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商 越
专 家 刘国祥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作为我省一张重要的历史文化名片，最
近几日，位于朝阳市建平县的牛河梁遗址喜
事不断——继成功举办首届红山文化牛河梁
论坛后，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榜单中，“牛河梁”也以较高得票跻身其
中，成为全国100个重要考古发现之一。

“牛河梁”实至名归。作为红山文化巅
峰时期的遗址，其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将中
华文明提前了 1000 多年，还在于它改写了
人们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承认
了“满天星斗”共同汇聚成中华文明。

从发现至今，牛河梁遗址已经走过了整
整 40 个年头。40 年，弹指一挥间，然而，在
这近一万五千个日日夜夜里，在踏满红山先
民足迹的神秘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专注于红
山文化研究的专家与学者纷至沓来，他们匍
匐在大地上，用最执着的精神与最敏锐的目
光破解着每一片陶片所隐藏的历史密码，努
力还原着五六千年前先民们的生活场景。

参会的近百名专家是这群考古人的代表，
在首届红山文化牛河梁论坛上，他们的渊博学
识与真知灼见，不仅深深吸引了与会者，更丰
富了“牛河梁”这三个字的文化与历史内涵。

这是我们最喜于看到的画面。因为作为
一张历史文化名片，文化与价值内涵只有源源
不断地充盈其间，“牛河梁”这三个字才会更加
闪亮，中华文明的这第一缕曙光才会更加夺
目。我们期待这样的崇论闳议越来越多。

喜见专家共话
“牛河梁”

朱忠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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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使用有严格规
定。随葬玉器的种类、数量及器类组合是
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和地位的重要标志。”
刘国祥在发言中指出：根据墓中随葬玉器
的种类、数量等差异，可将牛河梁上层墓葬
划分为八个等级。

牛河梁遗址共发掘明确属红山文化的
墓葬85座，其中属上层积石冢阶段的墓葬
66座，随葬玉器的墓葬有37座，共出土玉
器145件。

牛河梁上层积石冢遗存可分为中心大
墓、次中心大墓和边缘墓三类。中心大墓
位于积石冢正中心，次中心大墓位于积石

冢中轴线两侧或中心偏一侧，边缘墓葬位
于积石冢周围，规模较小。牛河梁第十六
地点4号墓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规格最高
的中心大墓，墓主人是一位40岁至45岁的
男性，随葬品共8件，分别为玉凤、玉人、斜
口筒形器、镯等各一件，另有玉环2件、绿松
石坠饰2件。其中，玉人位于墓主人腰部，
玉凤枕于墓主人头下，具有独特的专属功
能，与斜口筒形器形成最高级别的玉器组
合，因此是红山文化晚期一人独尊式的王
者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这种玉器组合属于
红山文化晚期的王者用器。

次中心大墓中的第二地点一号冢 21

号大型墓，是迄今所知随葬玉器数量最多
的一座石棺墓，出土玉器共计20件，属于
第二等级的大墓。墓主人为一老年男性，
头顶放置一斜口筒形器，左肩部放置刃边
璧形器和小勾云形器，右肩部也放置刃边
璧形器，胸部为一玉龟，腹部正中放置大型
的兽面形器，双手和足部置有刃边璧形器
等。这种墓葬形式说明，这些玉器代表不
同的功能。

第三等级至第五等级墓葬都有玉器出
土。其中第四等级墓葬出土玉猪龙2件。
第六、第七等级出土玉器以璧、环类为主；
第八等级共27座墓葬，未见玉器随葬。

刘国祥认为，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丰富多
样的玉器表明，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
现，一人独尊式的王权已经形成。

玉人玉凤代表最高等级的墓葬用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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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伟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普遍存在
昆虫“蜕变”和“羽化”能力崇拜。

牛河梁遗址群出土多件与昆虫有关的
玉器，如牛河梁第二地点出土玉蚕，长12.7
厘米，上部有瓦楞纹，如蚕身之节。还有一
件白色蚕蛹，长6.1厘米，小圆柱形，中部微
凹，有四道旋纹。第六地点出土一件玉蝗，
黄绿色，长5.4厘米，面部为梯形，身体下部
有四凹槽，表现分节之身，背上有翅。第五

地点出土一件蝈蝈，黄绿色，长5.5厘米，面
部呈三角形，刻画了两只复眼和上颌。

第三地点出土的绿色玉护臂上也有瓦
楞纹。这种瓦楞纹可能标志佩戴者拥有蜕
变的法力。与此相似的器物发现颇多，应
该都具有这个功能。由此，联想阜新采集
到的一件丫形器，呈黄绿色，长12.1厘米，
身上有密集的瓦楞纹，如同蚕蛹的身体，顶
端为形似玉猪龙的头部，整体来看，似乎可

理解为猪龙正在从蚕蛹中羽化而出。
回头再看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双鸮玉

饰，两侧各以 6 道瓦楞纹和 3 个扉棱表现
身体，与丫形器身体颇为相似，可理解为
更复杂、更高级、涉及神鸟和猪龙的蜕变
与羽化状态。李新伟表示，红山文化典型
的玉猪龙与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
昆虫幼虫形器形态非常相似，因此可以推
测，这些器物首先表现的是猪龙经过昆虫
式蜕变、羽化后，处于超自然的“神兽”状
态，拥有者认为，佩戴它，会有神奇变化的
能力。

玉猪龙可能是昆虫羽化后的神兽

记 者 商 越
专 家 李新伟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出土的大量昆虫玉器说明，红山先民有昆虫蜕变和羽化崇拜。
上图为玉蝗。右图为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昆虫玉器简图。

朱延平认为，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
和祭坛四周环绕着上百个不见器底、上下
贯通的彩陶筒形器，明显区别于生活中的
实用器皿，既不是炊具，也不是盛水器，是
红山人的“通神”之器。从筒形器出土位置
看，它与祭祀或丧葬礼仪有着密切的关系，
应该属于红山先民祭祀活动中重要的宗教
用器。

红山时期出现的筒形器作为一种特殊的
文化现象，其出现绝非偶然，是红山文化晚期
特殊背景下的产物，其源头来自兴隆洼文化
和查海文化时期的筒形罐。它们之间在形态
上存在递变关系、功能上存在同一性。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许多兴隆洼和查
海时期的筒形罐有被人为打掉底部的现
象，基于这种现象。从兴隆洼和查海时期

开始，古人就将筒形罐用于祭祀，是古人祭
祀天地、诸神、祖先的礼器。而被打掉的底
部有什么用呢？这个圆陶片作用跟牛河梁
新近发现的原陶片一样，本身并没有实用
功能，而是祭器，是古代先民祭祀祖先或敬
神的祼礼的一部分。查海先民认为，祭祀
祖先的筒形罐具有神秘的精神力量，因此
在进行重要的祭祀活动中，他们将筒形罐
打破，去底儿、分解，并且有意地把罐身和
罐底分别放到建筑物的某处，使建筑获得
某种神秘的灵性。

筒形器源于兴隆洼和查海时期的筒形罐

记 者 吴 限
专 家 朱延平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赵晔通过比较牛河梁和良渚两处遗
址，研究两种文明形态的异同。

牛河梁遗址群和良渚遗址群的相同点
为：第一，两者都孕育了发达的玉质礼器。
第二，都有明确的等级阶层的划分，都形成
了文明社会的基本形态，产生了复杂的等
级制度。第三，都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
对象。第四，遗址的规模相当，分布面积差
别不大，都处于两个文化的中心区。第五，
都有崇拜“天圆地方”的宗教信仰。

牛河梁遗址群和良渚遗址群的不同点
为：第一，二者处于中国文明化进程中不同
的历史阶段，是新石器晚期文明化进程中
最关键的时段，代表了两个不同文化的发
展水平。第二，二者拥有不同的地理环境，
密度相差悬殊。牛河梁遗址群坐落于山
区，以山地为主，没有大的开阔的平地，所
以只能利用山岗地带设立遗址；良渚遗址
群坐落于平原谷地，最终形成密度较大的
城市结构，地理特征上的差异造成两个不

同的文化面貌。第三，代表的宗教信仰不
同。牛河梁遗址群是以女神庙为中心的遗
址群，它代表的宗教信仰是自然崇拜衍生
出来的多神崇拜，而且是以有形的、具象的
神的造型为主，有更强的巫术性质，是比较
原始的宗教；良渚遗址群的宗教信仰是一
神崇拜，有共同的统一的信仰，崇拜形式通
过玉质礼器来体现。这种信仰是人为设计
出来的，礼制色彩强烈，是为了规范社会秩
序而创设出来的一种政治性宗教。第四，
二者的性质不同。牛河梁遗址群是大型的
祭祀中心；良渚遗址群是明确的都城结构，
属于大型的早期城市性质。

牛河梁文化是多神崇拜，良渚文化为一神崇拜

记 者 吴 限
专 家 赵 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卜工结合礼制，提出新观点。
今年7 月，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一

地点二号建筑址挖掘时，卜工专程前来查
看。他认为，这一考古成果，揭示出“叠层
大殿”的基础和规模，遗址整体布局豁然开
朗，“独特的制度创造”扑面而来，具有文明
探源的全局性、指导性和引领性的意义。

卜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曾经长期活
跃着一个巫觋阶层，女性为巫，男性为觋，

是古代的知识阶层，也是精英阶层。从目
前全国的遗址发掘情况看，如果遗址处在
神权时代，那么其头领有男有女。如仰韶
时代姜寨遗址巫多觋少，良渚时期巫觋各
半，三星堆文化中觋多巫少。而牛河梁红
山文化遗址却不是这样。五座中心大墓
中，四座墓葬主人为男性，另一座墓主人的
性别存在争议。结合中国历史来看，早期
中国的王者从传说时代的黄帝起都是男

性，牛河梁中心大墓中清一色为男性，说明
他们的身份是王者，而不是巫觋。

结合新的考古成果来分析，牛河梁的
制度创造，归根结底是中国古礼的创造。
渔猎与农耕碰撞的火花，王者居高临下的
霸气，塑造了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基本格
局。殷墟王陵、秦公大墓、春秋战国乃至秦
汉以后的皇家陵园都是后来者、追随者、继
承者。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积
石冢与帝王陵墓渊源甚古。中国古代顶级
埋葬制度的先声和要素都在此萌芽发展，
这才是牛河梁重大发现的要义与精髓。

红山文化晚期已进入王权时代

记 者 郭 平
专 家 卜 工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在这个‘半月形地带’中，我认为存在
三个关键性的交融中心，其中两个与辽宁
有关系。”这是曹兵武的观点。

学界有“半月形地带”的提法，“半月形
地带”或“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指的是从我
国东北经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
四川到云南这一区域有一条弯月形状、带
有一定弧度的地带。这条地带与多条等
温、等湿、等雨量线大致重合。在这条半月
形地带内，很多文化因素进行着密切交流。

曹兵武认为，在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中，

这条“半月形地带”上有三个关键交融中
心：东北亚交融中心、长城地带交融中心和
中原交融中心，它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
挥了重要作用，前两个中心与辽宁有关系。

古人类在向东亚发展和进化过程中，
有南北、东西两条路线。古人类在沿着南
北路线一路北上的同时，另一支古人类沿
着东西路线，也就是草原之路东行，这两条
路线最终交叉，交叉点就形成了东北亚交
融中心，这个中心包括辽宁。南北融合和
东西交融是影响早期华夏文明的重要因

素，正是在这个融合过程中，早期陶器、玉
器、渔猎经济和旱作农业逐步发展起来。

在长城地带交融中心上，红山文化成
为一大亮点。因为红山文化不仅仅是辽西
地区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源头之一，其中尤以彰显着红山文明最高
峰的牛河梁遗址引人注目。红山文化正是
沿着这条“半月形地带”一路南下，在燕山
地带与北上的仰韶文化相遇，因而产生了
以龙纹与玫瑰花结合的文化群体，牛河梁
遗址中的“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的
文明火花，为后世华夏传统的精神观念和
礼制文化贡献了很多内容。

（本文图片由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半月形地带”有三个交融中心，两个影响辽宁

记 者 朱忠鹤
专 家 曹兵武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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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专家在研究新近出土的文物。
本报记者 郭 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