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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破晓，红日穿林。南阳
村，迎来又一个清晨。

不远处，“华北明珠”波媚水
漾，“千年秀林”嫩芽吐绿，建设工
地塔吊林立……秀美画卷正徐徐
铺展。

“发扬‘工匠’精神，精心推
进，不留历史遗憾。”

一座城，要立得住，关键要传
承好自己的文脉。“自古以来，具有
悠久历史的古城都是从挖第一铲
土或动第一块砖的时候，就已经把
文化深植其中了。”河北省文物局
局长张立方说，雄安文脉深长，先
后在“燕南赵北”“郡国藩镇”“燕云
边防”“畿辅直隶”体系中占据显赫
位置，发挥着重要功能，深刻影响
中国历史进程，因此更应继承发掘
其文脉底蕴和视野格局。

千秋之城，考古先行。为服
务雄安新区建设，根据国家文物
局、河北省文物局的部署和要求，
2017 年 5 月 28 日，河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成立
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在南阳村

畔共同开启雄安新区文物保护和
考古工作。

寻根文脉，考古调查，是一项
极其浩瀚、艰巨、繁琐的工程。作
为河北古文化遗存最为密集的区
域之一，雄安新区的文物数量多、
埋藏深且年代跨度大。“前期考古
调查至关重要。我们是在跟时间
赛跑。”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
长张文瑞说。

以乡镇为单元分组作业，以
村为基本走访对象，拉网式全覆
盖探查——规范科学的操作，考
古工作者们除了搜集各种县志、
地名志等文献和旧航片影像资料
之外，更要走向田野村庄，实地调
查探访。

南阳村头南阳遗址，是整个
雄安考古最早启动之地。

时光流转，回到四年前，当古
老的洛阳铲在南阳遗址打下第一
铲时，装载激光雷达测绘系统的
无人机一飞冲天，翱翔于遗址上
空。“鹰眼般的大视角，让海量数
据瞬间获得，所生成的地图上，屋
舍、街巷、河流、田地的形状位置
大小等，一目了然。”联合考古队

总领队毛保中说，在大规模文物
调查和考古发掘中，现代科技的
运用和新理念的融入，带来了新
发现、新成果。

激光雷达无人机、三维定位
测 量 仪 器 ，手 持 终 端 ，一 有 发
现，及时拍照登记、坐标定位、
文字记录……当场将原始信息
上传至数字化综合信息管理平
台，相当于同步建起数据库，可
随时调出来整理，对后续研究影
响深远……

“科技考古，让我们高效地完
成了新区起步区的考古调查。高
科技手段的运用，也让具体调查
和勘察变得更成体系。”河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室主
任雷建红介绍，雄安考古非常注
重信息数字化采集，不仅制定流
程方法、记录规范等，设定数字化
理论勘探图，还采用航拍、三维建
模等手段，将地层堆积、遗迹等信
息即时数字化，实现了数字化信
息采集新区全覆盖。

记者了解到，联合考古队 13
个工作组对雄安新区规划的2000
平方公里区域进行系统的考古调

查，取得丰硕成果——地下埋藏
文物尤以新石器、战国、汉代文化
遗存较多，涉及城址、聚落址、墓
葬、窑址等；地上遗存则多是明清
时期的建筑、碑刻以及近现代革
命遗迹。

“所有数据，实时上传至数
字化综合信息管理平台，依据保
护级别、保存状况、科学价值划
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并根
据不同情况分别提出文物保护
基本思路。”雷建红说，通过调查
全面掌握了新区境内文物遗存
总体分布情况，为文化遗产保护
勾勒出空间框架，为新区总体规
划 和 建 设 提 供 重 要 科 学 依 据 。
如今，完成的《雄安新区文物保
护专题报告》已正式提交相关部
门验收。

“雄安建设考古先行，就是要
对历史文化有敬畏之心，呵护千
年文脉。”张立方说，这一系列工
作，为进一步完善河北考古学文
化的谱系编年和时空框架提供了
珍贵实物资料，为雄安建设争取
了时间和空间，为延续历史文脉
留下丰厚的“雄安记忆”。

最近，由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
目《典籍里的中国》，凭借
其独特的思想穿透力和艺
术感染力，迅速引发现象
级传播，首期节目播出当
晚 话 题 阅 读 量 超 过 4.5
亿。居高不下的热度，再
次显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强劲鲜活的生命力。

从名字不难看出，这
档火爆的节目聚焦的是享
誉中外、流传千古的典籍，
比如《尚书》《论语》《史记》
等。节目以创新的形式，
在“历史空间”和“现实空
间”中分别展开戏剧演绎
和专家解读，展现典籍中
所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
精神，讲述传承故事，让观
众通过荧屏实现跨越千年
时空的文化对话。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
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
新。近年来，围绕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涌现出
一大批原创文化类节目，
受到观众和广大网友的好
评甚至追捧。继《百家讲
坛》之后，2013年,《中国汉
字听写大会》和《汉字英
雄》等开启了中国电视新
一轮传统文化类节目热
潮。之后，《中华好诗词》

《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
藏》《经典咏流传》等一系
列文化类节目，改变了以
往娱乐综艺节目独霸荧屏
的现象。高质量的文化类
节目让观众感受到了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彰
显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节
目持续爆红，一次次证明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
并不缺乏群众基础，关键
在于如何创新表达方式，
让“过去”走进“当下”，走
进大众眼底和心里。

传统文化植根于历史
语境，如果原样照搬到现
代 社 会 ，很 可 能 水 土 不
服。如何打通“过去”与

“当下”的通道，让观众尤
其是年轻观众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行无障碍“对
话”，考验着文艺从业者的
智慧。今天的人们之所以
会好奇“过往”，一定是关
注那些融入血脉的东西。
就像《朗读者》读的是前人
的文字，抒发的却是当下
的情感。同理，在《国家宝
藏》中，大众看到了华夏文
明、技艺的博大精深，更看
到了这些“传统”对今天的
深远影响，由此发自内心
地赞叹、震撼。这些节目
通过荧屏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之光照进当下，走进
人们生活，架起了“现在”
与“过去”之间的桥梁，这
样的节目才让人的生命更
加丰盈，让民族之文脉更
加源远流长。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内涵融入生活，才是最
好的传承与发展。立足这
一点，创新传统文化的传
播形式，将之与流行文化
元素和新技术相嫁接，成
为传承、传播传统文化的
重要突破口。《经典咏流
传》采用“和诗以歌”的方
式，将传统的经典诗词与
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相融
合，讲述文化知识，阐释人
文价值，解读思想观念；

《国家宝藏》采用大众喜闻
乐见的“趣闻逸事”视角解
读国宝，做到了既有史有
据，也生动有趣；《典籍里
的中国》充分利用戏剧的
假定性特性、历史时空的
交错、现场空间的自由转
换以及观演关系的切换，
用极强的艺术想象力让古
今对话照进现实……这些
优秀的传统文化类综艺节
目以“传承+创新”为理
念，不但表现出中华文明
的独特美感，也释放出民
族文化的时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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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会九流，堪拟碧波浮范艇。
荷开十里，无劳魂梦到苏堤。”从安
新、容城、雄县一路走来，三县呈
掎角之势，互为表里，环绕着白洋
淀。临淀眺望，碧波荡漾，而脚下
所立足之长堤，赫然是燕南长城。

水柔堤坚，千年如是，滋养着
当地的人文精神。

“雄安考古，有一个重大课题，
就是进一步寻觅、梳理、发掘和印
证为中华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气
质的燕文化的源流。”张文瑞说。

四月，距燕南长城不远的南
阳村，不时有雨点洒落。作为雄
安新区面积最大的一处全国重点
文保单位，文化堆积丰厚的南阳
遗址是考古界翘首期盼之地。

“我们在探寻一个文化源流。”
南阳遗址考古队队长张晓峥告诉
记者，史料记载，燕曾五次迁都，琉
璃河董家林古城为西周初期召公
受封燕国都城，已被考古界史学界
认可。春秋初期，受北部山戎入
侵，燕桓侯徙于“临易”，战国中期
燕文公迁“易”。然而，“临易”和

“易”地望位置仍争议很大。
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阳

村西北有村民挖出东周时期铜鼎、
铜壶等器物，阴刻“右征尹”“西宫”
等铭文；随后，南阳村周围陆续发现

“燕王职戈”、铜凿及大量刀币……
均显出燕国风格，其地理位置也与
史书所载“临易”和“易”相近。

南阳遗址考古分量之重，不
言而喻。

“这把青铜剑，去年西河墓地
抢救出土……”走进毗邻遗址的雄
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在
80后考古工作者李蕾的介绍中，记
者近距离凝视近年出土器物——
板瓦、筒瓦、陶釜、陶罐、陶盆、铁
镢、铜箭镞、骨簪……在一处高悬
的地图前，记者驻足凝望，大略勾
勒出南阳遗址四年来考古图谱：

——2017 年发现战国晚期城
墙，2018 年发现 1 处春秋遗址，
2020年发掘西城门和西河墓地；

——考古勘探 91 万平方米，
基本确定遗址平面分布范围和文
化内涵；考古发掘揭露 2700 平方
米。解剖8处城垣遗存，发现灰坑
451 座、房址 15 座、墓葬 9 座……
文化遗存年代横跨战汉明清，主
体文化内涵为东周燕文化；

——遗址中部北侧为战国城
邑附属小城；遗址中部分布一条
战国中晚期城垣；遗址西部发现
城门及其附属道路，廓清了南阳
城址边界形态……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揭露
南部‘大城’夯土城垣西北折角，通
过遗迹打破关系，实证城址始建年
代为战国中期，是迄今为止雄安区
域发现最早的城址遗存。结合
2017年发现西汉‘易市’陶文陶片，
为寻找东周燕国南部城邑‘易’迈

进坚实一步。”张晓峥说，推测南阳
遗址北部区域被现代南阳村叠压。

燕，对河北意味深远，之于中
华文明，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从燕
南残堤，到南阳遗址，耳畔依稀响
起鼓角之声，仿佛听到远处“风萧
萧兮易水寒”的吟唱，那是易水北
岸的武阳城，那是燕太子丹的家国
情怀、高渐离的击筑悲歌、荆轲的
千古绝唱。那一刻，“慷慨悲歌”作
为一个特定影像、人文风骨、文化
符号闪耀历史星空，奠定燕赵文化
在中华文明中的气度位置。

斗转星移，时序更张。海纳
百川，乃成浩瀚。

“南阳考古还开展了 40 余平
方公里考古调查，发现了以南阳遗
址、晾马台遗址为核心的‘大南阳’
遗址聚落群。”张晓峥说，遗存年代
自龙山时代、晚商、西周延续至金
元时期，填补了新区西周时期考古
文化遗存发现的空白，以近 3000
年的时空完善了白洋淀区域先秦
考古学时空框架体系。作为一个
重要标尺性考古基准点，“大南阳”
遗址群成为雄安新区千年历史文
化重要组成部分和缩影。

这一考古概念的提出与实施，
建立在对多个“点”状遗址认知基
础上，亟待确立以南阳遗址为代表
的燕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中
的重要学术地位。“目前，雄安新区
已将南阳遗址建成考古遗址公园

纳入新区规划建设，成为其历史文
化重要展示窗口。”河北省文物局
项目管理处处长贾金标说。

这是一种更广阔开放的时空
视野，为深度发掘燕文化提供了
更鲜活证据。

“雄安区域人类活动史，可追
溯到晚更新世时期。夏商时期，
中原系农耕文化与北方戎狄文
化，东部沿海文化与西部内陆文
化在这里交互影响，文化面貌异
彩纷呈……”张文瑞说，这意味着
此地域曾经存在更古老、更深邃
层面的文化交流融合。

驻足凝望，胸怀激荡。脚下的
燕南长城，不仅未阻止燕、赵、中
山、齐、晋等文化交流融合的步伐，
而且为秦汉大一统的形成奠定了
坚实基础。历史上，雄安地处农耕
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也置身于
冲突对峙前沿，正是这种风霜磨炼
和交流碰撞，在“长城—边关”地缘
形态下，造就了雄安“质朴劲勇”的
精神气质和“轻生尚义”的社会风
气，形成“兼容开放”的人文品质。

寻根觅源，不单是在探寻触
摸过往岁月，更是在不断发现新
素材，丰满和印证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的历史进程。某种意义上，
雄安考古，就像燕子衔泥，去精心
构筑修补一个可栖息心灵和精神
的文化巢穴，从根脉源流入手绘
就恢宏的“雄安画卷”。

“燕南垂，赵北际。”苏轼在
《送将官梁左藏赴莫州》中，眺望
鄚州，思绪万千，开笔雄劲。人的
精神永远在心灵深处，凝结一方
记忆。而对于来自西安的考古人
何岁利来说，他把对隋唐长安的
情愫，连续数年注入燕南赵北的

“鄚州城”。
鄚州，燕云十六州之一，不在

风雪北国，而在白洋淀之畔——
“鄚州现存城墙建于何朝何

代？600多米外的古州城和鄚州为
何相距如此之近？两者之间存在
什么关联？历史上鄚州城几度废
弃，源于战乱人祸还是自然灾害？”

数年前的秋天，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岁利
率队抵达白洋淀东南角的鄚州
镇，他们要弄清鄚州城不同历史
时期的文明演进。经过几年艰苦
的考古工作，如今已初步厘清鄚州
城遗址的性质与年代，推测现存鄚
州城址可能为五代、北宋时期莫

（鄚）州州、县城址以及金、元时期
莫（鄚）亭县城址。不远处的古州
城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联合考古，显示二者关系密切。

“古州城曾经是不同历史时期
的‘鄚州城’。”走在古州桥头，何岁
利说，目前古州村内历史遗物远比
鄚州镇的古老。勘探发掘表明，古
州城遗址为双重城址结构，“内城”

“外城”均发现城墙、护城河及城墙

内外道路等。初步判断“内城”可
能为汉唐鄚州县（州）城，“外城”可
能为唐末五代增建而成。

城址变迁，耐人寻味。“水，最
大因素是水环境。”自残存的城墙
远眺，北距赵王新河 700 米，西距
白洋淀约 1300 米。何岁利说，即
便现在，这里依然水资源丰沛。
2020 年，发掘城址外围，掘土一
米，水涌漫溢，护城河自然成形。
发掘“外城”一水井，旋即水涌井
淤。在这口掩埋千年的砖井中，
出土了隋代青瓷罐等器物，还有
一残损造像碑，让隋唐以来鄚州
大族邢氏揭开面纱……

水环境，影响古城选址营造、
影响城市功能区划分。这对当前
雄安建设尤为重要。“白洋淀涵养
着整个雄安的文脉源流，基于建
设新城的需要，整个雄安考古都
非常注重对周边环境古今变迁的
细致梳理。”张立方说，这实际要
求雄安考古要坚持全局观念，以
区域系统为格局，从环境大视野
来考量。

“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
洋淀修复好、保护好。”殷殷嘱托，
牢记在心！

生态、宜居、绿色——为进一
步探讨白洋淀区域河湖水系演化
及其对人居环境、聚落分布和生
业模式的影响。2018 年以来，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河
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白洋淀

区域环境考古，对106处自然地理
剖面进行调查，调查面积达550平
方公里：建立晚更新世晚期以来
区域地层时空框架，复原区域河
湖演化过程……

文脉如水。白洋淀是华北最
大的湿地生态系统，被誉为“华北
之肾”。把历史镜头推向文明深
处，一万年前，古人类就在此择地
而居，点燃华北平原早期人类文
明篝火——容城上坡遗址、安新
梁庄遗址；安新留村遗址、容城北
城遗址；任丘三各庄遗址；容城午
方遗址；安新申明亭遗址……

“历史连续性，使其成为研究
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标尺。”
张文瑞说，气候的巧妙作用，让白
洋淀迅速发育扩张，日渐成为地
域中心，演进为中华文明建构体
系中的重要节点之一。

水运映国运。经历春秋、战
汉，走过魏晋北朝，唐后期开始，
雄安区域改造白洋淀，修渠通水，
扩大灌溉面积。宋辽时期，建阡
陌，浚沟洫，河通淀，淀连河，建成

“塘泺防线”。明永乐年间，官府
主持移民白洋淀，建村、造船、筑
堤等，辅以渔苇生产。清朝，围淀
造田，筑堤围圩，“环淀有堤百
里”，农田种植面积增加……

“生活细节，得到考古印证。”
曾主持发掘容城县东小里—白龙
西南墓地的考古人雷建红说，该
墓地考古勘探 31 万平方米，探明

墓葬 354 座，年代分属汉、唐以及
元明清。历史，不止有帝王将相，
还有寻常巷陌——婚丧嫁娶、迁
徙辗转、悲欢离合，对该墓葬的考
古学研究，不仅了解到白洋淀地
区平民阶层丧葬习俗，更揭开古
代家族族群等交流融合演变的历
史脉络。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最鲜活
的历史，正由当代人书写。

2021 年 2 月 22 日，河北省十
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全票通过《白
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条例》，
并于 4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涉及
雄安新区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
对白洋淀及其流域作出了系统全
面的规范，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
密的法治、最严厉的处罚保护白
洋淀生态环境。随着“华北明珠”
重放光彩，白洋淀与“千年秀林”
一道，蓝绿交织，渐渐勾勒出“雄
安底色”。这座未来之城，与白洋
淀必将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宜居
而充满活力。

四年来，雄安考古创造“雄安
质量”，取得了一个个重要考古收
获和学术成果，展示和延续了新
区千年历史文脉和优秀传统文
化，鼎力支持了雄安新区国家重
大工程建设。

“江山自古有佳客，烟雨为谁
留太行。”

碧波安澜，燕衔春泥。雄安文
脉丰盈如水，千秋之城大幕启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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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人间四月天，太行
叠翠，燕子归来。雄安，这
座未来之城，正在白洋淀畔
拔地而起。

幽燕之城，战汉遗存，
几度春秋？宋辽战道，荷塘
苇海，谁在吟唱英雄传说？
上溯千年，此地乃华北平原
文化积淀最丰厚的地区之
一。将历史轴线延伸，环绕
白洋淀的雄安，不单汇聚燕
赵文化根脉，多元文化亦在此
碰撞、交流、融合、发展……沉
淀形成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
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2017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
安新区，这是一项重大的历
史性战略选择。自那时起，
率先开启的“雄安考古”即
被赋予非凡的历史意义。

历史画卷，缓缓打开。
如今，一个日新月异的雄安
正向世界走来，一处处文化
遗存正经由考古而愈加鲜
活、明晰，为这座崛起之城
接续“千秋文脉”。

南阳遗址出土瓦当。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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