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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黄土，雄浑厚重。 《黄土文化系列丛书》融陕北自然地理、人文历

史、民俗风情等内容为一体，以翔实的史料、开阔的视野、清新的文风，系统

呈现了神木绚丽多姿的地域文化，饱含着黄土文化学会同仁特别是贺斌先

生的付出和心血。 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我县文化事业发展，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
翻开书卷，墨香馥郁，你能真切感受到黄土文化的开放、包容、多元、和

谐，黄土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发力，闪烁着传统文化之光，融合着民族文化之

魂，孕育着革命文化之根。 它既为世人了解和传承黄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

户，又能激发起神木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无限热情。 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神木要深化改革、转型发展，践行省委、省政府“四个定位”要求，实现“两
区”建设目标，必须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弘扬融合历史积淀与时代精神的黄土

文化，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希望大家读一读《黄土文化系列丛书》，
了解神木的过去，把握神木的今天，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创造神木美好的

未来。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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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谒石峁
项世荣

从高家堡故城东门出去向东约 ２ 华里，便到了石峁东门口，岔路口有一

块新立的石碑，上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峁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公布，陕西省人民政府立。 二零零六年四月”。
我们在向导陪同下，从前石峁村攀山而上，首先到了被称为“英宁府”的

地方。 据说，这是唐宁国公主住过的地方。 民间传说，当年唐王朝为了和

亲，把一位公主嫁给匈奴人，公主随人马来到石峁，一望远处，黄沙弥漫，死
活不肯再走，唐王朝和匈奴人经过商议，便在此处为公主修建了宫殿，名为

“英宁府”。 站在“英宁府”，瞭望全山，“人”字形的山上到处是石头摞，远远

近近，把山梁、山峁、山洼堆成十分壮观的石头阵。 这些石头是远古时代的

建筑用料，后来因农业生产被人们清除堆积成现在的样子。
我从小就听说过一个传说：远古时期，有姊妹二女王分别驻守两座城

池。 姐姐在离石峁城四十里的东城里，妹妹在石峁城里。 两城各挂一口金

钟，遇有紧急情况，只要一敲金钟，另一方闻声马上就会驰援。 我曾在解家

堡南边的胡家畔村对面见过一座旧城遗址，据说那就是当时的妹城，也有说

柏林堡的。 不管是哪一座，相距都约四十里，快马行程在两小时之内。 据说

那妹妹闲得无聊，有天便敲响金钟取乐，以试探姐姐是否真救她。 姐姐听到

钟声当然不敢怠慢，领人马飞奔而来，才知道是一场虚，当下严厉训斥妹妹

一顿，又好言开导一番，就带人马回去了。 过后不久，钟声又响，姐姐以为又

是妹妹恶作剧，便不当回事。 可这次恰恰却是妹妹在报急军情，待狼烟四

起，姐姐方知大事不好，急带人马来援，但城已破了，人也完了。 从此以后，
石峁成了废城一座。 这一故事产生于何时，流传了多长时间，现已无法考

证，但石峁曾是一座重要城池则是事实。
我们在山上转游了近两个小时，走了大概 ５ 平方公里地，还有将近一半

—３—



的地方没有转完。
翻开神木文物档案，石峁遗址赫然在目。 从四五千年以前的龙山文化

时期开始，一直贯穿到唐以后，这个方圆约 １０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类演绎了

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啊！
石峁遗址是陕北不多见的著名古遗址之一，它她在文物界的名声甚至

比神木都大。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石峁是原始社会阶段龙山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我国西北部新石器文化重要的代表地。 石峁玉器所代表的石峁

文化说明当时社会经济和手工业加工已非常发达，据现存世界各地玉器来

看，是体和量都十分巨大的一种文化艺术产品。 之所以形成石峁文化，我觉

得主要应是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上古时陕北大地气候温润，到处是森林

和江河湖泊。 传说中的大泽大概就是在距石峁百余公里的鄂尔多斯山地以

北，其范围应在内蒙古阴山以南、甘肃祁连山以东、山西吕梁山以西的这一

广大区域。 这应是大环境。 二是石峁周围河湖密布，森林茂密。 今永利河

当年一定水量充沛，鱼鳖广布；周围的高家堡大川则应是一处广阔的湖泊，
先民进山可狩猎，捕到林中之兽；下湖可打鱼，捕到湖中鱼类。 由于生存环

境优越，人口越聚越多，于是便形成了石峁古城。 后来又因人多食物匮乏，
便向四周扩散，而四周环境相类，于是又向更远的四周扩散。 这就是今天神

木县 ２１ 个乡镇共有千余处原始文化遗存的原因，也是神木境内不下十数处

“海子沟”名称的原因。 当然，与石峁人同时期在今陕北一带活动的原始人

肯定不仅仅是这个范围，而是整个陕北甚或一个更大的范围。 清涧“鬼方古

城”和佳县“石摞摞城”的被发现就是证明。 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生活的

需要，打鱼狩猎仅成谋生的手段之一，在农耕和贸易的催生下，商品出现了。
三是由于石峁地处中原文明与沙漠文化交界地带，两种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自然就使石峁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始商埠。 中原的粮食，沙漠上的皮张是这

里的主要交易品。 在交易中，奴隶主们发现了玉器这种贵重物器的价值，于
是玉器加工和交易便逐渐成为石峁的特色与代名词。 中原的，西域的，南蛮

的，北狄的，各色商人用自己携带的不同产品来交换石峁的玉器，而石峁人

则干脆弃农、渔之传统，专门到西域之地采集玉石加工，这应是今天石峁玉

器遍天下的由来。
由于大洪水泛滥，中原出现大禹这样的治水英雄，水泽之水被逐渐导向

东流，所以黄河形成了。 石峁周围的湖泊之水也随之决口东去，于是，在今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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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木境内，黄河的支流窟野河形成了，石峁附近的秃尾河也形成了。 秃尾

河又叫退河，就是一截一截后退的意思，这更说明沙漠中的湖水决口拉沙成

河为事实。
汪洋中逃生的中原先民发现被他们称为鬼方（即古方。 鬼者，老也，古

老、先民之意）的人，不仅生活优哉安然，而且手艺非常好，制作的石峁玉器

那样神工鬼斧，巧夺天工，于是又一次发扬治水的豪情，开始征服包括石峁

在内的鬼方广大地区。 前不久，一个电视片中的专家介绍说，中原先民共用

了 １０ 年时间，打败了鬼方，不仅占有了加工玉器的石峁这片地区，最远处还

打到了生产和田玉的新疆。 石峁被征服了，石峁的制玉手艺却未失传。 作

为一个中原和边塞的分界区域，它在此后又存在了三四千年，直到中世纪的

元代之后，石峁古城才好像被彻底废弃，但其功能和治所转移到了偏西南三

四里的高家堡城东山一带。 但是，作为石峁古文化最瑰丽的石峁玉器，却一

直流传下来。 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荒山水渠中无意

收集到的玉器陶器仍然“筐载箩抬，比比皆是”。 其间，外国人和一些文物专

家常来淘宝，但因其数量巨大，多不敢公开，故石峁遗址一直不被外界关注。
时间到了 １９７６ 年，一直在陕北一带进行文物考察的中国科学院陕西分

院专家戴应新发现了石峁遗址，并组织人员对石峁遗址进行了有限的抢救

性发掘，于是石峁才开始进入世人视线。 １９９２ 年石峁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６ 年又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作为石峁当地的居民，除了知道上述的那些传说外，并不曾真正认识

石峁。 真正认识石峁是在 ２００２ 年到文化局工作以后。 虽然如此，因种种原

因，直到今天才首次亲登石峁山，尽管过去曾无数次从它脚下经过。 登山凭

吊，令人感叹沧桑：曾经那样辉煌的石峁，如今除了那些石摞以外也只是一

个普通的农村山峁。 我们下山后专门走进村干部家，发现这里虽然勉强通

了公路，但多数人已外出务工，村里的人口不到 １ ／ ３。 他们也知道石峁已成

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但能给村里带来什么好处，大家都不甚了解。 今后能

不能修柏油路，旅游业能否发展起来，退耕还林的政策还搞不搞，给村里上

点类似的项目是他们最迫切的愿望。
我曾记得原市文管办主任康兰英女士说过，石峁是夏文化的重要代表，

如果认真研究与宣传，是能够单独命名文化时期的重要原始遗址。
今年，我的同学王牧林曾陪北大一位专家过来考察，打算专门出一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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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石峁玉器方面的书；他们还认真考察了张应雄先生个人举办的麟州博物

馆，对里面的石峁文物给予了特殊的关注：长达六七十公分的石峁玉刀固然

令他们神往，就是那石峁出土的石猴，他们也同样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与

热情。
石峁是个谜，就像它至今未被世人关注一样。 一旦这个谜被解开，它可

能还会像当年那样光彩夺目，令人神往呢。

—６—



石
峁
︓
华
夏
民
族
的
精
神
家
园

石峁：华夏民族的精神家园
项世荣

石峁遗址，位于神木县高家堡镇东山之上，总面积超过 ５ 平方千米，是我

国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文化遗址。 石峁遗址 １９８３ 年被公布为县级文

保单位，１９９２ 年被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２００６ 年被公布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石峁遗址发现于 ２０ 世纪初，其出名的原因是该地玉器特别多。 据说当

地村民在生活困难年月曾“笼驮”“驮载”“斗玉易升米”，因而引起一些文物

贩子和少数考古人员的注意。 最早发布石峁玉器信息的是一个叫萨尔蒙尼

的美籍德国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长期在陕北从事文物调查征集的陕西社科院考古专家

戴应新先生曾大量收集石峁文物。 ８０ 年代，西安半坡等单位还曾在石峁遗

址内搞过一次小范围的试发掘。 但由于条件限制，当时对遗址的范围并未

确定，虽然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遗址意义非凡，但认定遗址的范围仅 ９０ 万平方

米左右，遗址的外城墙被误认为是战国秦长城。
２００９ 年，为配合县情展厅图片收集和编制石峁文物保护规划所需要的

地形图，我们请西安一家测绘公司为高家堡和石峁拍了一张航拍片，从图上

才知道了石峁外城的大致范围。 ２０１０ 年，在我县的呼吁下，省文物局批准了

对石峁进行调查发掘的请求，同时将方案上报国家文物局。 ２０１１ 年，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对石峁遗址开始了前期调查。 这次历时两个余月的调查，搞清

了遗址的基本布局，发现遗址由皇城台核心区、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总
面积超过 ４００ 万平方米。 ２０１２ 年，经陕西那家测绘公司重新测量，确定石峁

遗址面积在 ５００ 万平方米以上，故成为全国目前发现的最大史前古遗址。
为配合石峁的考古研究，神木县在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曾邀请国内权威玉

器专家两次聚集神木，对石峁玉文化展开研讨。 在这两次会上，专家对石峁

玉器的器形、时代、数量、质量、品质、文化价值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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