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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
部，背靠燕山，毗邻天津市
和河北省，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首都。早在70万年
前，北京周口店地区就出
现了原始人群部落“北京
人”。公元前1045年，北京
成为蓟、燕等诸侯国的都
城。公元938年以来，北京
先后成为辽陪都、金中都、
元大都、明、清国都。

南京地处中国东部、
长江下游。早在100万~120

万年前，南京就有古人类
活动，35万~60万年前已有
南京猿人在汤山生活，有
着 7000 多年文明史、近
2600年建城史和近500年
的建都史。南京长期是中
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 ，有“六朝古都”“十
朝都会”之称。

中国古人给城市命
名，非常喜欢用东西南北，
那么有了南京和北京，为
啥没有西京和东京呢？在

古代，中国是有西京的。
历史上叫西京的城市

很多，最多的要数西安。西
安沿袭过几个朝代长期被
称作西京，是中国历史上
13个王朝的首都、京师。唐
代渤海国的西京鸭绿府，
在今吉林白山市临江。北
宋西京是河南府，在今河
南省洛阳市。西夏西京西
平府，在今宁夏灵武市。辽
朝、金朝、元朝西京大同
府，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中

华民国以南京为首都，拟
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建陪
都，曾更名西京市。但是，
因为当时是抗日战争，西
安沦陷，改名已经没有意
义。

中国也曾有东京的。
听过评书《杨家将》，经常
会听到“东京汴梁”这句
话。汴梁就是今日的开封
市。宋朝时将首都定在了
开封，俗称“东京汴梁”。东
京城周阔30余公里，由外

城、内城、皇城3座城池组
成，人口达到150余万，是
一座气势雄伟、规模宏大、
富丽辉煌的都城。但是，最
早将开封作为首都，不是
宋朝。根据资料记载，自公
元前364年至公元1233年，
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
魏，五代的后梁、后晋、后
汉、后周，北宋和金8个王
朝在此建都，历经千年。

金朝后不再将开封作
为首都，主要是因为日本

首都改名为东京。根据资
料记载，日本东京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约400年前。
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德川
幕府，东京由此开始了繁
盛时期。在当时，东京被称
为“江户”，是日本政治及
文化中心。1868年江户幕
府倒台，江户改称为东京。
自此，天皇由京都迁至东
京，东京成为名副其实的
日本首都。

（据《每日汉字》）

城市的名字

2018年初，央视《如果
国宝会说话》纪录片在央视
开播，其中一集讲述故宫收
藏的凌家滩出土的玉龟和玉
版。究竟它们是如何发现的，
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作为曾
经在凌家滩遗址工作22年、5
次主持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
的领队，我很愿意和大家讲讲
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凌家滩遗址是1985年
发现的，1987年5月进行第一
次试掘。这次试掘在1985年
所发现墓葬的地方开了4个
5×5米的探方。第一次试掘
就在墓葬M4中发现了玉版
和玉龟，在M4墓口的上方正
中央的位置，还发现了一个
重达4.25公斤的石钺。

当时一看到出土了这
么大一件石钺，大家都不敢
动，因为意识到下面肯定会

有非常重大的发现。按照程
序绘图、照相、编号后，我们
将巨大的石钺取出，开始清
理墓葬。这座墓葬的随葬品
是如此丰富，尤其是玉器，精
美无比，数量众多，令照相、
绘图、编号的考古人忙得不
亦乐乎。然而在整理发掘完
毕回到合肥打开相机冲洗
时，才发现当时拍的胶卷都
没有曝光，最后只冲洗出一
张来，而冲洗出来的这张正
好拍的就是玉版和玉龟。

据上古传说，《周易》和
《洪范》来源于河图、洛书。传
说伏羲时，有龙马从黄河出
现，背负河图；夏禹时，有神
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
《周易》中，“易有太极，是生
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玉版图形中的四方和八
方，正与以上四象和八卦的

概念相合。四象和八卦，在季
节概念上，就相当于农历的
四时八节。玉版图形表现的
有可能是远古的洛书和最
早的八卦。

远古没有文字，人们使
用钻孔、画圈的办法计数，以
代替五行交替时节转换。因
此，河图、洛书就是历法，墓
中出土的玉龟和玉版，几乎
可以证实5300年前就有这
种历法存在，也反映了我国
夏代或夏代之前的律历制
度。历法的出现表明当时的
农业已经得到大发展。古人
将他们的核心认识以最简
单朴素的笔画表现出来，每
一个细微之处都可能承载
着极大的信息量。

玉版上的圆形就是一
个例证。玉版上的大圆和小
圆，特别是小圆的左边弧度

很不规整。古凌家滩人为什
么不把它画圆呢？按照古凌
家滩人琢玉的技术，琢一个
圆很容易。带着这个问题我
观察了凌家滩的日出日落，
终于找到了答案。在凌家滩，
春夏秋冬，日出时太阳都显
得很圆，日落的时候，刚开
始，太阳也显得非常圆，但逐
渐往下落，太阳就像玉版上
的小圆一样不那么规整了。
多次观察证明玉版上的大
圆小圆是用写实的手法表
现太阳一天的运行。

除了玉版上复杂的纹
饰，一同出土的玉龟也有着
重要的意义，这件玉龟为什
么会分为上下龟甲，这其中
应该还有一些我们所认识
不到的问题在里头。除了
1987年我们发掘的编号为4
的大墓，2007年发掘的编号

为23的大墓中，还出土了三
件玉龟，更重要的是，与玉龟
一起出土的还有“玉签”。玉
签上还有两道刻痕。这可能
是中国最早发现玉签上面
有刻画符号的标志，应是作
为占卜使用的。

在新石器时代，玉龟主
要发现在红山文化、大汶口
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
中。关于凌家滩文化年代，曾
经做过几个碳14测年，一个
数据是距今5500年，一个是
距今5300年，还有一组数据
将近6000年。这些年代数据
与红山文化年代相当，表明
两个文化在同时代都发展
到这样一个高度。大汶口文
化出土的玉龟较多，都是作
为占卜工具使用，但是凌家
滩玉版所展示的不仅仅是
占卜，还有天文学。良渚文化

出土的玉龟，比凌家滩文化
晚1000年，显然是受了凌家
滩的影响。

在考古发掘简报发表
之后，凌家滩发现的玉龟和
玉版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
注。饶宗颐先生曾经撰文写
道，“这是中国考古学革命胜
利的成果，也是历史里程碑
性的发现”。关于它的讨论今
天仍在进行中。如果仅仅是
出土了大量与日常生活相关
的玉器，还不足以诠释凌家
滩的含义，当体现了古凌家
滩人智慧及精神世界的玉
龟、原始八卦图玉版，穿越
5000多年的时光，散发着遥
远而神秘的气息出现在我们
的面前时，就不能不让我们
对这块土地，以及曾经生活
在这块土地上的古人的智慧
叹为观止。（据《人民日报》）

中国最早的马车是谁
发明的？翻开历史文献，我
们会看到各种版本的答
案，其中“奚仲造车”是见
载最多的一例：《世本·作
篇》《吕氏春秋·君守篇》都
说：“奚仲作车。”《淮南子·
修务篇》说：“奚仲为车。”
还有《说文》《左传》《荀子》
《墨子》等书都有相关记
载。这些文献都告诉我们，
中国马车的发明者是夏朝
的奚仲。

但也有不少古代文献
会提到另一个发明者：“轩
辕氏”。《太平御览》曰：“黄
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古
史考》云：“黄帝作车，引重
致远。”《汉书·地理志》：

“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
通，旁行天下。”

这两个人物都不简
单。奚仲来自交通工具发

明世家，奚仲的父亲“番禺
始作舟”，《山海经·海内
经》载：“奚仲生吉光，吉光
是始以木为车。”这个故事
把奚仲的儿子吉光说成是
木车的发明者。实际上，吉
光主要的贡献是驯服野
马，但驯马在当时估计不
被看作“发明”，所以好事
者又想出一招，让他与其
父分享了一项发明。如此，
一家三代均成为中国古代
交通工具的发明者。轩辕氏
即黄帝，是华夏始祖，一位
发明“大家”。除了车，还有
制衣、舟车、弓矢、乐器、井
田等事物的发明权都冠于
黄帝。他们中到底谁才是中
国马车的发明者？古代文献
中提供的信息非常复杂。

实际上，除了黄帝、奚
仲外，还有殷商的先祖相
土等人也被认为是马车的

发明者。但古代的文献记
载含糊不清。那么，中国古
代的马车会不会是“舶来
品”呢？

有关车迹发现的报道
没有早过夏朝的，与两河流
域相比，年代要晚许多。在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乌鲁克
文化泥板上所发现带有

“车”的象形文字，年代大约
在距今5500年前；经过科学

发掘的实物，如基什王墓出
土的四轮车，年代也在距今
4600至4500年之间，所以国
内外的学者都有主张中国
古代马车西来说者。尤其是
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南部辛
达雪塔发现了5座约公元前
2000至公元前1600年的车
马坑墓，在苏联的万谢湖墓
葬中出土了年代约为公元
前1900年的两轮马车后，学

者们更容易得出“中亚草原
的游牧民族在接受了来自
两河流域传来的四轮马车
之后，将其逐步改造为双轮
马车，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
传播到中原”的结论。如果
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中
亚地区马车出现的年代与
中国夏朝马车出现的年代
（公元前2046至公元前1600
年）大致相当。但这点并不
能证明中国马车西来，也有
可能是两种文明在中亚交
汇。

夏代之前中国有没有
马车目前尚无出土证据。与
中国马车“西来说”相反，关
于中国早期马车起源的文
献和考古发现的马车实物
遗存，多涉及我国中部以东
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非西
部或北部地区。而且，中国
马车的系驾法与西方古代

马车截然不同，我们或许应
该重新审视中国马车“西来
说”的观点。

当然，我们现在就下结
论说中国古代的马车就是
本土的发明，还为时过早。
考虑到当时的世界格局，可
能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长
期碰撞、交织中，慢慢发展
出了构成后来马车的各个
要素，并逐渐形成不同的

“车”的概念、形制，从人力
车、牛车到马车，然后在中
原发展出驷马、单■、二轮
的高级马车，并在秦汉时期
又形成一马、双辕的二轮马
车形制。中间可能还会出现
反复，比如三国两晋时一度
盛行牛车出行。在这个过程
中，中国与周边地区的马
车既是平行发展，也有互
相借鉴和影响的一面。

（据《文汇报》）

最早的八卦图什么样？

中国马车是谁发明的？

南京博物院藏战国晚期青铜马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