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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2月26日电（记者蒋芳、邱冰清）记者

从26日举行的2023年度江苏地域文明探源重要进展汇

报会上获悉，考古人员近期发现了位于南京西街遗址的南

朝梁代建康城的御道和南大门，为研究南京六朝古都文

明提供了新实证。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自2017年起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在西街遗址连续开展发掘工作，共计完成12000平方米

面积的发掘。该地块分布有多达9个时期的地层，堆积

自商周直至近现代，完全印证了南京城市历史沿革。重

要发现主要包括商周长干古城和六朝长干里。

据史料记载，六朝长干里是建康城的南门户，交通

便利，市肆繁荣，长干寺、瓦官寺等著名寺庙也位于此。

梁代通御道于长干里，新建国门，打造了国都气派的南

大门。

西街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

究馆员陈大海介绍，在此发掘出南朝梁代御道和国门遗

址，目前，已探明的御道长度210米，路面宽26米，两侧开

挖有路沟。国门门址宽约33米，进深约17米，门墩两边

有砖铺排水设施，门道残存铺砖。两侧城墙为砖包夯

土，厚11.5米。国门及城墙外还引南涧水开挖了护城河。

史料记载，朱雀桥、朱雀门是建康城正南方的地标，

也是当时人们进出建康城的主要通道。陈大海透露，此

次发现的御道，其北端连接的就是朱雀桥、朱雀门，向南

最终延伸至牛首山。

据了解，此处六朝遗迹十分丰富，发现越城垒、御道

和国门、水井、窑、灰坑、墓葬等500余处，出土遗物包括

瓷器、砖瓦构件等万余件。其中，青瓷数量最大，是除六

朝窑址外，出土数量最大、器型最全、品质最高的一次考

古发现。部分瓷器为六朝都城或佛寺定制产品，为首次

发现，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据新华社郑州2月26日电（记者唐健辉、施雨
岑）河南安阳，洹水之滨。一座青铜色博物馆大气

庄重，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这是殷墟

博物馆新馆。2月26日，这里正式面对公众开放。

1928年10月，位于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

考古学家董作宾在此挥出第一铲，中国考古人科

学发掘殷墟的序幕就此拉开。90多年时光倏忽

而过，今天，这片土地上文明的过往与辉煌再次浓

墨重彩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是一场与商文明的千年之约。

青铜器、陶器、玉器、甲骨……约2.2万平方米

的展厅内，近4000件套文物令人目不暇接。展陈

文物数量之多、类型之全，都是商代文物展览之

最。它们静默无声，却生动而鲜活地“讲述”着

“商”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文明。

在新馆一楼车马遗迹专题展厅，考古工作者正

仔细清理殷墟遗址出土的马车实物标本。1000多

平方米的展厅内，集中展示殷墟出土的23辆马车。

手铲微微倾斜，轻轻刮落表层泥土，再用竹签

沿着土层纹路慢慢清理，最后用刷子扫去表层浮

土，一个清晰的车轮遗迹便在考古工作者手中显

露出来。这场开在博物馆的“考古公开课”载着游

客穿越3000年时光，一窥当年“车辚辚，马萧萧”

的壮阔景象。

新馆三楼，110余片首次展出的甲骨记录了

一位商朝小王子的生活日常。考古工作者推测

“子”是商王武丁和王后妇好的儿子，是一位热衷

于占卜的问卜者。其中一条“子其疫，弜往学”的

卜辞，引起了许多游客的兴趣。

“这条卜辞记录着‘子’入学后有一日生病，但

又不敢无故旷课，于是他就占卜，这次的疾病是否

严重？我是否能去上学？”殷墟博物馆讲解员

胥怡雯说，这条卜辞被称为“3000年前的请假条”。

90多年的考古成果积淀之下，商，不再只是

《史记》中3000余字的记载。它有血有肉、真实而

立体，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

和平性蕴藏其中。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回望过去的2023

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馆，古蜀文明之光辉煌灿

烂，目之所及、皆是惊叹；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遗

址考古取得新突破，彰显出良渚文化在我国新石

器时代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南海西北陆

坡沉船遗址等水下考古项目成果将一段段写在深

海之下的历史与记忆进一步廓清……

鉴往知远，行之愈坚。

“殷墟博物馆新馆的建设，致敬殷墟90余年

的丰硕考古成果和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致敬

中国考古学百年辉煌。”国家文物局考古

司司长闫亚林说，大量精美绝伦的文

物，从不同角度展现出3000多年前青

铜文明的鼎盛面貌，也让观众近距离

感受商代巧夺天工的技术工艺。

“为中华文明点赞！”“感觉能在里面泡一

天”“列入我的旅游目的地清单”……许多游客这

样在网上给博物馆留言。

目前博物馆已经具备了面对公众开放的条

件，但相关的工作远未结束。“我们将加快推进以

车马坑为代表的土质文物保护与展示工作，进一

步加强殷商文化的研究与阐释，及时展示最新考

古发掘及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所长、殷墟博物馆馆长陈星灿说。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

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你，准备赴这场

“千年之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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