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辽河流域与大小凌河流域，土
地广袤，丘陵起伏。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
一支史前考古学文化，在这片土地上
延续了1500年。

什么是红山文化？群众的结论
简单又直接：玉猪龙就是红山文化。
无论这个结论对与否都可以看出群
众对龙的印象深刻。

“虽然这种认识并不全面，但的
确可以说，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重要
标识与代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名誉院长、年过八旬的红山文化研
究专家郭大顺说。

如果将玉猪龙嵌入宏阔的历史
文化与文明演进背景下研究，就会发
现这类憨态可掬、雕琢精美的史前时
期玉器，既是中华文明史上古国阶段

的象征，也是延绵了几千年的龙
文化的重要源头。

龙自红山来。
玉猪龙的命名，偶然

中存在着必然。1981 年，
面对收集上来的一件白
色文物，郭大顺和同事认
真研究后，为其定名玉猪
龙，属于红山文化。

“当时我们命名的依
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那

个时期的先民已经进入农耕
文明，而猪是农耕文明的重要

标志之一；其二是这件器物整体
造型憨厚、圆润，而且在嘴巴的位置

雕有类似野猪一样的獠牙。”郭大顺说。
曾参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

的辽宁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张星德说，在玉猪龙被命名的 3年
后，考古人员在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

中挖掘出土了一对雕刻更为精美的
玉猪龙。因为有确凿的考古依据，专
家正式明确了这类器物的年代——
距今五六千年。随后，牛河梁陆续出
土了多件玉猪龙。虽然一些学者将
争论的关键词放在了这条龙是“猪”
还是“熊”，抑或是其他动物上，但对
这类玉器是“龙”的判定，学界基本保
持了一致。也就是说，在龙形象演变
的历史过程中，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
龙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红山文化区域，考古人员还发
现一种玉龙。朝阳博物馆珍藏的一件
镇馆之宝，为红山文化C形玉龙，距今
约5000年，它长吻修目，鬣鬃飞扬，极
具龙的神韵。

除玉猪龙外，牛河梁遗址还出土
带有龙纹的彩陶罐。其实，在玉猪
龙、龙纹彩陶罐出土前，龙文化元素
已经可以在广阔的西辽河流域露出
真容，而且几千年来一脉相承。

距今8000年的阜新查海遗址是
兴隆洼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作为红
山文化的“前身”，查海遗址出土了2
件刻印着龙纹的陶片。

距今7000年的西辽河流域赵宝
沟文化前承兴隆洼文化、后接红山文
化，在这一重要文化遗址中，考古人
员发现了一件陶尊形器。这件器物
的腹部图案由猪、蛇、鹿和鸟首环绕
组成，猪牙外露，眼睛微闭，颈部以下
有黑白相间的蛇身缠绕，可以看出龙
的雏形。考古人员认为，这些生动的
形象反映出当时的先民祈求神灵护
佑、寻求自然之力庇护的想法。在三
种灵物中，龙，成为整个器物中的点
睛之笔，也为红山文化龙形象的具象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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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这一代表中国人美好愿景的图腾在中华大地上留下
了众多“足迹”，地名、人名、器物名……从本期开始，我们盘
点辽宁地域内那些带有龙字的地名，在历史和民俗中寻找有
关“龙”的故事。

据统计，辽宁省带龙字的地名中，山有48座。
辽宁位于东北地区南部，地势呈北高南低之势，山地丘

陵居多。总体上看，“一条辽河波浪宽，山脉分列东西边”：东
部是长白山支脉延续部分，西部是内蒙古高原向辽河平原过
渡构成的山脉和丘陵，山峦起伏，风光壮美。从地图上看，辽
河宛如一条银色巨龙，穿梭于青山之间，守护着这片丰饶的
大地。这48座带有龙字的山，龙的状态与山势地貌紧密相
连，更与辽宁人的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精神共鸣。

以龙的形态命名，是龙地名的重要组成元素，十分形象
地展现山的巍峨，地的辽阔。鞍山海城市八里镇盘龙山，名
字因山形像盘卧的巨龙而来。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向阳乡
有座回龙山，位于浑江南岸，江水向南流经此山一角折身向
西北，在此山的另一角再折回向南流去，如龙转身而得名。
回龙，是这座山最契合的名字。

数字与龙字结合，能直观展现出山的气势。沈阳市法库
县大孤家子镇有座由5个山峰相连的大山，蜿蜒起伏，雄伟
险峻，形若龙腾，因此取名五龙山。同样，朝阳市朝阳县的六
龙山因山岭好像6条龙盘旋而得名。好事成双，五福临门，
六六大顺……这些融入数字的吉祥话、祝福语广泛流传在民
间，于是，数字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数字和龙相
配的山名中，我省有6座二龙山，居于首位。其中，位于沈阳
市法库县吉祥街道的二龙山，东西两山并立，势如二龙戏珠，
形象又生动；而朝阳市建平县张家营子镇的二龙山则因半山

腰有两个状似飞龙的石岗而得名。
色彩，蕴藏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感，也赋予了龙的鲜活。在阜新市

彰武县苇子沟镇，一座山因山体颜色近似黑色而取名为黑龙山。这一
抹黑色，似国画，呈现出中国人内敛朴素的性格。青色，被《说文解字》
作者许慎解释为“东方色也”，体现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期许，
所以叫青龙的山最多，我省一共有5座。其中，朝阳市朝阳县柳城街道
的青龙山上长满松树，终年绿色，大连市长海县海洋岛镇的青龙山也因
树木繁盛闻名。对于连绵起伏的群山来说，青与龙结合呈现中国传统
文化特有的气场。青龙山，这一名称是人们对大自然崇高敬意的最直观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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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所见的龙形象，是经数千年不断演变与不断丰满而形成的。在这一历史过
程中，位于西辽河流域与大小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区是孕育龙文化的重要区域，相继出
土的多种玉器、陶器具有特征明显的龙元素，且在红山文化玉猪龙（另称玉熊龙，下同）诞
生后，这类形象独特的玉器对后世龙文化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后几千年的历史长
河中，龙的形象愈加具象。同时，玉猪龙是“以玉事神”的器物，实证“礼出红山”。

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
山文化，生产力在发展，人类向文明
迈进。龙的形象在几千年的时间演
进 中 变 得 丰 满 和 具 体 ，到 了 距 今
5500年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阶
段，玉猪龙已经成为史前文明的重
要标志。

虽以“龙”字命名，但围绕这些
憨态可掬、雕琢精美的史前时期玉
器，仍有太多疑问。考古工作者面
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类玉器的原
型到底是什么？叫“玉熊龙”还是

“玉猪龙”，抑或叫玉玦形龙？
“我认为，叫‘玉熊龙’合适。”作

为当年玉猪龙的命名者之一，郭大
顺修正了自己在几十年前的判断。

郭大顺的自我修正，并不仅仅
基于这类器物的外形更酷似熊，而
在研究多种考古证据后做出的综合
判断。

距今五六千年前，作为以渔猎生
活为主的红山先民，已经产生了熊崇
拜。这一点，不论是红山文化遗址出
土的泥塑构件，还是出土的其他器
物，都可以找到翔实的证据。必须说
明的是，考古人员在研究中发现，黄
帝部族的生活空间不仅与红山文化
分布区高度契合，而且黄帝部族还被

称为“有熊氏”。
既有熊的元素又有龙的影子，

那么，这类玉猪龙在史前文明时期
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记者将这一问题抛给众多考古
学者与历史学家，大家的答复几乎
一致，即玉猪龙是红山先民中的巫
师所用的祭祀法器。

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一座积石
冢内，一对玉猪龙摆放在墓主人胸部
两侧。因为玉猪龙身上有穿孔，所以
考古人员分析认为，这对玉猪龙应该
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物品。

研究发现，墓主人并不是普通
人，而是 5000 多年前一位掌握着沟
通天地的巫师。祭祀时，巫师用双
手托举悬挂在胸前的这对玉猪龙来
事神、悦神，祈求神灵护佑，即“以玉
事神”。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对“礼”
字的阐释时，曾用“以玉事神”加以
说明。也就是说，“以玉事神”活动
是中华传统文化“礼”的来源。这一
点得到了考古专家的认可。也就是
说，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唯玉为葬”
以及坛庙冢的布局，可以综合确定
为“礼”的源头。

礼，自红山文化而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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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形象的演进过程中，玉猪龙
到底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

“我认为，玉猪龙对后世龙形象
的影响比较大。”辽宁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教授华玉冰多年从事红山文化
研究，对此问题，他这样回答。

王权被神化，并利用神权来强化
王权，这是后世学者对商王朝特征的
总结。作为商朝著名的历史遗迹，商
王武丁的王后妇好的墓葬位于河南
省安阳市。在妇好墓以及殷墟其他
墓葬中出土了众多制作精良、繁缛华
美的玉器，其中，就有继承玉猪龙特
征的玉器。

华玉冰表示，商朝玉器对红山玉
器有继承关系。虽然妇好墓中的玉
龙纹饰较为繁复，融合了特征明显的
商代风格，但仍可以清晰看到红山文
化玉猪龙在间隔了 2000 多年、跨越
了辽宁与河南的空间距离后，发展为
商代风格的玉龙。

同样是在河南，考古人员在三门
峡市附近发现了一处等级齐全、排列
有序、保存完好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
期虢国国君及贵族墓地。考古人员
在墓地中发现了与红山文化玉猪龙
相似的龙形玉佩。

面对这件“孪生兄弟”，一个问
题萦绕在考古人员的脑海中——时
隔几千年，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为什
么会出现在西周时期的虢国贵族墓
地中呢？

学者分析，原因包括多种，比
如战争掠夺、周王赏赐、诸侯国之
间 互 赠 礼 物 、与 邻 近 诸 侯 国 的 交
易，等等。不论何种原因，虢国贵
族能将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视为心
爱之物并带入墓葬，足以说明玉猪
龙在当时受到欢迎与珍视的程度。

不只在河南妇好墓、虢国墓中出
土了与玉猪龙有关联的器物，考古人
员在河北、陕西等多处遗址也发现了
玉猪龙的影子。比如，陕西省凤翔战
国秦公墓中出土的玉龙。而在韩
城市梁带村的春秋早期贵族墓
地有一座芮姜夫人墓，墓中出
土了迄今为止黄河流域发
现的个头最大、保存完整
的红山文化玉猪龙。这
件全身呈现褐红色的
玉器一经出土，考古人
员惊叹不已——玉猪
龙传播范围之广、影
响力之大，超出了他
们的想象。

回望历史，我们
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山
文化是中华龙文化的重
要源头，其所孕育的龙文
化在穿透数千年沧桑风雨
后延绵不绝，这不仅让考古和
历史学家们慨叹不已，也让龙
文化的研究者们惊奇不已。

龙出辽河源，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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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龙活虎”一词最早出自宋代朱熹
之笔下。《朱子语类》有云:“不然，只见得
他如生龙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在清
代的文章里，这个词已被普遍运用了。

生龙活虎的意思是像蛟龙一样富有
生气，如猛虎一般充满活力，形容人活泼
矫健，生气勃勃。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朱力伟
说，在古人看来，龙和虎都是动物之王。
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体长，
有鳞、角、脚，能走会飞，能上天入海，能
兴云降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龙与虎
代表着威严、勇猛、精壮，也有祥瑞之
意。成语中常将这二者一同组词，如龙
腾虎跃、龙精虎猛、龙吟虎啸，取其威风
凛凛、力大勇猛、精力旺盛之意。

生龙活虎，虽然落点在“龙”和“虎”
身上，但点睛的是“生”“活”，强调的是
一种动态。作为现代人生活中经常接
触和使用的成语，“生龙活虎”具有亲切
感，用来形容运动场上的健将、工作中
的干将等。

在新年的祝福语中，“生龙活虎”是
常见词，代表着活力和干劲。奋斗路上，
我们离不了应有的精气神，须拿出腾云
直上如龙的威武之势、气吞万里如虎的
刚猛之劲，方能跨险滩、越恶浪，抵达理
想彼岸。

本报记者 吴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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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忠鹤

玉猪龙实证中华之“礼”出自红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