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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日相遇
“考古发掘工作接近

尾声”
早上 7 时 20 分，阳光刚刚把土地照

得清晰，汪嘉译和同学们从大巴车上陆
续下来，步履匆匆。

39 名学生，都是吉林大学考古学
院 2021 级的本科生。他们从吉林赶来，
把考古教学的课堂“搬”进夏县辕村遗
址。

同往常一样，汪嘉译第一站就是前
往装备室取出她的手提箱，一人一箱朝
工地走去。和负责帮忙运输泥土的村民
打完招呼，她穿过隔梁，利落地钻进一
米多深的探方中。探方内还留着一道道
划痕，那是在发掘工作前期她根据土
质、土色作出的标线。

“这是我发掘的第二个探方，因为
第一个方遗迹不多，已完成发掘。”身上
还沾着泥土的汪嘉译说。

考古工作的偶然性，就好像“开盲
盒”，即使是在第一铲土落下后，谁也不
能保证到底会浮现出哪些历史的碎片。
可也正是这样的偶然性，让 39 名学生
与夏县辕村遗址的相遇、相处成为一种
必然。这是他们第一次躬身田野，践行
所学，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不断锤炼
科学考古的专业技能。

天气渐冷，汪嘉译探方内的发掘工
作也进入收尾阶段。立冬后的第一次公
众考古活动，交由她负责。

“ 除 了 我 ，好 像 大 家 都 还 在 忙 碌
着。”汪嘉译解释说，因为自己负责发掘
的那块探方内遗迹较少，所以她已经开
始整合资料了。这名年轻的考古学子带
着自己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与认知，规划
好参观路线、撰写了讲解词大纲、布置
好科普展板，为前来参观的社会公众细
细讲述着。文物采集、地表踏查、相关勘
探……寒风中，她温暖真诚的声音感染
着现场。

“小老师，考古人员就是靠着这把
小铲子发掘出文物的吗？”除过对遗址
本身的好奇，不少参观者将重点放在了
考古人员的工作日常上，“亲眼见证考
古工作已很神奇了，见到你们这些大学
生埋首扎进土堆，就更神奇了。”

“是，工地上不允许玩手机，我们都
是怀着敬畏之心‘玩泥巴’。”汪嘉译又
一次强调了科学考古的重要性，那是从
勘探、调查、发掘、测绘、数字建模出发，
到采样、浮选的实操，再到清洗拼对陶

片、器物修复、器物摄影、撰写发掘报告
等考古全过程的规范作业，也是对他们
的严格训练。

因为已经触碰过大地，学生们现在
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田野考古的专业
技能，有条不紊地在探方内搜索数千年
前的蛛丝马迹。

“可一开始，我们比现在，要慌乱得
多。”汪嘉译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带队老
师林森下到另一位同学的探方内，再次
指导并共同判断合理的发掘区域。

从盛夏出发
“我也想发掘出石雕

蚕蛹”
今年 8 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师生

抵达夏县。他们一开始面对的，是一片
荒地的夏县辕村遗址。

“面对平地，我就想着能不能发掘
出和学长学姐一样的探方。”汪嘉译直
言，和同学们聊天时大家充满激情，心
里幻想着自己是不是也能发掘出石雕
蚕蛹，又或者在自己的手中复现数千年
前先民们的生活场景。

无数畅想里饱含着对考古学的热
忱，直到自己开始触碰大地，才知道“大
眼瞪小眼”是什么状态。相较于面对荒
土地一筹莫展的考古学子们，带队老师
和学长学姐要专业、稳重得多，他们认
真指导学生们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划定
范围，设立展板，搭建起考古现场工作
室、田野考古现场教室、数字考古实验
室、摄影室、文物医院……

在发掘现场，老师给同学们分配好
探方，他们就拿着工具，一铲一铲去掉
表土，再一层一层向深处进军。发掘历
史纵深，即是在感受考古的温度。考古
的不可逆性，让同学们谨记文物安全的
重要性，每一铲都要经过科学规划、深
思熟虑，从地层剖面认真分析、辨别土
质土色，再从出土器物确定使用年代。
一时间，工地上除了铲子与泥土纠缠摩
擦的声音，再无其他。

直到……
“老师！你看这个是不是陶器！”一

名同学高举着自己刚刚发掘出的陶片，
激动呼唤着带队老师。相较于每一位同
学的欣喜若狂，林森和其余几名带队老
师要镇定得多，大多时候，他会接过陶
片，为学生讲解可能的纹饰、年代。

发掘现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考
古研究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在
另一半区域进行发掘工作。学生们常常

看着他们的工作状态，专业、熟练、准
确，“羡慕极了。”汪嘉译说，一开始，自
己连刮面、测绘、划分发掘区域都需要
老师的帮助。

“慢慢地，大家也不会像一开始那
样找到一块陶片就激动了。能发掘出完
整的器物、墓葬、房址对我们的吸引力
会更大。”汪嘉译说，这可能是激动少
了，但热爱仍在，谁让他们已经触碰过
大地。

随着一层层泥土被放置到堆土区，
学生们也迎来了新鲜而古老的难题。

第一场大雨，让学生们乱了阵脚：
慌乱地收拾考古工具；慌乱地扯防雨布
盖住重要探方；慌乱地保护刚刚发掘出
的陶片、骸骨等；还要慌乱地保护自己
不要摔倒……

“但是经过这几个月田野实践，学
生们已经可以非常成熟地应对天气变
化了。”林森言语间颇有些自豪，就像
11 月 10 日的那场冰雹，他们除了切身
感受到冰雹有多大、砸到脸上有多疼以
外，考古工作一直都很顺利，学生们整
理探方时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有条
不紊。

“是的，像小雨我们正常发掘，适当
放慢工作进度，以安全为准；瓢泼大雨
时就保护探方，回到宿舍整理资料。”杨
秉岱和同学在探方内打点、测绘坐标，
他这样谈及这几个月的变化。

3 个月前，他在探方内作业不久，
并未想到其中会发掘出怎样的遗迹。8
月 17 日，他作为夏县辕村遗址 2023 年
首次公众考古日的讲解人，向来自运城

博物馆夏令营的小营员们揭示黄土地
里掩埋的秘密，车辙的印记、墓葬的砖
石、先民的骨骸等都在他的讲述里。更
重要的是，在他花费一个星期精心准备
的公众考古活动中，他说：“我热爱考
古。我希望能将考古的种子播撒出去，
让大家一同感受吉大考古的浪漫。”

11 月 11 日，他盯着探方内一道巨
大的壕沟，说：“挖不完，根本挖不完。”
沾满泥土的双手紧握住手铲、拉直了标
尺、拍摄着遗迹……是他，也不止是他，
在充满不确定的考古工作中，这群年轻
的考古学子将汗水挥洒在这片土地，从
盛夏的炙烈到金秋的温柔再到冬日的
严酷，全因为他们叩问大地、躬身于此
的执着。

考古，是回望过去的事业，可考古
人，总有着积极向前的姿态。来回穿梭
的田间小路，是专属于考古人的风景，
他们深耕于田野，在一层又一层的泥
土中，回顾与展望。

“我希望我的考古工作不会停留在
此，就算探方清理完毕，我也愿意还能
在这里多留一会儿，整理资料也好，了
解文物也好，只要还能继续考古工作。”
汪嘉译说。

随着严寒到来，这一季的田野考古
工作将告一段落，等到回填工作完成，
这里又是一片阡陌。“吉林大学田野考
古实践教学基地会继续‘探人类之过
往，溯文明之源流’。明年，吉大学子还
会来到这里，再次放飞梦想，推进公众
考古事业。”林森说。

因为他们，已经触碰过大地。

““因为我已触碰过大地因为我已触碰过大地””
本报记者 牛嘉荣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了《2023
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入选名单》，
全国 50 个展演剧目入选。其中，由山
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二团赵振主演
的蒲剧折子戏《火焰驹·贩马》作为
蒲剧代表剧目入选。

《火焰驹·贩马》是经典蒲剧古
装大戏《火焰驹》中的一折，讲述了
宋时义士艾千知恩图报，为救遭诬
蒙冤的李彦贵，乘火焰驹昼夜飞奔
边关告知李彦贵之兄李彦荣。李彦
荣回朝面君救其弟不死，全家得以

团聚。
该剧主演赵振介绍，“蒲剧《火

焰驹》是蒲剧泰斗阎逢春的代表作，
《火焰驹》原本有多个剧种版本，《贩
马》中的主角在其他剧种中多为配
角，蒲剧将其扩展为一出经典的折
子戏，并且融入了富有特色的蒲剧
特色”。在《火焰驹·贩马》中，赵振扮
演 的 义 士 艾 千 ，昼 夜 兼 程 、边 关 传
信 、搭 救 落 难 公 子 李 彦 贵 ，骑 马 奔
驰时对马鞭功、靴子功、髯口功、转
眼 、颤 眼 、老 龙 探 海 等 蒲 剧 特 技 恰
到好处的精准运用，以及优美的身

段、台步和唱腔、念白，将人物见义
勇 为 、扶 危 救 难 、心 急 如 焚 的 内 心
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入选 2023 年全国地方戏精粹
展 演 名 单 是 对 山 西 省 蒲 剧 艺 术 院
演 职 人 员 付 出 努 力 的 肯 定 和 鼓
励 。”山 西 省 蒲 剧 艺 术 院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将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坚 持
守 正 创 新 ，坚 定 不 移 、旗 帜 鲜 明 地
扛起弘扬蒲剧艺术的大旗，致力于
出人、出戏、出精品，全力擦亮山西
省蒲剧艺术院这块金字招牌，不断
推动蒲剧艺术的繁荣发展。

蒲剧《火焰驹·贩马》入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名单

本报讯 （记 者 乔 植） 近
日 ， 芮 城 坡 头 遗 址 举 行 了 公 众 考
古 活 动 。 此 次 活 动 是 市 文 物 局 组
织 开 展 的 “ 国 宝 第 一 市 天 下 好
运 城 ” 大 型 公 众 考 古 活 动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省 考 古 研 究 院 科 研 管
理 部 主 任 张 光 辉 对 遗 址 发 掘 情 况
予以了讲授。

坡头遗址位于芮城县陌南镇坡
头村，属“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

“考古中国”项目工程，对探索国
家起源和黄河流域战略资源开发利
用具有重要意义。坡头遗址是新石
器时代遗址，早期属庙底沟二期文
化，晚期属龙山文化，在某种程度

上就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
展的一个缩影。坡头遗址考古发现
了中条山盐湖附近规模最大的龙山
时期环壕聚落，出土遗物分生产工
具和生活用具两类。

坡头遗址现场考古教学活动的
开展，目的在于宣传考古成果，普
及考古知识，推进研究阐释，让文
物“活”起来，使广大群众感知运
城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提高全民
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意识，推进我
市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协同高质量
发展。

在遗址发掘现场，张光辉向大
家详细介绍了坡头遗址概况以及相

应 的 仰 韶 中 期 环 壕 、 龙 山 壕 沟
G4、龙山时期环壕、生活遗迹、出
土遗物等相关情况，并展示了考古
过程中出土的陶器、石杵等遗物，
同时讲解了遗址的灰坑布局、遗迹
遗存等相关知识，讲述了考古发掘
的过程和新发现新收获，并对公众
提出的疑问进行了解答。

通过参观考古发掘工地，聆听
专家现场讲解，观看考古发掘成果
展板，近距离观摩出土遗存，大家
表示此次学习收获很大，对考古发
掘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与理解，更
认识到了考古工作对于研究历史文
化的重要意义。

芮城坡头遗址举行公众考古活动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11 月

13 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芮城
城隍庙人头攒动，游客摩肩接踵，
为期 8 天的 2023 年城隍庙物资交
流会在这里举办，芮城岚山根·城
隍庙印象、“百姓大舞台”专场等热
火朝天，一幅文化旅游与创新消费
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为办好此次物资交流会，激发
文旅市场新活力、聚集人气，芮城
城隍庙深入挖掘、活化民间文化资
源，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促
消费活动，探索形成了文旅融合新
模式、文旅消费新动能、产业发展
新体系，努力打造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

在芮城岚山根·城隍庙印象，
解州羊肉泡、稷山麻花等本土特
色 美 食 香 味 四 溢 ， 引 来 大 量 食
客。城隍庙前的“百姓大舞台”，
乡村文化带头人、退休干部、文
艺 爱 好 者 们 争 相 上 台 表 演 ， 舞
蹈、歌曲、小品，各类演出丰富
多彩，精彩纷呈的表演让观众大
呼过瘾。

据悉，今年以来，芮城城隍庙
丰富“旅游+”业态，坚持文化与旅
游融合发展，按照“政府主导、部门
联动、企业让利”的思路，紧盯消费
市场，做好游客的招引工作，积极
联动民营企业，引进芮城岚山根·
城隍庙印象，吸引民间艺术大师和
非遗传承项目集聚集市，打造“月
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消费热
点，搞活搞旺消费市场，扩大消费
总量，促进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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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
家文化是传统文化中最大的内
容，也是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本
文试从家文化的核心部分——
家训（家规、家教）和家风作一
些粗浅的论述。

认识家训

中国古代家训起源甚早，
如《尚书》中的《无逸》就是周公
对其侄子成王的告诫之辞。成
王当政后，周公恐其贪图享乐，
荒废政务，故作此文告诫他，不
要逸乐。孔子告诫儿子孔鲤“不
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
立”。这两则例子历来被视为家
训的源头。南北朝是家训文化
盛行之始，北齐的颜之推作《颜
氏家训》20 篇，其训诫不再是
以家庭某个成员为对象，而是
以家庭整体为对象，分为修身、
治家、处世、为学四个部分，被
人称为家训之祖。

古代家训的精华内容可以
系统归纳为以下几点：

1.忠孝仁义，立身报国。
在中国古代，“忠孝”是每

个人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品格
和修养。孔子说，“孝悌之至，通
于神明，光于四海”，把孝悌置
于崇高地位。唐代柳玭《家训》
云：“讲论家训，立身以孝悌为
基。”中国古代，孝是处理家庭
伦理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忠是
处理国家政治的道德和行为准
则。孝悌是世人立身行道的开
始，尽忠是事君的基本要求。

2.勤俭持家，廉洁奉公。
家训对中国人勤俭节约品格的养

成起到了很大作用。韩愈劝诫子弟：“诗
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曾国藩告诫子
弟：“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
乱。”周文王告诫姬发：“不为骄侈，不为
泰靡，不为淫美。”“俭以养德”，是古代
士人修身养德的关键所在。诸葛亮劝诫
子孙“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司马光认
为，“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奢
则掩身，奢则破家”，告诫儿子“以俭素
为美”。

3.谦虚礼让，积善修德。
谦虚礼让是中国人修身处世的优

良美德和品格，也是家训宣教的重要
内容。唐代朱仁轨 《诲子弟言》 云：

“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
失一段。”《太公家教》云：“立身之本，义
让为先……”慎是护身之符，谦是百行
之本，忍让是处理家务和家人关系的最
好方法。清代吴汝纶《谕儿书》中讲“忍
让为居家美德”。朱柏庐认为“富贵者，
积德之极”、劝诫子弟“积德亦随在可
为，不必有待”。家训是培养和养成中国
人尊老爱幼、扶贫济弱和积善修德等优
秀品格的关键一环。

4.诗礼立身，诗书传家。
隋朝科举制兴起，“以文取士”成为

科举主流，诗书传家逐渐成为后世家训
的主要特点，颜之推认识到立身的根本
在于学习，劝诫子弟“积财千万，不如薄
技在身”；韩愈告诫儿子云，“人之能为
人，由腹有诗书”。唐代以降，以诗书求
取功名，以诗书传家的观念成为士人最
高追求，对中国人好学性格的养成，有
着积极的作用。

家训是我国古代以家为范围的道
德教育方式，也是中华道德文化传承的
一种形式。家规家训的主要功能，可以
归纳为两点。首要功能是“齐家”，即对
家庭进行有序治理，重视其规范功能。
在儒家传统中，修身是齐家的基础，齐
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另一个功能是

“修身”，即家规家训不仅提供行为规
范，重视约束，更强调道德、修身、德行
养成，把家庭作为道德训练和培养的基
本场所，认为有了在家庭中培养起来的
道德意识做基础，就可以推之于社会实
践的其他范围。家规家训的功能远远超
出对本家族的教育作用，而成为社会教
育的一种独特形式，为历代培养了无数
贤明卿相、威猛将帅和文化名流，为中华
民族提供了教育范本和学习楷模。

认识家风

家风，亦称家声、门风、父风等，是
家庭或家族的风气、风格与风范，是在
累世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
定的生活作风、立身处世之道、道德风
貌和价值观的综合体。家风作为一种文
化现象，是由家训、家教、家礼、家德等
家文化元素教化、熏陶、积淀而成的，是
家文化的表征。

家风是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社会
的价值缩影，直接影响到党风政风和世
风民风。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孝
道文化衰落，离婚率升高等问题凸显。
家风败坏、家德缺失、家规无序的家庭
很难营造温馨和谐的幸福氛围，也不利
于培养德才兼备、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
才。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化，作为一种
文化现象，家风以家训文献、家规范式、
家教活动、家礼家法、家庭道德等为载

体。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被
誉 为“ 古 今 家 训 ，以 此 为
祖”。“名实”“治家”篇等，对

“风教”“风化”即家风的教
育功能和父母的熏陶感染
作用作了总结，“笃学修行，
不坠家风”。传统家风文化
的内涵极为丰富，大致可分
为勤俭齐家的持家文化，蒙
以养正的教子文化，崇德向
善的修身文化，宽容仁爱的
处世文化等。

家风有优劣之分，对子
弟 成 人 成 才 与 否 和 家 族 兴
衰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家
风 能 使 子 弟 家 人 获 得 潜 移
默化的精神力量。汉代太尉
杨震以畏“四知”闻名于世，
子 孙 继 承 杨 震 廉 政 教 诲 ，

“能守家风，为世所贵”。司
马光要求为家长者“谨守礼
法”“以义方训其子”“以礼
法齐其家”。其家族是世代
贵胄，却一直恪守“世以清
白相承”的朴素家风 ，勤俭
持家。他在《训俭示康》中告
诫儿子，一定要吸取同时代
人 因 不 良 家 风 所 致 家 族 破
落的教训，而且要用这篇家
训去告诫子孙，永远传承节
俭为荣，奢侈为耻的清白家
风。

家 风 优 劣 不 仅 关 乎 个
人 品 行 ，更 关 系 国 家 兴 衰 。
忠 厚 传 家 ，家 声 永 振 ；克 绍
箕 裘 ，家 道 隆 昌 。重 视 家 风
是历代先贤立家处世之本，

是我们民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
基础。今天的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
是社会稳定、和谐、繁荣的重要基点。因
而家风建设仍然是当代中国人的必修
课。在这个方面，作为中华民族先贤智
慧结晶的优秀家风文化，无疑可以给我
们提供跨越时空的资源，值得我们吸纳
借鉴。

优秀家风的培育，离不开家训、家
教、家规的滋养，离不开家礼、家德、家
法的导向和规约，也离不开子孙后代的
诫行、传承和发扬。正是在《颜氏家训》
这部全面系统的家训教科书熏陶教化
下，颜氏子孙牢记“世以儒雅为业，笃学
修行，不坠家风”的教诲，恪守优良家
风，为学者勤勉成才，为官者忠君恤民，
其品行节操彪炳史册。颜之推长子颜思
鲁学问渊博，次子颜愍楚清贫自守，三
子颜游秦被百姓赞为“爱人如赤子”。

家风建设与社会实践

如何弘扬优秀传统家风文化，推进
家风建设，运城市德孝文化研究会组织
多名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利用两个多
月时间，广泛调研座谈，提出以下家风
建设与社会实践活动具体意见。

1.构建家庭、学校和社会合作的共
育体系，坚持家风建设常态化。譬如，运
城市德孝文化研究会联合运城市第二
实验中学举办了“我的家访故事”讲述
会，以情感促进教师的快速成长，加快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质增效。开办家
长学校，让家长从传统家训、家风中汲
取营养，成为家风建设的主力军。学校
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指导，助推家风建
设，学校应改变应试教育思维模式，用

“全人教育”理念，加强学生的礼仪教育
和人格培养。

2.汲取传统家风文化的珍贵精华，
滋养家风建设内容。雷家坡村多年来坚
持传承德孝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办好日间照料中心，开展评比好
婆婆、好媳妇、好青年、好家风等各项活
动，形成村委会和家庭联合提升家庭素
质为抓手主导家风建设的生动局面，我
们要认真挖掘，细致总结，吸纳借鉴。

3. 借鉴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的培育
方法，如盐湖区累德村，利用“孝子槐”
组织青少年学习德孝故事，传承德孝文
化，建设家风村风，加速家风村风建设。
传统家训家风文化中有关家庭教育、家
风培育的途径及方法，有许多值得学习
借鉴的，譬如，注重家长的率先垂范、以
身立教是传统家风文化所倡导的重要
路径。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开篇就
讲：“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
弟及家众。”南朝宰相赵鼎《家训笔录》
说：“同族义居，唯是主家者持心公正，
无一毫欺隐，乃可率下。”此外，注重日
常养成，举办家族聚会，情法并用，诵读
家训歌诀等家风培育途径方法，仍然可
以借鉴来古为今用。

4.开展本土家风文化的广泛交流，
营造家风建设氛围。配合文明城市创
建、公民道德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育，通过德孝文化进校园、进社区、
进企业、进机关，讲家风故事，评文明家
庭或组织城乡居民积极参与晒家风活
动，搜集整理本地区家训、家书、家风的
珍贵资料和成功经验，编印成册，散发
赠阅，营造浓厚的家风建设氛围。

市德孝文化研究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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辕村遗址是以新石器时代和夏商
时期遗存为主体的古代聚落遗址，位于
我市夏县裴介镇辕村，地处盐湖北部，
芦沟河两岸台地上，总面积约 110 万平
方米。

遗址东部、南部为崎岖高耸的中条
山脉，西部、北部为相对低缓的鸣条岗
丘陵，向南约 4 公里为运城盐湖。遗址
临芦沟河，属于青龙河的下游河段。经
实地调查及精确测算，辕村遗址南北长
约 1500 米、东西宽约 1100 米，包括仰韶
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
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汉代与宋代共 8
个时期遗存。

2006 年 —2022 年 ，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 山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院 、 运 城 市
文 物 保 护 中 心 、 吉 林 大 学 等 单 位 多

次 在 辕 村 遗 址 及 周 边 区 域 展 开 考 古
工 作 ， 揭 示 了 仰 韶 文 化 早 期 至 晚 期
的 文 化 发 展 序 列 ， 为 研 究 晋 南 地 区
仰 韶 文 化 的 发 展 、 演 变 、 消 亡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实 物 资 料 。 遗 址 所 依 盐
湖 ， 提 供 的 盐 业 资 源 与 遗 址 的 形
成 、 发 展 密 不 可 分 ， 对 探 索 文 明 起
源 和 早 期 国 家 发 展 进 程 中 的 资 源 控
制与利用，具有重要价值。

截至目前，发现了丰富的遗迹现
象，出土了大量的遗物，遗址地层堆积
清晰，遗存年代跨度长，遗迹类型全面
多样，为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明
清时期考古遗存面貌提供了实物资料，
重点可探究晋陕豫地区及黄河流域仰
韶中期聚落形态和环盐湖夏至早商时
期遗存之特征。

夏县辕村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本报记者 常 奇 摄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编 张徐曼 校对 郝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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