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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乐遗址先后发掘的 40 余处房
址的分布及出土文物，人们推断新乐先民
生活的年代已经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盛
期，氏族成员的婚姻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对
偶婚阶段。家庭成员虽然仍以女性为中
心，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婚
姻关系，它的上一阶段是群婚。人类社会
经过这一阶段后开始向一夫一妻的家庭关
系演进。由此，鸟纹权杖的主人是氏族部
落的首领，她通常是一位与氏族成员都拥
有血缘关系，令族人、亲人敬爱的老祖母。

这位老祖母带领她的族群不仅为后世
留下了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印记，而
且展示了7200年前的豪华和尊贵：

编号F2的房址地面上残留着梁、柱的
痕迹和柱洞，表明这座近百平方米的室内
中间没有隔墙，一些建筑专家对其建造的
方法感慨颇多：如果让我们现代人使用当
时的生产工具去建造这样的一座房屋，也
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情。

房屋的柱子底部铺垫河石，这是最原
始的柱础。从那时起，中国传统的土木结
构建筑一直沿用这种做法直到现在。从房
屋柱洞周围发现有用沙充填的现象看，这
又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大发明。

新乐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斜口器。它
出土于火塘旁和房屋的角落，因此大多数
人认为它与保存火种有关。斜口器的斜口
可人为地控制火燃烧的快慢程度。由此，
有学者进一步提出“火盆”说——放入炭
火，人们围坐在它的周围取暖。还有学者
认为是澄滤器，使用者借助水流用它来漂
洗、沉淀泥沙等杂物，如同现代人淘米的原
理。再有一种说法，是取水用的“水瓢”。

郭大顺在《新乐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
有学者推测编号F2房址为聚落公共场所或
首领居住之地，也兼具制作石器或玉器的作
坊。他说：“由于这座房址在同时期前后是
东北地区同类遗存中面积最大的一座，表明
新乐遗址至少在该类文化中是一个等级较
高的中心遗址，这也将沈阳作为东北地区中
心城市历史的渊源上溯到史前时期。”

由此引起记者的想象：7200年前一个
冬天，在最大的房舍里，一位令部落人敬重
的老祖母端坐在火塘边，颈上挂着精致的
玉珠串，身边是保存火种的斜口器。一位
秀丽的女子站在她的身侧，手持象征老祖
母权力的鸟纹权杖。一群人围坐在老祖母
前面，讨论着未来……

同类文化中等级较高的中心遗址

此图为人类婚姻演变示意图。
新乐遗址处于新石器时代繁荣时期、
对偶婚阶段。新乐人以女子为中心，
管理氏族事物和经济生活，专家推测，
持有权杖的人应该为一位老祖母。

圆形旋涡纹，
似鸟眼。

木雕鸟纹权杖：把沈阳历史上溯至7200年前
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1972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沈阳新乐
遗址。经过考古发掘，从遗址中出土了众
多文物。其中，一件木雕精品引起了专家
们的辩论，最终，这件文物被定名为“鸟纹
权杖”，它改写了沈阳历史，向后人讲述了
它的主人在新石器时代曾经创造的繁荣与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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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新乐遗址发现于1972年，至今已
过去50年，是我省较早发现的史前文化遗
址之一。放眼全国，沈阳是唯一在特大城
市中心保存史前文化遗址的城市。新乐遗
址不仅是沈阳的一张亮丽名片，也自然而
然成为沈阳人的骄傲。

时间回到1978年，新乐遗址进行第二
次发掘，即对编号为F2房址的发掘。这座
房址为半地穴式建筑，总面积为 95.5平方
米。考古人员在房址底部发现了遗留的大
量炭化木柱，有的炭柱残存近2米长，最粗
的炭柱直径约20厘米。专家判断，这座房
址可能毁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经过两个阶段近 4 个月的发掘，沈阳
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原始建筑逐渐露出本
来面目，而为沈阳群众所熟知的“炭化鸟形
木雕”就出土于此。

虽然时隔40多年，当年的考古工作者
仍能清晰记得那个时刻：在清理F2房址东

北角时，突然有人发现与炭化的木构架纹
理不同的炭化物。大家迅速围拢过来，细
心观察，紧紧盯着仅露出一小截的炭化
物。炭化物其他部分与泥土紧密结合，难
以剥离，大家不敢轻易动手。最后，还是由
经验丰富的时任沈阳故宫博物馆考古部负
责人于崇源操刀，将此物连带泥土一起取
回。工作人员在室内用酒精一点儿一点儿
地分离炭土。终于，一件炭化的木雕艺术
精品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之后，发掘和研究工作陆续展开。
回忆当年的情景，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
组长、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
大顺感触很深，他在《新乐遗址发掘报告》
中写道：“新乐下层文化的重要学术价值最
早引起关注的，是碳-14测定的年代。”

经测定，新乐遗址距今7200多年。新
乐遗址的重要价值在后续的考古发掘与研
究中被逐步揭示出来。

沈阳城市中心发现史前文化遗址

鸟纹权杖，这是对“炭化鸟形木雕”的
重新命名，群众习惯称为“木雕鸟纹权杖”。

在于崇源执笔的《沈阳新乐遗址第二
次发掘报告》中这样描述：“……很像是权
杖，直柄以上的雕饰图案可能是图腾徽
帜。权杖为氏族首领统率氏族所用……可
能是鸟图腾的氏族。”于崇源没有武断地做
出定论，他对后来的研究持开放态度：“这
仅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提出来供参考。”

此后，相关学者对于这件珍贵文物的
图案和用途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自己
的观点，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用

“炭化鸟形木雕”这个名字。
新乐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周阳生发表

多篇学术论文，向人们揭示了这件木雕文
物更为生动的细节。

原料和制作工艺：此件木雕品系用一
柞木类硬木材料制成，材质较细腻。系先
将原料削制成上部扁平，下部圆柱状外形，
然后根据需要或用途经认真设计加工雕刻
而成。

木雕的细节：扁平体上部的雕刻纹饰
部分边缘处似有宽0.3毫米至0.4毫米的轮
廓线。在轮廓线以内分别用阴刻、浮雕或
镂空的手法施纹，立体感较强。从外形观
察，木雕品的上部顶端为三角体，三角体的

一侧呈弧线。在三角体内，
阴刻两道相应弧线，很似鸟类
的“嘴”形。三角体之下为圆
形的旋涡纹，旋涡中间雕刻得较
深，似“眼”状。旋涡的一侧为菱形纹
带，顺时针旋转而下形成飘带状。圆形旋
涡纹及飘带之下为一段网状交叉菱形纹
带，似“羽鳞”。

对于这件木雕艺术品的用途，在原有
的权杖、供奉物品的基础上，周阳生进一步
提出了发簪的观点。

无论是哪种观点，这件艺术品为“当时
的氏族重要首领所拥有”的看法基本一致。

2011年，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
翔关注下，沈阳市启动了《新乐遗址考古发
掘报告》的编写工作，这一报告在 2018 年
完成，汇集了新乐遗址历次考古发掘的成
果，并在我省史前考古取得丰富成果的基
础上，用更具宏观的视角研究、分析新乐文
化，也是在这一报告中，将“炭化鸟形木雕”
确定为“鸟纹权杖”。

对此，郭大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考古发掘的研究没止境，我们应该用更
开放的眼光来观察研究。我认为，木雕
上的纹饰是鳞片，因而雕刻的形象可能
是龙。”

从炭化鸟形木雕到鸟纹权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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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鸟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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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新乐遗址 50 年考古历
程，从专业考古角度来观察，新乐
遗址见证了我省乃至东北地区史
前文化遗址从稀缺到多见的发现
过程。就像结识一位新朋友，考古
人员对于新乐遗址没有“一见钟
情”，而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试探、
存疑。最为典型的事例便是新乐
遗址的年代：沈阳乃至东北地区真
的会有距今7200年的文化遗存？

后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新乐遗
址只是我省诸多史前文明考古发
现中的一处。著名考古学家孙守
道、郭大顺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对

辽宁环渤海地区的考古发现进行
汇总：在不到20年间，辽沈大地发
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28 处。新
乐，并不是孤立的存在。

然而，人们的疑问却在进一步
加深：7200年前，新乐文化会有这
么先进吗？

类似的疑问由来已久，毕竟，
从专业考古角度观察，新乐文化表
现出了太多的先进性。比如，遗址
出土的一粒鼓形玉珠，中间钻孔直
径只有 2 毫米，人们疑惑：这是
7200年前的东西吗？遗址出土的
煤精制品中有一个三曲形的泡形

器，我国此前的考古研究发现，在
唐宋时期才见到三曲、四曲等器物
造型，并且不多见。新乐先民的创
造能力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如今，考古人员得出了结论：
敲砸器是新乐先民的重要生产工
具，磨制石器规范的造型是先经过
敲砸琢形再磨制完成的。这一研
究成果又为人们认识同时代的其
他考古现象打开了一条重要通道。

1986 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
苏秉琦将新乐遗址称为与沈阳故
宫齐名的“沈阳两宝”。在此前一
年，他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

星斗”说。新乐遗址在苏秉琦的眼
里，是一颗闪亮的星。

经过了 50 年，新乐遗址出土
的鸟纹权杖仍然是我国存世最早
的、精美的木雕艺术精品，所创造
的木柱础石仍然是目前发现的最
早范例，所使用的煤精制品仍然在
继续改写人类用煤的历史。

当我们用中华文明探源的视
角来回望新乐先民所创造的文明
成果就会恍然大悟：我们以牛河梁
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所创造的
灿烂文明并不是空中楼阁，文明的
火种早已播种在了辽宁的大地上。

新乐，“满天星斗”中的一颗
郭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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