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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千年的曙光已照耀全球，新世纪的教育面临更大

的挑战与机遇；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学生减负的大力推

行，基础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开展等等，都对新世纪的教

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能否立足于新世纪，成为新世纪的主人和强者，关

键在于你是否拥有足够的竞争资本和超强的竞争能力，

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小学时期正是积累知

识与培养素质的关键时期，应该及早认清自己，进行自我

设计，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训练，全方位塑造自己。他们

必须具备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敏锐的触觉、更为广博的

知识，才能适应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才能肩负起

建设好祖国、造福人类的重任。人才的成长，除了主观因

素外，在客观上也需要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其中，能

否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优质图书，对于中小学生，在某

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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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门类博杂、囊括百科，举凡天文、地理、动物、

植物、历史、文学、语言、建筑、科技、美术、音乐、绘画、饮

食、体育、军事、卫生以至学校图书馆各个类别的图书都

有涉及和介绍。丛书主要表现在观点新、题材新、角度新

和手法新，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形式活泼，语言流畅，通

俗易懂，富于科学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书将成为广大

中小学生增长知识、发展智慧、促进成才的亲密朋友。

我们衷心地希望，广大的中小学生一定为当好新世

纪的主人，知难而进，从书本、从实践中吸取现代科学知

识的营养，使自己的视野更开阔、思想更活跃、思路更敏

捷，更聪敏能干，成长为杰出的现代化人才，为中华民族

的崛起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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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震惊世界的发现

１９７３年夏天，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浪墅桥村 （原余
姚县罗江公社渡头村）发现了一处史前文化遗址———河姆渡
遗址，这个发现是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该遗
址以其久远的年代、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保存完好的文物资
料震惊了学术界，引起世界广泛的关注。

河姆渡的地理、历史

河姆渡是个古老的渡口，东距宁波市区２５公里，西离
余姚市区２４公里，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姆渡遗址
就位于它的北岸。遗址往东１公里处，有一群略呈南北向的
小丘陵，向西与宁绍平原接壤，向南５００米远即是峰峦叠嶂
的四明山脉，山地高度在３００～４００米之间，北面是一片宽
阔的平原，越过平原有一块丘陵，翻过丘陵即是杭州湾。遗
址与四明山之间有姚江相隔，百里姚江发源于四明山腹地的
大岚，自西向东蜿蜒流淌，到达宁波三江口与奉化江汇合后
注入甬江。江水悠悠，日夜不息，它似乎在向人们娓娓地讲
述着千百年来，在它身边发生过的故事。

历史上河姆渡曾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门户，
在它以东３公里的城山渡曾是越国海防要塞句章城旧址。据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西汉武帝时东越王余善背叛中央，
汉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率军队从句章出发，经海路抵达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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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河姆渡西面３公里的车厩是越国屯积粮草军马的后方
基地，有越王庙遗址尚存。河姆渡适在其间，想必是几度热
闹几度寂寞，但究其地名也可以追溯到汉初，与一位叫夏黄
公的隐士有关。《史记·留侯世家》载，秦汉之际夏里地方
有位姓崔名广字少通的学者，与东园公、 里先生、绮里季
三位名士隐居于商山，四人鹤发童颜，名声远播，史称 “四
皓”。后来四人被吕后用计赚入宫中辅佐太子刘恒，在宫廷
夺嫡斗争中获胜，使太子在高祖刘邦死后成为汉朝第二代皇
帝。但不久崔广不满吕后擅权，改名黄公躲避甬东，隐居在
河姆渡附近老死终生，埋葬处清初史学家黄宗羲 《四明山
志》有考略，“黄墓山，其山带江，有覆船之号，有大里黄
公墓，”这覆船山即屹立于渡口南岸的渡头山。迄今，渡口
北岸凉亭内还保存着一块清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立的 “黄
墓渡茶亭碑”，证其山名、地名、村名、渡名皆源于夏黄公
其人。自汉以降，这里人口再度稠密，特别是三国两晋时期
北方大批移民抵达这里，使河姆渡成为杭州至宁波交通线上
的一个中途站，据方志记载，南北往返姚江两岸的山民、村
农、商贩及来此寻防黄公遗迹者每日有千百人过渡。１９７３
年遗址发现时，渡口北岸遗址之上的渡头村有３４户村民，
渡口南岸的河姆村有２３０多户村民。此地农历四、八集市，
每逢市日，周围各地山民纷纷来此赶集，山货特产摆满长
街，呈现一派热闹繁华景象。至于黄墓渡何时称河姆渡，乡
土文化研究者认为这是书面语与方言转音的缘故，这个说法
也自有道理。渡口两岸的居民都是外地逃荒要饭过来的难
民，河姆村２３０多户村民竟有８０多个姓氏。最早落户的是
应、崔两姓，如今姓应的屈指可数，姓崔的只剩下一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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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族大姓，形不成姓氏称谓的村落名称。而众姓杂居，言
语混杂，容易把字读别。不过宁波人把母亲称为阿姆，“阿”
是语气字，“母”即 “姆”，河姆渡附近还有郭姆、姆湖、所
以 “姆”的名字也许是河姆渡血缘氏族时期遗留下来的称谓
吧。

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与许多重大的发现一样，河姆渡遗址也是在非常偶然的
情况下被发现的。１９７３年夏天，罗江公社为了兴修水利以
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决定在渡头村北侧，紧靠姚江的
小河边上建造一座排涝站。为安装大型水泵，地基需深挖３
米以上。该工程于６月下旬开工，到了６月底，当时的罗江
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罗春华同志到工地检查工程进展情况。挖
土的民工向他反映泥土中混有很多石头、瓦片、还有骨头，
把脚都划破了，很难挖，工程无法顺利进行。罗春华一看，
基础两侧和地底露出成堆的破罐、碎盘，仔细看还有坚硬的
石块，动物的骨、角残骸裸露在泥土中，有的民工还把拣出
来的鹿角、骨针和木矛等文物给他看。罗春华同志感到，这
是一堆古代的器物，他马上叫队长把流散到民工手中的器物
集中保管起来，并立即打电话报告县文化站，请他们来处
理。

县文化站接到报告后，当即派许金耀等同志到工地察
看。老许认为这是一处含量非常丰富、年代相当古老的文化
遗址。他立即把情况报告给馆领导，请求转报省文管会，同
时与区、乡领导取得联系并要求暂停施工，保护现场。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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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县革委会批准，暂缓施工。第三天，在河姆渡附近保国寺
工作的省文管会干部王士伦先生来到工地，王先生被丰富的
文物，精美的器物惊呆了，他认为这是浙江省境内未曾见过
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当即携带标本，返杭向领导汇
报。第四天，省博物馆汪济英先生带领几名工作人员奔赴河
姆渡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一个举世瞩目的遗址就这样在非
常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了。

罗春华同志是位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长期从事农村工
作，他为什么会对那些石头、瓦片和骨头引起重视呢？原来

１９５９年的时候，他曾在浙江农业大学短期进修。１９６２年，
浙农大部分师生到罗江进行土质调查，农大的教师告诉他，
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是海，罗江一带成为陆地的时间还不长。
这次当罗春华看到地底下挖出这么多东西，联想起农民在开
沟挖土时常常挖出木桩、木材还以为是挖到了一条沉没的大
海船，因此格外重视，没想到竟是这么一个重要的新石器时
代遗址。这个偶然的发现不仅震惊了考古学界，而且还震惊
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历史上，河姆渡遗址曾有过几次被发现的机遇。抗日战
争时期，在今天第一次考古发掘现场稍稍往东的地方，曾挖
过战壕。本世纪６０年代，一条宽３米、深３米、长８０米的
水渠贯穿了遗址，但都因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而
与它失之交臂。如今，河姆渡遗址不光为专家、学者研究古
代生态环境、地理、地质、农业、建筑、制陶、纺织以及中
华文化起源等方面提供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还为向广大群
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优秀的教材。
罗春华、许金耀两位老同志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功劳将永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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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河姆渡遗址发现以后，在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７年，浙江省文

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对它进行过两次科学发掘，共
揭露面积２６３０平方米。

第一次发掘选址于原渡头村北的晒谷场，从１９７３年１１
月４日开始至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０日结束，历时７１天，共布探
沟６条和探方２８个，实际揭露面积６３０平方米，出土文物

１６００多件。余姚市为做好本次发掘工作，成立了河姆渡遗
址第一次考古发掘领导小组。第二次发掘选址于第一次发掘
区北２０米的稻田上，从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８日开始至１９７８年１
月２８日结束，历时１１２天，共布探方２０个，揭露面积

２０００平方米，出土木、石、骨、陶质等各类文物达４７００多
件，发现墓葬２７座，灰坑２８个，还有大片的木结构干栏式
建筑遗迹和大面积的稻谷堆积层，以及大量的动植物遗存。
第二次发掘时，宁波市成立了河姆渡遗址发掘领导小组，我
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亲临
现场指导，古建筑专家杨鸿勋先生、南京大学地质系刘泽纯
先生到现场分析木结构房屋遗迹和地质情况。

两次发掘，发现了大批重要的遗物和遗迹，在６０００多
件编号的器物中，有不少是罕见的珍品。河姆渡遗址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经过较大规模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
之一，它如一座藏品极为丰富的地下博物馆，形象地展示了
南方远古先民生产、生活的真实情景。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
发掘，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仅起源于黄河
流域的观点，雄辩地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有灿烂的史前文化，
黄河、长江同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母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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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河姆渡氏族村

河姆渡遗址所处的宁绍平原是一块成陆不久的海积平
原，遗址第四文化层以下即是生土层，生土层中含有许多海
洋性微生物的化石，说明在河姆渡文化之前相当漫长的一段
时间里，这里曾属于潮间泥滩或河口的地质。到了大约距今

８０００年左右的时候，随着海平面的下降，河姆渡遗址所在
地才渐渐地成为陆地。河姆渡人是第一批到达这里并定居下
来的原始先民，河姆渡村落则可以享有 “东南沿海第一村”
的美誉。

河姆渡村落的环境风貌

７０００年前，河姆渡村落的南面是绵亘不绝的四明山脉，
村子距离最近的山头仅有１００余米。四明山上，有茂盛的原
始森林，常绿落叶阔叶林布满其间。村落与四明山之间以沼
泽和浅滩相间，还没有姚江的阻隔，而从四明山上下来的芝
岭溪则水流湍急，流经村落，向北注入湖沼。大约是在距今

５０００年左右的时候，由于原姚江北部平原的上升才使姚江
改道从河姆渡村落与四明山之间流过。那时候，村落的东、
西、北三面是浩瀚的湖泊沼泽，如今，在这范围内的大片土
地，其表土１～２米以下便可见到深达１０余米的淤泥层和大
片的泥炭层，这都是当年湖泊沼泽的沉积。这种背山面水的
自然环境，与今天的地理情况已有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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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河姆渡村落离海洋不远。西汉时期，河姆渡以东３
公里的句章古城曾是出海口，因此，河姆渡时期离海岸最远
不过１０公里。这种山地、森林、丘陵、平原、湖泊、沼泽
与海洋相间的地理环境，加上当时气候温润，雨量充沛，使
这里的动植物资源都极为丰富。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经
专家鉴定，动物至少有６１种、属，植物也在２５种以上。其
中动物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河蚌、螺蛳、青蟹、乌龟、鳖、
各种鱼类、鸟类和猪、狗、水牛以外，还有红面猴、穿山
甲、貉、豺、黑熊、老虎、大象、犀牛等。植物则以紫楠、
香桂、苦楝等落叶、阔叶林为大宗，还有山桃、酸枣等灌木
和菱角、芡实等水生植物。丰富的动植物遗存为我们形象地
描绘７０００年前河姆渡优越的生态环境提供了条件，让我们
暂时穿越时光的隧道，去领略一下河姆渡村落周围的风貌。

清晨，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万道霞光便穿过薄雾洒向
广袤的大地，四明山的轮廓渐渐地显现出来。山上树荫如
盖，树枝上挂满紫藤萝蔓，树上小鸟啾啾，不绝于耳，给沉
寂的山林带来勃勃生机。地下层层的落叶，好似铺着一张富
有弹性的软垫。灵巧而又敏捷的猴子在林间攀藤越树打着秋
千，大象甩着长长的鼻子，碗口粗的树干如青草一般轻轻一
卷就被连根拔起。树林深处，偶尔可见黑熊的踪迹，它挪动
着笨拙的身体，慢吞吞地走来走去寻找着猎物。林间沟壑，
清泉潺潺，一股不大的瀑布从岩石间直泻下来，哗哗的响
声，如泉水欢快地吟唱。瀑布底下，犀牛正在淋浴洗澡，有
时远处还隐隐传来几声虎啸……

穿过树林，是一片绿草如茵的缓坡，鲜嫩的草尖上，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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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的露珠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水牛、梅花鹿、水鹿、麋
鹿正美美地吃着青草。

广阔的湖面上，袅袅升腾的水汽如缕缕轻烟，随风飘
散。待雾霭散尽，碧绿清澈的湖水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
组成一幅天然的水墨山水画。水中鱼儿成群，自由自在地穿
梭游弋，鲤鱼摆动着漂亮的红尾巴好像在向众鱼儿炫耀它的
美丽；鲫鱼正在活泼地翻动身子，鳞片闪闪；黄颡鱼张开它
那锯齿似的锐利鳍刺；青鱼、乌鳢鱼在水草中翻滚嬉戏；滨
海河口的鲻鱼、裸顶鲷也恰好来此做客；众鱼儿或轻轻浮
游，或追逐嬉戏，显得那样悠闲恬静。水底下，乌龟、鳖成
群结队地来回爬行，河蚌、螺蛳缓缓移动，有时，它们也露
出水面或移向岸边，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湖边沼泽，芦苇摇曳，是各种水鸟的天堂。鸬鹚、鹭、
鹤等憩息其间，鹈鹕、野鸭在水面低徊，还不时地表演几回
水中捕鱼的绝技。草丛中的扬子鳄张着大嘴巴，似乎正等待
着从天上掉下美食……

河姆渡先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出灿烂的河姆渡文
化。

河姆渡人的形体容貌

河姆渡遗址距今已有７０００年的历史了，那么河姆渡文
化的创造者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的形体容貌又是什么样，和
现代人有没有区别？他们的后代在哪里？现在宁绍平原的人
民是不是河姆渡先民的后裔？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遗址出土
的人骨架的鉴定，揭示他们的形体容貌，从而找到我们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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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都在当时居住区内进行，没有

发现氏族公共墓地。在村落中，发现了埋在第一至第三文化
层之间的２７座零星墓葬。１９７８年３月，发掘结束后，人类
学家韩康信、潘其风先生曾到发掘现场，对第二、三文化层
出土、保存较好的１３具人骨架进行测量、鉴定，根据头部
骨缝愈合情况，出牙和牙齿磨损度以及骨骼的形状特征，对
他们的年龄、性别、体形、人种作出认定，辨认出男性骨架

５具，女性４具，未能辨认性别的４具；成年人４具，６～
１５岁的儿童９具。其中编号 Ｍ２３、Ｍ１７的头骨比较完整，
鉴定主要围绕他 （她）们展开，对我们认识河姆渡先民的形
体容貌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１．Ｍ２３、Ｍ１７的年龄。Ｍ２３出自第三文化层，头骨硕
大，前额接近阔额型，颧骨宽大而外突，下颌厚大，下颌骨
稍外翻，男言特征明显。头部的主要骨缝和冠状左右翼及矢
状缝的前段已愈合，人字缝基本愈合，按现代人愈合时间，
估计年龄为３０～３５岁。但从骨性凹突，肌线发育较弱，骨
面较光滑的情况看，年龄还应再轻几岁。从出牙及磨损度
看，第三臼齿的磨蚀度达三级，第二臼齿为二级强，第三臼
齿为二级弱，按现代人磨蚀标准，约为２５～３０岁。因为古
人骨缝愈合较现代人早，所以 Ｍ２３的年龄定为２５～３０岁。

Ｍ１７也是出自第三文化层，头骨和下颌骨完整，前额膨突，
枕外隆凸缺乏，下颌枝内翻，尖形颏，头骨特征表示是接近
成年的女性。从牙齿萌出情况看，门齿到二臼齿已经长出，
第三臼齿尚在齿槽中，第一臼齿磨蚀度约为二级强，第二臼
齿约为二级，从牙齿磨蚀度看，Ｍ１７的年龄在１４～１５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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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从 Ｍ１７头骨的主要骨缝包括冠状缝、矢状缝和人字缝
已经部分愈合的情况看，她的年龄还要大一些，但与 Ｍ２３
一样，古人的骨缝愈合时间比现代人早的特点，年龄定为

１４～１５岁比较适宜。

２．Ｍ２３、Ｍ１７的身高和体形。测量身高可以把骨骸按
生前位置复位后，测量全身加上关节部分的长度。也可以先
测出零散体骨长度，然后按照我国人种身长的特征，换算出
身长。河姆渡人的身高是用后一种方式测出的。Ｍ２３的股
骨长为４５厘米，胫骨长３７．２厘米；Ｍ１７股骨长４０厘米，
胫骨长３１．８厘米。据此测算，Ｍ２３身高为１６９．３～１７０．４
厘米，Ｍ１７的身高为１５７．５～１５８．６厘米。

我国现代人的身高为１６０～１８２厘米，河姆渡的身高处
于现代人身高的变异范围之内。其它方面譬如他们的脊椎骨
侧面呈Ｓ形弯曲，这样便能挺胸收腹，使躯体保持在垂直的
体中轴线上。头骨与颈骨连接的颈面已向头骨中央推移，有
利于直立时头骨重力的平衡，便于昂首远望。从股骨和胫骨
的长度看，下肢长度已超过上身，足跟和前掌出现拱形。所
以从形体上看，已很难把河姆渡人和现代人区别开来。在旧
石器时代早期，当人类从猿跨入人的门楣的时候，人的身高
约为１３０厘米。至５０万年前的北京人时，人类身高已达

１５０～１６０厘米；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今，人类身高平均在

１７０厘米左右；而近几年来，我国年轻人平均身高已超过

１７２厘米。人类身体的增高既与食物及营养进步有关，又和
人体直立形态的完善有关，但身体增高不是无限制的，今后
营养水平达到人体需求后，在科学的指导下人类将更健康长
寿，而身高不会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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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Ｍ２３、Ｍ１７的容貌。从头骨看，两人额顶圆满，颅
腔很大，面骨比旧石器晚期的柳江人更缩小，只占头骨的

１／３。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随着大脑对人的支配作用不断扩
大，颅腔也随之发育增大，而面部被挤占而缩小。Ｍ２３、

Ｍ１７颅骨与面骨比例符合现代人的头骨标准。在面部其它
方面，旧石器时代的新人突出的眉脊在 Ｍ２３上已处于扁平，
吻部也已经退缩，下颌伸长前突，整个容貌呈现了现代人的
基本特征。Ｍ２３的脑容量已达１６９２．６毫升，进入现代人

１４００～２０００毫升的脑容量范围内，虽然 Ｍ２３的头骨硕大可
能是例外，但也可以说明河姆渡人的智力已接近或者已达到
现代人水平，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众
多的艺术品中，有件 “双鸟朝阳”象牙雕刻蝶形器，代表了
当时的艺术水平。中央美院一位教授看了这件艺术精品以
后，赞叹不已，他说，这样的构思和布局，美院二年级的学
生才能做出这样的作品。事实的确如此，许多美术工作者都
喜爱描摹这件作品，但除少数有造诣的美术高手的二度作品
比原作更完美外，不少人把两只神化了的鸟写实画成肥大的
鹅或鸭，抹去了原作品神秘宗教色彩，艺术水平反而下降。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夸大河姆渡人的知识水平，因为人类的
进步是知识积累的结果，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是要肯定的，
但与今人掌握的知识是无法比拟的。

Ｍ２３、Ｍ１７颧骨较高和宽，铲形门齿，与黄河流域新
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相同，显示了蒙古人种的特征。鼻骨低
平、凹形鼻梁、低矮的眼眶又与广西桂林甑皮岩、福建闽候
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群相似，更多
接近南亚人种类型特征。同时 Ｍ２３、Ｍ１７的头骨特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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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高大于颅宽，属长颅类型，这种长颅类型多见于现代澳大
利亚———尼格罗人种，如美拉尼西亚人、巴布亚人、澳大利
亚人和维达人等，而在现代亚洲蒙古人种中比较少见。从我
国南方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头骨性状推测，亚洲大陆的原始
蒙古人种和现代太平洋尼格罗人种似乎有过共同的祖先。

从人类学家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零星人骨架的鉴定结
果，我们可以描绘出河姆渡人的形体容貌。他们的身高约

１５７～１７０厘米，在黄种人中属中等个子，身子挺直，四肢
强健，身材匀称；他们生有一副长形面孔，前额宽广前突，
眼眶较低，鼻子扁平，鼻梁较低，嘴唇微露，两颗门齿很显
眼，体形外貌十分接近现代的广东、广西和东南亚居民。

人类学家鉴定结果告诉我们，河姆渡人的容貌既有旧石
器时代晚期已定型的山顶洞人的某种特征，又有旧石器时代
晚期广西柳江人的另一些特征，这说明自古以来长江、黄河
两地居民就在不断交往、融合，又因环境不同，保持着各自
的形体特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样的交流仍在继续着，河
姆渡文化最后溶入良渚文化、商周几何印纹陶文化和吴越文
化中。南北两地人民在形体、容貌上的共性越来越多，今天
宁绍平原的人民中宽颧骨、低鼻梁、铲形门齿的基本特征还
保留着，仔细观察，鼻梁比河姆渡人要高一些，但比北方人
还低一点，眼眶也不像 Ｍ２３、Ｍ１７那样低。在继承蒙古人
种特征的同时，还较多保持了河姆渡人的容貌特征。

渔猎、采集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文化时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和优越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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