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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风光

散文随笔历史沉淀

□陈茁 张体义 温小娟

伊洛河与黄河的交汇处是河

洛文化中心区域，“河出图，洛出

书，圣人则之”，河洛地区向来被

视为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

在此不远处双槐树遗址的考

古发掘，近几年不仅得到了考古

界的高度重视，也引起社会的持

续关注，不时有热词登上热搜，如

“牙雕蚕”“九连罐”“河洛古国”

“文明胚胎”等。

4 月 13 日，双槐树遗址顺利

入选了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双槐

树遗址，原来大有来历，这是一处

距今 5000 多年，经过精心选址、

科学规划，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

聚落遗址。当时，双槐树地区文化

如此发达，周边又是什么样子呢？

双槐树和它的邻居们
双槐树遗址发掘前，在郑州

北部、黄河岸边已经发现两处仰

韶时期大型遗址，一处是郑州西

山古城遗址，一处是郑州大河村

遗址，恰如守护古都郑州北大门

的两棵大树。

西山古城遗址发现得比较

早，遗址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

城墙采用先进的方块版筑法。在

城墙筑造中，已经使用夹板、穿棍

和立柱。西山古城距今约 5300 年

至 4800 年间，与双槐树遗址年代

相当。西山古城的发现将我国古

城产生的年代向前推进了将近

1000 年，被誉为“中原第一城”。

大河村遗址是延续使用数千

年的大遗址，属仰韶文化中晚期，

出土有精美的彩陶，其中著名的

彩陶双连壶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馆

之宝。走进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气势不凡的

联排房屋地基，这是目前保存最

完好的史前居住基址之一，历经

5000 余年，仍有完整的平面布局

和 1米多高的墙壁。由此可见，现

存北方传统民居的建筑形式，在

5000 年前就开始出现了。

除了西山古城遗址、郑州大

河村遗址，双槐树遗址还有更多

“邻居”。在 4月 12 日举行的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点评会上，

双槐树遗址项目代表、郑州文物

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介绍，在

郑州、洛阳地区，目前发现的

5000 年前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

已经有几十处，超过 30 万平方米

的大型遗址就超过 15 处，其中有

4 处已经发现了有城的迹象。这

些密集分布的遗址群前缘呈扇形

分布，显然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黄河两岸的仰韶文化

“朋友圈”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

兴涛说，双槐树遗址面积很大，具

有核心聚落的性质，十分重要。但

如果把眼光从双槐树、郑洛地区

扩展开来，可以发现从陕、晋、豫

交界处向东，黄河两岸有着大量

的仰韶文化遗址。向西，仰韶文化

影响到更远的地方。

在三门峡地区的黄河南岸，

仰韶时期文化遗址有北阳平遗

址、西坡遗址、仰韶村遗址、庙底

沟遗址等。

魏兴涛介绍，在仰韶文化时

期，黄河岸边的这些遗址有着相

似的文化面貌，都有精美的彩陶，

彩陶文化的辐射能力非常强大。

当然，因为地域的不同，这些遗址

也有各自的一些地方特点。比如

说灵宝西坡遗址的大房子是半地

穴带回廊式的，而大河村遗址则

是联排的地面建筑，这可能是郑

州地区比灵宝黄土坡地更潮湿的

缘故。

仰韶文化晚期是个文化转型

时期，社会形态更加复杂。魏兴涛

说，这一时期不仅聚落的大小开

始有差别，且房子、墓葬的规模、

随葬品的多少都有加剧分化的趋

势。黄河岸边的仰韶文化“朋友

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化。

黄河流域中游密集分布的仰

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也引起了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

星灿的关注。他在《中国考古

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

铜时代》中说，郑州地区有一种以

政体冲突为特征的聚落体系，此

地等距离分布着数个中等规模的

中心遗址。来自外部的影响与城

墙的同时出现，说明在聚落形态

发展上，群体间的冲突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 5000 年前，以黄河为轴

心，仰韶文化遗址密布，形成了一

个如彩陶般绚烂多姿的黄河文化

走廊。这些仰韶文化的聚落，有时

可能共同对外，有时也免不了“兄

弟阋墙”。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也相

互碰撞，既向外输出也向内吸收，

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开启了中原

文明的新篇章。

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

说，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

黄河文明的主体文化，处于华夏

民族的孕育期。从近百年的考古

发现看，仰韶文化族群高度重视

农耕文明的建立和发展，重视生

命的存在和族群的延续，重视社

会秩序的建立，重视与大自然的

和谐共生，重视自身文化的传承

和弘扬，使得仰韶文化在中华早

期文明的百花园中一枝独秀。我们

民族文化中的很多优秀特质，如崇

尚自然、天人合一，积极进取、自强

不息，法天敬祖、讲究秩序，家国情

怀、集体主义，开放包容、和谐共

生，行事稳健、执中守正等等，都能

从仰韶文化遗存中找到基因源头。

（来源：《河南日报》）

苏州二记
□胡竹峰

花山记

一路徐行，渐近自然，到达

花山时，已过黄昏。人在树下穿

梭，周遭黑黝黝一片。虫声像潮

水，星火繁茂，灯光倒显得暗淡

了。朦胧中只觉得那山清秀平

缓，山林的野气澎湃而来，深吸

一口气，有蔬笋瓜果风味，内心

欢喜。

群鸟未眠，鸣声自山间传

来，咕咕，唧唧。泡了杯碧螺春，

靠窗定定坐听，茶味、夜色与山

风，似乎还有花香与新鲜的草

木生气飘进室内，人也欣欣。鸟

像知道有人在偷听其鸣，叫声

越发高调，时近时远，彼此相和

着。有鸟得意，有鸟得闲，有鸟

得趣，有鸟得伴，有鸟得宠，有

鸟得益，有鸟得食。听着听着，

心里生出静气缓缓流动，那静

气像雾，又像花山的夜的况味。

后半夜飘起雨，雨丝落在

树叶上，如春蚕食桑，屋檐积水

打在芭蕉上，清脆如啄木。一股

清凉包裹着身心，渐渐地，不知

何时不知何处，更不知有我。

鸟鸣唤醒了客居的人，也

唤醒了花山。一山翠微一山鸟

鸣，还有风吹树木的声音，间或

有犬吠有人语，虫子或许累了

也或许沉睡未醒。

石路自脚下蜿蜒向上，遁

迹树林。入眼皆绿，青冈栎、橡

树、榉树、三角槭、翠柏的绿，还

有流水的绿，青苔的绿。入了绿

野婆娑之地，人仿佛也是青翠

的，水流的哗然与树叶的鲜亮

把人撩拨得浮想联翩。

花山的水干净。远看是一

道晃动着的清亮的白光，走近

才知道是澄澈的一泓山泉。掬

得满满一捧山泉，双手一凉，然

后是温润的舒爽。

走得深了，树叶在四周哗

动，风吹来深幽的鸟鸣，越发显

得山中幽静。

花山长满了树，纤细瘦

长，树龄多不长，枝叶鲜亮，姿

态温柔，让山体多了舒缓。更

奇的是或仄或卧或立的老树，

遮天蔽日，藏匿山中，像隐逸

的僧人。

不独树多，石头也多。苏州

产美石，太湖石皱、漏、瘦、透之

美迷倒众生。花山的石头却厚

朴，满山散落的石头，颜色苍茫

古旧，不像太湖石以白娱人。一

些石头上凿有字，或写景或抒

情或言志或警世，几百处楷行

隶草篆石刻，写着“山种”“隔

凡”“吞石”“坠宿”“渴龟”“花山

鸟道”“凌风栈”“布袋石”“皆大

欢喜”……

最喜欢两方石刻。一方是

“坠宿”，圆润的团石，说是天上

落下的星宿，心想这或许是文

曲星，希望赐我辈长远的文气

与勃勃生机。还有一方石头刻

有“且坐坐”，忍不住上前摩挲。

在花山住过几回，见过春

晴，见过夏雨，见过秋风，见过

冬意。阴晴风雨，花山无恙。此

刻，雨下大了，窗外灰白的云雾

如厚絮，山却格外透着绿。

天下处处有河有山，此处

山以花为名，这是山的幸事。一

时倒羡慕那些近山而居的人

了。

花山，在苏州城西。

碧螺春记

太湖东山的杨梅、西山的

枇杷极甘美，我吃过，他乡不及

也。不独如此，太湖东山所产碧

螺春，为茶中翘楚，有“天下第

一”之美誉。

碧螺春美而不艳，犹如李

商隐的无题诗，轻抚人心。

碧螺春泡在水里，映得杯

子淡茵茵的，像齐白石、张大千

笔下的瓜果册页，让人心旷神

怡。再看看杯底，叶底漂亮可

人，鲜绿青嫩，慢慢伸开手脚，

仔细看，能看见茶叶冒着细细

的小泡。碧螺春泡在水里，是绿

色的雪呢。

碧螺春之名颇好，“碧”是

说茶色，“螺”指茶形，“春”喻茶

味，三个字写在纸上风流蕴藉。

朋友说喝碧螺春，春天是

最好的时令。春日清晨，泡一杯

碧螺春，应景也应时令。玻璃杯

里春意迷离，玻璃窗外桃红柳

绿，心情一下子清淡了。碧螺春

的味道也清淡，清而澄澈，淡而

丰腴，入嘴一股鲜气。轻咽入

喉，鲜气下沉，仙气上浮，隐隐

在红尘之外。

这些年，总会存一些碧螺

春留着秋冬季喝。秋意起时，北

风来兮，大雪天，寒雨时，喝红

茶之前或者之后喝一杯碧螺

春，能冲淡一肚子的萧瑟。茶水

一泡泡淡下来，一个早晨一个

上午一个下午慢悠悠过去，身

体里有枯木逢春的喜悦。喜悦

之外，欣欣向荣。绿茶的好，一

言以蔽之，正是欣欣向荣、郁郁

葱葱吧。

碧螺春最初产于东山碧螺

峰石壁上，据说种子由飞禽衔

来。原为无名茶，后有乡人将茶

纳入怀中，茶叶受热，发出异

香，大家闻到了，说“吓煞人

香”，并以之为名。康熙南下时，

喝到这款茶，觉得“吓煞人香”

俗了，遂改名为“碧螺春”。

据说碧螺春有兰香，我大

概是喝多了兰香茶，习以为常

于是麻木，没能觉出，倒是喝

出了梅香。兰香是君子之香，

梅香是隐士之香。兰香也好，

梅香也好，香让茶味多了想象

的空间。

前一晚用桑皮纸将碧螺春

包好放入已经开放的莲花中，

早起取出冲饮。两泡之后，莲香

沁脾。此人是汪星伯，周瘦鹃先

生文章中写过。

一杯碧螺春，带着江南的

气息、植物的气息、明清的气

息。好茶总有一段历史。

（来源：《光明日报》）

作为泉州首个古城背街小巷

“微改造”项目，台魁巷是泉州古

城 29 条小巷综合提升改造保护

“见人、见物、见生活”模式实践的

一个缩影。这些古城背街小巷“微

改造”项目，以“三留一活化”的基

本原则组织实施了微改造工程，

即留人、留形、留乡愁，文化和业

态保持活化，同时还改善了人居

环境。目前，这 29 条街巷综合提

升工程已进入尾声，像这样活态

保留完善、历史文脉清晰的古城

保护区，在泉州不胜枚举。

（来源：东南网）

□林升

泉州台魁巷：

古巷流韵新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