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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賈湖文化探源賈湖文化，，尋根中華文明尋根中華文明。。1111月月33日日--55日日，，紀念賈湖遺址發掘紀念賈湖遺址發掘4040周年暨第二屆賈湖文周年暨第二屆賈湖文
化國際研討會在河南省漯河市成功舉辦化國際研討會在河南省漯河市成功舉辦。。
河南省委常委河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王戰營出席開幕式並宣布開幕宣傳部長王戰營出席開幕式並宣布開幕。。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學學

部委員王巍部委員王巍，，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發虎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發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副書記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副書記、、
教授鄧建松等教授鄧建松等100100餘名來自國內外考古餘名來自國內外考古、、地理地理、、科技界的專家學者參加會議科技界的專家學者參加會議，，分專題進行了研分專題進行了研
討交流討交流。。 郭軍勝郭軍勝 李玉傑李玉傑 郭延郭延 穆一銘穆一銘

骨笛骨笛骨針骨針最早的綠松石裝飾物最早的綠松石裝飾物侈口罐侈口罐

最早的鼎形器最早的鼎形器———盆形鼎—盆形鼎

最早文字雛形之一最早文字雛形之一
———龜甲契刻符號—龜甲契刻符號

賈湖遺址博物館鳥瞰圖賈湖遺址博物館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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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賈湖遺址發掘紀念賈湖遺址發掘4040周年暨第二屆賈湖文化國際研討會開幕式現場周年暨第二屆賈湖文化國際研討會開幕式現場

龜殼龜殼

參會人員參觀賈湖遺址保護展示區參會人員參觀賈湖遺址保護展示區

賈湖遺址博物館賈湖遺址博物館

此次大會由中國考古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
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河南省文物局、漯河市人民政
府聯合主辦。主要圍繞賈湖先民精神世界研究、賈湖文
化來源與去向研究、賈湖文化在中華禮樂文明進程中的
地位和價值研究、賈湖遺址保護與旅遊產業、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研究等內容展開討論。

會議期間，賈湖遺址的主要發掘者、主要研究者之一
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張居中在研討會上做專題研究報告，
他強調，賈湖遺址在中國音樂起源、農業起源、家畜起
源、漢字起源以及原始宗教等領域都有着重要的意義，
這裏出土的多音階骨笛、具有原始文字性質的符號、炭
化稻米等發現表明，賈湖文化的創造者不僅是優秀的獵
人、漁夫和工匠，還是優秀的音樂家，賈湖遺址的發
現，再現了淮河上游八、九千年前的輝煌。

河南省文物局局長任偉在致辭時表示，賈湖遺址反映
了河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文化的繁榮程度，加強對
賈湖遺址的考古發掘和綜合研究，是深化中華文明探源
工程的基礎支撐。此次研討會聚焦賈湖遺址出土文物及
音樂文化、農業起源、生業經濟、文字起源等多方面文
化現象的關係，是近年來針對賈湖遺址綜合考古研究成
果的一次集中體現。研討會的舉辦進一步提升學術界對
賈湖遺址重要價值的認識，深化關於賈湖文化在推動中
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的再認識。希望各
位專家學者針對賈湖遺址考古挖掘、多學科合作研究及
後續各項工作給予指導和大力支持。

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發虎在致辭
中指出，從1983年至今，賈湖遺址已先後經歷了8次考
古發掘，發現了豐富的遺物和遺蹟現象，許多方面創造
了中國乃至世界之最。賈湖遺址、賈湖文化、賈湖考古
具有獨特的地位、豐富的學術內涵和顯著的研究成果。
漯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賈湖遺址保護利用，全力打
造城市文化名片，把遺址保護、考古文創、國民素質教
育、區域經濟發展等有效結合起來，期待通過此次研討
會繼續加大賈湖考古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形成更多更有
世界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澳大利亞科學院院士、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劉莉在致
辭中對各位專家學者多年來傳承中華傳統文化、鍥而不
捨研究賈湖遺址文化作出的積極貢獻表示欽佩，對賈湖
遺址開放式、前瞻性考古研究方法予以充分肯定。希望
通過此次研討會深入挖掘賈湖文化內涵，進一步加強國
際文化交流與合作，提升賈湖文化的

國際影響力，
促進賈湖遺址
保護利用和可
持續發展。

本次活動為
期三天，設置
有 學 術 報 告
會、賈湖遺址
博物館揭牌等
活動，與會人
員親臨賈湖遺
址博物館 「禮
樂之源」基本
陳列、賈湖遺

址第九次發掘現場進行參觀。

賈湖遺址博物館開館
再現9000年前賈湖先民生活場景

11月4日，賈湖遺址博物館落成揭牌儀式暨 「禮樂之
源」基本陳列開幕式在漯河市舞陽縣賈湖村舉行，中國
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學部委員王巍，河南省政協
副主席張震宇，河南省文物局局長任偉，漯河市委書記
秦保強共同為賈湖遺址博物館揭牌。

秦保強在致辭中指出，近年來，漯河深入貫徹落實
習近平文化思想，認真踐行 「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
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新時代文物工作方
針，以全域統籌 「多規合一」為依法保護的前提，把賈
湖遺址的研究工作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為工作目標，
以建設賈湖遺址博物館為有效利用的載體，高質量做好
賈湖遺址的保護、管理、利用工作，努力打造展示華夏
文明的新地標。在賈湖遺址發掘四十周年之際，舉行賈
湖遺址博物館落成揭牌儀式暨 「禮樂之源」基本陳列開
幕式，既是傳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一件大事，也是漯
河文旅文創融合發展結出的又一碩果。漯河市將以此活
動為契機，持續推動賈湖遺產活態化展示、具象化傳
播、創新性表達；加快把賈湖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成國家
級；支持賈湖遺址發掘項目順利實施，形成更多考古成
果，爭取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為中華文明探源、建設中
華民族現代文明作出漯河貢獻。希望在國內外專家的精
心指導和大力支持下，更好地發掘、傳承和利用賈湖文
化，合力奏響 「文明星火、禮樂之源」的賈湖華章。

「賈湖遺址出土的骨笛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鎮院之寶之
首，年代最早，堪稱為史前音樂的奇跡。」河南博物院
院長、研究員馬蕭林表示，賈湖遺址出土文物數量之
多、內涵之豐富，為全國其他同時期遺址所罕見，可以
說是東亞地區萬年以來的一座文化高峰。賈湖遺址及其
遺物在中國史前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科學
價值。

儀式結束，記者隨同與會人員一同走進賈湖遺址博物
館，映入眼帘的是古樸圓形建築群，整體外形像是濺開
的水滴，寓意 「水是生命之基、文明之源」。據了解，
整個博物館的建築風格以賈湖先民生活場景為原型，通
過聚落—聚群—聚合的概念，形象地表現了史前聚落遺
址的形制特點。博物館陳列展區分為 「禮樂之源」1個
主題展廳和 「賈湖探秘」 「骨笛」 「龜甲與符號」 「墓
葬與葬禮」4個專題廳。每個展廳運用人工智能、5G、
MR、雷達投影互動、3D動畫等高新技術，設計 「糧食
加工台」 「龜甲傳書」 「與賈湖人對話」 「賈湖人的葬
禮」 「賈湖人的家」等數字化創意互動展項。展區以
「靜態展覽+遊戲互動」的模式，增強了體驗感，再現

了9000年賈湖先民的文化世界。

賈湖遺址擁有十一項世界之最
骨笛的發現改寫了世界音樂史

賈湖遺址位於河南省舞陽縣北舞渡鎮賈湖村，距今
9000-7500年，核心保護區面積約5.5萬平方米，是一處
規模較大、保存完整、文化積澱極為豐厚的新石器時代
前期聚落遺址，也是中國目前發掘面積較大、出土文物
較為豐富的裴李崗時代文化遺址。

遺址發現於20世紀60年代初，從1983年至今，先後
經歷了9次考古發掘，前8次發掘累計發掘面積3000平
方米，出土陶、石、骨、角、牙等各類文物近6000件，
出土文物數量之多、品類之盛、製作之美、內涵之豐
富，為全國其它同時期遺存所罕見，擁有多項世界之
最：最早的可吹奏七聲音階管樂器、最早的釀酒起源地
之一、最早的稻作農業起源地之一、最早的家畜馴養地
之一、最早的龜靈崇拜與卜筮起源地、最早的文字雛形
之一——契刻符號、最早的手工紡織起源地之一、最早
的魚類人工養殖起源地、最早的鼎型器、最早的綠松石
裝飾物、最早的人工栽培大豆起源地。其中發現的世界
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樂器——骨笛，改寫了世
界音樂史，推翻了 「笛子西來說」和 「七聲音階外來
說」。

賈湖遺址的考古成果被鐫刻在北京 「中華世紀壇」青
銅甬道顯要位置，被確認為 「20世紀全國100項重大考
古發現之一」和 「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之一」，2001
年6月，國務院將其公布為第五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2016年以來，賈湖遺址先後入選了《中國歷史》（七年
級上冊）、國家文物局 「十三五」大遺址名單和第三批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

經國家文物局批准，今年9月底，賈湖遺址第九次考
古發掘正式啟動。目前，發掘
工作正有序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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