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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大国，5000年的灿烂，奏响了一曲钟鼓雅

乐。站在时光的源头，倾耳似乎能听闻时空长廊的回

响，那是先民的呼唤。纵目蚕丛建立的巴蜀，在创造

了青铜文化的另一辉煌之后，这一充满谜团的神奇国

度却突然消失。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令人疑窦顿生的

“天书”，其中怪异的图画和符号蕴含着至今仍然无

法破译的信息。

为大汉帝国驱逐而被迫北走的匈奴人，是否便是

欧洲史上令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翩若惊鸿，

婉若游龙的洛神，这位让曹植梦牵魂系的女神，她的

原型又是谁？自古红颜多薄命，杨贵妃魂断马嵬坡，

却也由此演绎出了一段离奇的生死之谜。

清末名噪一时的刺马案，是为仗义，抑或只是一

场被卷入权力斗争的政治游戏？诉讼数载，无辜蒙冤

终得雪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冤案？奇案？怪案？种

种令人拍案称奇，事事令人不胜唏嘘。

那些曾为前人视为日常的存在，那些曾经发生

过的故事，随着时光流逝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最终成

为悬案。徜徉于传奇投射的光影之间，走过先世的遗

迹，一一抚摸它们留给我们的沉思和疑惑，穿过千年

迷雾透视遥远的过往，久久意难平。

前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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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团重重的文明故址

神秘微笑的女神

——牛河梁遗址探秘 

在中国远古神话中，有一位用黄土造人、用

五色石补天的女娲娘娘。几千年来，她被奉为华

夏始祖，但历史上是否真有“女娲”其人，人们

又是从何时起开始崇拜她的，一直是个谜。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终于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

遗址见到了“女娲”。

传
统观点认为，华夏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流

域，或者说是黄河、长江流域。然而，当

以坛、庙、冢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被发现的时候，

她那丰富的文化内涵、高超的发展水平，不仅震

撼了人们的双眼，也震撼了人们的思想。人们意

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

的，辽河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女神庙和女神像

在
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

有一条缓缓流淌的牡牛河，因此这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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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这一位置刚好位于红山文化地点分布的

中心位置。1983 年，考古学者在牛河梁主梁的

北山顶发现了一座庙堂遗址。这座庙堂由一个多

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

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多室建筑中有中

心主室，其他房间在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和另

外的附属建筑一起，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

称的殿堂。在建筑物墙壁的残块上，绘有赭色与

黄白色交错的三角纹几何图案，被认为是中国目

前发现的最早的壁画。

这座庙堂供奉的是谁呢？人们在庙西侧发现

了许多人物泥塑造像的残块，包括头、肩、臂、

手、乳房等器官。显然，这些是女人像的残块，

而且分属 6 个个体。她们的形体有大有小，或张

开手臂，或曲肘握拳，但都呈盘膝坐姿。根据塑

◆红山文化·勾云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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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小和体态的差别来看，这些形神兼备、栩栩

如生的塑像似乎是有中心、有层次排列的女神。

其中，有一尊和真人大小相当的彩塑女神像。

她的肢体虽已残碎，但头部却保存完好。她的眼

睛是用 5 片淡青色圆饼石做成的，看起来炯炯有

神，极富生命力和神圣色彩。她是典型的蒙古利

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接近。在女神上臂

的空腔里，人们发现了一些被火焚成的灰渣，专

家推测，这些灰渣有可能是人骨渣。古籍记载，

女娲的第一大功劳就是“抟黄土做人”，而牛河

梁女神带有肢骨的塑件，似乎与古籍记载有某些

相似。如此看来，牛河梁女神群像是中华文明幼

年时期的艺术高峰。在女神像的身上，亿万炎黄

子孙第一次看到了用黄土塑造成的 5000 年前祖

先的形象。

据推测，牛河梁女神

可能是上古人对女娲的一种

回忆或崇拜，或者是当时族

群里的权势者的象征，更或

者是受到崇敬的祖先。而

传说中古代最高统治者的

祭祀活动——“郊”、“燎”、

“火帝”也可能在这座供奉着

◆红山文化·玉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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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的庙里举行过。

这里还供奉着许多动物塑像的残块，包括猪

龙和禽爪。猪龙的头顶以及身体的大部分已经残

碎缺失，只剩下头、耳、吻及前身、下肢部分，

但人们仍能感觉到它昔日的风采。那尊禽的塑像，

只剩下了趾爪，关节突出，趾尖锐利，表现力极

强，在做奋力抓攫状。猪龙神和禽类神的出现，

意味着牛河梁人已经超越了对自然的崇拜阶段，

进入到了图腾崇拜的时期。

金字塔形积石冢

在
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人们还发现了

4 座积石冢，它们的特点都是以石垒墙、

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其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在

墓室里，排列着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石棺墓群，

它们是探讨东北亚地区石棺墓形制起源的重要资

料。在架子山顶一号冢中心大墓里，发现了一具

完整的男性骨架。他的头两侧有两个大耳环，胸

部有勾云形玉佩，双手握着一对雌雄玉龟，手腕

上还戴着玉镯。人们推测这位墓主人生前是这个

部落的领袖，统治着这个富有的族群。

在距离女神庙 4 千米外的转山，人们还发现

了一座“金字塔”式的大型建筑遗址。这座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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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建筑占地近万平方米，使用夯土石砌的圆形台

阶的形制，基部直径 100 余米，残存高度 20 余米，

顶部堆积大量坩埚片，下部中央位置埋有骨架。

这座巨型建筑，使用了大量的巨石，很难想象当

时的人们是怎样把它们从远处搬运来的。牛河梁

发现的这座金字塔，堪称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

最庞大的金字塔。美国、法国、日本和印度的一

些学者，在实地考察后，也都惊叹红山文化是可

与埃及金字塔、印度河摩亨·佐达罗古文化相媲

美的世界性发现。

神采奕奕的玉猪龙

牛
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不仅以女神庙和积石冢

闻名遐迩，这里出土的精美的玉猪龙同样

震惊了世人。

过去，人们对龙的形成说法不一，一般认为

龙的形状来源于蛇、蜥蜴、鳄鱼等为主体的多种

动物组合。然而，在牛河梁发现的这条玉“龙”，

似乎是猪首蛇身的组合体。这样一来，人们才把

龙的形成和猪联系在一起。这枚猪龙形玉饰，整

体扁圆，体卷曲如环，大耳，吻部前突，口略张

开，体型厚重、光洁，体现了牛河梁人独特的玉

器制作技法。从工艺水平上看，人们很容易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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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商周时期的器物，然而，牛河梁文化时期

却比商代早了两千年。因此，专家认为玉猪龙不

仅与宗教有关，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某种等级或权

力的象征，已具有“礼”的雏形。

五千年前的祭坛

除
了牛河梁的女神庙和积石冢，考古工作者

还在喀左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的东山嘴发现了距今 5000 年的祭坛遗址，这是

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宗教遗存。遗址坐落在山

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

长约 60 米，宽约 40 米，

四周是开阔的平地。遗址

的核心部分是一座大

型方形台基，东西长

11.8 米，南北宽 9.5

米。在祭坛上部，

堆积着黑灰色的碎

石片层，下部用黄

土堆积，底部为平

整坚硬的黄土层和大

◆红山文化·玉雕神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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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红烧土层。在祭坛前端，有一座圆形台基，

直径 2.5 米，是在黄土的基础上用石块砌成的，

周围镶上了石片，石片里铺了一层大小相近的河

卵石，应该是当时的人们从山下的河里特意挑选

的。这组石建筑在石料加工和砌筑技术上相当讲

究，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注意对称，有中心

和两翼之分，具有中国传统的南北方圆呼应的建

筑特色。从祭坛建筑的规模来看，其规模之大是

罕见的，所用石材之多也是惊人的，这绝不是一

个氏族或个别部落所能为的，应该是若干个部落

联合营建的。

在基址的内部和周围，还出土了大量的器物。

其中，陶器占绝大多数，还有双首璜形的玉饰和

鸭形绿石饰物等。在这里，人们又发现了 20 余

件红泥陶女人塑像残块。这些塑像包括两类：一

类是小型的孕妇的裸体立像，她们腹部突出，臀

部肥大；另一类是大型的人物坐像，逼真自然，

富有动感，而且符合人体结构比例，其大小约相

当于真人的 1/2。这是一组形态各异的陶塑人像

群，发现它们的地点不是人们居住的遗址，也不

是墓葬，而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这说明它们

与祭祀有关，而祭祀的性质，有的人认为是祭地

母神、农神和生育神，也有的人认为是祭祀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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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它们标志着红山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

水平。东山嘴祭祀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前宗教

研究扩大了视野，开创了新的领域。

从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到东山嘴祭坛遗址，从

女神像到玉猪龙，人们不难感受到辽河流域史前

文化的发展水平。虽然蒙在它们身上的神秘面纱

还未被完全揭开，但它们仍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

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

3000年，它以辽河流域中的辽河支流西拉沐沦

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约20万
平方千米。

◎红山文化早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当时

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

落集团，这一社会形态发展到晚期后逐渐向父

系氏族社会过渡。

◎红山文化内涵丰富，其遗址出土了大量造型

生动别致的龟、鸟、蝉、鱼等动物形象的玉

器。其中，内蒙古赤峰红山出土的大型碧玉C
形龙被誉为“天下第一龙”，这件作品周身卷

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

文化玉器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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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消失的文明

——巴蜀文明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蜀道的尽头，曾经

摇曳着一只光彩夺目而又神秘莫测的王国之舟。

虽然人们能够在战国以后的古籍中，看到这只王

国之舟在挣扎中沉没的片段，却无法看清它所拥

有的千年辉煌。

山
海经·海内经》里有一段描写 ：在西南的

黑水之间，有一片叫都广的地方，后稷就

葬在那里。那是一个充满农业文明色彩的国度。

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有“蜀王据有巴蜀之

地，本治广都樊乡”的记载。晋代文人郭璞则认

为“都广之野”即是扬雄提到的“广都”。那么

这传说中的“广都”究竟在哪里呢？

古国现身

川
西平原东北部的广汉三星堆，位于沱江上

游的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东邻龙泉山脉，

西接岷山山脉南麓，属于冲积平原的二级阶地。

这里水源密布，土壤肥沃，是“水旱从人”、“不

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的中心。千百年来，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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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在这片土地下，竟然掩埋着距今 5000

年～ 3000 年的古代蜀国的辉煌历史。1929 年，

人们在四川省成都市以北 40 千米处的月亮湾发

现了玉石器。1986 年春，一号、二号祭祀坑也

相继出现，三星堆在沉睡了数千年之后，惊现在

世人眼前。

考古专家认为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

之一，根据出土的文物和几十年来的发现，可以

还原古蜀文化的序列：月亮湾极有可能是宫殿区，

三星堆区域是祭祀区，鸭子河一带可能是手工作

坊区，如果把那些被老百姓叫做“梁子”的土埂

看做城墙的话，古时都城的轮廓就可以勾勒出来了。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

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的这首著名的

《蜀道难》，似乎道出了巴蜀文明流传的时间，但

它显然是以神话传说为基础，极尽文人的夸饰。

如今，科学工作者在三星堆发掘出土的青铜凸目

◆三星堆出土的
大型人面具
这 个 青 铜 面 具
形体巨大，造型
粗犷，两眼球凸
出眼眶外约30厘
米，为迄今中国
发现的最大的青
铜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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