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而纤细的耳郭显示出女性特征。

突起的颧骨显示出蒙古人种特征。

尖而圆的下颏显示出女性特征。

长而薄的上唇显示出蒙古人种特征。

低而短的鼻梁
显示出蒙古人
种特征。

塑像
5000年

“红山女神”的发现，就像一把金钥匙，
为破解红山文化打开了一扇门。

当年参加发掘的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张星德回忆，30 多年前一
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手捧装着女神像的
木盒，前往兴城拜见考古界泰斗苏秉琦。

苏秉琦非常仔细地观摩了女神像后，
说了一句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话：“女神像是
由距今 5500 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
的神像，而不是由后人想象创造的‘神’。
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
祖’。”当时的张星德听得真切，却似懂非
懂。经过近40年的考古和研究，如今的张
星德已是红山文化研究的资深专家。

根据考古专家和相关研究人员的研究
成果，记者捋出了红山女神与女神庙的来
龙去脉。大约在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国北
方形成了3个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为了
方便理解，记者简称他们为“之字纹陶”族
群、“素面陶”族群、“绳纹陶”族群。在距今
6500年到5500年间，由于人口的扩张、迁
徙，这几大族群之间不断发生碰撞和交

流。大约距今6500年左右，生活在太行山
以东、燕山以南的“素面陶”族群中的一支
进入辽西，与辽西地区的“之字纹陶”族群
发生碰撞和融合，促成了红山文化的形
成。又经过了 1000 年左右，黄河中游的

“绳纹陶”族群，战胜了“素面陶”族群，继而
和红山文化碰撞、融合，从而打破了红山文
化区域内原有族群的平衡。在重新组合的
过程中，女神庙和女神像应运而生。因此，
张星德认为，女神像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
说明红山先民为了避免冲突，寻找共存、秩
序及和平，创造出了一个具有血亲关系的
共祖形象——女神像。

郭大顺进一步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在
距今5000多年的各个文明古国中，像牛河
梁红山文化遗址这样出土大规模的泥塑神
像群并无先例，红山文化女神像称得上是

“海内孤本”。由于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
最高层次的中心，女神庙又被认为是红山
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共同崇拜的先祖神
庙，所以，这个女神像即可认为是红山文化
的“共祖”，亦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她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满天星斗”下我们看到了祖先的模样
作为闻名海内外的重大考古

发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最重要
的出土文物便是女神像。她使亿万
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了中华民族

“母亲”的模样。她以无可争辩的事
实告诉世界：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先
祖，在榛莽中开拓，在自然中抗争，
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开启了中华
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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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2月6日子夜，北京大学朗润
园里万籁俱寂。考古学家苏秉琦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因为太过激动，久久无法入眠。
他披衣起身，推开窗户。浩瀚的夜空，深邃
的天宇遍布满天星斗。他突然顿悟，想到
刚刚从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传来的有

这是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

采访中，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
郭大顺这样评价：“如果说秦始皇兵马俑是
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艺术高峰，那么，牛
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女神像可以看作
是中华文明黎明时期的艺术高峰。”

这尊女神像采用了真人大小比例的高
浮雕形式雕塑，面部呈鲜红色，唇部涂朱。
最令人惊叹的是她的艺术表现力，既高度
写实，又含有相当丰富而微妙的表情——
嘴角微微上翘，好像微笑欲语，充满神秘。
尤其是眼眶内嵌入圆形玉片当作眼睛，炯
炯有神。

郭大顺回忆，女神像发现后，他们曾邀
请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一位很有名气的教
师来现场为女神像做复制品。尽管这位教
师来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当他看到实
物后，还是大为震惊——女神表情极富动
感，将似有似无的微笑凝固于一瞬间。复
制这件作品远比给活生生的真人塑像更
难，差一丝一毫都不会像。最终，这位老师
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女神像复制出来。

中央美术学院原教授、美术考古专家

靳之林认为：“牛河梁女神头像是在写实基
础上的高度概括，这说明当时的艺术工匠
在雕塑技术和造型上已经完全摆脱了原始
性，并已熟练地掌握泥塑人体艺术的基本
工序和技法。她不仅应在中国雕塑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而且可与同时期其他文明古
国的著名作品相媲美。”

郭大顺告诉记者，在原始社会，女神象
征着生育、大地和收获，是一个群体和民族
生命力、延续力的体现，受到先民的广泛崇
拜。在世界艺术史上，女性雕像一直占有
突出的地位，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器
时代早期，在欧非大陆以及中南美洲的古
遗址和古墓葬中都有女性雕像的出现。相
比之下，在我国，关于祖先崇拜的女性雕
像，一直以来缺少典型而明确的标本。于
是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的人物雕像艺
术不发达，是以树立祖先名字牌位的方式
作为崇拜对象的。而牛河梁女神像的出
土，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我国原始宗
教意识形态中，对女性祖先的崇拜同样占
有主导地位。

高度写实的女人头像

牛河梁

红山文化红山
女神

璀璨明珠

辽河流域
母系氏族 原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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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将往何去？
红山女神像的出土，使我们第一次看

到了5500年前祖先的模样。
考古专家从牛河梁发现的带有肢骨的

女神塑件分析，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像是
有真实原型的，她是生活在族群中受万人
崇拜、供养的母亲，而古代传说中最高统治
者的祭祀活动也在这个女神庙举行，所以
考古学家郭大顺高度评价女神像：“她绝不
仅仅是一件黄土塑造的艺术品，她与中华
民族、中华文化的起源息息相关，是研究古
代中华人种学和民族史的典型标本，她是
中华民族之神。”

如今，红山文化研究已走过百年时光，
持续的考古发现不断改变着学界已有的认
知。由红山女神像引发的文明起源的探寻
越发清晰起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这
样的事实：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形成
过程中，红山文化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

的重要地位。
历史的最大魅力就是它永远葆有秘不

示人的密码等待我们破解。苏秉琦在他最
后的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直言不讳
地指出：“辽西红山文化是原生文明。”更多
的学者认识到，至少古华夏的一部分来自
遥远的北方，尤其是红山文化中许多独创
的文化元素，例如女神崇拜、坛庙冢、玉龙、
玉凤等，都被后来的中原地区文明广泛吸
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并
且延绵不绝。

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苏秉琦提出：“新
石器时代的中华大地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
的众多文明，如同天上的满天星斗，共同开
创了中华文明的源头。而在这其中，红山
文化最具代表性。”如此说来，牛河梁女神
像则是镶嵌在红山文化版图上的一颗最璀
璨的明珠。

由她，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曙光。

镶嵌在红山文化版图上的明珠
吴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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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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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改写中华文明进程的重大发现，内心
涌出不吐不快的冲动。于是，他摊开纸笔，
给他的爱徒——此时正在牛河梁主持考古
发掘工作的郭大顺写了一封长信：“自红山
文化‘女神庙’发现以来，国内外震惊，尤其
是出土了女神像，栩栩如生，凡是看过的人
都会想象，日后复原起来，那将是多么令人
神往的所在啊……”写完这封信，他的心情
似乎平静了一些。此时，东方的天际已经
露出朦胧的曙光。一个距今5500年，活跃
在燕山南北、长城以外的文明古国，在他脑
海中变得越发清晰。

苏秉琦为何会如此激动？这还得从牛
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女神像”说起。

1983年11月2日，天还未亮。由孙守
道和郭大顺担任领队，方殿春、张星德等人

组成的考古队，在位于凌源县与建
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
化遗址区第二地点进行
考古试掘，在发掘现
场的西侧土层下，
考古人员突然

发现一个
呈 圆 状 的
陶件，大家马
上意识到这件
文物不一般。伴
随着手铲剥离泥土的
细密声音，渐渐地，额头、
眼睛、耳朵、嘴逐渐清晰，在场
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在满天星斗下，一尊泥塑的女神像破
土而出。

女神像复原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