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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物镌刻着历史的情感记忆，蕴藏着民族的灵魂密码。她彰显着人

类文明的非凡智慧和创造力量，引导着我们穿越时空抵达历史深处。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就是要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

南濒太湖、北枕长江的常州是一座上承马崧良，下启元明清，具有

吴头楚尾、吴越交融文化特征的江南名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常州

文化发展先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她文化遗存丰富，文化类型多

样，文化底蕴深厚，是一个值得书写的城市。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常州市广大文物工作者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拍摄过历史文献片《延陵季子》、风光纪录片《春秋运河的春秋》，特

别是编写的《中吴遗韵》还获得了省政府社科成果奖。在刚刚结束的第

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常州市广大文物工作者用认真负责的态度

取得了普查工作的圆满成功。但他们没有满足一般的情况调查和信息登

陆，而是从近 4 万件文物中遴选了具有典型意义的 150 件“宝”，站到

学术的高地，进行了专业性、通俗性、趣味性解读，编写了《常州宝语》，

充分挖掘和展示每一件“宝”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精神

价值。这不仅是文物解读工程的又一次创新实践，还是文物惠民的一次

有效尝试。他们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了文物的人文故事，延伸了文物

对社会的服务功能，使馆藏文物以一种轻松的姿态和途径，走出博物馆，

走近老百姓，真正让藏在“深闺”的文物活起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全书内容丰富、故事生动、定位精准、语言朴实，是一本既可资专

业人员研究，又可供普通读者赏读的好书。在选材上，紧扣常州地方文

化特色，突出常州文化关联，不拘泥于常州地理空间，适度扩大到与常

州人、常州事、常州情相关联的宝物故事；在内容上，围绕“从何而来、

现何状态、具何价值、有何故事、与何关联”，全面展示每一件文物的

特征、状态、价值、故事等内容；在风格上，力求科学性、权威性的同时，

兼求故事性、趣味性，语言通俗、流畅、规范。既具一定的学术性，揭

示文物的文化价值；又具丰富的知识性，传播文物知识，讲述文物故事。

让读者在愉快的阅读中，不知不觉增强了对历史的尊重、对文物的认知、

对文化的热爱。20 余万字、300 余幅照片的《常州宝语》一点没有冗长

的感觉，是一本典型的文物普及读物，是常州实施文化遗产解读工程的

又一力作，是响应习总书记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指示精神的常州实践。

常州对“让文物活起来”的探索实践值得肯定。让文物活起来，就

是要以群众为服务对象，与生活相融合。只有不遗余力地创新文物解读

方式，持之以恒地推动文物解读工程，才能做到让群众了解文物故事、

理解文物价值、热爱文物保护，从而让大家因文物故事走进、记住、热

爱这座城市。

文物保护绝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业，而是一项永不落幕的系

统工程。只要广大文博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念、满

腔热忱、脚踏实地、坚守阵地，我们的文物事业就一定能做得更好。留

住百姓的乡愁、留住情感的记忆就是我们永远的丰碑、永恒的梦想。我

作为文物工作者，愿意与大家一起做一名文物值更人。

是为序。

                                                        江苏省文物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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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古曙光照溧阳
    ——水母山动物化石

溧阳有秀丽的水，溧阳有神奇的山。若是问你哪座

山最神奇呢，那要属水母山。出溧阳城，向东北方向，

行 20 公里，就到了长荡湖畔的上黄镇水母山。早年，

当地村民到水母山上拾称作“龙骨”的白色土块，研磨

成粉末，用来止血治伤口。后来，溧阳文物部门多次把

水母山的情况向上反映。1987 至 1994 年，中科院古生

物专家齐陶研究员等中美科学家先后在此进行科考发

掘，发现“上黄始新世动物群化石”，其中最著名的就

是中华曙猿化石。

从 1987 年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齐陶研究员就独自开始了在水母山的野外科考工

作，然后宗冠福、王元青、郭建葳等先后来上黄参加科

学考察。1992年，美国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M.R. 道

森和 K.C. 毕尔德也来到上黄参加野外科考，1994 年美

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拉斯·麦可菲博士也加入了研究行

列。科学家们在上黄进行了近十年的科考发掘，在水母

山 A、B、C、D、E裂隙堆积物中，发现了上万块距今

大约 4500 万年的哺乳动物化石，包括 1500 多颗牙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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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这就是“上黄始新世动物群化石”。

“上黄始新世动物群化石”分属

12 个目，共 60 余种哺乳动物化石，

动物群以小型动物为主，有灵长类、

食虫类、啮齿类和翼手类等，其生活

时代为中始新世，距今约 4500 万年。

其中包括 3 个科的低级灵长类动物和

一个新科高级灵长类动物，有属于低

级灵长类的世界最古老的狐猿，有

中国特有、世界罕见的上黄眼镜猴，

有我国尚属首次发现的有袋类动物化

石，而其中最主要、最轰动的发现就

是找到了高级灵长类动物的化石，科

学家们将其命名为中华曙猿，意思就

是“类人猿亚目黎明时的曙光”。中

华曙猿的化石材料仅仅是一块带有三

颗牙齿的右下颌骨残段以及一些零散

的牙齿等，目前被收藏在中科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虽然这些化

石细小不起眼，但它的时代为 4500 万

年前的始新世中期，比法尤姆的高等

灵长类早了将近 1000 万年，它向人们

暗示，高等灵长类的起源地更可能是

在东方、在中国。

（史骏）

中华曙猿复原图水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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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墩美玉扮古人
    ——玉串饰

玉在新石器中晚期以前是作为一种装饰品的面目出

现的 , 人们对这种装饰品审美价值的认识具有朦胧美的

特征和文化内涵。玉器与陶器一样是随史前农业的发展

而产生 , 据考古发现 , 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原始农

业的时候 , 就产生了最早的玉器和陶器。

马家浜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

化，因为浙江省嘉兴市南湖乡天带桥村马家浜遗址而得

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

北到江苏常州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始于

公元前 5000 年，到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

在手工业生产中，玉石器制造技术发展较快，许多

遗址都发现了制作精美的玉器，主要有玉玦、玉环、玉

镯等装饰品。这一时期的玉器工业发展，为其后崧泽文

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

马家浜文化的玉器都是采用直接打击法打制出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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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再修整、磨制成形。玉髓和玛瑙

制品较多见，也可能是由于这两种材

质较脆易打击成形。

 马家浜文化玉质分为：

一、软玉，主要成分为透闪石。

二、萤石，主要成分为氟化钙。

马家浜文化玉原料产地：

一、就近取材说认为，马家浜文

化玉料大多来自沪宁杭地区，如浙江

余杭、绍兴会稽山、临安天目山、宁海、

象山，江苏扬州、镇江和太湖附近的

宜溧山、宁镇山等地。

二、外来说认为，马家浜文化

从早期的穿孔斧到晚期崧泽文化中磨

制精致的铲、锛等，没有一件是用真

正的玉 ( 软玉 ) 制作的，直到公元前

3400 年，崧泽文化才出现真正的玉制

作的装饰品。这些真玉产自辽宁宽甸

或细玉沟或医巫闾山，由辽宁沿海而

下来到苏南浙北。

这组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玉串

饰于 2006 年 9 月在溧阳市社渚镇神墩

遗址出土。一组由 6 件组成，尺寸与

重量分别如下：长4.3厘米，直径1.1—

1.4 厘米，重 13.5 克；长 2.1 厘米，直

径 1.2—1.5 厘米，重 6.7 克；长 2.1 厘

米，直径1.2—1.5厘米，重7克；长3.5

厘米，直径1.45—1.5厘米，重15.1克；

长2.1厘米，直径1—1.15厘米，重3.5

克；长 2.1 厘米，直径 0.9 厘米，重 2.6

克。岫玉，浅灰白色夹少量灰色斑纹。

椭圆剖面长管状，中孔两面对钻，器

表经打磨和抛光。

玉串饰的出土为研究溧阳新石器

时代马家浜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周鑫）

玉串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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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作权柄盖乾坤
    ——石钺

石钺，是一种扁平状、带有穿孔

的双面刃石器。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

址中，这类石器出土数量较多，尤其

以长江下游地区为典型。考古发现表

明，石钺的使用分布范围广，持续时

间长，商周以后的青铜钺也是在它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初，石斧是被作为生产工具而

使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

产品出现，导致了贫富分化和私有制

的出现。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变化下，

石斧很快就从生产工具演变为武器和

礼器，从而产生了石钺，成为权力与

威严的象征物之一。这件石钺出土于

金坛区朱林镇西岗三星村遗址，与版

状刻纹骨器同样为 1993 至 1998 年的

考古发掘中出土，现藏于金坛博物馆。

由于工艺复杂，不易制作等原因，该

遗址出土的石器与玉器数量较少。石

器共有 373 件，使用的材料多为就地

取材，常见器形有石锛、穿孔石斧、

纺轮、石锤、七孔石刀、三孔石刀、

石钺、石锄、砺石、石料等，其中石钺、

七孔石刀、三孔石刀都是珍贵文物，

尤以石钺的价值最为突出，经专家鉴

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件石钺无使用痕迹，纹饰精美，

整体为长方形，器物边缘圆润，呈现

弧形，钺身中上部钻有一直径为 1.64

厘米的圆孔，内侧留有双面钻孔技术

的痕迹。使用时可通过圆孔将石钺与

木柄进行捆绑，组合成一体，木柄顶

端另一侧安装有配套的钺饰做装饰。

经专家鉴定，这件钺饰由哺乳动物骨

骼雕刻而成，前部低矮，后部高起，

中间钻有一圆形穿孔。下部边沿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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