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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考古人不懈努力发现牛河梁遗址

郭大顺：与“女神”见面的情景至今难忘
本报记者 吴 限

“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哪一
项都极重要，但是，如果问我哪一项
更为难忘，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女
神头像。2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
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说到发现女
神像的过程时，郭大顺的眼睛一亮。

1983年秋，辽宁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由孙守道和郭大顺担任领
队，方殿春、魏凡、朱达、张星德等
参加，开始了对牛河梁遗址的正
式考古发掘工作。

郭大顺回忆，那是秋季的一个
黄昏，夕阳的余晖将辽西建平、凌
源两县交界之处的牛河梁染得一
片赤红。北梁主山上，大家已经进
行了一整天的考古勘察工作，有些
疲劳，便在牛河梁第一道山梁处的
山岗上坐下来休息并准备返回住
地。与此同时，一同参加调查的富
山乡文化站站长赵文彦独自一人
来到离山岗最近的一条沟岔里方
便。突然，他发现地面上露出一块
红色的陶土块。于是，他蹲下去用
手扒拉，越扒越有发现，他不敢再
深扒，马上跑回驻地将这一发现告

诉大家。在场的人都十分惊讶和
兴奋，一下冲到了这条沟岔，俯下
身来，仔细探寻，唯恐丢掉什么。
更多的陶土块露了出来，更惊喜的
是，捡到了陶塑的耳朵、鼻子……

此时，夕阳西下，牛河梁洒满
红霞。考古队员怀着企盼回到住
所，一夜无眠。

很快，迫不及待的考古工作
者开始对这一地点试掘。表土去
掉，露出了一座由主室、左右侧
室、北室、南室连为一体的多室布
局的房屋。房屋为半地穴式，从
炭化的木柱、陶器分析，它是被一
场大火烧毁的，地上部分全部坍
塌，只保存了地下部分。考古工
作者仅动了一下表面，出土的文
物就令人眼花缭乱：仿木的建筑
构件、壁画、陶祭器、相当于真人
3 倍的残耳和残鼻……那么，有
没有较完整的塑像呢？

终于有一天，大家屏住呼吸，围
在一起看考古队员正在剥离一件特
殊的塑件。渐渐的，额头、眼睛、耳
朵、嘴……一尊几乎完美的女神头

像瞬间展现出来，只见她仰面朝天，
微笑欲语。摄影师及时按下快门，
记录了轰动考古界的女神与其子孙
们跨越千年的相视一笑。（见主图）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郭大顺
一直在做考古工作，田野间、遗址
里、古墓中到处都留下他跋涉的身
影。他说，有关红山文化还有太多
的谜团等待破解，“发现了不等于
认识了，认识的过程可能更艰巨，
甚至更痛苦。”为此，在不断研究的
基础上，他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
源新说，写了系列论著，由于他的
执着和努力，现在，红山文化已经
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他也因此被
称为“红山文化第一人”。

已八十高龄的郭大顺经常教
导年轻的考古人：考古资料是无
字书，你要一页一页地翻好它不
至于翻乱，就要掌握正确的理论
和方法。他说：“有些重要考古现
象，一瞬即得，也可能一瞬即逝。
功夫都在于平时的积累，只有这
样，才可能在田野第一线随时保
持学术上的敏感。”

那一刻，我与“女神”邂逅

1930年冬，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
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通辽起程，经
过天山（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林
东（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到达林西（今
赤峰市林西县）。这个最先触摸到红
山文化的中国人就是梁启超的二儿
子、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

早在二十世纪初，日本、法国的学
者就在赤峰一带盗掘，发现60多处新
石器时代遗址。1930年8月，梁思永
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有人在内
蒙古林西一带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

就在梁思永整装待发之际，通辽一
带暴发严重鼠疫，把从北路进入热河的
路口阻断。在进退两难之际，从东北传
来另外一个信息：有人在黑龙江的昂昂
溪附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梁思
永立即打点行装前往那里。9月28日，
梁思永到达发掘现场，工作3天之后，因
为天气变冷而被迫停工。有着强烈责
任心的梁思永，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马
上取道通辽，南下热河。

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达林
西。他下决心准备在林西县做一次较
大规模的发掘，以解决这些遗物在地
下的分布问题。

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做“哈
拉海”，这是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
大约4公里。当时从林西到赤峰的南
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过，位于大道西
侧的锅撑子山高高耸立，是发掘遗址
的最好标识。由于天气寒冷，梁思永
只得将发掘计划改成在赤峰一带进行
地面采集。

梁思永对英金河北岸和红山嘴一
带的新石器及较晚时代的遗址进行了
调查，收获了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对该区域古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研
究。1930 年 11 月 27 日，梁思永回到
北平，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梁思永
的考古工作被迫中断。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
报告《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
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

发表。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
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时
代文物的文字。在报告里，梁思永无
限伤感地写道：“在不到 4 年的时间
里，东北4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
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
完成的工作。”这也正是中国文人“国
破家亡，著我河山”的情结与担当。

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著名历史
学家、考古学家尹达撰写了学术著作

《中国新石器时代》，请梁思永作序。
梁思永看了尹达的作品后，建议把赤
峰红山新石器写进文稿。根据梁思永
的意见，尹达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
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篇幅很短
的论考，在这一篇论考里，尹达写道：

“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含有新石
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的文化遗
存，我们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
的‘红山文化’。”从此，“红山文化”得
到正式命名。而此时，梁思永已经因
病去世一年多了。

梁思永：最早考察红山文化的中国人

在先后主持过东山嘴、牛河梁遗
址考古发掘，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名誉院长的郭大顺家的客厅墙
上，挂着导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写
的一首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
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
及晋文公。”28 个字，把中华文明的

“龙”“花”渊源和相互交融概括得淋漓
尽致。

郭大顺虽然已经年逾八旬，但是
一开口，他清晰的思路和眼神中跳跃
的光芒，让人根本无法将这个思想深
邃、温和文雅的学者与“老者”二字联
系在一起。

郭大顺在北大学习期间，师从苏
秉琦教授，专攻新石器时代考古，并深
入洛阳王湾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和
江浙地区实习。苏秉琦是郭大顺的恩
师，是继梁思永之后对红山文化贡献
最突出的一位学者，也是第三代红山
文化考古人。

1968年，郭大顺从北京大学历史系

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
被誉为“考古不出关”的辽宁，当时的辽
西还被视为古文化的偏远地区，就新石
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来说，文献记载
很少。然而，郭大顺以一个考古人的敏
锐，隐隐约约感到，那片因干旱而龟裂
的红土里，一定埋藏着秘密。

1979 年 5 月，辽宁省文物普查工
作开始，郭大顺作为喀左队队长，与
17名队员一起把全县21个公社跑了
个遍。为了摸清情况，他和同事们经
常是几个月不回一次家，最终在喀左
境内的大凌河畔，一个名叫东山嘴的
高岗上，以地上散落的陶片为线索，展
开发掘。

朝阳是红山文化分布区，但红山
文化出土的文物还是凤毛麟角。因
此，队员们在普查时格外仔细，共发现
各类遗址 609 处。1982 年，在喀左东
山嘴发掘中国古代第一个祭祀遗址，
出土了两尊“妇女小雕像”。通过碳
14 考古测定，确定这个遗址是距今

54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
东山嘴遗址的考古发掘很快轰动

了中外考古界。1983年7月20日，以
郭大顺的导师苏秉琦为首的国内 19
位知名考古专家来到东山嘴遗址进行
现场考察。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我
国史前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一篇文章
中写道：“留学生们经常问起，世界各
地的史前文化到青铜文化，到处都有
妇女小雕像发现，为什么中国没有？
有了这两天的见闻，才知道大家终于
找到了一种全国考古界等了 30 年才
发现的重要材料。这就是一些新石器
时代的妇女雕像，以及同这种雕像有
关的一片祭祀遗址。”

苏秉琦指出，东山嘴遗址对研究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古文化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他鼓励辽宁的专家要在喀
左、凌源、建平交界处一带下更大功
夫，并且预言，这一地区还将会有重大
发现。

发现东山嘴遗址，出土了“妇女小雕像”

“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像捡破烂
的，手里还经常拿着盆盆罐罐……”郭
大顺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考
古界用这句顺口溜自嘲。郭大顺就是
凭借一个“笔筒”发现了牛河梁遗址。
在他眼中，考古就像破案一样，实际上
考古挖的不是宝，是文化的宝藏。

郭大顺回忆说，那是 1981 年，辽
宁省文物普查工作在建平县展开。时
任朝阳市文化局局长的宫殿东来到县
城，集中全县32个公社文化站站长到
县城进行培训，由郭大顺授课。课间
休息时，富山乡文化站站长赵文彦提
供了一条消息：该公社马家沟村村民
家藏有一个“玉笔筒”。培训班结束
后，郭大顺、赵文彦与建平县文化馆专
职文物干部李殿福，骑自行车赶到县

城以西8公里的富山马家沟。在马家
沟生产队队长马龙图家，郭大顺一进
屋就看到了柜面上摆放着一个似笔筒
又不是笔筒的筒状器，里面还真插着
几支笔。郭大顺上前拿起“笔筒”仔细
端详，心里非常激动：这哪里是“玉笔
筒”？这正是考古人员在辽西苦苦找
寻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最重要的一个器
型——斜口筒形器。征得马龙图的同
意后，郭大顺一行带走了这件玉器，并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

这件玉器是从哪里捡到的？根据
马龙图和其他村民提供的线索，郭大
顺等人来到牛河梁山岗上。这座山位
于公路101线南面、锦承铁路的北面，
东西方向处在凌源与建平交界处，地
表散布着红山文化的泥质红陶和彩陶

片。承包土地的村民说，村民种地时，
还捡到过像“万”字形的石片，因已经
破碎就扔掉了。这些重要的遗物，使
郭大顺等考古工作者毫不怀疑地确
定，这里是一处红山文化遗址。接下
来的几天，考古工作者集中在这块台
地上找宝。果然，在一条沟边老百姓
捡石头的地方露出了人骨，做了简单
整理后，居然清理出一座墓葬。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牛河梁红山文
化遗址发现的最初过程，也是红山文
化第一次明确发现的墓葬。随葬还有
白色玉环饰1 件，这是红山文化玉器
在墓葬中首次正式发掘出土。这一发
现，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面世
拉开了考古大幕。

（本文图片由辽博提供）

村民收藏的小“笔筒”引出牛河梁遗址

几十年来，一代代考古人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不断地找寻、发掘，将红山文
化的神秘面纱渐渐揭开。从梁思永到苏秉琦，再到郭大顺及目前正在进行田野调
查的考古工作者，他们的故事也许并不精彩，但正是他们的执着和认真，红山文化
遗址才得以发现。今天，我们捡拾几段记忆，重温考古发掘中的那些有趣的事。

核心
提示

揭秘

史记 SHIJI

1983年秋，“女神”头像出土情景

1986年，考古专家在观摩红山玉器（左二为苏秉琦，右一为郭大顺） 年轻的梁思永

1987年，郭大顺（中）陪苏秉琦（右）考
察牛河梁

彩 云 长 在 有 新 天（上接第七版）
乾隆皇帝曾题写过一块“旰食宵

衣”的牌匾，用来激励自己勤于政事。
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探访

越南胡志明故居，以此讲述中国共产
党的奋斗精神：“旰食，指的是半夜才
吃饭；宵衣，天没亮就起床穿衣服工
作。真正能做到的还是为伟大事业
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才能
赢得民心、赢得胜利。”

脱贫攻坚，是中华大地上最精彩
的时代故事。

2019年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幸福中国”单元脱贫
攻坚倒计时显示屏前，习近平总书记
告诉各国领导人：“我们的脱贫按小
时、按分秒计算。”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带动下，越
来越多的中国故事正向世界展示着
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019年9月，“中国好故事”数据
库上线。这个集纳了6万条中国好故
事的线上平台，很快成为展现“中国
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
载体。

（七）
“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

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
传思想工作队伍”

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必须
要有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
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2019年6月，84岁的电影表演艺
术家牛犇迎来自己人生的又一个重
要时刻：如期转正成为一名中共正式
党员。

一年前，得知牛犇在耄耋之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
信，肯定他“决心一辈子跟党走，这份
执着的坚守令人感动”。

“一辈子跟党走”，既是对老艺术
家的真情赞誉，更是对广大宣传思想
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
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
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的要求，把忠诚
可靠作为第一位的标准。

总书记还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战线
作风建设，强调要坚决纠正“四风”特
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调查研
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党的十九大以来，宣传思想队伍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
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
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让党的旗
帜在宣传思想战线高高飘扬。

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进一
步提升广大宣传思想干部的本领能
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
为紧迫。

“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
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这是习
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干部提出的
殷切期望。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宣传思
想战线善学善做、敢想敢干，把握正

确方向导向的能力、巩固壮大主流思
想文化的能力、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
理的能力、加强网上舆论宣传和斗争
的能力、处理复杂问题和突发事件的
能力不断增强，向着“本领高强”目标
不断迈进。

2019年10月10日，党中央决定，
追授黄文秀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

作为宣传思想战线的普通一员，
黄文秀生前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
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
情投入、奉献自我，却不幸遭遇山洪
献出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

用生命坚守初心使命的黄文秀，
是宣传思想战线践行“四力”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对其先进事迹作
出重要指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青
年同志以她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
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战斗力需好作风，好作风出战斗力。

对于宣传思想战线增强“四力”，
习近平总书记还有诸多精准指导：

把握导向——在《读者》编辑部
考察时，总书记要求“牢牢把握正确
导向，在坚守主业基础上推动经营多
元化，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双丰收”；

扎根人民——在给内蒙古自治
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
信时，总书记勉励大家“扎根生活沃
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
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
启迪心灵、催人奋进。
1300 余名记者参加，累计跨越

16000余公里，推出10000余篇报道……
2019年8月18日，“壮丽70年·奋斗新
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
活动在甘肃会宁圆满结束。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为活动点赞，
强调其“对阐释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
伟大长征精神很有意义”。

在更广阔的视野内，宣传思想战
线的作风面貌不断转变——

讴歌塞罕坝几代造林人的电视剧
《最美的青春》，创作剧本7年多，实景
拍摄1年多，取得良好口碑；民族歌剧

《沂蒙山》剧组多次赴沂蒙老区体验生
活，把歌剧艺术的根深深扎在民族文
化的沃土中；深入偏僻山村，思政课教
师将“大道理”转化为“小故事”……

坚强的队伍在践行“四力”中淬
炼，优秀的作品在扎根人民中绽放。

伟大时代成就伟大精神，伟大精
神推动伟大事业。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看吧，
960 多万平方公里中华大地春潮涌
动！听吧，近14亿中国人民迈向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铿锵有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宣传思想战线正以新
的气象、新的作为，积极履职尽责、勇
于担当作为、锐意改革创新，为时代
铸魂、为人民立传、为梦想放歌，在民
族复兴的征程上创造着无愧于历史
的崭新业绩。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