，周

原 遗 址

手 工

作

坊遗存累计已达 56 处，成规模的有 28

处，分为铸铜作坊、制骨作坊、角器作

坊、玉石器作坊、蚌器或漆木器作坊、

制陶作坊共六大类。周原遗址手工业

作坊数量之多、种类之全，是任何一个

西周遗址都不可比拟的；

这是一个“国际化都市”，不同

地域文化碰撞交流，创造精神财富。

周原是西周文明昌盛的摇篮，古时

周人的德政思想，吸引了东边的商

遗民、北边的草原游牧人、西边的胡

人，他们扶老携幼，纷至沓来。周原

出土的西周时期带有印欧人特点的

蚌雕人头像及骆驼骨，是这一时期

中西方通过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最

早佐证，也说明周原早在汉代开拓

丝绸之路以前，就已有了中西方的

商贸交流。

周原人

不负韶华期许 恪守考古初心

 走进宝鸡周原博物院的展厅，

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一件件珍贵的

器物，而是田野考古工作者的

塑像，他们神情专注，认

真地记录、测量。

这 些 熟 悉

的

画面，正是周原考古 70 多年的风雨

历程中的剪影，简约而不简单。

曾经的周原，成就了礼乐文明

之都；今日的周原，成为中国考古

的重地。从 1943 年石璋如先生走

进周原开展调查，到 1976 年开始

的由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北京

大学考古系、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

专业等联合大规模考古发掘，对凤

雏、召陈建筑群，云塘制骨作坊、墓

葬，贺家、刘家、黄堆墓地等进行有

计划大规模发掘；从 1976 年 12 月，

庄白一号窖藏出土青铜器 103 件，

有铭文铜器 74 件，少者 1 字，多者

284 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出土铜器数量最多的一个窖藏，

到 2015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从第一次发现西周时期的大型建筑

基址与大量的西周甲骨文，到当前

周原聚落结构的全面调查……周原

遗址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它对整

个西周历史与考古认识带来巨大的

变化。

周原，是周王朝的发祥地，在中

国考古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石璋如、赵丛苍、李学勤、李伯谦、

刘绪、徐天进、雷兴山、王占奎、罗西

章、任周方……在一代代考古人的不

懈努力下，周原遗址给世人留下了宝

贵的文化遗产。

数代周原人，青丝变白发，

他们始终恪守着考古人的初心，守

护着黄土深处的中华根脉，且可贵的

是，这份赤子深情仍是代代相传。正

如 2018 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

学子，在周原结束田野考察时留下的

动人话语一般，“整整六个月，我们从

燕园来到周原，开始了田野考古实习

之旅。一百八十天里，我们在这片神

圣的土地上，感悟着先民的智慧。如

今，我们已离开周原，但心却留在了

那里。”

周原梦

守护中华根脉 展望美好未来

周原遗址埋藏了周人的千秋家

国梦，也孕育着周原人新时代的“周

原梦”，面对祖先遗留的文化遗产，保

护和利用的千斤重担压在了周原人的

肩上。

雷兴山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教授、国家人文社科重大科研项目

首席专家，他常常强调自己和学生都

有一个“周原梦”。这个梦，承载着周

原人将为建设国家遗址公园、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的不懈努力，写满了周原

美好的未来。

周原是西周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是当之无愧的礼乐文明摇

篮、德政思想之邦，在西周史的研究

中占有重要地位。雷兴山说，周原遗

址的发掘和研究，不仅对了解中国

古代文明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也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周原遗址为

典型代表的周文化遗产所彰显的物

质文化成就、典章制度、礼仪规范、

哲学思想、行为准则、文化价值观念

等，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对

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宝鸡可依托周原遗址，打造周

文化旅游专线。”雷兴山建议，这条旅

游专线需要高科技辅助，比如游客在

参观时，可以通过手机等电子产品，

看到千年之前的建筑风貌。当然，这

不仅是一条旅游专线，也是人文与自

然结合、古代与现代交融的载体，如

同一条项链，而各个景点就是项链上

的珍珠，串起一个魅力周原。

2016 年 5 月 16 日，周原遗址被

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6 年 10 月 20 日，《周原遗址保护

总体规划》在北京大学得到国家文物

局专家评审通过；2016 年 11 月 28

日，国内首个国际化考古研究教学和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周原国际考

古研究基地正式开放……周原人的

周原梦在慢慢靠近。

作为宝鸡周原博物院的“看门

人”，张亚炜院长说，保护好周原遗址

是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他们将带

着温情和敬意守护历史。今后，博物院

还要用更多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示和

解读传统文化，与观众互动，让沉睡的

周原文物“活”起来。

周原考古人发掘召陈遗址

考古工作者尹盛平（左一）、罗西章（左二）为庄白窖藏出土文物拓印拓片。 著名音乐家吕骥为 兴 钟测音

从洛阳铲到卫星遥感，科技考古在周原不断发展。 展厅内的田野考古工作者塑像

周原遗址考古成果展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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