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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西府老讲究 
在西府，老祖先留给人

们很多“讲究”。讲究是一个地

域里，特定族群总体表现出一

种生活的特定轮廓及文明的

范式，它不是单独一个人的习

惯，而是整个族群的风习，是

许许多多人行为方式的综合

表现。

讲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是在民众的审美意趣下，产生

的一种浓郁的人情世俗情调。

它所表达的是其族群的审美

意识、审美经验 ；讲究是一种

生活范式，如节俗中的端午节

送节礼，讲究送绿豆糕和时令

果蔬。“麦上场，女看娘”之俗，

女儿必须用新麦面蒸油花礼

馍去看亲娘。而亲戚走时，主

人要将送的礼品一部分让亲

戚带走，称“回盘”。如女儿送

来十个礼馍，用两个做回盘，

这也是讲究规制。讲究是一种

习俗风尚，如西府人过红白喜

事，村坊邻里组成“劳客”执事

班子，分工负责，各执其事。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到

别的地方转悠了一回，印象最

深的就是那个地方独特的“讲

究”。讲究是一种重视，如讲究

卫生，讲究实事求是 ；讲究是

一种文化品位，如某地人穿衣

很讲究，生活习惯很讲究 ；讲

究是一种追求，如房间布置很

精致，生活式样很完美等。总

之，讲究涵盖面很广，不仅有

人们物质生活方面，而且有精

神生活方面。

讲究既是风俗，又是一种

时尚。人们往往在“讲究”前加一

个“穷”字，不是经济上拮据没有

办法，而是挖空心思、千方百计

要在行为上显出别出心裁、独具

一格的一种艺术风范来，这叫

“穷讲究”。实际上，在日常生活

中，这个“穷讲究”太多了。 

总之，文明在讲究中体

现，讲究在细微中藏身。我们

说，讲究是生活常态中的细

微，注重这些细微，就会获得

这个人“够意思”、这件事处理

得“够路数”。讲究是一种文明

意识和行为，是我们日常生活

中的正能量。实际上，每个人

都有自己生活中重视的东西，

讲究绝不是做作，那些视别人

讲究为做作的人，只能说自己

对人家喜欢的东西没兴趣，还

带着否定心理。

老讲究可以说是人们对

文明的追求。日常生活中的

“范式”是要有的，但这个风范

不应是“打肿脸充胖子”，应该

是自然的、实事求是的。所以，

在呈现这个“讲究”中，要坚持

“精简、节约、朴素”的理念，贴

近自然的简约之美，这才是中

华民族的审美观。

（宝鸡民俗博物馆供稿）

此次活动中，最令人期待

的就是考古工地实践。当天下

午 3 时许，考古爱好者们摩拳

擦掌，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助理教授、周原考古队 2020

年度考古发掘领队曹大志的带

领下，来到了周原考古工地的

现场。

在现场，考古爱好者被分

为 7 个小组，每个小组被安排

进入一个探方内。在曹大志领

队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

与示范指导下，大家兴致勃勃

地进入探方体验，考古爱好者

有的独立操作，有的协同作战，

聚精会神地用手铲认真刮面，

判断土质土色，划分地层，划分

堆积单位，还尝试了挖土取土、

推小车倒土……

经过体验，不少爱好者表

示，考古不光需要专业知识和

工作经验，还需要强有力的身

体素质来支撑。宝鸡文理学院

地理与环境学院地科专业的学

生贾坤钰，是第一次参加公众

考古活动，他说，自己平时很喜

欢历史文化，知道宝鸡是周秦

故里，文化底蕴深厚，通过当天

的考古体验，他进一步了解到

了考古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加深了对考古的认知，也感受

到考古的独特魅力。

市考古研究所所长辛怡华

表示，此次活动加强了考古成

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积

极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

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重

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

民族自豪感，今后他们还将持

续开展公共考古活动，也期待

更多市民参与。

深秋的周原，有一种别样的美。田野里，
红彤彤的柿子在微风中摇曳，如同鲜亮的笔
墨，装点着秋日的风景。

“因为有了考古学，让我们又多了一扇欣
赏世界的窗……”10 月 28 日，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为来自我市社会各
界代表 30 余人，奉献了一场题为《考古 ：看
世界的一扇窗》的精彩讲座，拉开了 2020 年

“走近考古，传承文明”我市公众考古活动的
序幕。

时代变迁，见证了周

文化辉煌岁月的周原，其都

邑、宫室等早已被埋入黄土

之中，直到一批批考古工作

者踏上这片土地，周原的

整体面貌才在一次次科学

调查和发掘下，被缓缓揭

开……2020 年“走近考古，

传承文明”我市公众考古活

动由宝鸡市文物局联合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主办，宝鸡市

考古研究所、宝鸡市周原博

物院承办，主题为“走进周

原，体验考古”。

10 月 28 日上午，周原

国际考古研究基地的会议

室内，气氛热烈，掌声阵阵。

考古离我们有多远？考古

和我们普通人有关系吗？

带着这两个疑问，徐天进教

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

着考古学的含义。

徐天进对周原有着特

殊的感情，他曾感慨，周原是

他除北京之外逗留时间最长

的地方。面对来自我市各行

各业的考古爱好者，徐天进

表示，周原是一座文化富矿，

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周原遗址

的考古价值在上世纪 40 年

代就引起考古学家的关注。

1976 年，周原地区进行了一

次“划时代的考古大发掘”，

第一次发现西周时期的大型

建筑遗址与大量的西周甲骨

文，这给整个西周历史与考

古认识带来巨大的变化。在

一代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

下，周原遗址考古走过 70 余

载风雨历程，给世人留下了

宝贵的文化遗产。

从考古学的基本定义，

到中国金石学的历史，再到

周原遗址考古工作中的精彩

分享……在讲座过程中, 徐

天进的讲解深入浅出，不时

与大家互动，激发公众的考

古兴趣。讲座结束时，徐天进

将一首小诗送给大家，诗曰：

“考古是一扇窗，推开它，消

失已久的风景将会重现，你

我的面前，当你看见窗外风

景的壮阔和斑斓，过去便不

再陌生遥远，有限的人生，仿

佛也延长了千万年。”

通过专家的讲解，我市

社会各界代表了解到考古是

个小学科，但不是一件小事

情，大家也更有兴趣去了解，

我们的先民究竟创造了多少

辉煌的文化。带着求知的渴

望，当天下午，考古爱好者们

走进了宝鸡市周原博物院的

《赫赫宗周 万邦之方》主题

展览。

进入大厅，映入眼帘的

是具有故事性的浮雕，表现

出周人“率西水浒，至于岐

下”，以及至百业兴盛的壮阔

景象。整个展览以周原遗址

70 余年考古历程和周原考

古重要发现出土的文物为标

本，以“叩问周原——不经意

发现的‘青铜器之乡’”为开

篇 ；以“考古周原——考古

学家手铲下的周原”为重点；

以“周原梦想——我们的周

原，世界的周原”为尾声。

从 1943 年石璋如先生

走进周原开展调查，到 197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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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开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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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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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

1989 年出生的杜宇航是第

二次参加我市的公众考古活

动。听了讲座并参观后，他

说，考古人常年与田野为伴，

通过遗存去复原历史，令人

敬佩。杜宇航表示在展览中

印象最深的，不是一件件珍

贵文物，而是展厅内田野考

古工作者的塑像，他们神情

专注，认真地记录、测量。这

些写实的展陈方式，正是周

原考古人 70 多年的风雨历

程中的剪影，让每一个观众

震撼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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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考古是看世界的一扇窗

体验：小手铲探索周原文明

观展：周原考古70载不负韶华

宝鸡民俗博物馆内的“钻曲联”民俗    张琼  摄

徐天进教授给大家讲解考古学知识

考古爱好者参观《赫赫宗周 万邦之方》展览

考古爱好者学习如何判断土质土色 探方内，公众体验考古乐趣。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左一）介绍手铲的使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