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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青年作家陈伟军推出长篇儿童

文学新作《阿布尔的孙悟空》，以温暖亲切

的笔触、 巧妙独特的视角讲述中国军人在

非洲维护和平、帮扶贫苦的温情故事。该书

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入选“百班

千人” 2024 年学前及中小学生暑假分年级

阅读推荐书目，于 6 月 21 日全国首发。

陈伟军坦言，“这本书和我此前所有

的作品都不一样， 我认为这是我创作上一

次全新的探索与开始。 我喜欢这样的挑

战。 ”

《阿布尔的孙悟空》讲述了 12 岁的非

洲少年阿布尔在战乱、贫穷、疾病等苦难生

活中成长， 为了寻找多年前曾援助非洲抗

击病毒的“中国妈妈” 罗菲医生，阿布尔追

逐中国军士的车并夜闯营地， 认识了中国

维和军人黎耀， 一段非洲少年与中国维和

军人的故事就此发生。在小说里，早熟懂事

的阿布尔，天真烂漫的小伊曼，勇敢坚强的

维恩，执着艺术的达卡……一群热爱生活、

渴望和平的非洲少年儿童群像跃然纸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

研究员李玉洁盛赞 《阿布尔的孙悟空》

“让人感受到文化的影响力可以超越国

界，中非因爱相连，读完让人动容。 ”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红叶评

价，《阿布尔的孙悟空》 是一个关于和平、

温情与成长的故事，以独特的叙事角度、虚

实交织的叙事手法和质朴生动的语言，塑

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 展示了中国

维和军人的英勇与柔情以及非洲少年儿童

的纯真与坚韧。 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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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30 余处史前至夏商时期的

玉文化遗址， 读者还能从 《考古中

国———玉成中国一万年》中看到 8000

年前的流行风潮、 数千年前巧夺天工

的艺术品，以及玉器背后的传奇故事。

早在 8000 年前，辽宁阜新查海遗

址便因其位于东北亚的独特的地理位

置而成为玦文化的传播中心。 玦是一

种耳饰。 以查海遗址为中心的玦文化

圈向北可达黑龙江东北部、 俄罗斯的

滨海地区；向东跨海到日本北海道；向

南到长江中下游、 珠江三角洲和台湾

地区，以及菲律宾、越南。 这一东亚流

行风潮，正是始于 8000 年前，令人大

开眼界！

距今 5000年牛河梁遗址的龙凤玉

佩，龙与凤一横一竖，既两两相对，又完

全不对称，其设计所呈现的美感令人惊

叹！ 同样是距今 5000 年良渚文化玉琮

上的神徽微雕， 良渚先民能在 1�毫米

的宽度内刻画五道互不重叠的线，即使

在今天也很难做到。 距今 4000 年的二

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 长达 64.5�厘

米， 托座表面由 2000 多片各种形状的

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长度

仅有 0.2—0.9厘米，厚度仅 0.1�厘米左

右……古代工匠的精湛制玉技艺及对

玉器的崇敬之心可见一斑。

距今 3000 年前后古蜀地区三星

堆与金沙遗址的玉器， 更是将玉文化

的交流体现到极致。 比如三星堆三号

坑出土的 1 件十分特别的玉琮， 分明

是来自西北的典型齐家文化玉琮，然

而在传入蜀地后， 本地玉工又在琮的

两面外壁加刻了两株神树纹， 创新性

地融入了本地特有的树崇拜观念。 再

比如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 1 件每节都

雕刻有简化的人面纹的十节玉琮，则

是良渚文化晚期的作品，历经 1000 多

年时间的流转， 从长江下游辗转流传

到了长江上游。

玉文化考古为读者打开了一个全

新的世界。

玉华帛彩，玉根国脉，玉成中国。让

我们一起从玉文化读懂中国。

万年玉礼传承

考古映照华夏

———《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赏读

“考古中国” 系列

考古学不仅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也承担着传

承与构建中华文明的重要使命。

2022年 1月，为了纪念中国考古百年，中信出

版·大方出版了 《考古中国———15 位考古学家说

上下五千年》，邀请到许宏等 15位考古学家，精彩

讲述了包括殷墟、三星堆、良渚等 15 个代表中华

文明的大遗址背后的考古故事。 上市之后，该书广

受好评，不仅获得“光明书榜” 月度推荐、“新华荐

书”年度十大好书，还入选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

程与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项目。

如果说中信出版“考古中国” 系列的第一本

书是用大遗址呈现百年考古发现背后中华文明的

大建设、大交流、大梦想，那么历时两年打磨的这

本《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的主题则与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化干戈为玉帛” 表达

文明、理性、友善、包容的精神，用“温润如玉” 形

容谦谦君子，用“字字珠玑”形容文辞优美，用“金

科玉律” 形容法律条文尽善尽美……我们的价值

判断、为人处世、审美标准，无不深深受到玉文化

的影响。

玉是精英文化的代表， 是中华文明的符号象

征，也是溯源中国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 国学大师

季羡林也曾说：“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明，

那就是玉。 ”

最新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 中国人对玉的崇

拜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前。

作为一本以玉

文化遗址及典型玉

器呈现中国万年玉

文化的通识读本，

《考古中国———玉

成中国一万年》邀

请到 13 位资深考古

学家、人类学家、博物

馆馆长组成的 “玉文

化天团” ，为读者带来多

元的视角和文化新知。

这本书的作者年龄跨度

很大，从“30后” 到“80后” 。 其

中的“30 后” 就是著名考古学家郭

大顺先生， 他师从中国考古学泰斗苏

秉琦先生， 被誉为 “红山文化第一

人” ；“80 后” 则是良渚博物院的副院

长黄莉，曾助力良渚申遗成功。

在《考古中国———15 位考古学家

说上下五千年》中为读者们精彩讲述

石峁古城和南海 I 号沉船的孙周勇及

李岩老师， 在本书中继续为大家带来

陕北高原玉器与岭南玉器的别样风

采。

同时，在书中，主编上海交通大学

文科资深教授叶舒宪对 “玉成中国”

进行了两个维度的阐释。 一方面是自

然地理的角度。 在我们巨大的国家版

图的东南西北四极大方向上， 都有美

玉矿藏，可谓“天造地设” 。 另一方面

是文化基因的角度。距今 1万年前，吉

林白城双塔遗址的玉扁珠是目前已知

中国玉文化的起点。 在经历数千年的

发展之后，玉文化率先在 5000 年前的

良渚文化时期形成相对固定的组合体

系，统一了整个太湖地区的礼制制度，

这一体系中的大部分内容随后辗转传

播到中原地区， 奠定了夏商周国家的

玉礼基础。

叶舒宪教授继而指出， 如果从最

早成系统使用的汉字（甲骨文）来看，

其使用所覆盖的区域是以中原为中心

的狭小范围； 而玉文化分布的版图范

围， 至少在 4000� 年前就是后来甲骨

文使用范围的十倍以上！ 从东海之滨

到河西走廊的武威， 从东北三省到岭

南两广地区和东南部的台湾岛， 玉文

化以惊人的传播力， 先统一了东亚的

广大地域。 因此，简单来说，玉文化在

距今 5000 年之际先统一了长三角，其

后又在距今 4000 年之际，大体上统一

了中国。

立足于扎实的考古证据，《考古

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从考古角

度实证了中国万年玉文化史， 有助于

读者对玉文化及华夏文明有一个追根

溯源的理解。

除了叶舒宪老师的东北万年玉

器，书中还有李井岩馆长的 8000 年查

海玉器、 栾丰实老师的大汶口－龙山

文化的玉礼器、 张天恩老师的仰韶和

屈家岭文化玉器、 胡建升老师的凌家

滩文化玉器、 朱乃诚老师的肖家屋脊

文化玉器、 刘云辉老师的齐家文化玉

器、王方老师的夏商时期玉器，另有被

冯玉雷老师称为 “华夏文明发生道

路” 的玉石之路。 全书呈现了万年以

来玉文化自北向南、 自东向西发展的

全景图。

而聚焦这些遗址本身， 我们也可

以从其典型玉器的造型、 工艺和用途

中窥见史前先民独特的精神信仰，感

受不同时间、 不同地域的玉文化特色

及这些特色背后所反映的跨越时空的

文明传承与交流。

超强天团讲述万年玉文化

美玉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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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军《阿布尔的孙悟空》出版

致敬跨越山海的中国维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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