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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聋发聩：红山文化印象之中华第一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松州饭店”在

赤峰哈达街是与“宴宾楼”、“东风饭店”

和“跃进食堂”齐名的四大国营饭店之

一。它坐落于大粮市路西四道街与火

花路交叉口的西北角，是一座砖混结构

的 接 近 正 方 形 的 两 层 楼 房 ，呈“L”形

状。东西与南北长度均约 30 米左右，

总建筑面积约 1000 平方米。饭店西侧

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大杂院，再西侧是赤

峰市副食品公司，紧邻着副食品公司的

是红山区第一小学的南大门，马路南面

是当时的赤峰市机床厂，东面是肉食门

市、回族小饭馆和六粮店，北面背靠的

是蔬菜门市和粮市副食商店。

“松州饭店”牌匾矗立在大门上方

的水泥雨篷上，四个大字是由我市著名

书法家郑大光先生题写。字体古朴端

庄、遒劲有力，远远地就能看见，异常醒

目。

饭店的大门朝东开，门前就是大

粮市宽阔的广场，东墙有八个（上下两

层）宽大的窗户，从外面就能看见饭店

里热闹的景象。走进大门右转是用餐

大厅和后厨。大厅面积约 400 平方米，

宽 敞 豁 亮 。 大 厅 里 摆 放 着 十 几 张 圆

桌。来吃饭的人首先要开票交钱，然

后到取餐窗口将票交给售货员，售货

员 按 照 票 上 点 的 饭 或 菜 拿 给 就 餐 的

人。

就餐的人就可以到圆桌上享用美

食，大快朵颐了。饭店大门对着的是通

往二楼的水泥楼梯，二楼是包房和雅

间，装修的要比一楼豪华一些，面积比

一楼稍大一些。只有宴请贵宾和重要

的客人才在这里。

模糊地记得当时饭店的主打菜肴

好像是滑熘肉片、焦熘肉段、锅包肉、糖

醋排骨等。

我家住的大杂院离松州饭店很近，

走出朝北的大门洞，绕过粮市副食商店

再往南走百八十步就到了。我与小伙

伴们经常去饭店，当然不是去吃饭，而

是去那里玩耍。最爱玩的是从二楼大

约 25 公分左右宽的水泥扶手往下滑，

一直滑到一楼（水泥扶手被人们长年累

月抚摸得非常光滑）。然而这种行为经

常会遭到饭店工作人员的轰撵，可小伙

伴们总是趁着他们忙于接待客人照看

不过来的时候照玩不误、乐此不疲。大

杂院里一个小伙伴的妈妈，就是松州饭

店的特级厨师，所以我们都特别羡慕

她，天天能吃到特级厨师做的菜。有一

次，几个小伙伴到她家玩儿，其中一个

最调皮的男孩看见她家饭桌的盘子里

有几块吃剩的锅包肉，情不自禁地抓起

一块塞进嘴里，边吃边说：“太香了。”脸

上还漾出了幸福的笑容，一副心满意足

的样子。引得她在一旁嗔笑道：“你真

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啊。”小伙伴们也一

哄而笑。这件事从此后成了揶揄他的

话把儿。

九十年代初，随着国有企业的改

革，松州饭店顺应时代的潮流转制后成

为了私营企业，也不再叫松州饭店了。

“松州饭店”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

模糊、消失了……

想到此，心中不由地泛起了莫名的

酸楚和惆怅……

（图片来源网络）

儿时记忆中的“松州饭店”

“松州饭店 ”原貌

红山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在

人们的印象中，中华第一龙、华夏第

一村、八千年粟、红山女神就是她给

我们的初体验。下面这首小诗概述

了 红 山 文 化 给 人 的 第 一 印 象 和 感

觉：

红山文化印象
阿蒙

碧玉神龙属第一，
华夏古村赋神奇。
八千年粟今犹在，
红山女神古来曦。

中华第一龙

说到中华第一龙，在百度上一

搜，查到的有河南濮阳“中华第一

龙 ”，有 赤 峰 红 山 文 化“ 中 华 第 一

龙”。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中华

第一龙”呢？

(一)河南濮阳“中华第一龙”
河 南 濮 阳“ 中 华 第 一 龙 ”发 现

于 1987 年。当年 6 月，河南濮阳市

修建一座引黄供水工程。在老城西

南方向引黄供水调节池附近发现了

一 处 仰 韶 文 化 聚 落 遗 址 。 在 墓 地

137 号 探 方 中 ，有 一 老 年 男 性 骨 架

高 1.84 米，头南足北躺在墓地中，在

骨架两侧摆着蚌壳龙虎图案。龙在

东侧，长度为 1.78 米；虎在西侧，长

度为 1.39 米，头的方向与墓主人相

同，两者均背向墓主人。考古专家

认定，蚌龙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遗

迹。它在形态上与中原文化里各种

龙的形象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实验室对该遗址的蚌壳做

了 碳 14 测 定 ，认 定 其 年 份 为 距 今

6600 年。据此，专家誉称蚌龙为“中

华第一龙”。

(二)赤峰红山“中华
第一玉龙”

赤峰玉龙有两块，一

块为“C”形碧玉龙，一块

为“C”形 黄 玉 龙 。 红 山

“C”形碧玉龙，1971 年在

赤 峰 市 翁 牛 特 旗 被 发

现。玉龙晶莹细润，呈墨

绿色半透明，形体从截面

上看为圆形，像汉语拼音

或英文字母的“C”，高度

为 26 厘 米 ，其 直 径 为

2.3－2.9 厘米。龙首较短

小，吻前伸，略上撅，嘴紧

闭，鼻端截平。龙眼突起

呈棱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

翘 。 颈 背 有 一 长 鬣 ，弯 曲 上 卷 ，长

21 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鬣

扁薄，并磨出不显著的浅凹槽，边缘

打磨锐利。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

在 额 及 鄂 底 刻 以 细 密 的 方 格 网 状

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红

山碧玉龙工艺精美，能够看出它是

以整块的玉料雕刻而成，在技艺上

还使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形体

上与甲骨文的“龙”字相似。玉龙外

观 生 动 形 象 ，富 有 艺 术 的 想 象 张

力。该件玉龙在古时是做什么用的

呢？首先，它不是人的装饰品，因为

它的形体与人的饰品相比，体形硕

大，不适合佩戴。据专家推测，它很

有可能是远古时期与宗教关联的礼

制用具。在玉龙背上有一小孔，悬

挂起来，玉龙首尾正好处于同一水

平线上，可见孔的位置是精心设计

的。因此，它对于研究我国远古先

民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原始宗教意识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红 山 文 化 碧 玉 龙 被 发 现 得 较

早，也较早被考古界公认为“中华第

一龙”。在中国玉文化玉学第四届

学术会议上，与会专家们认为，辽河

流 域 出 土 的 红 山 文 化 碧 玉 龙 堪 称

“中华第一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 研 究 所 内 蒙 古 第 一 工 作 队 队 长

刘国祥研究员认为，红山文化碧玉

龙 是 迄 今 为 止 发 现 的 最 具 龙 形 的

龙。红山玉龙的发现，不仅让中国

人找到了龙的源头，也充分印证了

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

另外，在翁牛特旗还发现了一

块黄玉龙，由于这件玦型黄玉龙形

器是民间征集而无具体出土地点，

其文化类型所属在学术圈内引起了

争议和讨论。部分专家认定这件龙

形玉器属距今 5000—6500 年的红山

文化典型器物。2010 年 10 月下旬

最终确认此件国宝玦型黄玉龙形器

的出土地点为翁牛特旗乌丹镇新地

村 东 拐 棒 沟 红 山 文 化 遗

址 群 中 。 中 国 社 科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内 蒙 古 第 一 工

作 队 队 长 刘 国 祥 研 究 员

认为，两年来的细致调查

表明，玦型黄玉龙形器选

料上乘，雕工精细，神态

飘逸，具有明显红山文化

玉器形制及工艺特征，应

为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堪

称国宝，是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的重要成果。

由 于 玉 龙 在 赤 峰 市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赤峰

市也因此被誉为“中华玉

龙之乡”。

(三)“中华第一玉龙”的发现
“中华第一玉龙”的发现过程，

既平淡又富有传奇色彩。1971 年

8 月某日下午，农民张凤祥正在果

林 里 修 梯 田 。 他 所 在 位 置 是 赤 峰

市 翁 牛 特 旗 三 星 他 拉 村 后 面 。 他

在 修 梯 田 过 程 中 发 现 了 一 个 神 秘

的 人 工 砌 成 的 石 洞 ，在 石 洞 底 部 ，

他发现了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被

泥土包围着。他用手掂量一下，有

点分量，就把它当成一块废铁拿回

家 中 。 他 的 小 弟 弟 张 凤 良 此 时 仅

六七岁，就把哥哥拿回的东西当成

了玩具。他用一根绳子系好，在村

子 里 与 小 伙 伴 们 拖 着 玩 起 来 。 过

了几天，上面的土

被磨掉了许多，一

部 分 露 出 了 本 来

的面目，晶莹富有

光 泽 ，像 是 玉 石 。

张 凤 祥 立 即 把 这

块 玉 收 起 来 。 过

了几天，他把这件玉器带到了翁牛

特 旗 文 化 馆 。 文 化 馆 干 部 王 志 富

看 后 ，认 为 是 一 件 文 物 ，决 定 征 集

并 收 藏 ，付 给 张 凤 祥 30 元 人 民

币。从此，这件玉器在文化馆静悄

悄地度过了 13 个年头。

1984 年，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

获得了重大发现。牛河梁遗址位于

辽宁省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考

古工作者在发掘一座古墓时，墓主

人胸前摆放着两件精美的玉器。经

考古专家鉴定，认为它们是红山文

化时期的玉猪龙，距今约 5000 年。

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立

即想到了十多年前收藏的玉器。有

可能是与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

他 找 到 了 中 国 著 名 考 古 学 家 苏 秉

琦。经苏秉琦先生多方考证，得出

的结论是：这是一件 5000 年前的红

山 文 化 遗 物 ，是 一 件 珍 贵 的 玉 龙 。

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

龙。

中华文明史，长期以来以黄河

流域为中心，自夏商周始，中原文化

成了中华文明的摇篮。这种观念已

深 入 人 心 。 红 山 文 化 重 大 考 古 发

现，开始促使国人重视并审视中国

史前史，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透

过红山文化这一视角，专家们认为，

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是中原文

明史，更应深入长城以北探秘。（三）

□王升

粮市副食商店原貌

有一种技艺叫坚守，有一种爱情叫

坚持，有一种幸福叫坚信。90后核雕达

人孙思达和他的妻子单佳，师承传统核

雕技艺，赋予时代风采，凭借着一把锋

芒的刻刀和一份与生俱来的执着，在小

小的桃核上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迎来了

一个新生活。

《核舟记》记载：明有奇巧人曰王叔

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

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

态……难以想象，古老的核雕技艺并没

有淹没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而是在新

时代的技艺达人手里变得愈发光彩夺

目、璀璨迷人。时至新春，走进孙思达

和单佳夫妻两人经营的工作室，孙思达

正在同徒弟们欣赏一件名为《安达》的

核雕作品。这件作品构思巧妙、做工精

细，是他们的得意之作。将这件作品端

在手中，成吉思汗驰骋沙场的恢弘画面

倏然展开：肩上的雄鹰展翅欲飞，胯下

的蒙古战马昂首向前，腰间佩戴的蒙古

弯刀形如弯月，其精湛的技艺令人叫

绝。

据孙思达介绍，这件作品当时是代

表工作室参加山东工艺美术协会举办

的一次核雕比赛的获奖之作，创作这件

作品的初衷也是想体现民族元素和特

色。现在市场上比较多的都是像八仙、

钟馗、弥勒、刘海戏金蟾、十八罗汉这些

传统题材，缺少一些民族特色的工艺

品，他便有了创作一件具有民族特色工

艺美术作品的想法。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 2018 第十届中国（山东）工艺美术博

览会上，孙思达精心创作的《安达》荣获

第二届工艺雕刻（核雕）大赛金奖，孙思

达也因此一举成名。

孙思达说，自己从小就喜欢画画，

在上小学时就凸显出绘画的天赋。当

时孙思达的画龙有龙威、凤有凤仪、山

有山形、水有水韵，受到老师的连连称

赞，从此学校的板报和墙报美术设计就

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父母的态度也

由反对到理解再到支持，实现了大反

转。

16岁那年，痴迷于画画的孙思达在

父母的陪伴下，举家南下来到深圳，开

始了四年的泥塑工艺品学习。2008年，

孙思达回到家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

在一个网站上了解到核雕这门古老的

技艺，深深地被核雕作品所吸引。从

此 ，只 要 一 有 空 ，他 就 在 橄 榄 核 上 雕

刻。他雕刻的一件达摩作品，让他收获

了第一桶金，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

点。

幸福总是会眷顾热爱生活并努力

奋斗的人，孙思达在核雕上找到了人生

价值，同时也收获了幸福的爱情。他的

妻子单佳，也是同样喜欢艺术的小姑

娘，俩人一见钟情。也是在单佳的支持

下，孙思达辞掉原有的工作，一心一意

地干起核雕这一行，他的核雕人生从此

开启。

刚入行，一些问题随之显现。最

初，孙思达带着自己的作品到北京潘家

园摆地摊，因为形式单一、内容传统，不

但一颗没卖，眼看着随身携带的零花钱

基本花完，只好怏怏折返，这件事也给

孙思达浇了一盆冷水。孙思达深知，打

铁还需自身硬，经历了挫折和冷遇之

后，他开始更加努力地研究核雕这门手

艺。8 年的卧薪尝胆，这个有着坚强毅

力的年轻人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他的一

件件核雕作品也逐渐被大家所认可。

现在，他的核雕已经销售到北京、上海、

天津等一线城市，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

睐。

手与手艺，不可分离。孙思达的手

看起来与 90 后年轻人的手毫不搭边，

他的手指上布满老茧与刀痕。孙思达

说，从事核雕这项工作，十分枯燥，它需

要雕刻者有足够的耐心。平时他雕刻

一件作品，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一

坐就是一天，最长的时候他能连续坐上

14天。

作为“守”艺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热爱、传承和弘扬，才是孙思达一路

走来最强大的支撑和动力。从 2016 年

开始，孙思达陆续收徒，他想把这门手

艺传授给更多的人。现在，他已经接收

了 8 名徒弟，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最

小的还不到 20 岁。孙思达知道钻研和

雕刻核雕的枯燥，为了让大家能够静下

心，做出更好的作品。他通过让大家戴

上耳机听音乐、喝茶、下象棋等方式缓

解心情，增强耐性。十年砺剑，锋芒初

现。2018 年，孙思达开始走出家门，带

着自己的作品参加各种展览和比赛，为

了提高技艺，他还前往苏州找到工艺美

术大师吴建东拜师学艺。

技艺无声，作品会言。从孙思达的

身上，匠人的执着、坚守、分享和创新让

他的创作后劲十足，精彩无限。孙思达

和单佳对核雕技艺的坚守和努力也得到

了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赤峰市红山区

工艺美术家协会主席王黎明的充分认可

和高度赞许，称他们的这番事业非常有

前途，也非常阳光，因为他们很用功、很

用心，也有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所

以也坚信他们的工艺之路一定会走得越

来越好。

艺有大美，艺无止境。孙思达和单

佳正在用自己的执着、热情和智慧，雕琢

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艺术人生。

精雕细刻成大器

■原典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

之，不思则不得也。故《书》曰：“思曰
睿，睿作圣。”思所以睿，睿所以圣也。

……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

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学者有无思虑
而得者，何也？曰：以无思无虑而得
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无思无
虑为不思而自以为得者，未之有也。

■释义
程颐，洛阳伊川人，世称伊川先

生。与其胞兄程颢共为北宋理学奠
基者，世称“二程”。

上面这段话是程颐关于学与思
关系的阐述。孔子也曾论述过学思
关系，主张学思结合、学思并重：“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并称：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
益，不如学也。”

程颐认为：“为学之道，必本于
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正确
的学习方法，必须以思考为根本。思
考了才能得到真知，不思考就得不到
真知。进而又指出：“不深思则不能
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不深思就不能领悟“道”的境界，不经
过深思，即使有得，也容易失去。

为何将“思”放到如此突出位
置？程颐借用《尚书·洪范》的话回答
道：“思所以睿，睿所以圣也。”思是达
到睿智、圣明的必由之路。

映日荷花别样红

惠敏 摄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

得者，其得易失。
——［北宋］程颢、程颐《二

程遗书·伊川先生语》

□乌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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