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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今天上午来

到上海“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

文明展”参观，对于青铜器，他感受尤其

深刻，在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兽面纹

方鼎、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觥等重器面

前停留良久。

他对兽面纹建筑构件特别感兴趣，频

频询问来历与用途。该构件正面呈正方

形，俯视呈“凹”字形。两侧面正中各有一

长方形孔。每个面的边缘内折成小平

沿。正面饰单线阴刻兽面纹，两侧长方形

孔周围各饰一组龙虎搏象图。整体布局

结构严谨、纹饰线条精细，既有庄重之感，

又不失威严之气。馆方介绍证实了莫言

对于该构件用途的最初猜想，因为出土地

附近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故推断该

器物是镶嵌于建筑物上的构件。

接受记者专访时，莫言说：“青铜器

是中国文物的一大特色，与历史文化有

密切关系，在其中能看到王朝重大事件

的记载，以及古人祭祀、战争，政治生活

的表现。铭文虽短，事件非常重大。青

铜器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这次集中

了好几百件到上海展览，充满了浪漫和

想象力，观众一定大开眼界。”十几年前，

他曾经来上博参观，对上博馆藏青铜器

十分喜爱，对其中几件尤其印象深刻，

“春秋重器子仲姜盘，当中有几只小鸭

子。”虽然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并不仅仅

是黄河流域，但这样的展览让人们对中

原文明有了深刻的认识。

作家作品中的故乡与真实的故乡有

区别，在于他的作品中，故乡是他的亲身

经历，在写作之初，是作家的灵感来源，但

是写作时间的延续，写作量的增加，随着

采访，观摩，外部世界的影响就成为信息

养料，成为书写故乡的素材，融入对故乡

的写作，作家的文学故乡是一个开放的概

念，而不是封闭的概念，“今天在上海博物

馆看到的这批来自河南的文物，也可以变

成、想象成我的文学故乡的文物，中华文

明的故乡。”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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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쳬튻퓧，闵힡
城뗄훓샏늮뒩맽냫高돇
口살떽天몣늩컯망쏅뿚
队뛓，观듽ퟅ닎맛“兹
中国三三河南쿄짌훜죽
展컄쏷场”。自7月29

来开场틔살，天늩쎿쳬
4000名뗄풤풼닎맛쏻
额，手뎣쟀쫖。普싛웕
员맛훚뮹是튵名풱，
解뷢“国틔中国”民톰쏱
这컄뮯횮룹뗄죈쟩죃这
高쿄쳬뗄컂뛈룼룟。昨
天솽쳬，奖놴뛻컄톧붱
展훷쒪퇔솬탸솽쳬살떽
场的쿖뎡，埋쏦这킩싱
密잧쓪뗄쏘쏜。展횪场
的탅쾢뗄“迷맅쏔”文컄
说튽짺쮵：“展뗄떼쪦벴
源뺿名샠웰풴，展쯤좻
家是这랽쏦뗄闵，但
展뫜쿫떱쳬뻍살뾴场。”

何以中国人？自看“何以中国”展

始——该系列首展“宅兹中国”河南夏

商周三代文明展日前在上海博物馆开

幕，每日迎来络绎不绝的观众“寻

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中华文明

的源头，是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了然

于心？课堂上没有深入展开或者随着

考古发现不断推演更新的历史，可以

从这一系列展览中窥得“以物论史，以

史增信”。从这些文物研判出历史，以

中华文明历史增加文化自信。

有意思的是，在通识教育中被普遍

认为是“神话传说”的“大禹治水”等，

在这一展览中找到了可以论史的文

物对应。该展开篇有上博馆藏的战

国竹简《容成氏》，第23简中提及“舜听

政三年，山陵不处水潦不通，乃立禹为

司工……”——这不是孤例。一旁还有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提供的“天命禹敷

土”等甲骨文残片文字。这说明，如有

“神”助的“工程”，其实还是靠我们中国

人自己完成。这就是中华文明奔腾5000

年带来的文化自信的源头之一……

“宅兹中国”展，只是“何以中国”系

列展的首展。未来，上博将以两大系列

为龙头——另一系列展是“东西汇

融”——去年10月29日至今年初的“中

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就是这一系

列的首展。这不正是当今中国人最需

要不断明晰细化的定位吗？一方面，回

溯中华文明的源头，以史为鉴；另一方

面，立足东方面向西方，融会贯通。

何以中国，就在上博；东西汇融，

古今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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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指这里
展览名称“宅兹中国”，出处是陕

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上面的铭

文，尊内的铭文中“宅兹中国，自兹乂

民”一句最为出名，这段铭文记载了周

成王营建洛阳的重要历史事件。

尽管它与现在的“中国”不是同一

概念，更有“国之中央”、“天下四方中

心”的意思，但这种提法与国名“中国”

的出现之间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

关联。

青铜器作为早期文明的艺术瑰

宝，不仅是当时政治、礼仪和文化的载

体，也关乎着工艺水平、审美趣味、价

值取向、宗教信仰以及对生死的理

解。当考古学家在铭文中发现“宅兹

中国”四个字的时候，无异于看到了埋

藏千年的谜底。中国，3000年前被镌

刻于鼎尊之内，尘封于层层土地下。

3000年后，埋藏它的泥土和这泥土连

接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它

命名，叫做：中国。

“战神”随葬妇好
展览分为序厅、夏、商、周、尾厅五

个部分，参观一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

感觉。据悉，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中心展线上有40件展品被调到这里，

让海内外观众了解中原文明。

展厅入口处的序厅，夏的代表性

器物为1987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

代晚期“网格纹鼎”，是我国考古发现

最早的青铜鼎，它的造型和纹饰风格

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

相承。二里头青铜鼎的出现，是王权

礼制萌生的象征。鼎的功用原是煮饭

的炊具，与百姓的普通生活密切相关，

最质朴的实用器皿最后成为权力的象

征，充分体现了中原地区以人为本的

文化特色，也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

基因，核心所在。

往展厅深处，可以看到商代的国家

战神象征“妇好鸮尊”。鸮即猫头鹰，

“妇好鸮尊”设计上把猫头鹰前面的两

个爪子和它的尾部形成三足，作为三个

支撑点，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昂首挺胸

的鸮尊身上的纹饰有蛇纹、龙纹、夔纹、

云雷纹，背上还有一条小龙，其中负载

了许多神秘的文化符号。但妇好是一

位女子，为什么墓葬里会有

“战神”鸮的随葬？据介绍，

一则因为随葬在墓里为了

镇墓驱邪的作用；二则墓主

人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妻

子，协助武丁南征北战，是

一名勇猛的女将军。把这

件器物随到她的墓葬中，

也是对其身份的一种表

达。这件器物无论是艺术

性还是历史文化价值都非

常高。

“河南”只是开始
“河南既是夏、商、周三代的核心

区，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这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河南作为上

博此次考古系列大展的开篇。”上海

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我们希望通

过这次展览，系统、深入地展现先秦

中原文明的魅力和精髓，展示中华文

化早期‘多元一体’的形成和演变过

程。”

在距今5500到5300年前，中原

地区已经形成了非常高等级的一个

文明形态。河南的一系列考古发现

证明了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连续发

展没有断线，这是主根主脉。

未来，上博还将以举办文物考古

系列大展的形式，让公众了解中国形

成和发展的故事。据上海博物馆党

委书记汤世芬透露，“何以中国”系列

文物展是一个长期的办展计划，将最

少持续5至10年。展览顺序不一定

完全按时间线，而会追踪最新的考古

成果、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主题。

本报记者 徐翌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