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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科学是人类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而科学知识的普及则是实现这一推动的

必由之路。 在新的时代， 社会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 为我们读者的科普教育提供了新的契机。 抓住这个契机， 大力普及科学

知识， 增强科学探索精神， 这是科学普及的关键。 世间无穷尽， 探索无止

境， 许许多多的科学难题简直难以解答， 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捉

摸不透。

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那么丰富多彩， 使我们对于那许许多多的难解之

谜， 不得不密切关注和发出疑问。 人们总是不断地去认识它， 勇敢地去探索

它。 虽然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达到了很高程度， 但对于许多谜团还是难

以圆满解答。 人们都希望发现天机， 破解无限的谜团。 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

科学先驱不断奋斗， 一个个谜团不断解开， 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但又

发现了许多新的奇怪事物和难解之谜， 又不得不向新的问题发起挑战。 科学

技术不断发展， 人类探索永无止境， 解决旧问题， 探索新领域， 这就是人类

一步一步发展的足迹。

为了激励广大读者探索世界的未解之谜， 普及科学知识， 我们编辑了

《青少年科学探索文库》 丛书， 包括 《科技难题解密》、 《文明考古发现》、

《美景名胜探奇》、 《宝藏新探百科》、 《天外飞碟真相》、 《生物进化密码》、

《能源开发新探》、 《惊世悬案揭秘》、 《历史之谜考证》、 《重返恐龙时代》。

本套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当今世界各种各样的科学难解之谜， 集知识性、

趣味性、 新奇性、 疑问性与科学性于一体， 深入浅出， 生动可读， 通俗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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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 目的是使读者在兴味盎然地领略科学难解之谜现象的同时， 能够加深思

考， 启迪智慧， 开阔视野， 增加知识； 能够正确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 激发

求知的欲望和探索的精神， 激起热爱科学和追求科学的热情， 不断掌握开启

人类世界的金钥匙， 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使我们真正成为人类社会

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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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教会了玛雅人历法

玛雅人创出了一套精巧的历法， 来适应他们按年记事的需要， 在决定播

种和收成的时间， 对于季节和年度中雨水最多的时间， 准确的加以计算， 以

期充分利用贫脊的土地。 他们对数学技巧， 在古代原始民族中， 真是高明得

令人吃惊， 尤其是他们熟悉 “零” 的概念， 比阿拉伯商队横越中东的沙漠

把这个概念从印度传到欧洲的时间早一千年。

玛雅人认为一个月 （兀纳） 等于 ２０ 天 （金）， 一年 （佟） 等于 １８ 个月

（兀纳）， 再加上每年之中有 ５ 个未列在内的忌日： 一年实际的天数为 ３６５

天。 这正好与现代人对地球自转时程的认识相吻合。 玛雅人除对地球历法了

解得十分精确之外， 他们对金星的历年也十分了解。 金星的历年就是金星绕

太阳运行一周所需的时间， 玛雅人计算出金星历年为 ５８４ 天， 而今天天文学

家测算金星的历年为 ５８４ ９２ 天， 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 几千年前的玛

雅人能有如此精确的历法， 这意味着什么？

在社会和生产的实践中， 绝大多数的民族根据手指的数目， 创造了十进

位的计数法。 而玛雅人非常古怪， 他们是根据手和脚 ２０ 个指头的启发， 创

造了二十进位的计数法， 同时， 他们兼而还使用十八进位计数法， 这个计数

法受何启发， 根据何在？ 没有人能够回答。 还有玛雅人是世界上最早掌握

“０” 概念的民族。 要知道数学上 “０” 的被认为和运用， 标志着一个民族的

认识水平。 玛雅人在这方面的才能比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早 ３８００～１０００ 年。

玛雅人依照自己的历法建造的金字塔， 实际上都是一种祭祀神灵并兼顾

观测天象的天文台。

位于彻琴的天文台是玛雅人建造的第一个、 也是最古老的天文台。 塔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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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于丛林的树冠之上， 内有一个旋梯直通塔顶的观测台， 塔顶有观测星体

的窗孔。 其外的石墙装饰着雨神的图案， 并刻有一个展翅飞向太空的人的浮

雕。 这一切，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你还知道玛雅人在当时的情况下竟然知道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存在，

你不感到惊讶吗？ 他们的彻琴天文台的观天窗口不是对准最明亮的星体， 而

是对准银河系之外那片沉沉的夜幕。 他们的历法可以维持到四亿年之后， 其

用途究竟有何用意？ 另外， 他们是从何处获悉并计算出太阳年与金星年其差

数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之后第四个数字的？

很明显， 这一切知识已经超过了农耕社会的玛雅人的实际需求而令人不

可思议。

既然超出他们的需要， 就说明这些知识不是玛雅人创造的。 那么， 又是

谁把这些知识传授给玛雅人呢？ 在那个全世界各民族仍处在愚昧的年代， 又

有谁掌握如此先进的知识呢？

一切的一切都是科学家迷惑之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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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是哥窑瓷器的产地

在我国数千年陶瓷发展历史上， 哥窑瓷器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被列为制

瓷业兴盛时期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但它是如何烧制而成的， 它是在哪里烧

制的？ 迄今为止还是一个谜。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 哥窑瓷器在元末明初还在烧制， 并且有新旧之分，

新哥窑是元末烧的， 而旧哥窑烧制的地点和时间还不清楚， 但以后大量的史

料证明哥窑的窑址在浙江龙泉县。

然而事实并不像史料记载的那么简单。 １９６０ 年，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

会对龙泉县的大窑、 金村遗址进行了挖掘。 在大窑和溪口等五处窑址都发现

了一种身带耳片的黑胎青瓷器， 其特征与史料中的哥窑特征非常相似， 而同

各大博物馆收藏的那种传世哥窑瓷器完全不同， 这说明传世哥窑瓷器不是在

龙泉烧造的。 根据这一发现，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龙泉胎青瓷、

景德镇仿哥窑等瓷片进行了化验、 分析和考究， 结果表明， 史料里所说的哥

窑是龙泉窑的哥窑， 而不是烧造传世瓷器的哥窑。

这样， 烧造传世瓷器的哥窑究竟在哪里， 又成了一个考古学家探讨的问

题。 有人认为它可能在江西景德镇， 因为明清两代景德镇哥瓷烧得很成功，

但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宋元时的传世哥窑也在那里。 也有人判断也许在吉州窑

的产地江西吉安， 因为明代曹昭在 《格古要论》 里提到该地有一个 “碎器

窑”， 但直到现在还没发现这个碎器窑。 在另一个明代人高濂 《遵生八笺》

里谈到哥窑取瓷土于杭州凤凰山下， 好像是指瓷窑在这里， 有人以此来推断

窑址在杭州。 目前关于哥窑窑址究竟在何处， 人们众说纷纭， 考古学家们还

在探究， 希望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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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现代化机械装置的玄机

１９００ 年复活节前不久， 一队乘船出海的希腊采海绵的潜水员， 因为遇

到强烈的风暴， 轮船偏离了航道， 于是他们掉头向东北方向航行， 前往安地

基西拉岛最北端的宁静海面躲避。

风暴持续了一个星期， 其间， 船长派潜水员潜水寻找海绵， 船上最有经

验的潜水员史达狄亚提斯在 ４２ 米深的地方， 发现了一艘沉没的古船， 船上

有许多物品。

到了 １９００ 年 １１ 月末， 有人开始打捞这艘沉船上的东西， 希腊政府派了

一艘船协助工作， 打捞工作持续了 ９ 个月。

８ 个月后， 在船上捞获的全部珍品都存入了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馆内

一位目光锐利的考古学家史泰斯在这批古物中发现一件状如现代时钟的铜制

机械装置， 后来称之为 “安地基西拉机械装置”。 在它的一块碎片上留有古

代雕刻， 后来证实是在公元前 １ 世纪期间刻上去的， 雕刻保存最完好的部分

与公元前 ７７ 年前后的一份天文历类似。

１９０２ 年， 史泰斯宣布： 这件装置是古希腊的一种天文仪器。 他的看法

随即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 并且持续达 ７０ 年之久， 至今尚未有定论。 历史

学家开始认为， 古希腊不可能有这么高超的机械工艺， 虽然在数学方面成就

显赫， 但古希腊并没有机械制造技术。 安地基西拉机械装置的发现， 似乎要

打破这一固有的观念。 其后数年间， 出现了几种不同意见： 有人认为， 那个

如便携式打字机一半大小的机械装置是星盘， 是航海的人用来测量地平线上

天体角距的仪器； 有的人认为可能是数学家阿基米德制造的小型天象仪； 有

的人认为机械装置如此复杂， 不可能是上述两种中的任何一种； 最保守的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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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人士甚至认为， 机械装置是千年后从其它驶经该海域的船只上掉下

去的。

１９７５ 年， 安地基西拉机械装置的奥秘终于被揭开， 耶鲁大学的普莱斯

教授经过长期的研究， 并在希腊原子能委员会的协助下， 用丙射线检查机械

装置的各个部位， 了解了 ３０ 多个铜齿轮的结构原理。 他认为， 这个装置是

一台计算机， 是公元前 ８７ 年前后制造的， 用来计算日月星辰的运行。 这四

件残缺的机械装置有结构复杂的齿轮、 标度盘和刻着符号的壳板。 普莱斯教

授把它比作 “在图坦哈门王陵墓中发现的一架喷气飞机”， 这的确是一项前

所未有的重大发现。 有些人还在坚信， 制造这个机械装置的根本不是古希腊

人， 而是来到地球上的外星球人。

无论怎样说， 从另一方面， 由于安地基西机械装置重见天日， 改变了世

人对古希腊科技发展缓慢的固有观念。 现在， 专家们也承认机械工艺是希腊

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机械装置也无疑是现代仪器的鼻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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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人发明了 “宇航器” 吗

玛雅人的神话告诉我们， 他们的一切文明都是一位天神给予的， 他们描

述这位天神身穿白袍， 来自东方一个未知国家的神。 他教会玛雅人各种科学

知识和技能， 还制定了十分严谨的律法。 据说， 在他的指导下， 玛雅人种植

的玉米， 穗轴长得像人那么粗大， 他教人种植的棉花， 能长出不同的颜色。
奎茨尔科特尔在教会玛雅人这一切之后， 便乘上一艘能把他带向太空的船，
远走高飞了。 而且， 这位天神告诉玛雅人， 说他还会再回来的。 如果我们相

信这个神话的话， 那么玛雅文化现象也就有了确实的答案了。
帕伦克位于墨西哥高原一个荒凉的山谷里。 十几个世纪以来， 当地人从

未关心过那幢废弃并坍塌了的神殿。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考古学家前来清理这

个玛雅废墟时， 他们从浮尘和苔藓中， 发掘了一块沉重的、 刻满花纹图案的

石板。
石板上刻绘的图画， 既神奇又夸张， 一个人像驾驶摩托车似的， 双手握

着某种舵向似的把子。 围绕在四周的是各种装饰性的花边图案。 当时考古界

的解释是， 这是一件充分展示玛雅人想像力的画图。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
美苏两大国竞相发射各种航天火箭， 载人的和不载人的宇航器械， 频繁地在

太空穿梭。 当宇航员行走于月球和太空的照片不断传回地面后， 科学家们大

吃一惊。 帕伦克那幅图画， 哪里是描绘古代神话， 分明是一幅宇航员操纵火

箭翱游太空的图案。
当然， 一切已经变了形， 走了样， 我们无法弄清楚当年那些玛雅工匠

们， 是凭着怎样一幅照片， 临摹的只有今天才可能出现的图象———一位宇航

员控制着舵向， 两眼盯注着仪表。 这的确是玛雅人仿制的作品， 因为那位宇

航员的模样多少有些像玛雅人， 或许， 玛雅人认为他们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翱

游太空。 尽管玛雅工匠在雕刻时使排气管道弯曲变形为一种装饰性的花边框

架、 各种仪表、 环状物和螺状物， 都顺形就势艺术化地被处理成各种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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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切仍可清晰地看见， 这个运载工具呈前尖后宽的形状， 进气口呈沟状凹

槽， 操纵杆与脚踏板， 以及天线、 软管， 仍被生动地描绘出来。 据说当这件

作品的照片被送往美国航天中心时， 那些参与航天器材研制的专家无不惊奇

地叫了起来：
“了不起！ 这是古代的宇航器！”
太令人惊讶了， 要知道古代是没有， 也不可能有宇航器的。 那么， 远在

古代的玛雅人怎么了解航天的奥秘的？ 又如何描绘出宇航员蛰居窄小的驾驶

舱， 紧张操纵飞船的情形？
可信的解释大概只有这一种———
在遥远的古代， 南美这片热带丛林里可能有过一批来自外星球的智能生

命， 他们在玛雅人顶礼膜拜的欢迎中走出了自己的飞船。 他们教给了玛雅人

历法和天文知识， 并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运载工具， 向他们传授了农耕的各

种知识， 然后飘然而去。 临行前也许有过重访美洲的允诺。 但其中的真相到

底为何， 也许在科学家的苦苦追求之中会有一天大白于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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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造的水晶人头

公元 １９２７ 年， 英国考古工作者米希尔·海德吉兹和他的女儿安娜， 在

英国杭特利城附近的卢巴·安吐姆有城废墟进行考察， 偶然发现一颗水晶人

头， 重约 ５ 公斤， 用大块水晶仿照人头骨制成， 鼻骨由三块水晶拼成， 眼洞

为一块圆型水晶， 牙齿整齐镶在牙床上。

公元 １９５４ 年出版的 《危险———我的道路》 一书认为， 这颗水晶人头是

３６００ 多年前古人制成的： “据考古学家鉴定， 这颗水晶人头的制作至少费工

１５０ 年， 雕刻后用沙粒磨光， 出土前， 至少在地下埋藏了约 ３６００ 年。”

另一些考古学家不同意上述论断， 他们认为， 生活在 ３６００ 多年前的古

人， 由于受当时科学技术水平尚很低下的条件所限制， 不可能制造如此精美

的水晶人头。 那么， 它究竟是何时由何人制造的呢？

法国人类博物馆里也珍藏着一颗水晶人头， 据法国一些考古学家考证：

“这颗水晶人头经过科学鉴定， 被认为是 １４ 或 １５ 世纪墨西哥印第安人———

阿斯特克人制作的。 从历史和宗教角度分析， 估计它是阿斯特克人的一个祭

司牧杖的装饰， 从而证明中古时代阿斯特克人已懂得了水晶的美、 水晶的制

作技术。 同时表明， 他们很早就知道怎样冶炼铜， 因为在这颗水晶人头附

近， 还发现了很多精制的小型铜工具， 看来， 水晶人头是阿斯特克人用铜制

工具雕刻的。”

有些学者支持和赞成上述论断， 他们认为， 公元 １４ 至 １５ 世纪时， 阿斯

特克人已创造了相当高度的文化， 能够制造质地优良、 造型美观、 以褐地黑

纹为特征的陶器， 纹样从多种复杂的几何图案发展到花鸟鱼虫等写实的题

材， 还能采用天然铜锻造铜器， 在铸造和模压黄金的技术方面也有很高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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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特别是用羽毛镶嵌制成的饰物， 具有颇高的工艺水平。 公元 １９７８ 年，

在考古发掘中， 墨西哥又发现一块直径 １１ 英尺、 重约 １０ 吨的大型石刻， 名

之为 “月亮石”， 这是阿斯特克人于公元 １４７０ 年雕刻成的。 从前面所列举

的一些史实， 可以证明当时阿斯特克人的科学技术水平已达到很高程度， 有

能力制作水晶人头。 阿斯特克人相信灵魂永生并崇拜多神 （太阳神、 月亮

神、 云神、 雨神、 花神、 五米神等）， 祭神时， 往往用活人献祭。 这颗水晶

人头， 可能是阿斯特克人用来举行祭神活动的物品之一。

但一些学者却对上述论断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他们认为， 公元 １４

至 １５ 世纪时， 阿斯特克人的生产工具和武器一般用木、 石制成， 当时还处

于部落联盟阶段， 正由原始社会向早期奴隶制过渡， 还缺乏高超的雕刻技

艺， 很难雕刻出栩栩如生的水晶人头。

英国博物馆里也珍藏着一颗水晶人头。 在没有灯光的黑夜， 透明的水晶

人头， 发出耀眼的白光， 显现出一副面目狰狞、 呲牙咧嘴的 “恶魔” 形象，

令人望而生畏。 这颗水晶人头是公元 １８９８ 年从美国纽约 “提法尼” 珠宝商

店购买来的。 据商店主人说， 它是 １８ 世纪末期一个士兵卖给商店的。 有些

考古学家认为， 可能是殖民时代拉丁美洲阿祖提人制作的。 但这只是一种传

说而已， 并非考古学界一致的结论。

对水晶人头的争论， 目前学者们相持不下， 尚难定论。 它的真相究竟如

何？ 究竟是何时何人为何目的制造这三颗水晶人头？ 至今仍是一个有待考古

学家们去深入揭晓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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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人听闻的发现

１８９１ 年 ６ 月 ９ 日， 伊利诺伊州的莫里森市， Ｓ·Ｗ·科尔普夫人正在填

装煤斗。 她发现有一个煤块太大， 于是她想把煤块打碎成几个小块。 之后，

煤块落地， 分成了两半， 而且恰好是从中间分开。 就在这个时候， 科尔普夫

人发现在煤块中心楔着一个做工精致的金链子， 大约有 １０ 英寸那么长。 “它

看起来很古老、 很典雅。” 科尔普夫人后来说。

看到这个金链， 科尔普夫人当时第一个反应是， 它或许是某个矿工不小

心掉在煤块中的。 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 当她把金链子从煤块

中拉出来的时候， 她发现， 尽管金链子的中间已经变得松动， 但靠在一起的

两端却仍紧紧地楔在煤块中。 此外， 她还发现金链子松动的地方在煤块中留

下了一个很明显的圆型凹陷形状。 由此可见， 金链子存在的时间必然与煤块

本身一样古老。 于是她把金链子拿给了一位专家检验。 专家最后断定， 这是

一个 ８ 克拉的金链子， 重约 １２ 克。 科尔普夫人后来于 １８９９ 年逝世， 把金链

子转交给了她的一个亲戚， 之后就下落不明了。

由于这个金链子被发现的环境比较奇特， 因而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给予它

过多的注意， 科学家们后来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所以， 我们无法了解清

楚它的制作工艺， 也就无法搞明白它的来龙去脉。

但是， 无论从哪方面来讲， 这个金链子的发现都是与众不同的： 当地煤

层的历史大约在 ２ ６ 亿年到 ３ ２ 亿年之间。 这预示着早在那个时期， 就存在

着某种文明， 它的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了金链子所体现的精湛程度。

有三种理论可以解释这个发现： 第一， 我们现有的有关人类进化的理论

是错误的， 文明社会的人类早在恐龙时代早期就已存在； 第二， 我们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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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煤的形成期只有数千年， 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几百万年； 最后一

种， 同时也许是传统理论学界最愿意接受的一种解释， 就是所有这一切都只

是一种误会， 甚至是一个骗局， 从一开始就是报纸发行人为了扩大销售量而

故意用耸人听闻的故事来吸引读者的结果。

然而， 让我们看一下当时有关这个消息的报道以及那一份报纸的总体情

况， 我们就会发现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我们可以感觉到整篇文章是低调的，

表明该报的发行人对此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此外， 文章被安排头版， 这

是事实， 但是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却是有关莫利森市棒球队由于缺少一名投

球手而遭惨败的这样一则令人沮丧的消息， 而发现古代金链子的报道只是次

要的。

如果说文章中有什么夸夸其谈之处， 那么编者的意图也只是为了能尽量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样一件神奇的事情的确是发生了。 正如文章中所说的：

“面对这件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文物， 想到地球经过无数万年的运动， 形成一

个又一个的地层把它深深地掩埋于地下， 我们怎么能平心静气？”

我们很难把这篇文章简单地看做是一个骗局， 也许其中确有不尽详实的

地方， 但至少我们从文章中很难找出。 应该说这篇文章的格调是以诚实为主

的， 同时诚实中还带有点天真。 参加对这件文物的研究以及文章报道的人都

受过良好的教育， 有着丰富的知识。 因此， 公正地说， 这篇文章在细节上是

准确的， 此外， 无论迟疑与否， 他们都自信其中并没有一处不确切的地方，

更不会是一场骗局。 在他们看来， 这个发现所揭示的是一种我们迄今还从未

遇到过的异常现象， 也是我们必须研究清楚的。

只有有了文化， 才能产生工艺技术。 而工艺技术发展的最大体现就是无

数工具武器、 器皿、 宗教形象和骨器的出现。

原始人群出于生存的目的， 每天不得不与大自然进行抗争， 也正是这种

斗争促进了他们不断地发展、 进步， 进而产生了艺术。 经过多年的生活积

累， 他们逐渐确定了自己所崇拜的宗教形象。 这些宗教形象既有男人， 也有

女人。 据考证， 原始人群制造这些宗教形象一般来说是举行宗教仪式的需

要， 但有时也用于装饰珠宝。 把形态各异的宗教形象雕刻于黄金或白银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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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文化的进步。

在原始人群中， 打制黄金链子是一件专业的、 艰巨复杂的事情， 而绝不

可能是随便某一个人简单地把一些黄金穿在一起， 之后便在捕猎猛犸或霸占

他人妻子的时候偶尔戴在他或她的手腕上的。 此外， 一个做工细致的金链子

也不可能由石制工具打制而成。 由此可见， 这个黄金链子代表了一个已历经

数千年发展的文化， 而这个文化显然不同于古埃及文化， 也不同于两河流域

或古代中国的文化。

我们这么说的原因在于， 根据目前的历史学理论， 最早的黄金链子出现

在古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文明， 时间大约是在 ５５００ 年前。 但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当时通常使用的材料是纯黄金， 而科尔普夫人发现的 ８ 克拉黄金链子运

用的是合金技术， 现有的资料表明， ５５００ 年前， 不管是古埃及人还是古代

两河流域人都没有掌握这项技术。

众所周知， ８ 克拉的黄金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黄金， 而只能算是一种

合金， 因为按比例， 黄金在其中只占 １ ／ ３， ２ ／ ３ 是其他金属， 多数情况下都

是铜。 这又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事情： 直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合金技术才开

始流行， 但他们当时通常制作的是 １５ 克拉， 也就是黄金占 ６０％以上， 并且

上面印有明显的纯度标记， 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过出产于那个时代的 ８ 克拉

黄金制品。

因此， 我们可以初步肯定这个发现证明了类似于此的一个高度发展的文

化早在恐龙时代之前就已存在。 当然， 这个想法在那些积极维护正统理论的

人看来是完全不可容忍的。

然而， 不幸的是， 正当这些人沉溺于正统理论的时候， 在极为古老的岩

层中， 人们已经陆续发现了更多的人工制品， 即使那些维护正统理论的人也

开始举棋不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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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２０ 世纪以来， 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长江流域发掘出了许多分布广泛的

原始文化遗址，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陶球。

它是用细腻的粘土烧制而成的， 由于陶土和火候的不同而使陶球呈现出

不同的颜色， 但主要还仅限于红褐色和白色。 它们都是非常标准的圆球型，

直径从 ２ 至 ６ 厘米不等。 陶球表面几乎都有装饰的花纹， 有的是简单的圆圈

纹， 有的是螺旋纹， 也有精致的细线纹、 草叶纹和镂制的小孔等等， 还有一

小部分是没有纹饰的光滑小球。 在带有花纹装饰的陶球中， 由戳印而成的小

点组成 “米” 字形纹饰的陶球数量较多。

这些小陶球都是空心的， 球腔里多含有小石子和泥核， 摇起来还有

响声。

这些小陶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人们最直接的猜测是玩具， 它们会不会是原始社会中儿童的玩具呢？ 从

考古发现的种种迹象分析， 这种说法没有立足之处。

它们也不像是装饰品。 因为这些小陶球都无法佩戴在身上， 它们上面没

有任何可以拴绳挂锁的孔洞。

它更不会是原始人的弹丸。 因为弹丸这东西根本没有必要费心费力地烧

成空心的， 实心的弹丸更坚固耐用。

难道是巫师占卜和祭祀的用具？ 可考古发掘的发现表明， 这种解释也是

没有立足之地的。

会不会是作为当时人们富有程度的一种象征物件？ 这还得通过更多的考

古发现证明， 或通过多方面的研究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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