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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物

本报讯（记者 李 岩）武术不仅
是强身健体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华璀
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月 23日，
记者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我
市将于 3 月 25 日—26 日，在商丘古
城大隅首举办“古城论剑”武术展演
活动，通过这项活动展示我市传统非
遗项目的悠久历史和独特魅力，弘扬
武术精神，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武术文化。

本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
办，市文化馆（商丘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睢阳区文化旅游局、
睢阳区古城街道办事处承办，睢阳区
文化馆、商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协会协办，展演内容包括忠义门拳、
大洪拳、张氏十三式绣拳、峨眉拳、
梅花拳、小洪拳、木兰鸿拳、赵堡太
极拳、西凉掌拳、程门护家拳、夕阳
掌夜叉棍等。

2023“古城论剑”即将上演

3月20日下午，记者在商丘宋国故城考古
发掘现场看到，层层叠压的古城墙剖面清晰可
见，据了解，宋国故城南城墙北坡处已考古发
现6座唐代墓葬。而在2022年，宋国故城的千
年前桑树枝、柏树枝及东周水井揭开神秘“面
纱”。宋国故城考古发掘新发现，正在揭示商
丘“城摞城”奇观，正在展现商丘古城“一城
阅尽五千年”“中国古城池天然博物馆”的无
限魅力。

宋国故城是我国历史上两周时期的宋国都
城遗址，1996年春，由中美联合考古队调查
发现。2021年 5月 20日，商丘宋国故城考古
发掘项目正式启动，这是继上世纪 90年代中
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地区进行考古田野调查和
考古发掘之后，再次正式开展的豫东大型考古
勘探发掘项目。

商丘宋国故城考古发掘项目启动近两年
来，尤其是 2022年以来主要取得哪些考古成
果？宋国故城是“城摞城”，到底是怎么样的

“城摞城”？带着这些疑问，近日，记者采访了
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人和宋国故城考古
发掘项目的相关考古工作者。

一、两个阶段的考古发掘收获

2021年 5月 20日，商丘宋国故城考古发掘
项目正式启动，时任考古发掘领队的南方科技
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介绍了本次考古发掘的考
古研究目标。一是揭示商丘“多城相叠”现象，
这也是本次考古发掘的基本目标。考古发掘要
揭示宋襄公、梁孝王、宋高宗的都城和现存归德府
城的“多城相叠”现象。二是找到城墙基槽，找
到城内的古地面，探索宋国故城的“始建年代”
及“历次改修年代”。三是寻找宫殿、宗庙等大型
建筑遗迹，探索城内布局。

“宋国故城考古发掘时隔20多年在商丘重
启，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政治担当和现实
意义。考古工作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支
撑。”本次考古发掘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院长岳洪彬认为，“原来光知道宋国故城是

‘城摞城’，到底是怎么样的‘城摞城’，不同
时间节点的古城发展变化是怎么样的等具体细
节我们还不很清楚。现在已经找到一些重要的
考古证据。”

宋国故城考古发掘地点位于商丘古城老南
关，现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处南 150 米处。
2021年启动发掘项目为宋国故城南城墙与睢
阳古城西城墙交接处；2022年启动发掘项目
为老南关村委会正北方300米处，即睢阳古城
正南门址。

2022年以来，宋国故城考古发掘时间分
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 2022 年 3月初启动至 2022
年 7月底，历时近 4个月，发掘进展顺利，因
8月初雨季来临暂停发掘。继续2021年没有完
成的发掘，新揭露或扩方面积300平方米，发
掘到地面以下9米深处，普遍暴露出宋代文化
层，局部应是隋唐文化层。

第二阶段，自2022年9月初至今，在继续
完成 2021年发掘任务的同时，启动宋国故城
东南门（即睢阳古城正南门址）的发掘，新揭
露面积 1000平方米。目前 2021年发掘项目城
内部分已清理至生土，距地表10.5米，发现最早
的文化层为东周时期，其他区域正在进行城墙
夯土解剖。此处发掘项目已清理至地面以下
4.5米深处，从包含瓷片判断应是睢阳古城两
宋时期修补的晚期夯土，最上层夯土可能是明
代修补，局部暴露出散砖堆积，多数为宋代薄
砖，部分为明代厚砖。

二、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2022年以来，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圆
满完成各项发掘任务，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
果。”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党组书记路通介
绍。路通所说的这“一系列可喜的成果”主要
包括有两项：一是继续完成 2021 年发掘项
目；二是发掘宋国故城东南门（即睢阳古城正
南门）。

宋国故城南城墙与睢阳古城西城墙交接处

的考古发掘项目，是 2021年考古发掘项目的
延续，也是 2022年以来取得考古发掘成果最
多的区域。

一是发现宋国故城南城墙和睢阳古城西城
墙的夹角，确定了宋国故城南墙、睢阳古城西
墙的墙体走向和结构，南城墙宽度是西城墙的
两倍。推断南墙早于西墙修建，两段城墙曾

“共时”使用，南城墙对应的大城，应是宋襄
公和梁孝王居住过的两周城和汉梁城；而西
城墙对应的小城，很可能是唐宋宋州城，既是
唐代张巡所守的睢阳，也是两宋时期的应天府
和南京城。

二是通过对城墙的解剖，揭示商丘历史上
的“城摞城”现象，并且展示了中国古代高超
的筑城技术。从城墙解剖看，城墙历代曾有多
次修补，发现大量的纴木洞、榫卯槽、永定柱
以及 400多平方米的桑树枝、柏树枝的堆积。
纴木洞和榫卯槽是修补城墙时让新旧城墙之间
的连接更为紧密的筑城技术；宋代《营造法
式》中记载有“永定柱”，在古代建筑中偶有
发现，用于城墙夯筑中较为罕见；400多平方
米的桑树枝、柏树枝的堆积发现于西城墙内侧
的护坡夯土之下，历经千年而不腐，树枝纹理
清晰可见。

三是发现东周遗存。在城内古地面以下，
发现若干东周时期水井、灰坑和灰沟等，出土
一批东周时期陶罐、陶豆、陶鬲、陶盆、石
刀、蚌镰、磨石等生活、生产用品，发现了鼓
风嘴、炉壁、铜矿渣、坩埚等与东周时期铸铜
手工业相关的遗存，丰富了宋国故城的考古学
文化内涵。

四是出土陶片、瓷片涵盖两周至明清多个
时代。出土陶片较多，经初步整理辨认，西
周及春秋战国陶片 （相当于两周宋国时期）
较为丰富，占出土陶片的 85%以上；隋唐时
期瓷片数量较少；宋代瓷片数量也很多，均
为碎片，有白瓷、青瓷、酱釉瓷多种，器类有
佛像、罐、碗、杯等；明清时期的陶片、瓷片
数量较少。

宋国故城东南门（即睢阳古城正南门），
是 2022年以来宋国故城考古的另一项主要内
容，发掘宋国故城东南门（即睢阳古城正南
门），结合勘探了解宋国故城、睢阳古城与世界
文化遗产大运河和南关码头之间的关系。

三、期待未来考古发掘不断带来惊喜

“商丘宋国故城考古发掘项目，以后每年
我们都会在不同区域申请发掘 500 平方米至
1000 平方米，逐步搞清始建年代、城市布
局、使用和发展过程等学术问题。揭示商丘

‘多城相叠’现象的同时，在科学保护的基础
上建成考古遗址文化公园，丰富商丘古城的文
化内涵。”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
究员王良田介绍。

2023年，宋国故城考古还会给大家带来
什么惊喜呢？

从发掘工作来看，商丘宋国故城考古发掘
项目将继续完成 2022年发掘项目，即睢阳古
城（宋南京城）南城墙正中已探明的疑似南城
门的发掘，搞清睢阳古城南城门的层位和局部
特征。据勘探，睢阳古城正南门规模较大，东
西长近 100米，南北宽 35米左右。2022年的
发掘仅清理了整个城门址东侧 20米，只能算
是一个试掘，很难窥其全貌，2023年希望能
增加发掘面积 1000平方米左右，沿目前发掘
点向西、向北、向南扩大发掘面积，能揭露出
城门址的东半部分。

勘探工作方面，将继续进行多学科联合攻
关，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传统汽车钻相结合
的方法，对宋国故城进行局部重点勘探，寻找
夯土建筑基址分布区。继续沿睢阳古城正南门
向南、北延伸勘探。向北勘探主要寻找主干道
两侧的大型建筑基址，了解城内布局；向南勘
探主要寻找通向南关码头的道路和睢阳古城南
侧的水系网络。

未来，让我们共同期待——商丘宋国故城
考古发掘项目不断带来惊喜！

商丘宋国故城考古发掘项目启动近两年的重要收获——

宋国故城考古揭示“城摞城”奇观
本报融媒体记者 白 鹏

高元钧（1916—1993），原名高金山，宁陵
县张弓镇和庄人，我国最负盛名的山东快书创始
人，高派山东快书的缔造者，山东快书一代宗
师。高元钧为山东快书表演、改革、创作与传
承，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他曾任中国曲艺研
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
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
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
特聘研究员。

高元钧幼年家境贫寒，7岁时跟随双目失明
的四哥背井离乡，卖唱乞讨；11岁流浪到南京，
从老艺人戚永立处学会了一些传统快书“武老
二”的唱段。走码头卖艺时，他得到同路的大师
兄郭元顺的指点，再加上自己刻苦磨炼，得到了
戚永立的认可。高元钧后来正式成为戚门弟子，
受戚永立师傅的真传，艺术上逐步完善。

传统快书早期俗称“武老二”，或者“说武老
二的”，上世纪 40 年代起，高元钧将快书中的淫
词秽语净化，改“荤口”为“净口”。他对“武老二”
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宁肯改“荤口”会失去部分听
众，在经济上蒙受损失，也要创出一条新路。他
吸取、融汇姊妹艺术的精髓，提高自身的艺术表
现力。

1946年，高元钧应邀去南京献艺，在这期
间，参加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组织的“纪念鲁迅
逝世十周年”演出大会。翌年，他再返回上海，
又参加了左翼作家们举办的“纪念‘五四’反饥
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示威演出活动。他所表
演的《武松赶会》《鲁达除霸》等歌颂英雄侠义
为民除害的节目，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并得到郭
沫若、田汉、洪琛等名家的称赞，郭沫若当时赞
誉他为“民间艺人的一面旗帜”。

根据快书的源流、语言、代表性书目内容，
1949年6月21日，高元钧将“武老二”正式定名
为“山东快书”。山东快书改革成功后进入了高
层次的活动场所——山东青岛的曲艺园子“青莲
阁”，与比较文雅的兄弟曲种同台演出。他所创
立的高派山东快书，憨中见巧，刚柔相济，张弛

有致，举重若轻，风趣轻松中透着隽永与灵气。
此外，高元钧还擅长相声、双簧等，曾与侯宝
林、刘宝瑞等同台献艺。

新中国成立后，高元钧有了施展艺术才能的
环境，他运用自身的精湛技艺，积极地去讴歌新
人新事。上海解放之初，他率先演唱了《小二黑
结婚》《桥》《刘巧团圆》等新曲目。1950年他赴
天津献艺，又演唱了《生产就业》《一封双挂号
信》等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唱段。为此，1951年他
被天津工会评为文化艺术界市级劳模。

高元钧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号召，1951年，离别了即将临产的妻子，随中国
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奔赴战火
纷飞的朝鲜前线，巡回慰问演出。回国后，高元
钧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经廖承志同志介绍，

他放弃了优厚的经济待遇，自愿参加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并于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
四次赴朝鲜、四次去福建前线、两次到抗洪一
线，高元钧每到一处都传递党的温暖，播洒爱国
主义精神。

高元钧十分重视后备力量的培养，在部队政
治机关和文化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下，举办曲艺培
训班，培育出近200名有一定成就的山东快书专
业人才。

高元钧创作的作品层出不穷，歌颂各界英雄
模范、反映新生活有《一车高粱米》《三只鸡》
《侦察兵》《师长帮厨》《长空激战》《金妈妈看
家》等作品。他最重要的代表性节目是长篇山东
快书《武松传》，共十六回，从武松出世一直说
到武松被官府迫害，与众英雄一同造反上梁山为
止。全书以幽默风趣的语言、爱憎分明的演说，
生动地刻画出一位行侠仗义的英雄形象。其中的
《武松打虎》即《景阳冈》通常单独演出，最受
观众欢迎。

高元钧铸就了山东快书传承与发展的生命
根基，在 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为我们留下了
宝贵的艺术遗产和财富，不愧为德艺双馨的曲
艺大师！

山东快书一代宗师高元钧
□ 刘兰亭

真正的经典是难以复制
的。特别是那些在人们心目中
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景
区。譬如，五岳上的景点，游
客一年四季络绎不绝，如果你
去复制，恐怕是“万径人踪
灭”的效果。再比如，黄山迎
客松，复制松树太容易了，但
特定的人文、特定的环境、特
定的意象，怎么复制？无法复
制。一复制必然是“南橘北
枳”，效果南辕北辙了。

其实，还要举个玻璃栈道
的例子。前些年，张家界玻璃
栈道可以说在国内“一举成
名”，其红遍全国，吸引游客无
数，如今，其仍然是张家界的

“当家景点”。这个可以说是悬
于峭壁之上的“惊魂栈道”，晴
天时，蓝天和白云的倒影铺满
了整条栈道，让人能够在惊悚
中享受到踏云而行的快感；云
雾天气，雾中仿若天上人间的
美景更是让人惊叹。这条看着
就让人腿软的玻璃栈道可与举
世闻名的美国大峡谷玻璃走廊

“天空之路”媲美。之后，全国
多个景区都建了玻璃栈道，如
今呢？很多景区投资多则几千
万元、少则数百万元建成玻璃
栈道，本没回来不说，由于吸
引力的消失，现在游客都把它
看成了普普通通的栈道，谁还
花钱去上呢？不从自身实际出
发的复制，最终造成严重同质
化，从而导致一些景区处于既
要花大钱维护而又收不上来钱
的窘境。

举这几个例子，就是要说
明两个意思，一些经典的、深
入人心的景点，不要去复制，
不基于自身实际的复制一般不
能达到满意效果，如果想通过
复制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效果，对于景区来说，这个途
径一般不适用；再一个，考虑
当下信息传播手段的发达，自
己千辛万苦弄出来一个创意想
不被模仿或复制很难，想走蹭
别人热点的途径也不是不可
行，前提是，不要花大价钱，
要考虑“成本最小原则”，蹭上
热点就小赚一笔，蹭不了，也

“不伤筋骨”，继续往下蹭。
但话又说过来，拿来主义

虽然可行，但决不可一味拿
来。对于非核心的景点或者非
主流竞争区域，是可以试用拿
来主义的。譬如，前几年的

“孟婆汤”，归德路万达广场就
“拿来过一回”，十几万人去
看，一下子把人气带起来了，
至今万达广场都受益，这可以说
是“成本最小原则”复制成功的
范本。后来，其他地方再复制，
效果就每况愈下，原因在于，
同质化严重，吸引力消失。

现在，人民群众对文化和
旅游的需求已经到了优质和精
细的发展阶段，为适应这种文化和旅游供给主要
矛盾的变化，我们要从追求数量转到质量和品质
的提升。归根结底，还是要做好内功，推出更多
优质的、具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

当然，文旅融合还要对接现代消费需求。其
动力就在于创新。而创新不是无根之木，实现创
新，一般可以从市场和资源两方面入手，这就
是所谓的市场与产品双引擎。当前游客群体日
趋年轻化，家庭亲子游已经成为增长的新趋
势，景区在做好核心竞争产品的同时，可以推
出更多符合年轻群体、家庭亲子旅游群体的需
求的旅游产品。

重资产打造核心竞争力，轻资产打造爆款或
者蹭热点、推流量，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应
该是景区持续提升影响力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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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故城考古发掘
现场。
本报融媒体记者 白 鹏 摄

本报讯（醉 鱼） 3月 22日是第
31届“世界水日”。为唤起公众的节
水用水意识，加强水资源保护，遏制
水污染现象发生，满足人们日常生
活、工商业和农业对水资源的需求，
当日，市作家协会组织作家赴柘城县
七里桥水库引江济淮工程、古黄河曹
关庙老桥等地采风。

通过采风学习，与会作家深切体
会到，节约用水、科学用水、保护水
资源、防止水污染是每一位公民应尽
的责任；加强水资源保护教育，完善
保护措施，依法治水、管水和用水，
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通过文学的
形式，加大对水资源保护的认识，是
文学创作面临的新课题。

市作协主席戴文杰，市作协副主
席、秘书长吴振海，柘城县文联党组
书记、主席皇甫凤军，市作协副主
席、柘城县作协主席刘艾君和我市部
分作家等二十余人参加了采风活动。

市作家协会举行
引江济淮工程采风活动

◀宋国故城示意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