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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祭祀到礼制，由巫者到王者，由部落到国家

红山先民的人形雕塑有特定的礼仪内涵
本报记者 郭 平

40年前，也是接近岁尾，辽宁考古界第一次发掘红山文化遗址，在东山嘴红山文化
遗址出土了“妇女小雕像”，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首次发现。由此，人们似乎打开
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约定，东山嘴、牛河梁、半拉山……5000年前，红山先民用自己勤劳
智慧的双手，为后世子孙留下一件又一件泥塑、陶塑、石雕、玉雕的人像，那是他们有着

某种特定礼仪内涵的神灵。专家据此提出，这或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另一种模式。

核心
提示

熊增珑说：“从 1979 年至今这 40
年间，是人们对红山文化认识连续取
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段。”

东山嘴遗址仅仅出土了“妇女小
雕像”的躯干，然而历史似乎也是遵循
着某个约定，一步步向后人揭开红山
先民神秘的面纱。

如今，因为红山文化遗址而声名
远播的牛河梁，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
个地图上找不到名的山梁，从上世纪
20年代到80年代，一代代考古工作者
从这里走过，调查过彩陶遗址、汉代长
城的墩台，但都匆匆而过。

1981年春，郭大顺作为业务负责
人到建平县开展文物普查，在由县里
各文化站站长参加的培训班上，他特
别强调在这次普查中，红山文化遗址
和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地点是调查的
重点。课间休息时，富山乡文化站站
长赵文彦提供了重要情况：该乡村民
家有一“玉笔筒”，那其实是红山文化
代表玉器之一斜口筒形器。正是在这
个“玉笔筒”引导下，位于建平县富山
乡马沟村附近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
被考古队发现了。

1983年秋开始，考古队正式进驻
牛河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考
古学家孙守道带队进行牛河梁遗址第
二地点发掘，并继续在周边山冈寻找
新的遗址点。

那年10月中旬的一天傍晚，进行
考古调查走了一天的孙守道一行人，
有些疲劳，他们便在牛河梁第一道山
梁上坐下来休息，准备返回驻地。同
行的富山乡文化站站长独自一人来到
山冈最近的一条沟岔，一边小解，一边
低头看，突然发现了露出地面的一块
陶土块。

他心一动，这里会不会有新发
现，不然，哪来的陶土块呢？孙守道

和考古队员们都十分惊讶和兴奋，
一下冲到了这条沟岔，俯下身来，仔
细探寻，更多的陶土块露了出来，让
他们更惊喜的是还捡到了陶塑的耳
朵、鼻子！这里后来被确定为牛河
梁遗址第一地点，虽然没有进行正
式发掘，但是三次试掘便取得了惊
人发现。

1983 年 11 月 2 日，牛河梁遗址第
一地点试掘现场突然一阵骚动。原来
在西侧室露出一个圆圆的陶件，在场
的人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人头塑像。大
家都不作声，现场静得只听到小铲刮
土那清晰的缓慢的沙沙声。

额头露出来了，继而是眼睛、嘴
巴，一个完整的女性面孔展现出来，她
仰面朝天，双目圆睁，略带微笑，大家
异口同声地喊出：“女神！”

这就是被称为“红山女神”的人头
像，成为震惊世界的发现。

随着发掘的深入和年轻一代考古
人的加入，越来越多的红山先民的雕
塑被发掘出来。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是在 1979 年
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一处遗址，当时定
名为“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
为了进一步搞清红山文化积石冢的结
构、布局和时间关系，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2002 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
里进行了考古发掘。

在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的 4 号大
墓考古发掘中，出土了目前红山文化
遗址中出土的唯一一件玉人。这件
玉人出土时置于墓主人腰腹部，为立姿
的整身形象。玉质为淡绿色，绿中泛
青。玉人头较大，圆脸粗颈，斜肩、细
腰。眉眼斜吊，双目微闭，十指张开，手
心向内，双前臂曲肘抱于胸前。肚脐部
外突，两足跟上提，足尖着地。整体形
象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息。

此后，在2009年的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时，人们在南距朝阳市13公里
的龙城区召都巴镇尹杖子村大杖子组
附近的半拉山顶部发现一处红山文化
墓地遗址，由于墓地连续遭到盗掘，破
坏比较严重，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龙城区博
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4年对这
里进行考古发掘。

在这一遗址共出土了三件人头
雕像，人们可以在辽博举办的“又见
红山”精品文物展中看到这三尊雕
像。其中之一个体较小，为泥制红褐
陶，残高仅有 3.5厘米，却雕刻得非常
细致。陶雕人像两眼微闭，鼻子宽
阔，小口微张，头顶用短细的凹槽表
现出三道环形相套的发髻，并且将后
部和两侧的披发都表现出来，足见红
山先民的观察力和表现能力。

半拉山遗址出土的另外两件文
物都是石雕。其中一件选用的是黄
褐色砂岩，通高 14.2 厘米，面部轮廓
清晰。石雕宽额头，高颧骨，矮鼻梁，
深眼窝，双目向外突出，看上去似在
微笑。另一件石雕通高 33 厘米，为
砂岩雕成。雕像高额，顶部微凸似戴
着冠，并有带饰垂向脑后。浮雕柳叶
形眼，外眼角向上，鼻子凸起呈三角
形，闭口，嘴角及下颌雕刻着数道胡
须，这个雕像看起来比较严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
会常务副主任刘国祥著有专著《红山
文化研究》。他在书中指出：“红山文
化时期是祖先崇拜的成熟阶段，这个
阶段的人像材质多样，有陶、泥、石、玉
等质地，雕琢工艺精湛，形体大小有
别。有的单件出土，也有的呈组群出
土，它们代表了同时期中国史前人像
雕琢、雕塑的最高水平。”

代表同时期人形雕塑的最高水平

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红山文
化项目负责人、研究员熊增珑的办公
室里，摆有几个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塑
料箱，箱子里同样规整地排列着一个
个粘有各种编号的带密封条的塑料
袋，里面装着各种陶片，这是他们
2019年野外考古调查的成果。

2019 年是红山文化正式命名 65
周年。1954 年，正在编写《中国新石
器时代》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
家尹达探访病中的梁思永先生。梁思
永提出在书中加入内蒙古赤峰红山后
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在新增加的这
一章里，尹达将长城以北这类既出仰
韶文化式彩陶，又出北方式压印“之”
字纹陶的文化，定名为红山文化。

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在他的《红山
文化考古记》中，记录下了对红山文化
全新发现的那一时刻。

1979年深秋开始，由郭大顺领队
的文物普查队集中在东山嘴发掘。

之所以称为东山嘴遗址，是因遗
址附近的东山嘴村而得名。东山嘴村
位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县城所
在地大城子镇东南约4公里的大凌河
西岸。遗址坐落在山梁正中一缓平突
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海
拔高度353米，高出河床50余米。

“考古界都说在工地收工时往往
有重大发现，这样的奇迹在我们这里
也会重现吗？”郭大顺写道。

这是辽宁考古界首次发掘红山文

化遗址，大家虽然知道辽宁西部属于
红山文化分布区，但是此前明确的红
山文化遗址却发现很少。

所以，尽管天气越来越冷，田野工
作快要结束了，他们还是抓紧时间，争
取多挖一点儿。

刚揭开表土，就出现了一道砌筑
整齐的石墙，从北向南一直延续近10
米还未到头，这同一般新石器时代遗
址包括红山文化遗址所见在黄土上做
穴的居住遗址大为不同，这是红山文
化时期的遗迹吗？

工作人员在清理遗址，大脑却一
直在思考。

随后，惊喜不断，在方形建筑址附
近，发现了两件玉器，一件为双龙首玉
璜，一件为绿松石质鸟形饰件。它们
虽形体较小，却制作极精，尤其是那龙
首和鸟体的神秘造型，过去大概只在
商周时期发现过，在新石器时代，不仅
北方，就是中原地区也未见过。

还没等人们理清思路，遗址又出
土了新的文物。在圆形建筑址附近，
出土了两件人的塑像残件，一是人体
上部，双手交叉于胸前；一是人体下
部，双腿正盘，它们显然属于同一个
体。雕像塑造技法十分成熟，手与脚
的造型、姿势都非常准确，远非以前发
现的新石器时代泥塑人像所能相比。
它们都为泥质红陶，双腿盘坐的底部，
还有清晰的席纹装饰，时代特征如此
明显，当属红山文化无疑。

发掘仍在进行当中。郭大顺利用

给学员上照相课的时机，提醒大家：在
欧亚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正是出“妇女
小雕像”的时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还
从未碰到过，东山嘴遗址已有了先兆，
要特别注意。

话音刚落，从工地回来的镇文化
站站长手里捧着刚刚出土的一件陶塑
件送了过来，正是他们要找的“妇女小
雕像”！这件小雕像腹部圆鼓，臀部突
出，虽无头部，但孕妇特征一目了然。
第二天，又一件“妇女小雕像”也在圆
形祭坛附近出土了。这一连串的发
现，先后不过一周的时间。东山嘴遗
址经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经树轮校
正为 5485±110 年，约相当于红山文
化晚期。

东山嘴遗址考古发现的消息传到
北京，引起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
高度重视，他建议国家文物局到朝阳
召开一次考古现场会。

1983年7月20日，北京的19位考
古学家在苏秉琦率领下来到东山嘴遗
址现场。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全国首
次发现的一处史前祭祀遗址。会上著
名考古学家俞伟超语出惊人：“留学生
们经常问起，世界各地的史前文化到
青铜文化这段时期，到处都有‘妇女小
雕像’的发现，为什么中国没有？有了
这两天见闻，才知道大家终于找到了
全国考古界等了 30 年才被发现的重
要材料。这就是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妇
女雕像，以及同这种塑像有关的一片
祭祀遗址。”

“妇女小雕像”让全国考古界期盼了30年

红山文化考古发现的各种人形
雕塑引起了全国各地研究人员的注
意，人们从塑像的用途、塑像的艺术
水准、全国各地同时期出土的人形雕
塑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多视点、多角度
展开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田广林等专
家学者则将视角放到了红山文化遗
址出土的人形雕塑的坐姿上，分析
认为，考古中发现的各类红山文化
人物形象的性质，既不是现实社会
中的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艺术
品，而是有着某种特定宗教礼仪内
涵的人格化神灵形象。

通过研究考古发掘报告，学者
们注意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形
雕塑从形体姿态划分，有屈腿盘坐、
垂脚高坐、屈膝跪坐、伸脚踞坐及伸
腿箕踞等几种坐姿。

所谓盘坐是指两腿盘屈交叠、
臀部着地的一种体态姿势。以东山
嘴盘坐陶像、牛河梁盘坐泥像残件
为代表。

所谓垂脚高坐，即小腿下垂，足
底着地，臀部附着在墩、台、凳、椅等
高出地面的坐具之上的一种体态。
东山嘴高坐陶像便是这样的坐姿。

所谓跪坐，是指两膝着地，脚掌
朝上，臀部附着其上的一种体态。
箕踞又作“箕倨”“踑踞”。其基本体
态姿势是臀部着地，双腿叉开前伸，
形若簸箕。所谓踞坐，又作蹲坐、蹲
踞而坐。这种体态也是臀部着地，
两腿分叉向前，但双膝上耸，足底同
时着地。这是一种与箕踞十分接近
的休闲体态，如兴隆沟红山文化遗
址的三人相拥踞坐陶像。

牛河梁女神庙与东山嘴祭坛同
为红山文化晚期纯粹的宗教礼仪场
所。通过对这些雕塑进行分类，人们
注意到在女神庙发现的神像基本上

都是盘腿坐姿，东山嘴发现的神像则
既有盘坐，也有垂脚高坐。至于较为
谦恭拘谨的跪坐、懒散轻慢的箕踞和
不登大雅的踞坐等坐姿，则决不见于
这种礼拜神灵的庄重场所。

那么，这些神像与后来的中华
文明中的礼仪规范的关系如何呢？

《礼记》中有：“社所以神地之道
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
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
民美报焉。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
本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举行社祭，
是尊敬土神的一种表示。大地孕育
万物，上天垂示法象。种种生活资
料都是取之于地，种种伦理法则都
是效法于天，所以人们对天是尊
敬，而对地是热爱，百姓要尽量完美
地报答土神。对于家来说，在中霤
祭土神是主要的；对于国来说，在社
坛祭土神是主要的，因为土地是一
家一国赖以生存的根本。

社，即古代君主祭祀天地神祇
的场所。“中霤”，本义是指开设在屋

顶正中的天窗，后来引申为与天窗
相对应的居室中央部位。而《礼记》
所说的“主”，即神灵。所谓“家主”，
即家中保护神；“国主”，即国中保护
神。那么，“家主中霤”，是指于屋内
中霤之下设祭祀神；“国主社”，是指
于国中立社筑坛祭祀神灵。

专家提醒人们注意，兴隆沟红山
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坐像的出土位
置是在居室中央的灶侧，这个位置正
是《礼记》所载供奉家主的“中霤”。

此外，兴隆沟坐像与东山嘴祭
坛出土的坐像，都是盘腿而坐，腔体
中空，右手搭握于左手腕部，而且或
在膝部，或在脐下，都留有贯通腔体
内部的孔洞。

专家研究认为，红山先民塑造
这种高难度工艺的腔体中空的造
像，而且盘腿危坐，双手按固定程式
叉握的身姿造型，绝非世俗民众日
常生活片断的定格。各种迹象表
明，兴隆沟陶质人形坐像的性质与
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
一样，都属于神像。

分析认为，从“家主中霤”到“国
主社”，实际上是代表着两个不同的
历史发展阶段。当人们团聚在村落
内部的“中霤”一起祭祀“家主”的时
候，联系人们的纽带主要是血缘关
系；而当人们走出各自居住的村落，
到大家都认同的郊中之“社”来祭祀

“国主”的时候，联系人们之间的纽
带，便已经不再以单纯的血缘关系，
而具有某种地缘性质了。而这应该
是商周之际“邦社”和“国主”概念产
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

专家分析，红山文化的人形雕
塑所反映的由祭祀到礼制，由巫者
到王者，由部落到国家的进程，或者
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辽西模式。

（本版图片由辽博提供）

或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辽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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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塑人头像石雕人头像

对于红山文化出土的人形雕塑
的制作工艺，研究认为其在新石器
时代晚期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
破。以女神雕像（左图）为例，女神
头像表面为一层细质泥，经过特意
地加工和修整后，打磨光滑并涂色，
与出土的其他陶器比，女神雕像用
料规格要高。在塑像制作过程中，
红山先民还根据不同的部位和塑造
程序的需要选用成分、细度不同的
泥料。大型塑像采用分层包塑法，
小型塑像和大型塑像的一些细小部

位采用直接捏塑法。在女神头像后
部的断裂面发现有立柱痕迹，还在
一些胸、臂残块的内腔发现有禾草
秸骨的架痕，由此推知，当时塑像是
先立木柱并扎结禾草，形成基本骨
架，然后逐层塑泥。

陶塑人像的复杂工艺以及同
期出土的红山玉器的加工工艺，反
映了红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显
著提高，手工业分化日趋加剧，已
经出现了从事建筑、制陶、玉雕、陶
塑及泥塑等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人形雕塑制作工艺成熟

手记 SHOUJI

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全景

踞坐石雕人像

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