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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胡素娟

  在近期“文明之光——— 2021 年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之滕州岗上遗址考古发现成果展”
中，诸多玉石钺器具引人驻足。“戉，大斧
也。”钺是斧的同族，也是斧的晚辈。但一般
认为，钺不是用来生产劳动的，而是作为随葬
礼器、战争兵器和权力象征。玉石钺是其中非

常重要的一类，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都有它的
身影。
  玉石钺，算得上是礼器中的“多面体”，
有各不相同但又互相交叉的多重“面具”，不
仅体现着海岱地区社会等级、聚落分化，也是
展示王权的载体和战争中常见的兵器。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墓室中，已经能看到
玉石钺的身影。早期墓室随葬品通常是石器加
陶器组合。石器中就有石钺，和其他随葬礼器
一起堆放在墓主人侧面，数量不等，也不随墓
室大小或是墓主身份地位差别而不同，摆放位
置并没有明显规律。到早中期时，这种情况被
打破。此时在部分墓葬中，玉石钺规矩地摆在
墓主胸、腰等重要位置，其他劳动工具则杂乱
地摆在身侧。等到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玉石钺
开始大规模出现，在等级高的大墓中发现了大
量玉石钺，而等级低的小墓中，连石钺也很难
见到了。可见，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玉石钺在
不断脱离劳动工具功能，转而向象征身份等级
的礼器靠拢。
  岗上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区域中
心性聚落，此时已经基本形成早期社会等级分
化，贫富差距也在逐渐拉大，中晚期玉石钺的
随葬礼器特征鲜明。岗上遗址发现的玉器，绝
大多数是高等级大墓随葬品，小墓很少见，玉
钺也是多见于男性大墓中，女性大墓少有。且
不仅在等级、性别不同的墓中体现出差别，甚

至在同一等级大墓中也有差异，跟随同一大墓
中多位墓主人的年龄差异，对应的随葬玉石钺
数量也不同，可见此时根据等级划分的丧葬器
用制度已经趋于完备。
  《尚书·牧誓》云：“王左杖黄钺，右秉
白旄以麾。”武王伐纣，战于牧野。在誓师
时，武王左手紧握着黄钺，之后又用这把黄钺
砍下已经自焚而亡的纣王头颅，向天下人展示
自己的威严。黄钺指的就是用黄金装饰的青铜
钺。当钺发展到商周时，在新石器时代活跃的
玉石钺渐渐没落，青铜钺替代它登上历史舞
台。“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钺。”众多文
献都留下记录，青铜钺是一种常见且非常强悍
的武器，玉石钺作为它的“前辈”，同样也是
一种重要兵器。
  《越绝书》载：“至黄帝之时，以玉为
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这里的“玉”
指的是石头。在原始社会，石器既是生产工
具，也是兵器，因而在各大遗址墓葬发现的随
葬石钺中，多数都有使用痕迹。
  玉钺，则不同。《越绝书》中将古代兵器
划分为以石为兵、以铜为兵和以铁为兵三个时
代，玉兵器不在其中，但并不代表没有玉兵器
的存在。在岗上遗址部分男性大墓中发现的玉
钺，已经开刃，且刃部有明显使用痕迹。但由
于古人对玉崇拜，认为玉是祥瑞的象征，实用
类玉兵器渐渐多转化为非实用性的礼仪用玉或

装饰用玉，主要用于与战争有关的祭祀活动，
祈求神灵保佑战争胜利。玉钺作为兵器的实用
性，也就渐渐被弱化了。
  《论衡》中曾描述了一个这样的场景：“周公
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扆指屏
风，斧扆则指的是绣着斧钺图案的屏风。斧钺代
表着至高无上的王权和威严，所以斧钺图案就
置于周王正背后的屏风之上。在河南安阳殷墟
出土的甲骨文中，“王”字写法形如斧钺，在
金文中，王字下面一横如斧钺之刃部。可见，
自古以来，斧钺就标志着王权。
  新石器时代的玉石钺，在墓葬中的表现形
式也非常特殊。在学者普遍认为墓主是“王”
者或首领人物的一座陶寺遗址大墓中，发现有
五件玉石钺，比同期的其他墓葬多出很多。这
五件玉石钺单独且规矩地置于墓主头端墓壁
下，其他器具则摆在身侧。由此看来，即便在
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钺已经成为墓主作为首
领的尊贵王权象征。
  岗上遗址在晚期男性大墓中发现的玉钺更
加佐证了这种观点，这时的玉钺往往是放置在
墓主腰部、胸部等部位，昭示着高等级男性墓
主的权力与威严。展览中的众多
玉石钺器具，共同记录了新石器
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地区中华文明
的起源和逐渐发展。
  视频请扫描二维码观看

钺的脑门上刻着“王”

石钺 大汶口文化中期

　　近日，中国国家版本馆举行落成典礼。据悉，中
国国家版本馆不仅具有版本典藏、研究的作用，还肩
负着展示、交流的功能。目前，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入藏版本量共1600 万余册，开馆展品涵盖10大类版
本类型、上万件展品，其馆藏还在不断增加之中。文
物实物和古籍档案资源丰富，可以互相印证、更好实
证历史，为打造精品展览提供了得天独厚条件。有网
友给出上述评论，获赞颇多。

热炒学区房之风将大降温

　　最近，北京市教委负责人表示，“今年9 月秋季
开学后，全市所有区都将开展教师交流轮岗。”对于
北京的热门学区房，此举无疑是致命一击。在北京的
示范效应之下，全国热炒学区房之风也将大大降温。

拿自己的假期硬凑的假，

我不需要

　　7月28日，人民网评发表评论称，让假期调休更
得民心，让法定节假日时间分布格局更得民心。评论
称，今年中秋节9 月10 日至12 日放假，共3 天，国庆
节10月1日至7日放假调休，共7天。需要注意的是，
国庆7天假期结束后要连上7天班，也就是说10月8
日（周六）、10 月 9 日（周日）要上班。通知刚一出，有
网友称，“周末本就是休假日，为什么调休”“放假7
天，上班7天”“还不如少休2天，别调休”。除了上述
评论，还有网友说，“年年说，年年没有变化”。

留给国足的弱队，快没了

　　北京时间7 月 27 日，东亚杯第3 轮比赛展开争
夺，中国队同中国香港队在本轮相遇。经过了90 分
钟的激战，国足凭借着下半场谭龙的进球，以1：0的
比分战胜了中国香港队。带着1 胜 1 平 1 负的成绩，
国足守住了“底线”，战平日本还多少有点超额完成
任务的感觉。防守基本靠堆积人数，进球靠蒙，对阵
中国香港队的比赛场面也没有多少优势……毫不夸
张地说，亚洲范围内，国足已经没把握能稳赢谁
了……对此，网友给出上述评价。

必须反击！人家自己的头发，

都做不了主？

　　近日，浙江师范大学 2022 届本科毕业生郑灵
华，因染粉红色的头发而遭到网暴。不久前，23 岁的
她在被保送研究生后，拿着录取通知书给病床上的
84 岁爷爷一个惊喜，还将这一幕拍成照片和视频发
到社交平台。不知是谁，“搬运”了她的内容，迅速在
网络扩散。有人攻击她师范生的身份和录取她的学
校，有人给她贴上各种标签。对此，郑灵华检索、捕捉
网暴者和营销号的侵权内容，积极维权。网友纷纷支
持此举，为她撑腰：“只要三观正，人品行，人家愿意
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难道一生都要活在别人的设
限中？”

上次航天员戏称是三室一厅，

这次算不算小别墅？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十四号
航天员乘组于2022 年 7 月 25 日 10 时 03 分成功开启
问天实验舱舱门，顺利进入问天实验舱。这是中国航
天员首次在轨进入科学实验舱。后续，将按计划开展
组合体姿态融合控制、小机械臂爬行和大小臂组合
测试等在轨工作，并利用问天舱气闸舱和小机械臂
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对此，网友纷纷点赞，上为留
言获赞较多者。

有这么个爹，真是晦气！

　　近日，重庆市云阳县一男子发文称“生女儿晦
气，名字都懒得取”，遭到网友的一致谴责。7 月27 日
上午，男子回应称，只是几句牢骚话，父母已对他进
行批评教育，以后会尽到该尽的义务。云阳县妇联工
作人员表示，已协调当地公安机关对男子进行训诫，
会全方位关注该家庭。网友对该男子的行径议论纷
纷，拍砖者众。

今天的太阳比甄嬛被华妃

罚跪那天的还要更毒一些

　　进入中伏以后，多地酷暑难耐。在南方，江浙沪
被网友调侃为工折户，包邮区热成保熟区。在全国，
目前已经有数十个气象站最高气温破纪录。国外，法
国、西班牙、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多个城市刷新多年来
的高温纪录，英国更是罕见地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
预警。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今年6月全球平均气温
为43 年来最高。7 月，气温依然居高不下。如何表达
天气酷热，网友纷纷留言。

苦难不是辉煌，消灭苦难才是

　　本周，一则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
神内耗》的B站视频，在朋友圈刷屏了。UP主衣戈猜
想通过文学性旁白与画面，记录下二舅苦难而饱满
的大半生。短短一天，视频便登上了B 站热门榜第
一，播放量突破1600 万，实时在看人数一直保持在
3 . 6 万以上，相关词条屡上热搜。有人说，这是视频版
《活着》。还有人说，仿佛看完了一篇短篇小说，二舅
像是从故事里走出来的主人公，重叠了无数平凡人
的身影。对视频的内容，有网友给出以上评价。 
            （□记者 卢昱 整理）

守护版本里的中国，

才能赓续中华文脉！
  □ 本报记者 马景阳 于国鹏

  刚刚过去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蒲
松龄纪念馆在微信公众号上推送了《“聊
斋”里的非遗》一文，重点介绍聊斋俚曲。蒲
松龄的创作包括聊斋俚曲15 种，这也成为
其俗文学创作的代表。文章认为，《聊斋志
异》之雅，聊斋俚曲之俗，各擅其美。文末还
附上了聊斋俚曲《蓬莱宴》选段的演出链
接，让大家体会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声腔
之美。
  聊斋俚曲因何受群众欢迎，其魅力何
在，传承发展的现状又如何？当前的聊斋俚
曲研究都在关注哪些问题？日前，本报记者
走进蒲家庄蒲松龄纪念馆采访，一一寻找
答案。

传承俚曲该做些啥

  在位于淄博市淄川区的蒲松龄纪念馆
里，蒲章俊随口清唱了一段聊斋俚曲《蓬莱
宴》，曲牌用的是［银纽丝］。
  这么一小段，虽是清唱，并无伴奏，但
是听起来音韵铿锵，曲调流转，尽显聊斋俚
曲的独特魅力。
  蒲松龄一生写下二百万言，包括小说、
诗词、文赋、俚曲、杂著、戏曲等多种。其中，
《聊斋志异》是代表作，最广为人知。而聊斋
俚曲创作出来后，也很快传唱开。正如《“聊
斋”里的非遗》一文所说：“聊斋俚曲和《聊
斋志异》一俗一雅，交相辉映，堪称蒲松龄
著作的双璧。”
  聊斋俚曲成为文艺领域的一朵奇葩。
蒲家后人更是把聊斋俚曲看成“传家宝”，
代代传承。
  蒲章俊自我介绍是“蒲松龄第11 世嫡
孙”。他7岁就开始跟着太祖父学唱俚曲，现
在是国家级非遗聊斋俚曲代表性传承人。
  蒲章俊说：“俺老祖（指蒲松龄）创作出
聊斋俚曲后，俺这家门都视若珍宝，学唱也

用心。那些即使不能唱全本戏的，至少也
会哼上两声。” 

   蒲章俊介绍，当地不
断通过多种方式支持、扶
持聊斋俚曲的传承发展，
成立了淄博市聊斋俚曲
艺术团，既在城市剧院开
展常态化演出，也经常

下乡举办惠民演出。
在蒲家庄，组建起蒲
家庄仙乡聊斋俚曲
演唱团，十几个人的
规模，经常为周围群

众演出 ，有种
“文艺轻

骑
兵 ”
的 感
觉。
  作

为 蒲 氏
后人，蒲章俊更是

把传承聊斋俚曲看作义不容辞的
责任。首先是培养更

多的传承人。
他现在还
带着 4 个
弟子，其中

3 人是蒲氏后
人。这4个弟子也已经开始收徒，
目前收了 6 个弟子。蒲章俊说：

“他们都有很强烈的愿望来学唱
传承聊斋俚曲。”

  “我们还有个小团队，在聊斋城内的
‘俚曲茶座’演出。”蒲章俊介绍，“没疫情的
时候，天天为游客表演，上午下午各演两个
小时，游客几乎都来落落脚。”
  聊斋俚曲进校园，蒲章俊也积极参与。
从2018 年开始，他每周一次到松龄小学教
唱聊斋俚曲，每次教一个班，每个课时一小
时，非常受孩子们欢迎，也为聊斋俚曲培养
起更多的爱好者。
  另外，蒲章俊积极学习使用当下年轻
人最熟悉的方式推介聊斋俚曲。他在抖音
上开设账号，讲唱聊斋俚曲，吸引来越来越
多的粉丝。
  蒲章俊还担任着蒲松龄纪念馆的名誉
馆长。蒲松龄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目前，这里也是聊斋俚曲传承传播的
重要平台之一。
  蒲松龄纪念馆副馆长杜朝阳介绍：“我
们组织开展了形式新颖多样的传承聊斋俚
曲的活动。”其中包括加大纪念馆教育资源
的开发运用，持续开展“展教相融——— 聊斋
文化进课堂”“聊斋俚曲体验课”等系列研
学社教活动。

俚曲为什么受欢迎

  蒲松龄纪念馆位于蒲家庄，在蒲松龄
故居基础上扩建而成。300 多年前，蒲松龄
出生在这里，先后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
  走在蒲家庄青石铺成的街道上，远远
看着蒲松龄故居的粉墙黛瓦，禁不住脑补
出一幕幕历史场景：某个夏天，蒲松龄坐在
书桌旁，一手摇蒲扇，一手奋笔疾书，正创
作着一个新的脍炙人口的聊斋俚曲作品。
  聊斋俚曲好听，当地老百姓喜欢。山东
大学教授马瑞芳说：“俚曲雅俗共赏，为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在民间广泛传唱。”
  老百姓为什么喜欢俚曲？
  首先，俚曲的故事内容受欢迎。
  马瑞芳说，蒲松龄在俚曲创作中，“笔
触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或者揭露黑暗的
统治，或者抨击腐朽的科举，或者嘲笑封建
道德的虚伪，思想内容是丰富而深刻的。”
  她举例，像《墙头记》《穷汉词》等，“揭
露地主阶级的虚伪奸诈、狠毒狼贪的丑恶
本质，反映下层人民的困苦生活，是俚曲的
又一重要思想成就。”
  在《墙头记》中，大怪、二怪认钱不认
爹。蒲松龄绘形绘声地描摹了这“两个不孝
的奴才”见钱眼开的丑态，以极经济的笔墨
给这两个丧尽天良、泯灭人性的人以鞭挞
和嘲弄。这样的戏，群众看了会有一种大快
人心之感，能久演不衰也就自然而然了。
  俚曲得以流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语言通俗，曲调优美。
  从艺术的角度来评价，马瑞芳认为，
“与文言体《聊斋志异》清新典雅的语言特
点不同，以白话创作的俚曲，广泛运用山东
淄川人民口语，大量撷取俗谚、俚语，借助
于人民口头生动、形象、准确、明朗而富于
表现力的语言，极其确切地雕刻出人们活
生生的姿态，创造出鲜明的社会风俗画。”
  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徐雪辉表示，《聊斋
志异》虽可为“学士大夫之针砭”，却无助于
破“村庸之迷”，醒“市媪之梦”，“而这种源
于民间的俚曲，从语言上拉近了与百姓的
关系，特别易于在平民百姓中传播，实现了
蒲松龄立意为俗、面向大众的理想。”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翟燕在谈到俚曲之
美时说，蒲松龄充分利用明清时期流行的
时调俗曲，共使用了不包括土腔杂调在内
的近 60 支曲牌，填词联套，写就了聊斋俚
曲，“他很好地践行了戏曲创作通俗化的理
论，在选择和编排这些曲牌时，均根据‘依
字行腔’的原则，服从于叙事情节和人物表
现的需要，将曲调与淄川方言密切结合，呈
现出浓郁的地方色彩，不仅贴近民众生活，

而且易于传唱。”

俚曲研究都在关注啥

  在《蒲松龄研究》编辑部主任王清平看
来，关于聊斋俚曲的研究，海内外都越来越
热，也为聊斋俚曲更好地传承发展提供了
更多助力。
  王清平介绍，《蒲松龄研究》由蒲松龄
纪念馆主办，是我国唯一一部研究蒲松龄
及其著作的专业性学术期刊。自1986 年创
刊以来，每季度出版一期，至今已经出版一
百二十多期。
  目前，《蒲松龄研究》拥有12 个国家和
地区4181 个机构用户，包括清华及哈佛、耶
鲁、牛津等世界名校，成为我国多个大型科
研机构数据库来源期刊，也是国内外专家、
学者和各大院校、科研机构开展聊斋学研
究的重要阵地。
  王清平说，近几年，《蒲松龄研究》编辑
部先后出版了《纪念蒲松龄诞辰375 周年专
刊》《纪念创刊三十周年出版一百期专刊》
《纪念蒲松龄诞辰380 周年专刊》《聊斋诗词
研究论集》《聊斋杂著》等专刊及聊斋学研
究专著，“在俚曲研究方面，专门出版了《聊
斋俚曲集》《聊斋俚曲论集》。”
  山东大学教授、聊斋俚曲研究专家邹
宗良在为《聊斋俚曲论集》所写序言中提
及，经过整理相关研究资料和成果，“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作为聊斋学重要一翼的聊
斋俚曲研究，已经走在了聊斋学研究的前
列。”
  邹宗良教授的结论是有扎实的数据支
撑的。就聊斋俚曲文本的整理而言，不同版
本的《聊斋俚曲集》已经是较为易见的出版
物了；出版的聊斋俚曲研究专著已经有十
几部之多。截至2019 年，已经发表的聊斋俚
曲研究论文，粗略统计达到600篇左右。
  邹宗良特别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在
视野开阔、数量众多的语言学研究论文中，
博硕士论文占了较大比重。我作了一下相
关统计，截至2019 年，聊斋俚曲语言研究的
论文约有百篇，占全部论文的 1／6 左右。
而在语言学研究的论文中，博硕士学位论
文有28 篇，占语言学论文的近30%。预计今
后数年，博硕士学位论文的比例还有进一
步增长的空间。”
  “聊斋俚曲研究已经渐入佳境。”邹宗
良认为，对聊斋俚曲的版本、创作、思想、艺
术、人物、语言、校勘、注释、辨伪、分篇、传
播、接受、改编、文化、文学价值等方面的研
究都存在着较大的空间，聊斋俚曲研究将
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
  海外研究也在趋热。王清平说，蒲松龄
和《聊斋志异》都是文化IP，早早就受到
海外关注。以前，海外主要从事《聊斋志
异》作品的译介，而且主要是在英语世界
里传播。近年来，早已从英语扩展到俄
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泰语等。
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扩大，从作品翻译延伸
到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相关包括聊斋
俚曲在内的广泛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有
一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引起广泛关注。比
如，美国汉学家蔡九迪就是一位很有名气
的聊斋研究专家；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
是一位地道的俄罗斯人，出生在列宁格勒
（今圣彼得堡），对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
古典文学很感兴趣，曾经写过一篇学术论
文《〈聊斋志异〉在俄国——— 阿列克谢耶
夫与〈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并于
2001 年 4 月带着这篇论文前来淄博参加了
国际第二届聊斋学讨论会，其不同视角的
解读引发学界关注。王清平表示：“这种
趋势必然会进一步推动海外学者对聊斋俚
曲的更多关注和深入研究，并与国内形成
良好的学术互动，这自然也有利于聊斋俚
曲的传承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