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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湖墓地出土文物极大丰富了秦文化内涵，是

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历史缩影，出土的

“中华第一长文觚”等一批珍贵材料，从实物、文字和图

像多个层面，描绘出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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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

又称端阳节、五月节、重五节。其起源历史，

众说不一。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

纪念孝女曹娥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但据

我国著名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考证，江南

一带的古吴越人，以龙为图腾，“端午本是吴

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这

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

自古以来，以端午节是为纪念爱国诗人

屈原的说法最为普遍。南北朝时，梁人宗憻

的《荆楚岁时记》曰：“案五月五日竞渡，俗为

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

之。”吴均的《续齐谐记》亦曰：“屈原五月五

日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

筒贮米投水祭之。”这就是说，每当屈原投汨

罗江自杀的忌日，人们就用竹筒装着米投入

江中，好让水中的动物吃饱，不再去啃食屈

原的躯体，久而久之便演变成了端午节龙舟

竞渡和吃粽子的风俗。

除了赛龙舟和吃粽子外，旧时过端午人

们还会饮雄黄酒。雄黄酒是将雄黄捣成细

粉、干菖蒲根切成细丝，一同放入白酒或黄

酒中浸泡制成的一种酒。端午节这天，家家

户户都将配制好的雄黄酒拿出来饮用。如

宋代施宿的《嘉泰会稽志》就记载：“端午日，

设蒲觞，磨雄黄酒饮之。”即使不会喝酒的居

家男女，也要将雄黄酒放在唇边抿一两口。

对于小孩，大人则会用手指或毛笔蘸着

雄黄酒的沉淀物，抹在小孩的鼻尖下、耳朵

后和肚脐上，还要在小孩的额头上画一个

“王”字（俗称“老虎头”），并将多余的雄黄酒

洒在屋角床脚下。正如“五四”诗人朱湘的

《端阳》诗曰：“这天酒里面都放雄黄，家家无

老少都拿酒尝。儿童的额上画着王字，喝不

完的酒洒满一房。”

端午节为什么要喝雄黄酒呢？这与古

人视五月为“恶月”有关。东汉崔寔的《四民

月令》载：“是月（指五月）也，阴阳争，血气

散。”《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俗称恶月，多禁

忌。”五月五日正值夏春之交的开端，大地气

温上升，湿度也达饱和，正是毒蛇、蝎子、蜈

蚣、壁虎和蟾蜍这“五毒”活动最猖獗的时

候，也是初夏传染病开始流行之时，在科学

不发达的旧时代，人们认为饮雄黄酒可以解

毒避瘟，扶正祛邪；将雄黄酒涂抹在小孩身

上和洒在房间里，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作

用。在神话故事《白蛇传》中，白娘子端午喝

了雄黄酒使之现出了蛇的原形，最终被法海

和尚镇压在雷峰塔下，就反映了这一理念。

雄黄酒中的雄黄，又称鸡冠石，主产于

甘肃、湖南、云南、四川等地，古代曾被道家

作为炼丹的原料。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

雄黄是一种含硫化砷的化学物质。虽然外

用能治疗疥癣恶疮、蛇虫咬伤，内服可治惊

痫、疮毒等，但由于砷遇热后会分解为三氧

化二砷，即我们所说的砒霜。砷类物质进入

人体后，很容易蓄积在体内各部位，引起神

经、肠胃和呼吸系统急性或慢性中毒，并可

致癌。有报道说，内服 20克雄黄，便会使人

死亡；即使小剂量服用，也会对肝脏造成伤

害。因此我们现在过端午，便不再饮雄黄酒

了。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别了，雄黄烧酒过端午

浩瀚宇宙，悠远而深邃，静默且神秘。

著名哲学家康德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

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

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的星

空。”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

生活在摇篮里”，百年前的航天先驱、宇宙航

行之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如是说。

他多年的研究为载人航天打下了理论基础。

人类探索更为广阔天地的脚步从未停歇。

1961年 4月 12日，乘坐“东方 1号”宇宙飞船

的宇航员加加林在太空飞行 108分钟后，安

全返回地面，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载人宇宙飞

行。加加林成为离开地球“摇篮”进入太空的

第 一 人 ，西 方 媒 体 由 此 将 宇 航 员 的 俄 文

kосмонавт修订成cosmonaut一词，

并用于新闻报道。cosmonaut成为了英语词

汇表中特指苏联宇航员的单词，苏联载人航

天技术对世界的影响力得以展现。

无独有偶，就在加加林完成“零的突破”

3 周之后，美国宇航员艾伦·谢波德乘坐“自

由 7 号”飞船在地球亚轨道飞行 15 分钟，又

一次在西方引起了波动。随后，美国人便以

astronaut 一词来称呼这位进入太空的地球

人。然而，这一单词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英

文词汇，而是由希腊语中的 astro（星星）和

naut（船员）两个单词合成而来，其字面含义

就是“星际航行者”。

如今能够将人类送入太空的不仅仅

是美俄两国，能够表达航天员之意的单词

也不局限于 astronaut 和 cosmonaut，又出现

了一个已被深深打上中国烙印的单词 tai-

konaut。 taikonaut 一 词 专 指 中 国 航 天 员 ，

taikon 来自太空的汉语拼音，naut 在英语中

代表宇航员这一类人，其构成展现了鲜明

的中西合璧语言文化特色。从社会语言

学角度分析，taikonaut 被西方接受并收录

到 主 流 英 文 辞 典 ，反 映 了 语 言 使 用 过 程

中 社 会 结 构 与 语 境 的 交 替 功 能 ，展 示 了

语言作为社会现象缩影的深刻意义，体现

了中国国家整体实力及科技影响力的突

飞猛进。

查据有关词典，taikonaut 单词最早于

1998 年被一位马来西亚华人提出，而被外

媒广泛使用则是在 2003 年。2003 年 10 月，

中国首位载人飞船航天员杨利伟顺利返航

之 后 ，美 联 社 刊 登 了 一 则 题 为“China’s

First Taikonaut Safely Returns to Earth”的

新闻报道；当年 11月，美联社则针对中国下

一步的载人航天飞机发射计划刊发了另一

则 题 为“China to Send Two Taikonauts

Next Time”的报道……在有关新闻报道的

助推下，一个崭新的、融汉语语素和中国民

族文化特色的新词 taikonaut 迅速进入英语

词汇，成为汉语国际影响力提升的一个缩

影。中国人通过 taikonaut一词，向世人展现

了我们特有的语言文化，更展示了中华民族

科技发展的努力与成效。专门指代中国航

天员的英文词汇的出现，是我国航天事业飞

速发展的投影。

taikonaut作为一个在和平年代，在中国

改革开放背景下产生的新词已被世人所接

受，成为航天员英语表达家族中的一个新成

员。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

多人多天、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在逐

梦太空的征程中，“神舟”系列飞船 13发，13

捷，穿梭于寰宇之间，一次次把中国的崭新

高度标记在太空，将中国印记与中国精神留

在太空。在璀璨的星光外，在缥渺的宇宙

中，还有更多的神秘等待着中国航天人去探

索。 （作者单位：北京天文馆）

航天员词汇变迁

折射我国空天事业蓬勃发展近 日 ，湖 北 云 梦 郑 家 湖 墓 地 入 选 了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郑家湖墓地位于云梦县城关镇，楚王城

城址东南郊，总面积约 15万平方米，西距睡

虎地墓地约 3000 米，与楚王城城址、睡虎地

墓地、龙岗墓地形成有机整体。该墓地考古

发现了一批中华文明瑰宝：珍贵的木牍文

本、罕见的板画图像及大批精美绝伦的秦文

化漆器，填补了多项历史空白。

专家认为，郑家湖墓地出土文物极大丰

富了秦文化内涵，是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中

重要节点的历史缩影，出土的“中华第一长

文觚”等一批珍贵材料，从实物、文字和图像

多个层面，描绘出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

木觚长文诉说“纵横”旧事

2020 年 5 月，为配合云梦县市政建设，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与云梦县博物馆联合组队开始对郑家湖墓

地进行发掘。

“本次发掘收获颇丰，除 M277 墓出土

了遣策及铜鼎铭文外，战国晚期墓葬 M274

还出土了长文木觚（一种多棱体木牍）。”郑

家湖墓地考古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副院长罗运兵介绍，木觚正反两面各

7 行，每行约 50 字，全文约 700 字，字体为典

型秦隶，载有谋士游说秦王“寝兵立义”之

辞，“纵横”色彩浓郁，体例文风与《战国策》

《战国纵横家书》近似。

游说秦王的故事展现了一幅战国后期

东方国家与秦争斗、斡旋的历史画面，也涉

及春秋战国之际魏、越、吴之间的战争关系，

其中记载的“魏越宿胥之野之战”等事件史

所未见。

而木觚中谋士筡游说秦王的方式，与

《战国策》中“墨子说楚王无攻宋”十分相

似。谋士筡细述秦国地广、兵强、人众、物

丰，暗喻秦王应当“知足”；筡引用因“以不义

反为义”，桀纣亡国，吴人失其先王冢庙等典

故，隐示秦王当以前人为鉴。

接着，谋士又以自己所见所闻，指出秦

民“壹恶用兵”而疲于征战，劝说秦王止兵，

使民安居乐业。然而秦王没有被“忽悠”，文

中记录“秦王则不答、又不答”，对待游说的

态度消极。

罗运兵说，“贱臣筡西问秦王”是目前所

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形制罕

见，内涵丰富，学术价值重大。

该觚不见于传世记载，是一篇全新的策

问类文献。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教授李

天虹与罗运兵等人，从形制和性质、字词疏

解、史事探研等方面对觚文进行了分析。

他们认为，这篇文献是研究战国末期社

会历史、思想的珍贵史料，不少内容与当时

其他文献记载呼应，对春秋战国之际某些史

事和政治生态的认知都具有重要价值。

秦楚文化融合的缩影

“郑家湖墓地反映了文化融合乃至文化

大一统的过程。”罗运兵说，在这里，秦墓和

楚墓同处于一个墓地，生动展现了秦人与楚

人从坚守各自传统到兼容并蓄。

实际上，自秦占领安陆至秦一统的 57

年时间里，云梦是秦人统一南方的战略要

冲。从秦人入主云梦至汉初，云梦秦墓中一

直多见楚文化要素。

依据测年数据，结合墓葬形制、棺椁结

构、随葬品组合及殉牲习俗特征，考古队认

为，郑家湖墓地年代跨度为战国晚期至汉

初，墓主主体应与公元前 278年秦军占领安

陆后的秦人及其后裔有关，年代跨度在 100

年左右。

中国科学院唐自华团队和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所陈相龙团队通过对 12例人骨样

品及稳定同位素的系列检测，基本复原了墓

主生前的饮食变迁及墓主的迁徙路线，证实

多数墓主来自关中及其周邻地区。

这与考古学推断相吻合，清晰地揭示了

南北人群的迁徙、交融和互动。

研究人员称，以 M276 墓为例，依据考

古类型学推测，墓主可能是来自西戎的女

性。借助科技手段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该女

性生于北方旱作区，在北方度过少年，青年

后才到南方。

M257 墓的男性墓主也出生于北方，少

年时期来到江汉平原，在这里成长为一名

武将。陪葬品中，有 3 把明显使用过的铜

剑，从其死亡年龄来看，他可能参加过秦

统一战争。

另一座秦代墓葬，同时出土楚式铜礼器

和秦式日用陶器。陶器多有“安陆市亭”戳

印，表明为当地生产。从随葬典型楚文化陶

器——圜底罐来看，墓主可能是嫁给秦人的

楚人后裔，接受了秦文化同时也保留了一些

楚文化传统。

M234 出土的葬具绘画，出自秦文化墓

葬且图像中秦文化因素浓厚，但该墓棺椁结

构、头厢设门窗，又具有楚文化特征。

“这种秦楚共存的情况在郑家湖墓地的

不少墓葬中出现，是秦、楚文化融合的直观

见证。”罗运兵表示，这些考古材料生动展示

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并汇入中华文

明的历史过程，为研究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

到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及国家认同的形成提

供了典型个案。

用科技“再现”古人生活场景

“考古不是挖宝，而是去探寻古代社会

的模样。”罗运兵说，考古工作不仅关注“中

华第一长文觚”等惊世文物，也重视捆绑棺

椁的绳子、容器残留物、棺椁内的水样等看

上去微不足道的遗物、遗迹。

在郑家湖墓地考古中，多学科合作，让

历史变得更丰富、更鲜活。

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委会主任白

云翔表示，郑家湖墓地考古团队与 12 家高

校、科研机构合作，同步开展多学科检测、研

究。各项工作细致规范、严谨扎实，且卓有

成效，堪称我国现代田野考古多学科融合、

多团队合作的典型案例。

科技考古发挥引领作用。罗运兵介绍，

本次发掘广泛开展三维建模、碳十四测年、

人骨 DNA 检测、动植物考古、同位素分析、

各类器物成分分析、容器残留物分析、水分

析、病理学研究。

“可以说，目前科技考古能用到的手段

几乎都用上了，充分展示出科技考古的魅力

和价值。”罗运兵说。

种水稻、吃水果、喝果酒……古人的生

活也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单调。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部姚

凌博士说，郑家湖墓地出土了较多的植物遗

存，M225、M274、M277 墓均发现遍布棺底

的水稻，数量至少在上百斤。“这些水稻均未

脱粒，或是墓主生前的主要食物，死后陪葬

反映出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也可能是为

防潮防臭，是一种特定葬俗。”他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杨玉璋教授团队表

示，他们在对 M276 墓出土的两件蒜头壶做

有机残留物检测时，发现该容器可能盛过某

种果酒。同时，郑家湖墓地还发现了甜瓜、

桃和苹果等的果实、种子，板栗数量也较

多。这些遗存既反映墓主生前喜好，也能反

映出当时周边的植物生态。

此外，水样分析、寄生虫检测、同位素

分析也为了解古人生活卫生状况和饮食

习惯提供了重要信息。研究人员对 11 座

墓葬开展研究，从 8 座墓葬中人骨骶骨部

位 提 取 到 寄 生 虫 虫 卵 ，感 染 率 达 81.8%。

在 M346 墓中发现一个下颌骨恶性肿瘤个

体病例，这填补了亚洲地区古病理学相关

发现的空白。

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精

神，没有科学文化，此言偏颇矣。

中国古代产生的农、医、天、算四大科学

体系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受

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经

世致用”“兼收并蓄”“四海一家”的影响，具

有强烈的哲理性、实践性、交融性、开放性。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哲理

性，以“天人合一”“格物致知”为纲领。

中国的“天”，不是西方的“神”“上帝”

“造物主”，而是自然界、客观规律。荀子曰：

“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孟子曰：

“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

日至（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自然界的

天地和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都是可以探讨

和认识的客观存在。老子曰：“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曾子《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知识

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格物致知”为

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是为本。知

行观外推于家国和社会，是为末。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经世

致用”的实践性，是以兼顾满足国家政治

需要和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为特

征的。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农业

的 社 会 地 位 在“士 农 工 商 ”中 ，仅 次 于 官

宦，排在第二位。因此，“耕读传家久，诗

书继世长”。

医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与儒学的仁

义道德一致，称为“仁术”；儒家还认为医

家 治 病 的 道 理 与 治 国 理 政 的 道 理 相 一

致。韩愈《杂说》、顾炎武《日知录》都以医

学之事比附天下政事。医学为儒家所看

重，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历

代知识分子很多兼通医术，致使中医药学

望、闻、问、切“四诊”，脏腑学说、经络学说

等，成为中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座

宝库。

至于天文算学，因“历法乃国家要务，关

系匪轻”（康熙皇帝语），被视为历代王朝改

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的标志；而且“观

象授时”可以指导农业生产，所以受到统治

者的重视。中国历代天象记录之丰富为世

界之冠，历法也臻备精确。

《汉书·律历志》记载，数学“夫推历、生

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

量，探颐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传统

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以方田、粟米、衰

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分

类，列举了 246 个数学应用问题求解，很有

实用价值。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交融

性，是讲数理化天地生的和合，是讲科技、理

工、文理的交融。中国古代的格致学、博物

学、物理学、天文历法算术，都是综合性的科

学，不像西方是分科、分离的学问。

西方近现代甚至当代科学家都推崇中

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交融、综合和整体性。如

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说：“中国传

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

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

些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都更符合中国的科

学思想。”创建协同学的哈肯也指出：“事实

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

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未获

得足够的考虑。”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开

放性，表现在中外科技内容和科学文化的

交流上。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在中世纪通过阿拉

伯西传欧洲，对近代文艺复兴、科技革命产

生过深刻影响。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中国“在

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在

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

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

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 3世纪到 13世

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

识水平”。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则

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

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

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

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

国的贡献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

义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获悉

易图八卦后，惊讶地发现同他 1678 年发明

的二进制理无二致，因此热情地赞美中国传

统数学思想方法。

进化论的创立者、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

在其 1859 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大量引用

了他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关于遗传

变异的记载佐证他的进化论思想，据查这些

均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末李时珍

《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内容。

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

色和优势。中国传统数学，不发展演绎几

何学，但充分发展程序性算法，寓证于算，

不证自明，当今电子计算机算法原理与之

若合符节，数学家吴文俊又据此开创了几

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法，从此崭新的具有中

国特色而又普行于世界的机械化数学在

东方崛起。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优秀基因，在历史

上和当今时代都发挥了独特作用。浩如烟

海的中国古文献中有大量类型多、系列长、

连续性好、地域覆盖广阔、综合性强的自然

现象记录，这是中国古人几千年来留下的一

个自然史信息宝库，它已经在射电天文学、

地震震中分布图和烈度区划图、5000 年气

候史重建、500 年旱涝史重建及其隐含周期

的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据我国古代经史子集文献中丰富的

气象、气候、物候、地理等资料，中国近代气

象学家竺可桢于 1961年和 1972年先后发表

《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近五百

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证明了 20世纪气

候逐步变暖的事实，并预言了 21 世纪气候

变化的趋势。

我们在充分估计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方

法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

对其作牵强附会的解释、片面夸大其影响和

作用，从而导致一些不科学的认识。今天，

我们讨论科学文化，当然必须吸收从古希

腊罗马到近现代欧美科学文化中的积极因

素，但也切不可割断历史，忘记中国古代科

学文化的存在。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
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解码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优秀“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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