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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南阳密码

这一发现这一发现，，证明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证明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
这一发现这一发现，，由此推断夏文明的存在由此推断夏文明的存在是史实是史实！！

八里桥古缯国遗址 发现“夏文字”
全媒体记者 陈菲菲

继“不见冢”考古发现“天子驾六”、南阳岩石文发

现“远古天文台”之后，南阳考古又有重大发现：方城八

里桥古缯国遗址出土文物，发现“夏文字”！

这一发现，证明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

代！

这一发现，由此推断夏文明的存在是史实！

今年 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

长、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蔡运章、南阳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乔保同、方城县文物局局长李迎

年，在对八里桥古缯国遗址出土的 3件陶器、1件卜骨上

的 4个“刻划符号”进行研究释读时，有石破天惊的重大

发现：4个“刻划符号”是文字，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

的信史时代！解决了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这一问题。

研究成果已形成学术论文——《八里桥“刻划符

号”与夏代文字》。（附后）

寻寻觅觅时光荏苒，岁月的年轮上闪烁着今人与

古人相视的光影，镌刻着今人与古人对话的印记，蕴含

着今人与古人智慧的通灵。作为中国历史叙事中的第

一王朝，夏朝一直是国人魂牵梦绕的朝代，但又如梦如

幻，神秘莫测，至今未能被人揭开面纱。中国在夏朝及

其之前的文明认同在国际上有争议的声音，主要也是

因为商代之前的历史缺乏“自证”的文字材料出土。

蔡运章、乔保同、李迎年对八里桥古缯国遗址文字

的发现和释读，不仅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二里头文

化的性质及姒姓曾国的历史等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

学术价值，而且因此项研究，让夏文化的存在成为史

实！

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文明的源头点燃了中华文明的最初可

能，也勾勒出中华文化的最初模样。

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处?1996年 5月 16日国

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 9月 15日结题），来

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

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 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

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正式启动，这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

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

的重大科研项目，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

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

期发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

展，而且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不忘本

来，才能开辟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

体学习时提出：“我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记录了中国

3000多年的历史，同时在甲骨文发明以前在中华大地

还有 1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超过百万年的人类发展

史并没有文字记载。考古学者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

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将对它们的解读

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

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比如，夏代史研究还

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

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又比如，‘三皇五帝’

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也需要考古

工作去揭开谜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

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

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示了中华

文明的灿烂成就，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展示了

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要高度重视考古工

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

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正是因为“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

够的文字记载。”有关专家表示，此次发现正是在解决

“足够的文字记载”这个课题，证明夏代已进入有文字

记录的信史时代！

这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

学”的一张南阳答卷。

证实一个时代文化、文明的

存在需要具备三个要素：城市、

阶级、文字。在此之前考古发现

了夏代的城市、阶级，而此次发

现补上了“文字”缺环，对证实夏

文化、夏代文化的存在，意义重

大。③6 （下转06版）

残陶祖照片

残陶祖文字摹本

四大文明，惟我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渊

远流长且从未断过流，这应是世界公论和

共识。

中 华 文 明 是 5000 年 、7000 年 ，抑 或

10000 年？这个质疑和争论是客观存在的

事实；当商代的存在被甲骨文论证之后，传

说中的夏代是否存在，夏文明是否存在？

又成了一个百年公案。

于是乎，一个个考古学派纷起林立；

于是乎，国家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于是乎，国家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

于是乎，各个考古遗址从地下到地上

闪亮登场；

……

当中国文化自信的大旗高高擎起，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明；当多学科、跨领域、新技

术强强牵手联合攻关，十八大以来的考古

工作可谓步伐坚定，铿锵作声，考古成绩可

谓硕果累累，捷报频传。

而今，南阳盆地，作为独享黄河文明、

长江文明、淮河文明和合文化之优势，占尽

中国南北东西交汇之天时地利人和之资源

的文化单元，地理单元的一块文化圣地、康

养福地，一张张文化长卷，文明画卷正徐徐

打开，款款走来。

中国先秦学会原副会长、考古学家、历

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蔡运章和乔保同、李迎

年等考古学家用他们的慧眼慧识，解读出

了古缯国遗址的“夏文字”，证明夏代已进

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让夏文明的存

在成为史实！

想起 2020 年 12 月 10 日，曾任北京大学

文博学院院长、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

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雷兴山，来南阳考

察几个文化大发现和文物大发掘。他谈

道：“八里桥考古不仅是夏文化探索的一个

学识上重要记载，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考古学’的一个具体举措。”

想起，“不见冢”车马坑“天子驾六”的

横空出世；

想起，南阳岩石文（岩画）系列解读，尤

其是“远古天文台”被国科大人文学院认定

的公函（见 1月 26日《南阳晚报》5版-12版）；

想起，宋镇豪先生题写的“南阳·中国文

明核心区”、李伯谦先生题写的“千年一遇

中华瑰宝”、王巍先生题写的“文明在宛”；

想起……

古缯国的夏文字实证夏文明的存在，

这 只 是 4000 年 内 的 文 明 确 论 ，4000 年 前

呢？5000 年前呢？10000 年前呢？

且等，且看，且研，且判，中国文化自

信，南阳提供答案。

道路虽漫远求索共明天，文明纵绵长

踏行总未央。

白振国 郭起华
2021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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