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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历史文脉的两大源流，一是燕
文化，一是赵文化。不久前，邢台市隆尧
县柏人城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顺利完
成。据史料记载，柏人城始建于春秋，是
战国时期赵国的重要城市之一。近年
来，距今 2600 多年的邢台柏人城遗址考
古持续引发关注，矗立风中的柏人城遗
址，向世人诉说着这座古城昔日的繁华
与悲壮。

相对完好的保存

让柏人城遗址成为珍贵实物资料

柏人城，春秋晚期属晋，战国时期属
赵国。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因水患
而废，柏人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目前，
柏人城遗址北邻泜河，三面环岗，城内地
势北高南低。遗址尚存部分城墙，北部
被村庄所压，其余部分多为田地……相
关记载表明，柏人城遗址是中国北方地
区保存较为完好的东周秦汉城址之一。

2013 年，柏人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
为第七批国保单位。

柏人城名称之由来，史料没有具体
记载，当地有两种说法广为流传。

其一，“光泰岗密松林”之说。据此，
可知多年前，柏人城周边松柏丛生。目
前，柏人城周围同样有以“柏”命名的村
镇，如柏乡、柏舍等，这些地区还有每年
农历正月十六烤柏灵火的传统。有学者
认为柏人城的名字与古人对柏树的崇拜
有关。其二，与柏人侯李昙有关。据《新
唐书》载，李昙为赵国名将，因屡建奇功，
被封柏人侯。近年考古发掘中，曾发现
带有“柏人”字样的陶片，推测柏人城名
字或与此有关。

因毁于水灾，柏人城的原貌得到较
好保存。初步调查得知，城址近方形，为
夯土建筑，城墙全长 8017 米，城廓面积
4.2 平方公里。南城墙和西城墙保存较
好。目前，城址内有亦城、城角二村，自

建村以来，未有大型动土建设用地，其余
地区都是农田，地下文化层未经严重
扰乱。

受河北省文物局委托，2015 年底至
次年初，陕西文物保护专修学院对柏人
城遗址进行初步勘探，基本明确了该遗
址的占地范围、壕沟、城墙、城门、阅兵
台、城址内道路情况等。考古人员对城
墙全段进行了勘测，最终确定城门 8个，
城墙宽17米，城门宽约16.5米，护城河距
城墙 11 米，护城河与城墙之间有 3 米宽
小路。护城河宽约18米，拐角处达到25
米。勘探中还发现，城内有道路 9条，其
中南北方向 2 条，东西方向 7 条，足见柏
人城规模之宏伟。

“可以说，柏人城遗址是研究我国北
方城市发展史的珍贵实物资料。”邢台市
文物保护和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周海峰
告诉记者，根据初步勘探，柏人城应是一
座军事性质较强的城址，城墙北部应为
重点防御区，用来抵挡北方的入侵。城
内分布有作坊、衙署和生活居住等区域。

三次联合发掘

逐步揭开柏人城遗址神秘面纱

“鉴于柏人城遗址的历史和文化价
值，我们迅速申请对这处遗址进行主动
性考古发掘。”周海峰告诉记者，2016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对该遗址开
展首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600平方米，
发掘灰坑 23 个、路 1 条、沟 1 条、窑 1 座、
墓葬 1 座，出土可复原陶器、各类小件
30件。

2018 年，河北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吉
林大学考古学院合作，对柏人城遗址开
展第二次考古发掘。实际发掘面积1027
平方米，共发掘灰坑147个、灰沟4条、墓
葬 6座、房址 2座、水井 3个，出土陶、铜、
铁和骨蚌器等标本2800余件。在对东城

墙北段进行局部挖掘时，在城墙旁发现
长、宽1.65米左右的人骨坑，坑内至少有
几百具人骨，人骨散乱、均不完整，初步
推测为建造城墙的祭祀性遗存。还发
现，城墙中出土陶片与城内发掘区相同，
多为泥质灰陶，可辨器形有陶豆、碗、罐
和盆等，根据战汉时期中原地区年代学
研究成果，推测其建造年代最早可至战
国中晚期。

2022年 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
国人民大学、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邢
台市文物保护和研究中心以及隆尧县文
物保管所组成考古队进驻隆尧县，对柏
人城遗址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历时4个
月，收获颇丰。

此次发掘位置与2018年的发掘区相
连接。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一处规模
较大的夯土，总体形制呈“中”字形，主体
部分为12米×12米的正方形，夯土厚达
1.6米。发掘项目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吕学明教授说：“这是此次发掘
区内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单体建筑，这
么大规模的夯土在柏人城遗址为首次发
现。”

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一些带有
戳印和刻画文字的遗物，如带有“柏人”
文字的陶片，明确了两汉时期柏人城是
一处等级较高的中心聚落。此外还发现
了“五铢”“货泉”“大泉五十”等货币，为
开展历史年代学研究和分析柏人城遗址
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宝贵资料。

成果与疑团并存

更多历史细节从尘封中苏醒

遗址考古有的越发掘越清晰，有的
却是成果与疑团并存。无论是2015年启
动的初步勘探，还是此后三次考古发掘，
为柏人城提供更多实证资料的同时，也
带来了不小的疑团。

据史料记载：“晋文公伐卫取邢，又

属晋邑，乃为柏人。”《左传》也记载，春秋
晚期晋卿内斗，范氏和中行氏曾逃至此
地。但 2018 年考古发掘，在解剖城墙时
发现城墙建造年代应在战国中晚期，而
非一直以来根据史料推断的春秋时期。

2022 年的考古发掘，所获材料以两
汉时期为主，年代最早遗物为春秋晚期
鬲足，年代最晚遗物为唐晚期邢窑“盈”
字款白瓷碗底。10余件春秋晚期鬲足表
明，柏人城区域在春秋晚期有人类活
动。可从目前发掘资料看，却很难与史
料记载的“晋文公始建柏人城”相对应。
大量两汉遗迹及遗物的发现，又与汉代
县城多在50万平方米以下的规格有明显
出入。此外，唐晚期邢窑“盈”字款白瓷
碗底，年代晚于遭遇水患的唐天宝元年，
由此可见尽管因水患而导致区域中心逐
渐转移，但城址并未完全废弃，至唐晚期
甚至更晚时期仍有人群居住活动。

考古是一个逐渐探寻的过程，疑团
的出现意味着更多细节正从尘封的历史
中醒来。“第三次的发掘，为更深入、完善
地了解柏人城遗址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
了实证。”吕学明教授表示，本次发掘不
仅让柏人城遗址的文化面貌、发展序列
有了较全面的呈现，而且初步明确了柏
人城遗址在不同时期存在着布局分区。
柏人城遗址不同区域存在历时性的兴衰
变化，对于研究河北平原南部地区先秦
至两汉的聚落变化、生业状况、人类活动
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遗址面积大，考古工作者对柏
人城遗址的深入认识尚需更多研究考
证。2023 年，关于千年遗址柏人城的考
古发掘工作有望继续进行，将进一步确
定遗址夯土的范围与堆积情况，确定夯
土性质，了解城墙走向与结构，继续探究
城址基本情况，进一步厘清柏人城的历
史沿革、城内布局及功能分区等，为柏人
城 遗 址 的 保 护 规 划 提 供 详 实 的 考 古
资料。

历经三次考古发掘，距今2600多年邢台柏人城遗址神秘面纱逐步揭开

寻 踪 千 年 柏 人 城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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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2023年春节档（1月21日
至 27 日）电影票房为 67.58 亿元，同比增长 11.89%；观
影人次为1.29亿，同比增长13.16%。这份成绩单在中
国电影史春节档票房榜上排第二位，行业内外皆拍手
称喜。

电影市场“开门红”，不仅体现了电影行业强势复
苏，同时也被视作国内消费市场回暖的信号，因此受到
特别关注。除了令人惊喜的高票房外，今年春节档的
成绩单上，还有很多信息值得详加分析，以期为电影行
业乃至文化市场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借鉴。

今年春节档，可谓双强争霸，梯队明显。春节档
电影市场历来是兵家必争的关键一战，观众能够从中
感受到中国电影业竞争之激烈。“名导+明星”的流量
模式，已然成为《满江红》这类商业片的制胜法宝，目
前该片总票房已突破 33亿元。《流浪地球 2》这类在硬
科幻等新领域持续“拓荒”的作品依然表现优异，该片
票房已过 26亿元，既展现出制作方市场策略的成熟，
也反映了中国电影观众越来越开阔的文化消费视
野。更难能可贵的是，两强夹击之下，其他优秀影片
亦表现抢眼。据灯塔专业版，电影《熊出没·伴我熊
芯》票房已超 9.77 亿元，刷新中国电影史春节档动画
片累计票房纪录，该片也成为“熊出没”系列票房第一
的影片。动画片《深海》延续中国动画新生代的顽强
斗志，高扬“情怀+技术”的理想旗帜，征服了属于自己
的铁粉群体。

春节档电影类型多元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
电影市场日渐成熟。在电影创作领域，对精品和经典
的执着，集中体现着中国电影从业者正在走向自信自
强。以电影《无名》及其导演程耳的遭遇为例，在重重
压力下目前该影片票房已过6亿元，且口碑回升、关注
度增加，可视作中国电影行业迎难而上的一个典型
案例。

如今，观众已不再把有艺术追求的导演或演员简
单地贴上“文艺”或者“商业”的标签，创作者也不再讳
言自己的艺术理想与票房压力。此时的电影，才真正
回归了它文化消费品的本来面目。在 2023 年春节档
成绩单上，我们不仅看到以票房定胜负的结果，更意识
到这场起伏跌宕的龙争虎斗留在电影史上动人的一
笔，恐怕不是那傲人的数字，而是中国电影从业者们在面临发展难题时，通过
一系列创新、坚守踏响的铿锵足音。

毋庸置疑，2023年春节档电影市场不仅斩获可观票房赢得“开门红”，在
观众口碑上也拿到了高分，或许这也正是对中国电影人创作观和产业发展观
的一种认可和引导。

河北日报讯（记者肖煜）春节期
间，为丰富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热烈、文明向
上的新春氛围，全省各地新华书店开
展了一系列参与度高、互动性强、形
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以一道道书香文
化大餐引导广大读者共度文化年。

新 春 惠 民 ，书 店 里 年 味 儿 浓
郁。主题鲜明的展台、喜庆艳丽的
灯笼、寓意美满的福字……各地新
华书店围绕新春进行了创意布展，并
设立主题展台，精选与党的二十大相
关的主题图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
典图书、精品畅销图书等数百种优质
出版物进行集中展示，以更丰富的品
种、更优惠的价格充分满足全省读者
的阅读需求。

妙笔生花辞旧岁，翰墨飘香春意
浓。石家庄书城、邯郸书城、衡水书

城、秦皇岛图书大厦、阜城县新华书
店等各地新华书店，充分发挥人文公
共空间的文化引领作用，邀请书法
家、画家、文化学者、非遗传承人、民
俗专家等嘉宾，开展写春联、猜灯谜、
剪窗花等一系列活动，带读者体会年
味满满、趣味多多的文化春节。

为丰富节日期间基层群众文化
生活，全省各地新华书店精选出党政
图书和农业、少儿、养生、文学、历史
等各领域的上千册优质图书，以及年
画、挂历等，走进乡村、社区、企业、军
营等，开展文化惠民志愿服务活动，
把书香“年货”送到读者身边。

此外，全省各地新华书店还创新
活动形式，在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
媒体平台举办阅读分享、新春诗会、主
题诵读等一系列线上文化活动，与广
大读者一同在云端品书香、庆新春。

河北日报讯（记者龚正龙）1 月
30 日，记者从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
保护研究院获悉，近期，由河北省文
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承担项目管
理任务的中国援尼泊尔加德满都杜
巴广场九层神庙修复项目通过了中
期验收，并获得良好评价。

九层神庙及附属建筑，位于尼泊
尔首都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世界文化
遗产核心区，是重要世界文化遗产之
一。2015年，尼泊尔发生大地震，对
九层神庙建筑群造成严重破坏。经
中尼两国协商，中国政府承担援尼泊
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震后

修复项目。该项目是中国在尼泊尔
开展的首个大规模文物援外项目。
受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和国
家文物局委托，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
保护研究院承担九层神庙修复项目
管理工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负责
项目实施工作。该项目于2017年11
月正式实施，至2022年9月完成建筑
本体维修工作。

项目实施数年来，河北省文物
古建专家们一拨接一拨坚守在九层
神庙施工现场，风雨无阻，尽职尽
责，强化科学安全管理，做好与尼方
沟 通 协 调 ，确 保 了 项 目 质 量 和 进
度。下一步，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
保护研究院将继续做好九层神庙后
期安防、消防、防雷和展示利用项目
管理工作，为中尼友谊继续贡献“河
北力量”。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1 月 30 日
下午，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名家名段演
唱会在石家庄市槐北社区上演。此次
演出是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
共同主办的“为时代放歌”2023 河北省
直文艺院团迎新春演出季的演出之一。

此次演出精选《穆桂英挂帅》《南北
和》《三娘教子》《王宝钏》《野猪林》等河
北梆子经典剧目中脍炙人口的唱段，让
观众近距离领略河北家乡戏的魅力。
演出中，剧院的演奏员也从幕后走向舞
台中央，为观众奉上精彩的唢呐独奏

《欢乐大舞台》。演员们高亢激越的唱
腔让戏迷如痴如醉，不少现场观众拿出
手机拍照、录像，记录下精彩瞬间。

“金牌调来银牌宣……”中国戏剧
“二度梅”获得者、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
副院长许荷英与青年演员赵璇师徒同
台演唱的《大登殿》选段一开嗓，便赢得
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与喝彩声。“作
为文艺工作者，在农历正月把河北梆子
送到群众家门口，增加大众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感觉很有意义。”许荷英说。

“希望通过演出活动让更多人享受

到传统戏曲文化的发展成果。今年，我
们还将在全省各地，尤其是边远地区的
乡镇、中小学校举办系列惠民演出活
动。”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院长赵涛介
绍，今年还将在河北梆子剧场举办周末
常态化定点演出，成立专门团队与许荷
英戏曲名家工作室、吴桂云戏曲名家工
作室联合开展普及戏曲知识系列讲座，
通过剧院抖音、快手、微视频、微博等公
众 号 举 办 经 典 剧 目 线 上 惠 民 展 演 等
活动。

据悉，2023 河北省直文艺院团迎

新春演出季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
旅游厅共同主办，整合省直文艺院团
优秀演出资源，河北交响乐团、河北省
京剧艺术研究院以及河北演艺集团旗
下的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河北省歌
舞剧院、河北省话剧院、河北省杂技团
等多家艺术院团参演。演出季自 1 月 8
日开幕，持续至 2 月 26 日结束，涵盖交
响音乐会、民族管弦音乐会、戏曲、杂
技、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
富、名家荟萃，满足省会群众多样化的
观演需求。

阅读贺新春 书香庆佳节

全省各地新华书店与读者共度文化年

中国援尼泊尔九层神庙
修复项目通过中期验收

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名家名段演唱会走进社区

春节期间的石家庄书城翰墨飘香，读者纷纷书写属于自己的春联和福字。
河北省新华书店供图

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

保护研究院承担项目

管理任务

河北日报讯（记者史晓多）丰富多
彩的展览、热闹喜庆的非遗展演、独具
特色的社教活动、创意十足的文创产
品……春节期间，河北博物院依托文
物资源，推出“福兔贺岁 潮趣河博”
2023 癸卯兔年春节系列活动，吸引众
多市民前往观赏，“博物馆热”持续升
温，河北博物院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
的氛围。

河北博物院里，“玫瑰国度——叙
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人气最旺。展览
汇聚叙利亚 9家博物馆精美文物，特别
选取敦煌研究院等 3 家国内文博机构
部分藏品共同展示，展品数量达 198
件/组。“本次展览是河北博物院在春节
期间为广大观众精心准备的一场异国
文化盛宴，旨在为广大观众介绍叙利亚
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及亚洲各国‘和而
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特质。”河北博
物院陈列展览部主任助理张永强说。

除展览外，多元化的艺术体验活动
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为期 3天
的“河博打卡季”系列活动，吸引了2500
余名观众参与“打卡”，一起感受博物馆
的奇妙魅力。线上活动“文物超链接”，
通过文物讲故事、聊知识、说经典，分享
背后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住”
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让“宅”在
经典里的文化和观众做朋友。

1 月 26 日，农历正月初五，一场别
开生面的文博课在河北博物院生动开
讲。许多家长带着孩子现场参与体验

“文物成语号”活动，每个人脸上都洋溢
着欢乐。“福兔呈祥贺新春”“欢欢喜喜
贴春联”“吉祥如意剪窗花”……河北博

物院开展的“博物馆里闹新春”活动，融
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为一体，拓展了
文物活化利用途径，传承和弘扬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让小朋友们感受到浓浓
的年味儿。

“老师，我想用红绳编一个手链。”
“老师，你看我这样印的对不对？”不久
前，2023 年河北省“文化进万家 非遗
过大年”活动在河博举行，武强木版年
画、行唐剪纸、涿州绳结编织技艺、邢氏

刺绣等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集中亮
相，传承人现场花式秀绝活儿，小朋友
们通过体验参与非遗制作，感悟匠人匠
心。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年
货市集”“玉兔迎春戏剧展演”“写福字
送春联”等多个板块内容，好看、好玩、
美味、有趣的非遗项目齐聚一堂，让市
民共享非遗之美。

春节期间，河北博物院“冀”驿主题
邮局、“香”约河博文创品牌店，很多家

长带着孩子在挑选兔元素文创产品。
红包封面、动态表情包、壁纸等系列数
字文创大礼包，深受广大市民喜爱。

据悉，河北博物院此次春节活动自
1月 12日启动，将持续至 2月 21日。活
动期间，“潮”展、“潮”玩、“潮”学、“潮”
购、“潮”享等五大板块19项活动陆续推
出，带领大家体验河北博物院的文化气
息、精彩创意和人文关怀，让春节更有
年味、更有趣味、更有文化味。

观展览 赏非遗 品文创

河北博物院春节文博活动精彩纷呈

小朋友们参与体验“文物成语号”活动。 河北博物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