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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为了发扬我国住秀文化和科学精神，提奋人妇不断探索和

割造的勇气，我营1维织编写了这本《模览》。全书内容分文物、

遗址，学术、科技，文学、艺术，文化、教育，体育、娱乐，衣

食住特、工艺美术等 6 第，共 80余题。既有宏观的文化专题，

又有具体的文化结品，比较影象、生动地择要介绍了中嚣文

明的历史发展轨迹、现今状况及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地位

和影响。主要供读者学习和了解我吕文化和文化史时阅读查

考之用。

如何正确理解我国传统文化及其与外来文住的关系，也是

当前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因此，本书也可替人们在中外

文化比较时参考。

本书撰稿者为该文化专题的研究人员或有关专业人员:

书中听!有材料，见诸史籍和有关书刊，名自较多，不及一…到

举，特此说畴。

1988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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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起源①
a均...‘;<&鼻..~军崎............ 毒枭"'"、~~~每..~4"串

中 国文明历史悠久，有自己的源头，有从出现到形成的历史。但只

是由于甲骨文及殷墟、二里岗等商代遗迹的发现，才把文明史上

溯到商代，距今不过三千六七百年。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辽西红山文

化坛、庙、家的发现，使这一剖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红 lU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红山文化发现于 1935 年。日本学者在这一年发掘了内

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红山后遗址，并于 1938 年发表《赤峰红山后》报告，

将这一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命名为"赤峰第一期文化"。

1954年，我国考古学家尹达首次将其命名为"红山文化"，并根据遗址

出土的陶器、石器兼有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长城以北绍石器文化的特征，

判定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相互影响后所产生的一种文化。

第二阶段。 60 年代初和 70 年代初，透过调查和发掘巴林右旗商杨

家营子遗址，赤峰西水泉、蜘蛛山遗址，敖汉旗三道;勾子、四棱山遗址及阜

新胡头沟遗址，搞活了红山文化的分布范æ，北起照乌达盟的乌尔吉木伦

河流域，南到郭照、凌源、河北北部，东至哲里木姐、锦州地区，以老哈词、

大凌河流域分布最为集中1 并判定这一文化的年代为距今五六千年。对

于红山文化内涵的认识也造一步深化了。

这一阶段发现的红山文化房址不多，南杨家营子遗址发现 4 座，水泉

遗址发现 3 座。水泉遗址的一座中型房屋，平面呈正方形，居住国经过捶

① 本文叙述的范畴，仅限于红山文化方面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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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中央有一灶坑，灶坑有斜坡火道。水泉遗址的一座大型房址，平面呈

长方形，(1逗朝南，亦有灶坑。这些大、中型房子皆系当时人们居住的房

嚣。四棱山遗址曾发现六座窑址，有长方形单室窑、马路形单室窑，还有

比较先造的双火膛连室窑，反映了红山文化制陶工艺的发达.

红山文化的陶器皆为生活用怒，夹砂掏多作炊煮、器，主要器类是大口

深腹罐、折口深腹捷、斜口罐:泥质陶多作盛容器，主要器形有罐、盆、瓮、

钵等。纹饰以"之"字纹和直线划纹最具特色，还有平行线纹、平衍斜拉

纹，三角纹、菱形纹、涡纹、鳞形纹等彩绘纹饰。大型石器中，最具特色的

是掘土工具和桂时形双孔石刀。石器中还有磨盘、磨棒等。

通过红山文化诸遗址中房屋、主要生活用具陶器和主要生产工具为

农业生产工具等到走，红山文化先民己经过若以农业为主的定陌生活。

但从遗址中发现的不少牛、羊、猪等家畜营销及1字、鹿等兽骨，以及大量的

石饭等，反映畜牧等在当时也占相当的比重。

值得一捷的是，在红山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内，还采集到一些玉器，由

于制作极为精美，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使得人们难以与当时认识的红山

文化的生产水平联系起来，所以，多判定为商周时期的玉器。

在这一阶段，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和绍石器文化的混合新种的

看法不再流行，代之而起的是两矜意见=一种认为红山文化来源于仰韶文

化，是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变体;一种认为来源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磁

山文化。两矜意见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部都认为红山文化来源于中原

地区的古老文化，是由中原地区的古文化派生出来的。

第三阶段。 1979 年，在喀左东山嘴遗址发现了石砌建筑遗址，即人们

所说的祭坛; 1981年，在牛河梁遗址发现积石家; 1983年，又在牛河梁遗址

发现女神店。这一系列红山文化遗迹的发现，使人{rJ对红山文化的认识

有了长足的进展。

祭坛遗址3 位于喀左县大城子镇东南 4 公里的大凌河西岸大山出口

的梁夜之上，面对开阔的河)11。面积为南北 60 米，东西 40 米。其布局可

分为中心、两翼、前后两端 3 部分。

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方形基址，东西长 11.8 米，南北宽 9.5 米。基址

四边均砌以石墙基，石块大都经过加工。基址内置三处石堆，自密排立置

的长条石组成，最大的石堆直径约 2.5 米，长条石多呈锥状，→律向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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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倾斜。

两翼部分又可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两翼分别为两道南北走向、相

互对称的石墙基，皆用加工整齐的砂岩长条石砌成。北部两翼距方形基

垃东墙和西墙均为 6 米。南部两翼亦为相互对应的建筑遗迹。

前端部分分为石圈形台址和多圆形石砌基址。石图形台址距方形基

垃南墙基约 15 米，正圆形，直径 2.5米，周围以长方形石片镶边，十分整齐

规整，石圈内铺一层大小相近的小河卵石。多圆形石基址在石圈形台垃

商 4 米，己残缺，尚可分辨出 3 个相连的椭医形基址，南北径在 3 米左右，

东西径在 4 米左右，石窟内铺较小石块以形成台面。

这里出土的遗物，最引人注目的是陶塑人像，一共出土了20余件，多

为人的肢体部分。其中，有两件小型孕妇裸体立像，头及右臂均己残缺，

腹部凸起，臀部肥大，并有表现阴部的记号。大型人物坐像，约当真人的

1/2，造型逼真自然。这些人体塑像，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属首次发

现。遗址中还出土有双龙首瑛形玉饰和骂形松石饰件，为红山文化玉器

的考定，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总起来看多祭坛遗址在建筑石材加工、砌筑技术上相当讲究，尤其是

在总体布局上，东西对称，主次分明，并有成组、成群立石组成的石堆，联

系出土的陶塑人像群及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等分析，这一建筑遗迹显然

应当是当时人妇从事祭祀活动的一个中心场所。

祭坛遗址的碳 14 年代测定为距今 4895+70 年〈树轮校正为 5485士

110年〉。

女神庙遗址s 位于辽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主梁北山

丘顶，处于这一带红山文化地点分布的中心位置。女神庙由一个多室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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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组建筑约在国一中轴线上。女神庙的建筑设计和建造技术已有相当高的

水平，顶盖墙体采用木架草筋，内外敷泥，具有承重合理、稳寇性强的特

点。墙面压光后再施彩绘，表明当时的建筑己有内外装修。从建筑结掬

看，主体建筑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另建置

附属建筑，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殿堂雏形。

店内亦出土了具有很高艺术性的泥塑人物群像，皆为女性。已发现的

人像残J;Jt有头部、肩臂、乳房、子部等，分属六个人体，一般与真人大小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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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的是真人的三倍。特别是这里出土的一尊与真人大小相当的头像，

面部轮廓为方圆形，额部宽平，眉弓不显，跟窝浅丽平，双目长而尖园，鼻

梁低平渐宽，嘴部较长，嘴角因而上翘，额骨隆起，下级因而尖。据分析，

当属蒙古人种。这是一尊富有生命力而又被神化了的女神头像，极为珍

贵。店附近还出土有陶质祭器。毫无疑问，这也是一处祭祀所在。

积石家z 现已发现六处，位于女神庙遗址的南部和西部，经过发掘的

有三处。这些积石家共同的特点是z 都以石垒壤，以石筑墓，以石封顶。过

去只知道红山文化有单纯的石棺葬，积石家的发现，丰富了人如对红山文

化墓葬的认识。

二号地点发现四座积石家，东西一行排列，每个积石家外国都有用加

工规整的大石垒砌的石墙，有的家还整齐地围有一排并非实用器的红陶

筒形器，筒形器外部施有彩绘。→号积石家内墙以垦的情况尚待发掘了

解，内墙外商ßi!JJ己清理出小型墓葬 15 座，随葬品皆为玉器，器形有勾云彩

玉饰、王箍形器、猪龙形玉饰、玉壁、玉环、玉捧形器等。值得注意的是，有

的墓器葬玉器多达 5 件，有的墓则无任何随葬品。二号积石家呈方形，家

中央是一座大形石挥墓，可惜己被盗，否则当有更多精美的玉器出土。三

号积石家是由三圈淡红色石桩围成的三运迭起的困坛，位于积石家群内

的国坛，显然应带有"基祭"的性质。还应提到i的是，在这些墓群里，发现

了-枚铜指环。

由于这些重要遗迹及其他遗址的发现，人钉对红山文化有了全新的

认识。首先，关于红山文化的来源，由于 1983-1984 年在赤峰附近发现

了距今 7000 年的相当于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时期的兴隆洼遗址，越

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认为，红山文化当来源于兴隆洼文化。当然，人的没

有忘记，红山文化在宫的发展中，和其他文化一样，吸收了邻近地区包括

中原地区古文化的养份，就象中原地区的古文化也吸收了红山文化的养

份一样。其次，由于红山文化分布甚广，延续的时间也长达千年之久，愈

来愈多的学者提出，应当把红山文化区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并对它进行

分期。有的学者把红山文化分为两个类型，分了两期;有的学者把红山文

化分为四个类型，分了四期。虽然，这些划分仍属尝试，但己表明，对于红

白文化的研究己经获得了长足的选展。第三，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

坛、庙、家所代表的红山文化阶段，是红山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当属主王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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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晚期，其年代为距今 5000-5500 年左右。

祭坛、女神庙和如此规模的积石家，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均属

首次发现。这三个遗址，无论单一边就哪一个遗址讲，都相当重要。而这

三个遗址同时在一个地区内发现，又属同一时期，其价值更是弥足珍贵。

坛、庙、家不会孤立存在，这三个遗址都是大遗址、大文物e 坛的平画

图类似北京的天坛，前面的石圈形台址象天坛的画丘，后面的方形基址象

祈年殿的方基z 家的结构与后世的帝王陵慕相似，女神庙与家的关系尤为

密切，位于中心最显著的地方，积石家环绕女神庙四周，形成一个统一的

整体，一个巨大的祭祀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三个遗址分布在五十平方公

里的范围内。这样大的规模，远非一般民族村落遗址可比。拥有这样大

规模的祭祀场所，就不可能是一般的原始民族部落。虽然，在这里还没有

发现人们居住的地方，但是，坛、庙、家绝不会孤立地存在，就象北京城，不

可能只有天坛、太庙，十三陵-祥。按照逻辑，在坛、庙、家的外围，应当有

一个更大的组合，应该有一个完整的社会为其背景。有特殊的东西，就应

当有特殊的人。这个完整的社会，应当是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

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坛、!盔、家都与祭祀有关，但它如祭祀的主体是什么呢?在坛、癌遗址

Ijl. ，都发现了女性塑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女神。他们又是什么性质的

神呢?原始社会的宗教崇拜，大都经历了三种形式s 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

祖先崇拜。一般认为，这 3 种崇拜的演化与原始民族公社的形成、发展和

解体 3 个阶段是根联系的。这些遗址祭祀的主要对象，既非山 )11之神的

自然崇拜，亦非动物神的图腾崇拜，而是人形偶像的女神崇拜。这样的女

神，应当是神化了的祖先形象。据发掘者研究，这些祭祀场所的规模，既远

远超出以家庭为单位，在生活住房内设祭的家庭祭祀，又远远超出了基本

以民族为单位萝以设在村落内部的"大房子"为祭祀场所的民族祭祀，而是

远离住地，形成相对独立的庙宇、祭坛等不止一个祭祀中心场所，这绝非

一个民族甚至一个部落所能拥有，而应该是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崇拜共同

祖先的圣地。发掘者还判定，牛二地点 3 号积石家显然带有"基祭"性质，

这从另一千个侧面证明这里己经选入祖先崇拜的阶段。最后，从女神店出土

的塑像看，女神头像为人体原大，庙内还出土相当人体 3 倍的耳、鼻等器

官，这表明，庙内当供有主祷。围绕主神的多神崇拜，显然已不是祖先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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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的最初阶段了。与比较成熟的祖先崇拜相联系的，应当是民族社会瓦

解的最后阶段。

从积石家的布局看，一般大墓都居于家的中央部位，小基围费着大

墓，表明大墓与小墓之间有主从关系z 有的基随葬精美的玉器达五件，有

的墓则无任何随葬品 F 大墓之上，积石封土，形成高耸的山头，有如"山

段飞奴乎象征着基主人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女神庙中的女

神群像，有大有小，似乎已形成有中心、多层次的"神统气这也应是当时社

会等级出现的反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的玉器，

证确其时代就是红山文化时期。而过去，多数学者认为，这些玉器属商周

时期之物，而商周时期的玉器是当时礼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本身就表

明，这些玉器曾被作为文明的象征。特别是玉猪龙的发现，使人们找到了

龙的原型。据研究，龙是从猪发展来的，龙的出现与农业发展到j较高水平

密切相关。从以猪为祭物，祈求农业的丰收，到猪被神化为龙，是以原始

农业的较大发展和原始信仰的发达为历史背景的。众所周知，龙是一种

被高度神化了的灵物，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在历史上一直被视

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帘玉的化身。这些遗址发现的猪龙及其他玉器，反映

礼制已经出现，严重的等级B权力观念已经产生。

坛、庙、家所处的地壤，既不属北方草原的牧区，又远离农业占绝对优

势的关中盆地，而是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老哈河上游宜农宜牧的农牧交错

地带，自然条件具有很大的优势。在历史上，这里历来是勾通中原与北方

草原的交通要道，商业贸易比较发达。战国时期成书的《禹贡}，把天下分

为九州，名列第一位的，不是以后盛极一时的夏、商、周三代所处的中原、

关中地区，丽是坛、庙、家所在的地域一一冀。这很发人深思。《禹贡》冀州

之下记载f赋上上错，因中中错。"看来，重要的不是土质肥沃，而是多种

经济发展，农、牧、商业等互相补充，才使这里繁荣起来，社会经济文化飞

跃发展，成为天下第一州。正因为此，这里才得以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

一道文明曙光。

中离文明是怎样起源的?历来存在不同的意见@红山文化坛、庙、家

的发现，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取得重大突破。

1.把中国文明史提前1000多年。一般认为，文明应当包括文字、青铜

器、礼仪性中心、城市、阶级、雷家等几大要素。实际上，这儿大要素不可



文碗起源 7 

能再时出现，也不可能同时走向成熟。这表明，文明的形成有文明诸因素

发生、发展的漫长过程。根据我国已发现的考古材料，典型的母系民族越

是原始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后，原始社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开始了瓦

解的过程。比如，距今6000年左右的元君店墓地和姜寨遗址后期，男女老

幼合葬墓出现了，说明小于民族的亲属单位出现了，民族社会开始瓦解

了。但这些只是原始社会瓦解的反映，还不能称之为文明因素。文明因

素应当是有别于原始社会丽与新的社会有密切联系的，它产生于原始社

会瓦解的最后阶段。红山文化的坛、庙、家等，使人钉看到一系列的文明

信息，它们强烈地表明，一个新的社会亘在孕育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我们说红山文化坛、庙、家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2. 突破了中国文明仅仅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看法也传统史学认

为，中原是中吕立明的摇篮，首先选入文明时代，然后象太阳升起那样，光

芒普照大地，于是，其他地区在宫的照耀下，也相继跨入文明的门槛。红山

文化文明诸因素的发现，动摇了这一看法。红山文化与 5000 多年前的中

原地区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一样，都是当时中国境内并列的地方性文化，都

有自己文化的来源和主要特征，这一点在考古学界几乎没有异议。所以，

红山文化的坛、庙、家及其他文明因素，是在红山文化的发展〈包括文化间

的影响〉丰孕育出来的。这说明，北方地区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从而否定了中原是中国文明唯一发祥地的这一曾经具有权威性的看法。

3. 揭示了中罢文明起源的特点。文明起源是一条线索还是多条线索，

曾经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外国学者曾认为2 人类其他地区的一切文

化成就都是从埃及传播出来的。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和考古学研究

的不断深入，一般认为，全世界有六大独立发展的古老文明z 埃及、西亚、

印度、中胃、欧洲和美洲。中国文明起源是一条线索还是多条线索?著名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根据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并联系从东到西、从南到北

已经发现的考古材料中的文明的"火花"，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不似一

支蜡烛，而象满天星斗。"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也是多条线索。苏先生认

为z"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订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器步或不同步，但

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从

而第一次深刻揭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z 与其他文明古国文明的起源

不同，丽与世界文明起源的特点一致。中国历史之所以与世界其他文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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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国的历史不同，能够千百年来绵延不额2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

一个伟大的统一、体，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与"满天星斗"似的文明起源

有着重要的联系。可见，中国在形成时期，就有自己的独特性，在以后的

发展中，直至今天，这一独特性始终存在。所以，中外不少历史学家认为，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就构成了世界的历史a 总结

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及其发展规律，不仅夫系到如何正确地认识古代的、现

代的中国，如何正确地认识古代的、现代的世界，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未

来的发展趋势，还夫系到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D

这就是红山文化坛、庙输家等新发现给予我们的重妥启示。

〈巳J.J)

....~.......~"".$oil'.....串串@每..._.. 串......串

古人类遗址
a均..~~~~~争..-t.i-'-i陆、 .... 、~~<!.4>.c宿协

人类起源问题是现代科学中的几大谜之一。中雷古人类学研究始

于20世纪初， 60多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古人类化石及

文化遗址时有发现，受到了国际入类学界的关注。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人类的友展经过了南方古猿、直立人、早期智

人和晚期智入 4 个阶段，而膳玛古猿是最接近人的猿型祖先。

黯玛古猿生存于距今 1400-800 万年之间，相当于地质时期约中新

世中期至上新世中期。腊玛古猿还不是人，而是从猿至1人过渡阶段中的

早期代表，因而对探讨人类起源之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黯玛古猿化石地点集中在西南地区的云南省。 1956 年和

1957 年，云南开远县小龙潭煤矿友现黯玛古猿和森林古猿的牙齿。 1975

年，云南禄丰县开始发现古猿化石。 1980 年 12 月 1 a ，出土了腊玛古猿

的头骨。涂脂玛古猿外，禄丰还发现了另外一类骨路更为粗壮的西瓦古猿

化石。到目前为止，禄丰发现的古猿化石共有z 踏玛古猿烦骨 3 具，西瓦

古猿烦骨两具，上、下饭骨碎片 50 余件，牙齿总数达 1000 多个。禄丰是

世界上发现这类古猿化石最丰富的地方。中国科学工作者根据丰富的化

石材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禄丰黯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不是两种不同

的古猿，而是同一种古猿的雌雄个体s 体形较小的是雌性的，体形较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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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壮的是雄性的 s 它们生活在距今 800 万年以前，很可能是向人科方向进

化的一个代表类型。禄丰位于云贵高原，东南距昆明白公里，整个地区山

峦起伏、峰谷纵横，化石产地就处在当地西河的第二阶地上。在腊玛古猿

生活的时代，这里的地势比现在要低得多，气候也要比现在温暖湿润得

多。当时山上森林密布，山麓草地开阔，盆地河湖纵横。黯玛古猿很可能

已懂得利用天然工具，巧妙地利用森林和开阔地两方面的食物资源。人

们为了纪念禄丰古猿化石的发现，在化石产地修筑了纪念碑。

南方古猿生活在距今 400 万至 100 万年之阁，相当于地质时期的上

新世晚期到更新世早挠。目前[爵际上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南方古猿的

早期类型属于从猿到人过渡阶段中的晚期代表，它己是早期入科的成员 p

南方古猿中的某一科t类型演化成了最早的人属成员，从而真正跨入了人

类的门槛。

中型的南方猿化石尚未确认。 1970年出自湖北省建始县洞穴堆积的

四枚牙齿曾被认为属于南方古猿，国时出土的还有大熊猫、步民巨猿等森

林草原主主动物化石。由于材料很少，我幻还无法了解中医南方古猿的更

多情况。

随着地质时期更新世的到来，人类跨入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一一直

立人阶段。直立人生存于距今 100 万至 20 万年之酶，相当于地质学的更

新世中期，考古学的 18石器时代初期。直立人己真正跨过了人的门槛。大

多数人类学家认为，现代人是从直立人进化来的。中国是世界上发现直

立人及其遗址最多的国家，直立人的踪迹遍及西南及黄河、长江流域。无

可怀疑，中国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

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化石是元谋人。元谋人化石发

现子云南省元谋县七那蚌村附近，地处元谋盆地的边缘。化石是两枚属

于一位成年人的主中门齿，门齿带有十分明显的原始性质。元谋人生活

在距今 170 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早期，当时的气候要比现今凉爽，当地有着

大面积的森林和草原。元谋入主要靠猜猎和采集野果为生，他1f1使用的

石器比较小，都是用坚韧的脉石英或石英岩制成的。人们在元谋入生活过

的地层里发现了大量炭屑，一些专家认为，这说明元谋人已经具有使用火

的能力。如果材料可靠的话，这也是在我国发现的人类最早的用火遗迹。

人幻还可以由此推断，元谋人在这里较长期生活过。在更新世，由于青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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