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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
到，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竹园岭遗址有
先秦文化遗存埋藏，遗址商时期遗存分
布范围约8万平方米，核心区域分布范
围约1.5万平方米。考古人员认为，出土
遗存反映出中原夏商礼制南渐珠江三角
洲、推进早期岭南中国化的历程。

2022年5月至2023年6月，广州市
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竹园岭遗址展开了持
续三期的考古发掘工作，共发现商时期
形状大小不同的各类灰坑近1500个，其
中部分形制规整、深度超过1米的灰坑
应属储藏性质的窖穴或祭祀用途的祭祀
坑；大小深浅不一的柱洞1800余个，其
中相当一部分与干栏式建筑有关；还有
长度不等、深浅不一的灰沟25条，推测
与先民们生产生活中的自然或人工给排
水有关。

竹园岭遗址商时期出土数量最多的
遗物是各类石器，有戈、璋、戚、钺、锛、
凿、镞、砺石、磨盘、杵、磨石等，此外还有
少量玉器、青铜器和陶片等。考古人员
认为，从这些迹象判断，竹园岭商时期遗

存很大可能是制作加工生产生活工具的
场所，规模大、延续时间较长，表明周边
还应存在同时期的大型聚落或墓地。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朱明
敏介绍，从出土的石戈、石璋形制以及陶
器的纹饰、器形特征来看，竹园岭遗址商
时期遗存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
商代中期前后。部分磨制精细、形制规
整的石戈、璋、戚、钺、有领环和玉璧等应
属于礼仪用器，追本溯源明显可以看到
中原夏商礼玉文化的影响，反映出中原
夏商礼制南渐珠江三角洲、推进早期岭
南中国化的历程。

朱明敏认为，竹园岭遗址不仅填补
了中新广州知识城范围商时期文化遗存
的空白，更为重构广州东北区域早期历
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材料，充分说
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早期阶段，
九佛-镇龙-萝岗一带是北江下游流域
和东江下游流域之间一条重要的文化走
廊，在珠江三角洲早期文明发展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

据新华社报道

这就是，2000多年前的粽子！

◆图为城阳城遗址八号墓发现的圆形植
物包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记者21日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获悉，考古人员在河南信阳城阳城遗
址八号墓葬内发现了大量圆形植物包
裹。研究发现，包裹外部为槲叶，内部为
水稻、黍等粮食，这些槲叶粮食包裹是迄
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粽子。

信阳城阳城遗址八号墓发掘现场负
责人武志江介绍，八号墓是一座战国中
期的楚国贵族墓葬，平面呈“甲”字形，坐
西向东，由墓道和墓室组成。在发掘过
程中，考古人员在椁室中后室的木案上，
发现了大量用叶子包着的圆形包裹。

“完整的圆形包裹有40个，还有很
多破损散落在椁室底部，这些包裹都由
宽大的植物叶子层层包着，由麻绳或者
茎秆捆扎，呈现厚圆饼状。”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植物与寄生物考古实验室主
任蓝万里说，通过测量，包裹的直径约
10至15厘米，厚3至5厘米。

据介绍，随着包裹一同出土的还有
少量树枝，考古人员推测这些植物包裹
几个为一组，串在或系在树枝上。

“由于八号墓所处位置地下水位较
高，墓室整体被地下水浸泡，形成了特殊
的埋藏环境，这为墓葬中文物的保存创
造了有利条件，使得圆形包裹千年未
腐。”武志江说。

考古人员通过体视显微镜分析发
现，40个完整包裹内有39个里面装的是

没有脱壳、没有煮过的稻谷，另外1个装
的是黍。

“为了判断包裹这些稻谷和黍的植
物叶子，我们找来同种类现生叶子进行
比对，通过拼合各个部分的残片，根据叶
形、叶缘、尺寸、叶脉形态等特征，最后判
断圆形包裹外的植物叶子是槲叶。”蓝万
里说，槲叶是壳斗科植物槲树的叶子，现
在豫西一带依旧流传着食用槲叶粽子的
习俗，也叫槲包。

“楚国槲叶包，如今端午粽。先民们
的饮食痕迹，以文物为载体，跨越千年，
见证着中华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蓝万
里说。 据新华社报道

《阿飞正传》中张曼玉与刘德华
沿着“叮叮车”路轨散步、《神奇两女
侠》中叶童乘坐“叮叮车”回首青葱岁
月……有关香港的故事中，电车总是
一种常见的符号，“叮叮车”早已成为
香港的重要标志之一。

近日，在“电影叮叮”导赏团现
场，香港导演关锦鹏、许鞍华等人变
身导游，在“叮叮车”上与市民分享香
港电影人的幕后故事。“电影叮叮”导
赏团活动是首届“香港流行文化节”
活动之一，每周六、周日举办，自5月
推出以来反响热烈，开票即售罄。

“如果想拍一部关于香港的电
影，‘叮叮车’一定是不二之选。”香港
导演陈健朗说。

短短两小时内，导赏团先走访元
创方、西港城等地，探索《花样年华》
等经典港片的取景地，再乘坐“叮叮
车”感受香港的城市魅力，聆听电影
从业者的创作故事，品味电影与“叮
叮车”的缘分。

陈健朗说，自己与“叮叮车”共同
成长，希望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里，通过记录“叮叮车”的变化，在艺
术作品中折射香港变迁。

“这是一次另类的文化体验。”文
化企业“活现香港”负责人陈智远这样
形容“电影叮叮”导赏团活动。他表
示，“电影叮叮”是香港旅游行业一次
新的尝试，未来可以与更加丰富的艺
术形式结合，解锁更多电车“新玩法”。

“叮叮车”是一种双层有轨电车，
因停站发出“叮叮叮”的提示音而得
名。

1904年开始投入使用的香港
“叮叮车”，目前共有165辆，其中包
括两辆古董派对电车及一辆怀旧观
光电车。香港电车曾在2021年获评
全世界“最大的服务中的双层电车车
队”吉尼斯世界纪录。香港“叮叮车”
发展至今，已经历7次更新换代，由
早期的单层变为双层，由英国进口变
为香港制造。

早期的文学作品描绘香港都市
繁华生活的时候，常把挤满乘客的

“叮叮车”比作沙丁鱼罐头。和其他
交通工具相比，“叮叮车”价格低廉，
有自己的行驶轨道，不会堵车。

“比起很多交通工具，电车多了
一种意义。我们希望在这个繁忙的
城市，给大家一个比较慢节奏的空
间。”香港电车市场商务及品牌总监
张永恒表示，“叮叮车”的初心是在安

全接送乘客的同时，提供一个简单的
旅程给乘客去欣赏和享受。

“到香港怎么能不坐‘叮叮车’？”
在社交媒体上，关于香港旅游攻略的
帖子中体验一次“叮叮车”已成香港
游必备项目。

对于许多市民和游客来说，“叮
叮车”代表着香港随性的生活基调，

“叮叮车”犹如一辆“时光机”，将港岛
历史与现代风景尽收眼底。“叮叮”声
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得到一丝治
愈，车身上的海报更是为这座城市增
添一抹别样的色彩。

车身印有“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6
周年”“世界献血者日”“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等主题海报的“叮叮车”缓
慢行驶在港岛街头。在行色匆匆的
人群中，“叮叮车”宛如一道流动的风
景线，成为市民了解社会的“窗口”。

沈诗妮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她将
平时拍到的各式各样“叮叮车”放在
社交平台主页上。

“前不久，‘大黄鸭’来到香港，我
是看到车身上的海报才知道它具体
在哪里展出。”沈诗妮说，有很多类似
的事情，让她意识到“叮叮车”不仅仅
是交通工具，也是了解社会热点的平
台。

如何让“叮叮车”走得更远，是香
港电车公司发展的重要议题。张永
恒坦言，虽然香港几乎无人不认识电
车，但很多人觉得电车是长者才会乘
坐的交通工具。“我们一直都很想将
电车这个品牌年轻化，让更多人明白
电车除了是交通工具之外，对于香港
这座城市还有很多意义。”

近年来，“叮叮车”开启跨界联名
模式，推出多元化的合作产品，改变

“叮叮车”在人们心中的固有形象。
“叮叮车”雪糕、“叮叮车”月饼、“叮叮
车”儿童画本……各式各样的联名产
品出现在市场，吸引市民购买。

“叮叮车”在现实世界绽放新生，
在虚拟世界也展现活力。

张永恒透露，目前香港电车公司
在着手将“叮叮车”开到虚拟世界中
去，希望通过VR等技术，在虚拟世界
中呈现“叮叮车”运行的模样，给年轻
人增加更多了解“叮叮车”的机会，理
解保留的意义，并留下想象的空间。

承载百年历史，“叮叮车”带着沧
桑的回忆，带着人们的热爱，在传统
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的平衡交替中，
和这座城市一起坚定地前行着。

◆竹园岭遗址考古发掘场景。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广州考古发现商时期文化遗存
体现中原夏商礼制南渐

百年香港电车：流动的“城市名片”
新华社记者 谢妞

河南考古发现距今2000多年的粽子

◆图为城阳城遗址八号墓发现的圆形植物包裹。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竹园岭遗址航拍全景。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