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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位于北方地区的红

山文化占据着重要地位。处于红山文化晚期，也是鼎

盛时期的牛河梁遗址尤为重要。正如考古工作者所

讲，“牛河梁”不仅是研究红山文化的突破口，而且还

开创了中华传统文化礼制的先河，并在玉器的形制和

制作技艺等多个方面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去年，“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正式纳入“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而牛河梁遗址也成为这一项目

中最引人关注的点位之一，人们对正在这里进行的

考古发掘工作充满了期待。近日，我们邀请到了这

一项目的负责人，请他们介绍一下牛河梁考古发掘

的计划和最新进展。

核心提示

聚落址是下一步
考古发掘重点

我们都知道，考古工作是有着严格计划
与步骤的。下一步红山文化和“牛河梁”考
古发掘和研究的方向与重点在哪里？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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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笑冰：从现在开始至 2025 年，红山
文化三个省（自治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将
分别围绕牛河梁遗址、马鞍桥山遗址、东
山头遗址和彩陶坡遗址展开，重点探索
不同水系（目前主要涉及大凌河、老哈
河、滦河、西拉木伦河）相近地理环境下
遗址的布局特点。选择发掘不同地理单
元的遗址，可以尽快明确红山文化聚落
的分布、地域特点和影响范围，探索其是
否存在层级划分，形成对聚落模式和社
会形态的认识。

地层浅、堆积薄，遗迹之间缺乏直接
的层位关系是红山文化遗址的普遍特
点，通过对重点遗址的发掘，确立区域的
时间框架，在此基础上深入认识不同区
域、不同性质、规模等级的红山文化聚落
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为红山文化的社
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奠定基础。

红山文化分布范围约20万平方公里，
延续近1500年的时间，我们目前对红山文
化的认识仍相当有限，只有通过持续、有计
划的考古工作，才能获取更多对红山社会
的认识。

郭明：牛河梁遗址是认识红山社会的
重要突破口。目前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显示
红山文化是有着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的
社会群体，甚至其中已经显示出阶层的分
化、权力的分工等迹象。红山文化的分布
区以低山丘陵为主，其间沟壑纵横，而且红
山文化时期人口密度不高，可选择的居住
区域较为广阔。

从目前所认识的红山文化的特点来
看，其社会偏重祭祀礼仪而对日常社会生
活的重视程度有限，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
的以祭祀礼仪活动为主要目的的遗迹最能
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为了维
护相关设施，应当有相当数量的人群居住
在牛河梁遗址周边，因此在调查有进一步
发现之前，仍将以牛河梁遗址为工作的重
心，探索区域内有无聚落址的存在。

通过近几年的研究，我们认为牛河梁
遗址及周边区域发现的多个地点之间存
在密切的联系，应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或系
统，方能全面认识牛河梁遗址进而认识红
山社会。

站在国家层面进行
考古发掘与研究

说到红山文化，很多读者第一个会想到的
是玉熊龙等红山玉器，也有人会想到位于我省
朝阳地区的牛河梁遗址。实际上，红山文化的
覆盖范围还是很广泛的。去年，“红山社会文
明化进程研究”正式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这个项目主要是为了研究什么？目前的
研究进展如何？

话
题1

贾笑冰：红山文化覆盖了西辽河流域、大
小凌河流域、滦河流域及周边地区，涉及辽
宁、内蒙古和河北这三个省（自治区）。与之
前的研究相比，“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
重点放在“文明”这两个字上，也就是说，研究
重心是“红山文明”。现在，学界已对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满天星斗”的说法达成了共
识，但是，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进程中
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红山先民是否已
经迈入文明社会、红山文明与中原文明相比
有哪些异同等，都是此次研究的重点。

就具体研究工作来说，“红山社会文明化进
程研究”关乎这三个省（自治区）近15年的考古
工作规划。这项研究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
国”项目后，就意味着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不再是
某个地区、某个部门的工作，而是站在国家这个
更高层面上的一个持续性工作。目前来看，辽
宁、内蒙古此前进行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已
经打下了较为良好的基础。今年，这三个省（自
治区）的考古工作都包括调查和发掘这两项，
目前，辽宁的牛河梁遗址、马鞍桥山遗址的考
古发掘工作已经开始，内蒙古和河北的发掘工
作也已经进场，期待在未来的几个月可以见到
初步成果。值得欣喜的是，“牛河梁”“马鞍桥
山”两项调查工作取得了初步进展，新发现了
几十处的红山文化遗址，其中包括面积达十几
万平方米的规模较大的遗址，这为未来的考古
工作规划提供了线索。

无论是“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项目“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
程研究”中，都有“牛河梁”的影子。这两项研究的目标是否有不同的指向？另外，大家都十分关
注作为红山文化鼎盛时期遗址“牛河梁”和中华传统文化之间一定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学界对
这种关联性如何阐释？

“牛河梁”是研究北方地区文明的
重要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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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笑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北方长城
地带文明进程研究”选择牛河梁遗址、石峁
遗址、庐山峁遗址和碧村遗址开展考古学综
合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整合区域研究资料，
探讨北方长城地带的文明进程。牛河梁遗
址是四个重点工作遗址中年代最早的一个，
研究将为认识北方地区文明形成的时间、文
明的特点等提供年代最早的信息。

“北 方 长 城 地 带 文 明 进 程 研 究 ”和
“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的研究对象
皆 包 括 牛 河 梁 遗 址 ，但 关 注 点 略 有 差
异。前者关注文明化进程的普遍特征，
重点是文明化进程的某一断面（某一个
时间段）较大空间区域文明的特征和图
景；后者研究的空间范围明显较小，但时
间范围则可涵盖红山文化形成、发展至
衰落的这 1500 年时间。二者从不同的角
度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成果
也将相互产生影响。

“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程研究”作为第
五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课题之一，课题
的完成时限为四年（2020 年至 2024 年），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很难形成对红山文化的全
面认知。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最具代表
性的遗址，也最能代表红山文化社会发展
程度，大型社会公共设施，制作工艺复杂、
造型精美的玉器都是反映社会组织、产品
分配和社会整体经济实力的重要内容。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选择以重要遗址为切入点
探讨区域文明进程的路径和特点，以点带
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研究目标。

“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则关注红山文

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通过更为
全面的信息收集，探索文明化进程的动力、
机制与影响，所涉及的内容不只限于最繁
荣、发达的牛河梁遗址，也包括红山社会的
生产生活领域。这项工作延续的时间更
长，涉及的内容也更加庞杂。

郭明：牛河梁遗址的多个遗迹所显示
的与历史时期遗迹的相似性展现了距今五
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
的密切联系，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
证，其所展现的文化特质也显示其在中华
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我说出上述结论的依据，第一个是
“牛河梁”有崇玉重礼的传统。在中华文
化传统中，玉器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君
子“以玉比德”，玉是代表社会秩序礼制
的重要载体，红山文化以玉器为主要特
征创立起来的礼制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第二，以社会认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
“大同”观念。开放、包容的社会特征是中
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底色，红山文化祭祀礼
仪性遗址中所显示出的规范、一致与日常
生活领域中的多样与包容是上述文化特点
的突出表现。

第三，牛河梁遗址这种大型社会公
共工程的建设，玉器的原料开发和生产
技 术 无 一 不 显 示 红 山 文 化 的 发 展 与 繁
荣。红山文化中的玉器在商代墓葬中也
有发现，显示出红山文化对后期社会发
展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同时证明红山文
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在“牛河梁”实地采访时看到，在第一地点也就是女神庙所在的位置，从山
顶最高处到女神庙的这一百多米山坡上，分布着好几个有高低落差的台基，而且这
些台基都已经被编上号。是不是考古发掘已经有了新的进展？

进一步破解“女神庙”
建筑结构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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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我们团队目前开展的工作
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正在进行的考古
发掘。今年我们要对去年发现的一些
迹象加以明确，还将在工作中进一步
确认第一地点的结构、布局，是否还存
在我们尚未认识的其他建筑（建筑
址）；另一项就是对重启发掘工作以来
的考古资料加以整理。在之前的考古
工作中，我们在第一地点发现了女神
庙、台基等建筑，但这些建筑是各自独
立的，还是属于同一个建筑群的，我们
之前存在着模糊认识。通过去年细致
工作，我们发现，女神庙北侧的台基虽
然在建筑时间上存在前后顺序，但应
该是同时使用过的。

在 发 掘 工 作 中 ，我 们 发 现 了 5
号 、6 号 台 基 南 侧 的 排 水 沟 和 挡 水
墙，这两个建筑意义十分重要。就
像您在实地看到的那样，从山顶最
高处到女神庙是有坡度的，当雨水
顺着山坡往下流，到了排水沟和挡
水墙这里，就会被挡在“女
神 庙 ”之 外 ，有 效

保护了处于地势较低位置的“女神
庙”。这也就进一步提示这几组台基
与“女神庙”可能是一体的。

还 要 重 点 讲 一 下 9 号 台 基 ，这
也 是 我 们 今 年 工 作 的 重 点 内 容 之
一 。 我 们 今 年 将 从 地 层 上 对 这 一
认 识 加 以 验 证 ，力 争 获 取 9 号 台 基
与“ 女 神 庙 ”相 关 联 的 直 接 证 据 。
至于说“女神庙”的建筑形式及与
9 号 台 基 的 关 系 还 需 要 我 们
认 真 做 工 作 。 如 果 最 终
找 到 了 答 案 ，这 些 发
现 为 认 识 牛 河 梁 遗
址第一地点的结构、
布 局 和 功 能 的 研 讨
提供了新的资料，也
将 是 认 识 牛 河 梁 遗
址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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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下）

贾笑冰在考古发掘现场贾笑冰在考古发掘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