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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多巴胺
牛寒婷

在微信朋友圈，我经常发布的
消息有两类，一类是晒娃，一类是晒
读书。每次晒娃，应者云集，微友们
大多会与照片里我家的淘气娃亲昵
互动；而晒读书，关注的人却不多。
不过，这并不妨碍具有聪明才智的
微友发现这一事实：在生活中，带娃
和读书，几乎是水火不容的两件
事。以至于，他们有时会像追踪谜
案一样不断来问我：你究竟哪儿来
的时间读书？

对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选择
简单作答。因为若认真作答，恐
怕要详细说明我的大脑是如何在
带娃或读书时高速运转的，而这
自然又会衍生其他问题。为了避
免提问者不断追问，我会如此答
复：娃拼拼图的时候，娃睡觉的时
候，娃专心看书的时候……这类
答案虽然空洞但却有效，尽管它
们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事实上，
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只要身体尚
未处于极度疲惫状态，无论任何
时间地点，我都能打开一本书，找
到书签所在的那一页，旁若无人
地读下去。时间的碎片化、淘气
堡里的大呼小叫，对我并不是问
题，因为，瞬间进入一种如同被催
眠的深度阅读状态，是我的家常
便饭。

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积极
利用时间这一表面行为，它与一
种名为多巴胺的物质有关。我之
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入阅读
状态，并源源不断地获得无法与
外人道的阅读欣快，全都拜它所
赐。对于我，深度阅读类似一种
持续的迷醉状态，以至于，每晚与
娃共同的睡前阅读结束时，我多半
无法安睡——这当然不是因为娃，
而是大脑里那些依然跳跃的思想，
那些不断分泌的多巴胺，还在揪着
我不放，非得带它们一同入梦，我
才能睡个好觉。

日程中的阅读
牛约瑟

如果只有十分钟空闲，我会读
十分钟娱乐新闻，假如得到整整一
小时的时间，则可能会读整整一小
时娱乐新闻。忙碌焦躁地过活久
了，不是偶尔有整块的时间就可以
突然实现深度阅读的。精读深掘需
要认知建设、心理预备和情绪的养
成，需要你习惯日程中有它。在牢
靠的身心基础之上，等地铁时也会
清楚该拿出手机读读之前收藏的哪
篇文章，由此对头脑里存有的课题
再思辨一番，对思维的肯綮再敲弹
几下。可惜我们已经很少接近那种
状态了。所以事情不能全怪屏幕和
时间碎片化，还有更难解的当下因
素让深读的心意流失过多。现在我
们不太期待从读物里得到什么真
义，或者把阅读所得整合进自己的
认知结构。

当然，总有一些人仍能保持
静定，仍然可以潜心阅读。他们
还有没被冷落的书房，即使是他
们 在 朋 友 圈 分 享 的 网 文 也 常 常
富 集 见 地 、智 识 与 逻 辑 ，只 是 我
们 并 没 有 读 完 它 们 。 大 家 都 有
相同的阅读媒介环境，但却没有
同 质 的 信 息 接 收 状 态 。 要 是 我
们在阅读以外的需求太强势、太
繁杂或者太刚硬了，自然就毁了
深度阅读，甚至全盘挤占阅读生
活。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有
深 度 阅 读 意 味 着 在 生 活 中 寻 回
心 境 的 安 稳 。 鉴 于 大 家 境 遇 各
不 相 同 ，这 种 寻 回 难 易 差 别 很
大 。 这 不 是 一 个 倡 导 潮 流 和 评
判素养的问题，而该先从人需求
的 层 级 和 优 先 性 谈 起 。 像 先 得
改善生活习惯再谈保健一样，最
好 先 改 变 过 活 的 日 程 再 谈 深 读
与心性。听说枕上读书梦也香，
但 那 些 操 劳 方 休 或 者 殚 精 竭 虑
的人若要睡前夜读，翻页之前就
会被脱手的书砸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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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互联网时代，人
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变，
很多人利用手机随时随地阅
读，但阅读的内容大多是社
交媒体推送的即时文章，这
样的消遣性阅读很容易分散
注意力，使人失去深度学习
思考的习惯。如何看待这种
变化，如何在碎片化的时段
里进行深度阅读？听听评论
家们怎么说。

对下一步如何研究红山文化的建
议，王巍强调，要加大力度开展对刚刚发
现的跟牛河梁同期大型聚落遗址的发
掘，填补在牛河梁这个祭坛和埋葬系统
使用时期人们生活遗址的空白。我们寄
希望于通过这样的发现，可以了解到牛
河梁时期权贵阶层居住的场所，包括中
心性遗址所反映的当时的文明进程，文
明的内涵，阶级的、阶层的分化。如果这
个时期中心性的或都邑性的遗址能被发
现、能被揭示，那么我们论证红山文化就
有了更加确凿、更加全面的证据。我们
会更有底气地说红山文化是中华5000多
年文明的实证。

在细化研究方向上，赵宾福提出，第
一，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的分布和类型
问题。红山文化到底是只分布在辽西地
区，还是已经分布到了辽西以外的其他
地区。往东看，以前在下辽河流域，也就
是医巫闾山以东地区发现的不属于新乐
下层文化系统的那些遗存，属不属于红
山文化？往北看，前些年在通辽哈民忙
哈遗址发掘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时代遗
存，属不属于红山文化？这些涉及红山
文化的活动范围问题，也关乎如何划分
其地域类型问题。第二，进一步研究红
山文化的来源和去向问题。红山文化是
如何形成的？它与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
代文化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它与本地区
年代较早的赵宝沟文化和更早的兴隆
洼文化又是怎样的关系？日前，有学者
通过对魏家窝铺遗址出土材料的观察
和分析，敏锐地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形成
很可能是中原后岗一期文化北上的结
果。这一新认识不仅涉及红山文化的
起源问题，也直接涉及红山文化晚期文
明的性质问题，即红山文化是中原文化
和文明的一个分支？还是当地土著文
化走向文明的一个结果？另外，要进一
步研究红山文化的去向问题。许多学
者认为小河沿文化是红山文化的继承
者，而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小
河沿文化和红山文化是由赵宝沟文化
演变而成的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只是年
代上小河沿文化的晚期材料比红山文
化的晚期材料稍晚了一个阶段而已。
第三, 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到底是历
史上什么人留下的文化问题。考古学
是以实物资料研究历史的，考古学所研
究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与古代某
种居民某一时期的活动有关。众所周
知，中国历史在夏王朝建立以前甚至包
括夏王朝本身在内，基本都属于传说时
代，因为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很
少，仅有的一点也多是后人对前人历史
的追述，红山文化也不例外。第四，进
一步研究红山文化的经济类型问题。
包括辽西在内的东北地区是中国的高
纬度区域，气候、环境与黄河和长江流域
存在着很大差异，加之自身的生态条件
也不一样，因此，加强红山文化和整个辽
西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产业方式和经济
结构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辽河流域
和黑龙江流域经济结构自身的区别与联
系，也有利于对中国两类新石器文化，即
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农业新石器
文化和以东北北部黑龙江流域为代表的
渔猎新石器文化的认识，更便于把握处
于两者之间的东北南部辽河流域新石器
时代经济类型的过渡性和复杂性特征。
第五，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的聚落结构
和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红山文化和东北
辽西地区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和中华文
明形成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区域，因此
加强对这一地区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史
前考古学文化的聚落形态分析和社会结
构研究，意义十分重要，无疑会将辽西和
东北地区的史前至夏商周考古研究工作
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下一步如何研究红山文化
加大发掘力度，细化研究方向

加大发掘力度 细化研究方向

让红山文化为文明探源提供更多新实证
本报记者 赵乃林

红山文化作为一个跨世纪的考古课题，它传递的最新信息是什么？
5月30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召开红山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省内外考古专家就红

山文化的研究现状，红山文化在东北考古、在中国北方考古、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在东北亚考古中的学术定位，
以及红山文化未来研究重点等问题展开讨论。专家们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热烈。

在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
郭大顺看来，现在红山文化学术研
究成果不断出新，其中最重要的成
果就是牛河梁中心遗址出土的文
物等级比较高，是有代表性的典
型，其所反映的问题则更全面深
入。近年来，对牛河梁遗址本身
虽没有进行大的发掘，但研究人
员一直在整理材料，2012 年，当时
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把《牛河
梁 —— 红 山 文 化 遗 址 发 掘 报 告

（1983-2003 年度）》编写出来。在
编写报告期间，专家们一直在研究
发现的那些东西，包括祭坛、庙，还
有数以百计的玉器和上千件陶器，
从而不断有新的认识。这么大的
祭祀遗址，当时高等级的人物住在

哪儿，聚落在哪儿；这么多玉器，原
料哪里来的，玉器作坊在哪儿；上
千件陶器，陶器作坊在哪，这些都
有待寻找。

编写报告之后的最新认识在
于，最早提出来中华文明起源就是
缘于红山文化新发现。以前，无论
是学术界还是社会上，很少谈中华
文明起源问题，上世纪 80 年代初，
红山文化牛河梁考古新发现被报道
以后，当时即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
注。一是文明的开始，即从原始社
会进入文明社会；二是文明的传
承，牛河梁发现的庙类似于北京明
清的天坛，这种传承可以看出中华
文明史的连绵不断；三是文明的实
证，即为三皇五帝找到了实物证

据，这个很重要，中华文明史从黄
帝算起，过去都认为是传说，现在
找到了证据。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张星德认为，红山文化研究
自20世纪初被发现以来，已经有近
百年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牛河梁
坛庙冢引发文明起源大讨论，把红
山文化研究推向高潮，但本世纪随
着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
化等与文明直接相关的城址、高等
级建筑的发现，红山文化在关于文
明起源的研究中有被忽视的感觉。

2012 年，《牛河梁——红山文
化遗址发掘报告》的出版，不仅全面
公布了牛河梁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全
貌，也为红山文化中晚期分期研究

提供了可靠的层位关系；2014年至
2016 年对朝阳市半拉山墓地的发
掘，完整地揭示出红山文化晚期积
石冢以及墓葬、祭祀遗迹等营建全
过程。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相关的
同时期其他地区考古工作相比，考
古工作者正致力于在红山文化发现
城市、大型聚落等与人群分化、文明
出现相关的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
任、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强调，红山
文化最新的研究成果有两个：一个
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写的；
再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刘国祥所写的红山文化学术
专著《红山文化研究》，这是全面讨
论红山文化的第一部专著。

红山文化的研究现状——发掘报告不断增加新认识

就红山文化在东北考古、在中
国北方考古、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在东北亚考古中的学术定位，王巍
提出，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
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中国北
方地区距今 5000 多年前最发达的
史前文化，也是中国北方地区最早
进入区域性文明的文化。在中华文
明起源过程中，红山文化是目前所
知北方地区最为发达的史前文化，
或者说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分布的西
辽河流域是中国北方地区最早进入
早期文明的区域，是5000多年中华

文明的重要实证。
从红山文化可以看出，辽河流

域与中原地区至少在距今 6000 年
前就发生过比较密切的联系，红山
文化是东北亚地区最为发达的史前
文化。还有，红山文化三重圆坛构
成的祭祀系统，以及圆形祭坛与方
形墓葬构成的墓葬体系均对后世产
生深远影响。红山文化中以玉龙、
玉凤为代表的信仰体系等都构成了
后世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赵宾福认

为，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最早被发
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如果
从1921年砂锅屯发掘算起，其与整
个中国考古学同步，已经快到100年
了。它在整个东北和东北亚地区的
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中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起到了认识东北新石器
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窗口作用。

赵宾福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
期红山文化辽西喀左东山嘴和建平
牛河梁两处重要遗址的发现与发
掘，为考古界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理
论和走向中华文明探源道路，提供

了宝贵的材料基础。换言之，利用
考古学材料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
题，是从东北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
开始的。与此同时，也大大提高
了红山文化在全国新石器时代考
古学文化中的知名度。现在，如
果让我们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新石
器时代考古发现中，选择一个无
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考古学文化，
那一定非红山文化莫属。因为红
山文化是国内外考古工作者及广
大社会公众认识东北考古和关心东
北考古的一张名片。

考古学界的学术定位——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实证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中华文明的源头就决定了我
们今天所走的道路。内蒙古自治区
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曹建
恩认为，研究红山文化的现实意义，
就是在梳理中华文明的根脉，温润
炎黄儿女的灵魂。中国人对龙的崇
尚、对玉的喜爱，红山文化就蕴含着
这样的文明基因，我们现在的责任
就是要好好研究自己的基因，而研
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好它，
把基因传承给子孙后代，直到永
远。研究红山文化，传承中华文
脉，这也是我们这一代考古工作者
的责任。

文化既要自信，还要包容、扬
弃。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讲“和”
字，这个“和”字在红山文化里就有
最突出的表现，即各个文化圈的人
到红山后都被红山文化融合了。正
因为包容、扬弃，才产生了文化前进
的动力。当今文明所倡导的“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在红山文化里已有
充分的表达。

在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
中，有两处给曹建恩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一处是红山文化的命名地红
山后遗址，这里是他的家乡，虽然遗
迹遗物比较少，但红色的壮美山峰，
让他觉得这是考古圣地。第二处是
魏家窝铺遗址，这里发现了很多房
子，还出土了大量陶器，这对于研究
早期红山文化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
经济状况，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红
山文化发现于内蒙古，但它最重要
的遗址目前来看主要分布在辽宁，
所以两省联合申遗，已列入了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名单。自考古发现红
山文化以来，两省考古工作者都做
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曹
建恩认为，这些成果不应该只是学
界拥有，应该把它推向大众。为此，
内蒙古考古学界希望和辽宁的同行
共同搞一个展览，使红山文化研究
成果被世人熟知，我们中华文明有
5000年的历史，红山文化给出了实
证，这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重
要的作用。

当下研究红山文化的意义就是梳理文明根脉，传承文明基因

郭大顺 王巍

核心
提示

红山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现场。

赵宾福 张星德

半拉山墓地遗址现场。

红山女神头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