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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调查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的兴

隆沟遗址时，发现了一件高 55 厘米的整

身陶人像。这不仅在考古界引起轰动，

在海内外学术界也引起强烈反响，被誉

为“中华祖神”。整身陶人的发现之旅

是 否 顺 利 ？ 它 的 出 土 有 何 价 值 和 意

义？5 月 23 日在敖汉旗举行的“兴隆沟

红山文化整身陶人发现三周年”学术座

谈会对此进行了阐释和解答。

65块陶片拼接成整身陶人

时间退回到 3 年前的 5 月 23 日，像

往常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工作队与敖汉旗博物馆的工作

人员对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进

行调查测绘，从 2001 年开始，他们对这

一遗址的发掘面积已经超过了 2000 平

方米，清理了房址 8座，灰坑 60余个。

在测绘中，一片怪异的陶片引起了

敖汉旗博物馆馆员王泽的注意。“这显

然不是普通的陶片，更像是筒形器的残

件。”王泽说。而红山人一般将筒形器

围绕祭坛排列的考古定论，使得筒形器

的发现就意味着附近或许会有祭坛。

这块陶片在这里发现究竟意味着什

么？王泽加快了寻找的步伐，在天黑之

前，他又找到了几块残碎的陶片。王泽

随即驱车回到敖汉旗，向敖汉旗博物馆

馆长田彦国汇报了情况。对碎片拼对的

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圆眼睛，高颧骨，

这显然是人脸的残部。这又意味着什

么？两人决定再去兴隆沟一查究竟。

2012 年 5 月 24 日天刚亮，他们再次

踏上了去兴隆沟的旅程。直到太阳快要

落山时，一块陶片又出现在田彦国的面

前：中间凸起，周边凹陷，这是陶人的嘴。

与前一天发现的圆眼睛、高颧骨联系起来，

田彦国判定，这肯定是红山文化的遗物。

陶片现世于农田，断茬鲜明，显然是

被农民用犁头从地里翻出来的，因此要

尽快找出其他陶片，否则等庄稼长起来

之后，更难寻找。事不宜迟，5 月 27 日，

他们再赴兴隆沟，并找到了整整一布袋

残碎的陶片，其中有陶人脸部的残件以

及陶人身子碎片。可令人遗憾的是，陶

人的前额和胳膊不在其中。

随即，敖汉旗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了联合调查组，查

找陶人的前额和双臂以及调查其出土

的环境状况。经过挖掘，一个长、宽均

约 3 米的小房子的基址以及陶人的胳膊

和前额出现在调查组面前。至此，65 块

陶片残件，用了 10 天的时间拼对，除了

背腰部还有残缺，陶人基本上完整了。

中华文明5000多年重要考古实证

拼 接 出 的 整 身 陶 人 是 什 么 样 子 ？

它用泥质红陶烧制而成，外表通体磨

光 ，局 部 施 黑 彩 。 双 臂 下 垂 ，臂 肘 弯

曲。头部戴冠，长发盘折。面部五官清

晰，神态逼真。鼻梁挺直，鼻头略宽。

乳头微凸，腹部较平。背部微驼，似男

性长者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

究馆员王苹认为，陶人的工艺和造型体

现了史前艺术的结晶，为论证中华文明

5000年提供了新的资料。“很多手法表明

远在 5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掌握了解剖

学的知识，比如陶人后颈部隐约可见的

第七颈椎表现出稍向前倾斜的坐姿等，

都符合真实人体的结构。”王苹说。

红山文化晚期究竟有没有进入文

明社会，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敖汉陶

人作为重要考古实证，表明红山文化晚

期已正式进入文明社会。”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敖汉史前考古研究基

地主任刘国祥表示，雕塑、烧制敖汉陶

人，体现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具备一定

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敖汉

陶人戴冠、盘髻、佩“帽正”等显示身份

地位的服饰，证明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形

成等级化的社会分层。虽然红山文化

晚期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城市、文字和

金属器，但敖汉陶人可以证明红山文化

晚期已正式进入文明社会。

凌家滩遗址的发掘领队、安徽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敬国对两种文化进

行对比后指出，它们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

距离1000多公里，但出土的很多文物具有

相似的特征，比如凌家滩玉人和牛河梁红

山文化玉人造型都体现出宗教特点，这可

以推断两种文化在当时有很多交流，文化

交汇点可能在河北或者山东。

此外，不少专家对红山文化的发展

提出建议。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

主任雷广臻建议依托红山文化的丰富

内涵发展文化产业，让文化成为经济的

动力。辽宁省朝阳市文化局原局长孟

昭凯指出，要努力拉近考古与大众的距

离，向大众宣传历史文化遗产，传播红

山文化应有的价值。

每个人都应是红山文化的守护人

“红山文化遗址具体的保护责任还

在所在乡镇的基层工作人

员。”正如刘国祥所说，这次

会议还邀请了敖汉旗的牛

古吐乡、萨力巴乡等乡镇负

责人参加。聚精会神的聆

听，一页页满满的笔记，这

是 在 座 谈 会 上 他 们 的 表

现。会议结束后，牛古吐乡

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对于

整身陶人以及红山文化有

了更深入认识，会将保护的

责任落到实处，让祖先留下

来的珍贵遗产得到延续。

同 时 ，敖 汉 旗 林 业 局 、

规划局、农业局等其他非文

化系统的相关负责人也参

加了会议。敖汉旗林业局

总工程师陈学勋细数着敖

汉的宝贝对记者表示，全旗

的 4000 多处文物遗址中，有

大部分在林地内，有些遗址

上面都长有树木。“这部分

遗址要做到尽量不采伐树

木，以保护文物为主。这些

地方还要设置界桩、界碑，

并请专人保护。”他说。

“座谈会使得我对敖汉

悠久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也激励规划部门与文

化部门一起更好地保护这

一珍贵的红山文化遗址。”敖汉旗城乡

规划局副局长于凤永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对于整身陶人，希望能从环境、艺

术、气候等多角度进行研究，把红山文

化发扬光大。

在整身陶人的发掘地兴隆镇兴隆

沟现场，观众络绎不绝。“就在那个角

上，我去看过好几回了，现场还有人讲

解，好像说我们的祖先就是那个样子。”

从附近村子来参观的一位 50 多岁的女

士一脸淳朴地指引着前来问路的人。

在交谈之中，得知她对于整身陶人的价

值和意义并不知道多少，然而，能让一

位普通的老百姓了解这些，也算考古和

文物保护的一种胜利了。

热点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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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近年来，天津市河西区围绕建设天

津市文化中心，推进多元文化城区建

设，充分发挥区域优质文化资源集聚优

势，实施了西岸文化品牌战略，加强组

织保障，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发展文化

产业，优化体现城市精神和凝聚力的人

文环境，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提升文化软实

力。经过数年的精心打造，在 2013 年，

河西区成功注册了“西岸”商标，“西岸”

作为河西文化的一个标志，其品牌效应

已享誉全区、辐射津门。

系列文化惠民活动蓬勃开展

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河西区目前

正在着手制定具有本地区特色的构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进一

步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实施文

化载体、文化精品、文化保护、文化活动

四大工程，以西岸品牌系列文化惠民活

动为重点，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

自 2008 年以来，河西区已经连续举

办了 3届西岸艺术节和 8届西岸图书节，

使日渐成熟的“西岸”文化活动品牌效

应逐步扩大。河西区在 2013 年、2014 年

连续举办了两届“西岸·马三立城市舞

台戏剧展”，活动坚持“高水平、低票价”

的惠民原则，受到了河西百姓的广泛好

评。2014 年，河西区以“文化 365 快乐

在河西”为主题，以“西岸”品牌系列文

化惠民活动为重点，先后组织开展“西

岸风”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西岸文化讲

坛、西岸社区文化擂台赛、西岸打开悦读

之门、西岸图书漂流、西岸文化志愿服务、

西岸文化交流、西岸公共文化人才培训等

十大板块各类群众文化活动1600多场，举

办了中国天津2014西岸剪纸艺术展、2014

天津西岸图书展、西岸艺术节等多场国家

和市级大型文化活动，有力提升了“西

岸”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文化产业载体项目建设硕果累累

近 年 来 ，河 西 区 大 力 实 施 品 牌 战

略，集中力量扶持优势产业、重点企业，

取得初步成效。

如今，西岸旗下的项目包括西岸艺

术馆、西岸相声剧场、西岸金逸国际影

城、西岸三联书屋、西岸艺术团等，其品

牌 已 经 具 有 相 当 的 影 响 力 和 市 场 价

值。特别是西岸艺术馆每年百余场的

室内乐演出在国内乃至世界产生了广

泛影响，2010 年达沃斯论坛期间，为与

会代表举办了两场室内乐演出；中宣部

组织全国各省市宣传部长赴津期间，曾

到西岸艺术馆考察并欣赏了室内乐演

出；台北市市长曾率队来访并欣赏演

出；甘肃省、浙江省等省市领导率队来

访。此外，西岸相声剧场自 2011 年 8 月

投入运营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天津市茶

馆相声的一股新兴力量，取得了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在 2013 年底

组织了赴台湾的交流演出，演出 5 场，场

场爆满，观众近 2000 人次，获得了台湾

民众的一致欢迎与好评。

据 悉 ，以 实 施 西 岸 文 化 品 牌 为 核

心，河西区在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确定

了“一二三四五”工作重点，即打造西岸

文化品牌；构建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和

政策扶持支持平台；建设陈塘科技商务

区、市文化中心、人民公园三个文化产

业聚集基地；重点发展数字新媒体、影

视动漫、演出、出版发行四类文化产业；

依托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市广电集团、

市出版传媒集团、市旅游集团和北方演

艺集团五大龙头企业，继续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鼓励和吸引数字多媒体、影视

动漫、演出、出版发行等重点发展产业

来河西区投资落户。

引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创建

在 河 西 区 委 、区 政 府 持 续 的 支 持

下，河西区进一步健全了公共文化管理

制度体系，先后出台了《河西区鼓励和

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和服

务的实施办法》、《河西区公共文化产品

政府采购办法》等文件，与驻区的各大

市级文化院团、场馆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引入社会力量助力西岸品牌发展，

进一步提高“西岸”品牌活动的含金量，

提升品牌形象和影响力。持续加大政

府投入力度，投资 4.3亿元财政资金用于

购买河西区新的西岸文化中心项目载

体，为“西岸”品牌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

供重要的阵地支撑。

据了解，河西区今后将持续组织开

展“西岸·马三立城市舞台戏剧展”、西

岸图书节、西岸艺术节、西岸文化讲坛、

西岸社区文化擂台赛等具有影响力的

系列文化活动，继续发展壮大现有的西

岸品牌文化产业载体项目，以西岸品牌

文化活动的示范引领作为推动河西区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

指向标和发动机，促进河西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当前河西区正在着力创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 范 区 ，将 进 一 步 提 升 西

岸品牌的影响力。在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过程中，‘西岸’文化品牌

也将起着非常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河西区文

化局负责人说，河西区将以建设多元

文化城区为目标，借助市文化中心的

良好氛围，深入挖掘区域文化资源，努

力培育“西岸”文化品牌，不断推进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

天津河西区着力打造西岸文化品牌天津河西区着力打造西岸文化品牌
邢媛媛邢媛媛 胡孝明胡孝明

对于享受着现代社会带来的各种

生活便利的人们来说，雾霾是一个沉

重而又逃脱不掉的话题。近日在山东

省会大剧院上演的音乐儿童剧《绿色

的梦想》，通过充满童趣的艺术形式，

在数百个孩子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

子，放飞了绿色的梦想。

一堂生动的环保课

在当前日益小众化的戏剧演出市

场中，儿童剧是一个另类的存在，在全

国 范 围 内 都 呈 现 出 十 分 火 爆 的 局

面。节假日带孩子去看一场儿童剧，

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生活方式。儿

童剧的火爆，彰显出现代年轻家庭对

孩子的价值、情感和审美教育的日益

重视。

儿童剧往往取材于童话、神话故

事，或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生活事件、

情感体验，济南儿童艺术剧院经常演

出的《丑小鸭》、《白雪公主》、《卖火柴

的小女孩》，以及原创经典剧目《宝贝

儿》、《我的麦哲伦海峡》等都不外乎这

两类题材，而本次该院打造的音乐儿

童剧《绿色的梦想》则聚焦社会热点问

题，在儿童剧题材方面实现了新的开

拓。该剧讲述了主人公优优从雾霾成

灾 、危 及 人 类 生 存 的 2034 年 穿 越 回

2014 年，发动家人和朋友参与绿色环

保、共同消除雾霾的故事。创作者一

开始就把故事设定在雾霾成灾、人类

生存无以为继的 2034 年，用生动有趣

的戏剧形式向小观众呈现了放任自

流、破坏环境的恶果。继而围绕上学

绿色出行、劝爸爸戒烟、植树节集体植

树等与孩子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展

开故事，借用奇异夸张的服装、道具，

神秘的灯光和烟雾，优美的音乐等艺

术形式，在一波三折的戏剧情境和温

馨的友情、亲情氛围中，传递了“你热

爱生命，生命热爱你，从我做起，相信

奇迹”的绿色价值观。这个朴素而又

深刻的主题贯穿全剧，把观众的视野

引向了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与关

注，不仅给孩子，也给家长们上了一堂

别开生面的环保课。

一次综合性的审美体验

对于儿童剧创作来说，如何从形

式到内容激发儿童的观剧兴趣十分关

键。创作者只有突出儿童视角，熟悉

儿童的情趣，并在作品中以艺术的形

式表现出来，才能得到儿童的喜爱和

认可。环境保护并不像成长故事那

样与儿童的日常情感体验高度契合，

因此是一个比较难表现的题材。从

演出中可以看到，《绿色的梦想》的创

作团队不管是在故事编排还是在二

度创作方面，都力求尊重儿童的审美

情趣，融合了多种表现手法。在一度

创作中，该剧融入了童话 穿 越 、游 戏

打 怪 以 及 末 日 拯 救 等 情 节 元 素 ，在

调 动 儿 童 观 剧 兴 趣 的 同 时 ，充 分 激

发了孩子们的英雄主义情结和担当

意 识 。 在 二 度 创 作 中 ，该 剧 在 明 确

“儿童音乐剧”这一基本定位的基础

上，充分运用跨界思维，同时吸纳了

音 乐 、舞 蹈 、魔 术 、木 偶 等 多 种 少 年

儿 童 喜 闻 乐 见 的 表 现 形 式 ，加 上 灵

活多变的舞台调度方式，使得整个舞

台空间成为了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

创意空间。

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环保是个大题材，创作者却并没

有因为是儿童剧而把它简单化和幼稚

化，而是将整个社会的难题和人性的

悖论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情境展现在观

众面前：吸烟是为了缓解压力、好好工

作；出门开车，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

个不少；雾霾问题大人都解决不了，小

孩子掺和什么……这些当前大人们常

常挂在嘴边而小孩子无法反驳的事

情，在戏剧性的穿越故事中，显得是那

么的不合时宜。最后，大人们终于在

孩子们不厌其烦的劝说下改变了惯常

的做法，雾霾终于被人们战胜，世界在

人们的努力下又变得生机盎然、充满

绿色。虽然，该剧给了人们一个大团

圆的结局，但是雾霾对于现实中的人

们 来 说 ，仍 然 是 一 个 悬 而 未 决 的 问

题。当孩子们走出大剧院，面对济南

当天灰蒙蒙天空的时候，当作何感想

呢？为人父母和行为世范的老师们又

该如何面对孩子们的困惑？

这当然不是一个儿童剧能够解决

的问题。环境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情，而文化艺术对人们价值观念的

影响也只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不过，好在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创作

者愿意为孩子们创作、排演这样的戏，

家长和老师们愿意带孩子们来看这样

的戏，而孩子们也在乐在其中。也许

一个时期内他们还是会看到灰色的天

空，但绿色的梦想已经在他们心中播

下了希望的种子，假以时日，这些种子

便会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我们一

定 会 有 一 个 阳 光 明 媚 、鸟 语 花 香 的

2034年。

播下希望的种子 放飞绿色的梦想
———评音乐儿童剧—评音乐儿童剧《《绿色的梦想绿色的梦想》》

王笃祥

是专家的也是大众的
——红山文化整身陶人发现三周年学术座谈会综述

本报记者 李佳霖

提起爱辉，熟悉黑龙江的人会

毫不犹豫地说出它是黑河市的区、

镇 ，而 敏 感 历 史 的 人 会 脱 口 而 出

1857 年清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的

《瑷珲条约》。人们随即可能会有些

疑惑，“爱辉”与“瑷珲”有无联系？5

月 18日之后，这个疑惑大可不必了，

因为黑龙江省政府批准黑河市爱辉

区和爱辉区爱辉镇的政区名称用字

均恢复为“瑷珲”。瑷珲，这个 1956

年为更改生僻字而消失的老地名，

又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了。

这是个让人振奋的好消息。长

久以来，因为各种原因，不少老地名

被活生生地从人们的生活中剥去，

有的是因生僻字而改名，比如江西

省新喻县被改为了新余县；还有因

发展旅游而改名的，比如为吸引游

客，张家界南天一柱改名为“哈利路

亚山”，更多城市内的老地名则是随

着旧城改造和城市建设随风而逝，

据统计，南京近年来消失了近 2000

个老地名，苏州有 1100 多个老地名

湮没在城市建设中。

老地名不只是一个名字那么

简单，一个老地名，也许就是一个

老故事，一段历史。城市的生命，因

一个个古老的地名而厚重，城市的

血脉，也因老地名而存续久远。以

瑷珲为例，瑷珲古城始建于清康熙

二十二年（1683 年），当时为了抗击

沙俄入侵而建。174 年之后，瑷珲

却成了中国与沙俄第一个不平等

条约《瑷珲条约》的签署地。这个

条约使得沙俄割占了中国黑龙江

以北、外兴安岭以南 60 多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并且以此为契机，沙俄

继而又以调停、勘界为名，迫使清

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仅

领土又被侵占了 90多万平方公里。

可见，“瑷珲”这个词承载了多

少让世人永记的惨痛历史。它的

保留，对于铭记耻辱、激发国人的

爱国情感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初

从“瑷珲”变更为“爱辉”，虽然不会

直接导致这段历史的消失，却无意

间割裂这个城市与《瑷珲条约》的

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势必会导

致对这段耻辱的淡忘。

所幸的是，瑷珲区和瑷珲镇又

回来了！而重拾老地名这一行动，

在全国并不是孤例：2014 年，山东

临沂市将 1947年更名为苍山县的兰

陵县恢复为兰陵县；同年，扬州市邗

江区将胜利巷恢复为盐仓巷……那

些消失的老地名完全恢复回来是

不可能的了，可是，这些行动至少

释放了一个重要讯息：相关部门已

经开始重视老地名的保护。

然而，可喜之余，此次恢复老

地名中释放的另一些信息仍然有

让人警惕之处。正如当地报道中

所言，是希望“建设国内外知名的

旅游胜地；把地缘优势转变为经济

优势，与全国各地开展经济技术合

作，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来此投资兴

业 ”，其 中 的 功 利 性 目 的 不 言 而

明。这不禁让人担心，在将来的某

天，会不会因为其他目的，恢复回

来的老地名被再次更改呢？老地

名的保护，还是还历史以历史，少

点功利心吧。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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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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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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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梦想》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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