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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看到这本书稿，我十分高兴，十分欣慰。囚月份兰永平就向我提起过要编写一本宣传介绍武山

文物、旅游方面的书。七月份兰永平又向我专门做了汇报，并对章节编排、书的主题作了更加明晰

的说明。 11 月中旬，他拿来这本厚厚的书稿，说是统稿工作完成，即将进行意见征求、修改完善并

付梓印刷。

我打开封面，看了一遍章节编排、辑入文章和插入图片，感觉这是一本相当不错的书，文章紧

扣旅游文化主题，文化资源发掘有深度，旅游文化宣传有特色，而且文字质朴，是 本顺应武山旅

游发展和文化资源宣传的书籍，翻阅了几篇文章，给我的第一映象是这本书比较全面而系统的介绍

了武山文化遗产和重点景区，是 本文风朴实严谨、体例清晰、内容详实的图书。该书旨在对武山

深厚的文化底蕴、璀琛的历史文化、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钟灵毓秀的名山胜水，丰富多彩的民俗

文化，特色鲜明的资源优势，蓬勃发展的文化旅游，进行全面的整理挖掘，书中所辑虽是武山浩瀚

文化遗产中的冰山一角，可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经过这些朴实却充满真挚之情的文字，可以对武山

的旅游文化进 步加深理解和认识，对武山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进行更多的思考、做出

更多的探索、付出更多的担当，对武山文化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的基础资料，对实施

文化大县建设、旅游开发战略，以及宣传人文武山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武山历史悠久、文化璀琛。自古有"秦陇咽喉、巴蜀锁钥、屯戍要塞"之称，是渭河文明的发

祥地之 ，有丰富的仰韶、石岭下、马家窑、齐家等史前文化遗存，尤其是考古界以我县石岭村命

名的石岭下文化类型开启了彩陶巅峰马家窑文化的先河，是中国美术史的源头之一，其黑红两彩成

为丹青的代名词，我们应加强研究发掘和保护宣传石岭下文化，进 步提升武山的文化品位。

武山是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重要路段，东西文化在此碰撞交流，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发展，形

成了特色鲜明的石窟文化、三国文化、民俗文化。

武山自吉为边防战略重地，历史上羌、狄、戎、貌、吐蕃、鲜卑等多民族长期居住，境内古战

场遗址遍布，桦林、高楼、马力 带发现大量的戈、簇、弩及钩镰枪等古代兵器，而演武城遗址、

富盖坪遗址、威远寨、来远寨等都是古战场遗址和重要的边障军事防御设施，尤其铁笼山古战场遗

址，更是家喻户晓，文化遗迹丰富，民间传说多彩，研究发掘古战场遗址文化、古代军事文化也将

是武山文化研究和旅游资源宣传的一个亮点。

武山水帘洞、木梯寺等石窟被列入天水市"百里石窟走廊"保护开发之列，尤其开凿于北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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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三年 (559 年)的拉梢寺石窟，不仅以世界第一摩崖大佛萤声中外，而且以精美的造像、壁画，

恢弘的场面气势，鲜明的中西合璧，丰富的历代艺术，吸引着中外游客观瞻膜拜，吸引着业内专家

发掘研究。功德主尉迟迥为国家祈福、为百姓祈福、为天下苍生祈福的造像宏愿与元代陇西庶民祈

全家之福的实证，表明了千年来这里祈福活动不绝的历史，也为打出水帘洞祈福旅游节，创建"大

福武山·祈福圣地"品牌提供了依据。此外，水帘洞的西域风格佛教壁画、麻线娘娘传说、北周天

水望族的供养人题记等都为研究历史、发展旅游提供了文化要素和内涵。木梯寺被誉为"唐宋雕塑

馆精美的造像让观者钦叹流连，散发出恒久的艺术魅力。还有禅殿寺等石窟，都以独特自然人文

景观展示出武山石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文化奇商像颗颗明珠，镶嵌在武山大地上，其内蕴就是

旅游之"魂"。

武山具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登记的就有 416 项，列入县级以上保护名

录的有 113 项，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山旋鼓舞己多次在市、省、国家级大型节会演出，

可谓誉满全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木雕、夜光杯雕等 2 项，市级有日出呐、道情、武山秧歌、水

帘洞庙会等 10 项，县级有山歌号子、麦轩画工艺、刺绣工艺、武山高烧等 1ω 项。这些富有地域特

色的民俗文化，充分展示了武山民俗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和深厚的文化渊源，如能科学的保护传

承，开发成旅游文化产品，不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丰富旅游文

化产品，提升文化旅游水平，展示人文武山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武山山川秀丽，人杰地灵。鲁班山、老君山、太皇山、天爷山、云雾山、铁笼山等名山，不仅

自然风光满施，引人入胜，而且充满人文气息，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文化遗迹给这些

卓尔不群的大山披上了神秘的色彩，让这些圣山弥漫着人间烟火睐，使人产生一种亲近感、亲切感。

渭河及其五大支流，像甘霖琼浆温润着这些美秀之w，滋润着这方黄色热士，养育着这里勤奋质朴

的人民。在这青山碧水秀美宜人的土地上，曾涌现出许多历史名人和乡贤，如东汉名医封衡、三国

名将庞德、宋代的王君万、元代的汪惟永、明代的周绅、清代的胡莫域、近代的张韬安、张雨僧、

何戒僧、郭化如、陈至义、李骏业、李克明、车贯朝、陈青j在等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仁人志士，

更是武山的骄傲，是武山人文精神的彰显。

武山有光辉的红色历程，光荣的革命传统。 1935 年 9 月到 1936 年 10 月，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

彭德怀率领的红 方面军，王树声、詹才芳率领的红囚方面军第九十 师、九十二师，贺龙、任?同

时带领的红二方面军左路纵队(总指挥部、第二军、第三十二军)长征先后经过武山，其中红囚方

面军在武山停留囚十多天。红军三大主力过武山，宣传反蒋抗日，组织农会活动，开展筹资筹粮，

建立党组织，惩治地方恶霸，播撤革命种子，与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留下了许多军民一家亲的佳

话和红色遗迹，尤其石印马克思像等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此外，郭化如烈士墓、 w丹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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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陵园等都是弘扬爱国精神、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阵地和澡堂。

武山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发展文化旅游提供了前提基础，勤劳智慧的武山人民正以奋力拼搏的精

神，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抢抓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机遇，以发展大旅游，实施旅游富县

强县为目标，发掘利用优势资源，开发出 50 多个旅游景点，三条精品线路，创立了祈福旅游节和"大

福武山·祈福圣地"品牌，并按照、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思路，进行大力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这

本书的编辑出版无疑是及时的，有积极意义的。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武山人民在这方饱经沧桑的热土上，在历史上创造了数不胜数的辉煌，

在今天也将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谱写新的华章，创造新的辉煌。而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实施"旅游强县"战略，是我县顺应保护文化遗产、建设精神家园、合理利用资源、加快旅

游发展的新形势，实施 U11253" 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在全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全县

打响"祈福圣地·大福武山"品牌，发展"红黄蓝绿墨"多彩旅游，实施文物保护工程，加强旅游

深度宣传的关键时期，这本书应运而生，是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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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文明

武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渭河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境内古文物古迹星罗棋布，第三次不可

移动文物普查登记的古文化遗址就有 311 处，属于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有 15 处，其中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狼叫E遗址，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傅家门种谷台、石岭下、大坪头、西旱

坪、东旱坪、观儿下等 6 个遗址，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杜家楞、寺E、百泉、张家台子、万花寺、

高楼子、范家坪等 B 个遗址。这些古文化古遗址保留了境内丰富的仰韶文化、石岭下文化类型、马家窑

文化、齐家文化等史前文化遗存，完整的保存了各种文化的延续、传承和发展，反映了不同时期武山的

史前文化面貌，体现了古人类在这块热土上繁衍生息、勤劳创造的精神风貌，保存了先民什]战天斗地、

改造生存环境、开创新生活中创造的人类文明遗迹，是研究人类起源和史前文明的珍贵实物资料，尤其

狼叫E遗址出士的"武山人"头骨化石，是研究渭河流域人类起源的珍贵实物，石岭下文化是县城内唯

以城关镇石岭下命名的文化类型;傅家门种谷台遗址出士的石岭下文化类型祭祀实物，是探究祈福文

化起源的重要物证。西旱坪发现的大地湾一期陶片说明在伏案时代，县城内渭河流域就有先民生存活动

等。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武山大地上生活的状况，显示了武山作

为渭河文明重要发祥地的文化内蕴、文化品位和文化优势。

狼叫国遗址

狼叫E遗址位于武山县鸳鸯镇苟家山村，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ìti承的文化遗址。 1988 年

11 月 26 日被武山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ω3 年 7 月 5 日被甘肃省政府公布为第六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3 年 3 月 5 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单位。

狼叫E遗址东接小咀梁、西到老鼠沟、南依苟家山村、北l届大沟，东西长 700 米、南北宽 500

米，核心区 35 万平方米，保护范围约 85 万平方米。遗址分布范围内的断面暴露有坚硬的白灰居住

面、红烧士等古人类活动遗迹，文化堆积厚达 1 米，距地表 3 米，曾出士原始人头骨化石、颈骨化

石、肋骨化石以及打制石器等人类文化遗迹标本，经测定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与河套人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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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人类活动遗址。

1984 年，杨福新等人在甘肃省武山县鸳鸯乡(现鸳鸯镇)苟家山村北狼叫E大沟的骨头沟，

采集到人类颅盖骨化石一具。从地层关系看，出土化石地层土质土色呈灰黄色的粉彤、，结构疏松，

具大孔，垂直节理发育，为更新世晚期的马兰黄土。从化石特征来看，该颅骨化石仅有颅盖骨部分，

包括额骨和左右顶骨，在额骨鼻突前端附着一小段鼻青、鼻根部完整、颅骨两侧翼区各附着一块蝶

骨大翼的顶端。另外，在右侧顶骨的枕缘(人字缝)保存 块缝间骨。从骨壁较厚，额部后倾，眶

上缘较圆钝以及额骨E匡突粗壮等特征上，可判断该颅骨属男性个体。依据颅缝的特征，参照现代人

和资阳人颅骨内面与外面颅缝愈合时间与年龄间关系，估计该颅骨个体的年龄为 20 岁左右。

1987 年，村民苟菊林在平整荒地时，在 1984 年出士颅盖骨化石的地方又发现了第二具人头骨

化石。随后，中国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王亚东博士等人多次到狼叫E遗址调查，经过查看现场，采集

标本，和苟菊林一起确认了第二具和第一具人头骨化石相距只有1. 2 米，出士同一地层。此具头颅

骨化石比八四年出士的要完整的多，它高 2 1. 5cm、宽 13cm，包括顶骨、额骨、蝶骨、颜骨、额骨、

枕骨、下顿骨和上领骨等，几乎是很完整的一具人头骨化石，同时在上下顿骨上还保留有侧门齿 l

颗、犬齿 2 颗，第 前臼齿 2 颗、第二前臼齿 3 颗，第 臼齿 2 颗，第二日齿 3 颗，第三日齿 l 颗，

其 14 颗。从冠状缝、蝶顶缝、军L突枕缝、人字缝、矢状缝、顶乳突缝等颅缝愈合情况和牙齿的萌出

情况可判断此颅骨己不是婴、儿、少年时期而是成年时期的颅骨，再从第 臼齿、第二日齿和第三

日齿的磨耗与年龄分期模式综合观察，此颅骨个体的年龄应为 35 岁左右的成年个体。从主要表现性

别的眉弓、乳突、枕外隆突及面部特征全面比较，此颅骨代表着 个 35 岁左右的壮年女性个体。

狼叫E遗址上出士的两具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被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命名为 "武山人

经兰州大学碳 14 测定绝对年代为距今 38000:!: 500 年，其体质特征接近于广东马坝人，属于晚更新

世中期，代表着比山顶洞人更原始的早期蒙古人种类型。狼叫E遗址是与河套人同期的古人类活动

遗址，也是甘肃境内发现有人化石的三处旧石器遗址之 武山人"和"平凉人" 起填补了甘

肃地区旧石器考古的空白，有力的证明了陇原大地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舞台，把甘肃史前文化研

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狼叫E遗址"武山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对于研究东亚古人类演化和中国现代人的起源，具

有重要的考古文化价值和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是中国考古学和古人类学领域的 次重大发现，为

中国现代人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和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狼叫E遗址出士了 批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年代较早的使用锤击、 砸击和碰石占等方

法生产的石片，体积较小的漏斗状石核和利用台面脊棱为打击点的石片，表明"武山人"打片技术

己达到J 定的水平。石器有刮削器和砍听器，还有件三棱大尖状器。有些锤击石片又长又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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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较孰练的打片技术。 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包括好几种类型的刮削器、 尖状器和钻具等， 尺寸都很

小，加工技*己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狼叫面遗址的发现延伸了古人类在渭河流域的居住历史， 完善了甘肃中部旧石器考古序列，从

而为探讨石器技术的演变、 人类行为的发展历程提供了证据 。 该遗址存在多个的文化层位， 且文化

堆积连续， 遗址内平同时段的技本、 生汁模式有助于了解古人类对遗址使用的方式， 同时结合环境

分析， 有益于讨论遗址内人类行为变化与环境的关系。

参考资料 古脊格动物与古人吴学报

傅家门种谷台遗址

傅家门种在台遗址位于傅家门村，坐落在榜沙问西岸的级台地 1:. 包括傅家11遗址、 种谷台

遗址和困故雄墓葬三部分。遗址整体呈长方形， 地形平坦宽广 ， 且面积 25. 5 万平方来， 为新石器时

代中晚期原始人类的军落址， 有仰韶文化、 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遗存。

遗址内文化遗存堆积厚 0.5-3 来、 深 l-4 未，断面暴露有皮层、 灰坑、 白灰居住面等。文化

层内古大量的陶片、 骨器、残石器等遗物 地面到处散布着泥质红陶

片、灰陶片、 彩陶片，己采集到许多石斧、 石刀、石铲、陶纺轮、 影

陶罐、 红陶罐等， 其中以蜕鱼纹影陶瓶最为著名 。 出土于 1972 年的蜕

鱼纹彩陶瓶就是其中最珍贵的件， 被文博界和伏最文化研究专家认

为是位教 "人首蛇 (鱼〉身" 佐证的最早实物资料， 现藏于甘肃省博

物馆。 1982 年 ，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反映文物题材的国产影色故

事片《追索》 时， 至'J傅家门等地边取外景， 武山神奇地貌风光首次亮

相国产电影。

1991 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在队长赵信的

带领下 ， 开始了对该遗址历时三年的考古发掘 ， 开挖探方 40 个， 揭露

面积 120Q m' ， 清理出房址 II 座， 窑穴 l4 个 ， 墓葬 2 座，祭祀坑 1 个，出土不同类型的石、 骨、 陶

等器物近 2∞0 余件， 移交县博物馆 990 件。 据 2014 年 3 月 l 日天水晚报 · 文化周刊刊登闰鹏飞的

《卦出伏藏 易源天水 赵信谈 "天水是最早发现卡骨之地呼 载赵信的回忆， "l由1 年至 1993

年，我们中科院考古队来到武山傅家l丁遗址发掘研究。......这些遗存 (出土文物) 包括马家窑文化

石峙下类型、 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文物，但以石龄下类型为主 ， 出土了带有刻画符号的 6 件卡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迄今中国考古所知的年代最早的|、骨，这对研究占|、民俗的起源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次考

古发掘不但弄清了石岭下、马家窑、齐家文化三种文化类型之间的地层叠压关系，而且发现了新石

器时代到铜石并用时代的房址、灰坑、墓葬、祭祀坑若干座以及一批石、骨、陶等遗物。

祭祀坑呈长方竖穴式，距地表深 0.3 米，长1. 9 米、宽 1 米，属于石岭下文化类型。坑内有带有

刻划符号的|、骨和带有阴刻符号的陶器，猪的头骨和肢骨，骨胳周围摆放着石球、陶环、彩陶盆各一，

以及鹅卵石囚块，底部有火燎痕迹。此祭祀坑距今约 70ω 年。祭祀坑、带有刻划符号的卡骨和带有

阴刻符号的陶器是石岭下文化类型考古新发现，填补了石岭下文化无祭祀坑的空白，为史前考古增添

了新的实证。而且，傅家门石岭下类型遗存中还出士了 批鸟纹为主体的彩陶器，这些彩陶器与石岭

下遗址出士的彩陶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一座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子内除出土石斧、镜、刀、套环、彩陶盆各一件外，在东南角处发现了

重叠在 些的卡骨，属于马家窑文化类型。这些卡骨经动物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共同鉴定为羊、猪

和牛的肩阴骨，骨身不加修饰，无钻无凿，符号简单，可能用尖状石片刻划而成。 r、骨背面有烧痕，

正面分别刻画有 Ul" 、 "二"、 Uo" 等形符号，表明距今 5000 多年的马家窑文化就出现了占卡的习

俗。不同类型的|、骨说明石岭下文化时期就产生了占卡的现象，马家窑文化时期有了占|、的习俗，一

直延续到商周时期占卡达到J鼎盛。这些卡骨在天水是绝无仅有的发现。

此外，还出士了带有阴刻符号的陶器，一件为泥质灰陶敛口平底盆，在盆外近口部阴刻 Ux" 形

符号，另 件为泥质灰陶平口长颈瓶，在颈下阴刻符号，这不仅填补了马家窑文化的空白，还

以丰富的实物证明傅家门确实存在着石岭下类型的文化遗存。

傅家门石岭下类型的祭祀坑，带有刻划j符号的|、骨以及带有阴刻符号的陶器，均为首次发现。带

有刻划符号的卡骨不仅时间早，而且迄今在整个史前考古领域内尚属首例，为探讨原始社会人类占卡

习俗以及我国文字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式山付家门发掘获新成果》赵信。

傅家门史前祈福文化

武山傅家门遗址石岭下文化长方形祭祀坑中发现有刻划j符号的 6 件卡骨，阴刻符号"一"的

平底瓶， 1995 年，社科院考古所甘青队《甘肃傅家门史前遗址发掘简报》指出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

早祭祀文化的考古实物资料。长方形祭祀坑内出士了"太牢三牲"羊、猪和牛的肩阴骨，其上用石

质尖状器刻划" 1 、 H 、 s" 等符号，与八卦中的阳交、阴交以及太极图相似。或许这是伏案在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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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先天八卦"的考古支撑，这些阴刻符号也为探讨文字起源提供了新资料，更是当时人们进行

占卡、祭祀活动的直接证据。减振指出原始人追求存在物的神秘属性，感知事物间的神秘联系，

为的是以自己的意志去影响它。他们对自己的意志有充分的自信，而表达这一意志的方法，便是巫

术。巫术是原始人心目中影响和改造外界的最有力的方法……巫术是过去时代人们同自然和社会斗

争的一种形式。"占|、是祭祀的重要内容也是巫术的一支， ((丰L记·少仪》中"为人祭曰致福。"可见，

先民为求农业丰收、 3守猎成功、人口繁衍、干去灾避凶等愿望而进行的占卡、祭祀活动和祈福紧密联

系，占卡是祈福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祈福也是人1rJ祭祀的一种很好的表达形式和手段。"福"字形在

甲骨文中是"两手捧酒献于祭台上"的会意字，所以福字在古代有祭祀用的酒肉的意思。这种习俗

在历代传承保留下来，今天的祈福文化中酒和肉依然是很重要的元素。

马家窑彩陶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明珠。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士的马家

窑文化彩陶主要有旋纹、蛙纹、鱼纹等纹饰，这种原始质朴具有强烈装饰风格的纹饰表现着人类最

初的丰厚精神与文化内涵。这些彩陶纹饰不仅图案美观、和谐，也反映了原始先民的精神情感。具

体视觉形象承载着寓意其中的"神秘的观念也是源于先民们对自己生存环境客观认识的表现。图

腾、巫术和物候历法参照物的创造欲求成为彩陶象形纹饰发生的外在动力。拉E涡纹似蛇的盘曲状，

水波纹似蛇的爬行状，或许就是先民们的"图腾崇拜蛙纹则是先民们对蛙超强生殖力的"生殖崇

拜"而祈求人丁兴旺的产物。该遗址在石岭下文化层曾出士了"国宝"级文物舰鱼纹彩陶瓶，该彩

陶瓶用细泥质红陶精制而成，瓶高 18 厘米，口径 5.7 厘米，侈口、平唇，束凹高颈，深斜腹、平底，

腹中附双鼻耳，器表上用黑彩~绘特大粗壮的人首鳞身的奇怪动物，头大体胖、尾上卷至头，有

双臂双手、手伸囚爪。《史记·三皇本纪》曰:伏案生成纪、成纪即今天水，这是伏案氏族ìti渭河水

的活动。之后，伏案后裔向西南、向中原迁移。即现在天水境内的武山 带均属于人文史祖伏案的

故里。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等文中说，伏案女娟人面蛇身"。而武山傅家门种谷台遗址

中出士的这件"人面蛇身"彩陶瓶(也称舰鱼纹瓶)，证明武山古代文化与伏案文化的密切联系与渊

源关系。

在马家窑文化层出士了鱼纹瓮、鱼纹盆等，先民1rJ心目中鱼有驾驭洪水，保护田园的"灵性

具有氏族保护神的性质，也含有浓郁的巫术寓意。兽的力量就是神力量之标志。学者们普遍认为中

国龙文化起源于马家窑文化， ((说文解字》释龙"鳞虫之长飞闻 多先生《伏案考》 文中指出，

中华民族共同图腾 龙就是这时期把鱼、蛇、蛙等许多图腾揉合成的一种综合体。龙在祈福活动

中作为瑞兽祥禽而受到人们的敬畏和崇拜，龙文化是祈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达形式。龙是造福众

生、福佑黎民的吉祥之物，即所谓福生龙。庞进先生在《中国龙文化》一书中指出 "首先福生龙是

水利神和农业神，以兴云布雨、司水理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百姓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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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安居乐业为理想境界。其次福生龙是人格神，中国古代的创世英雄、圣哲明君、精英贤良，

多有龙之比、龙之名、龙之誉，这些人物所开创和从事的兴国利民的事业，所建立的千古传颂的功

德，也都是福生龙的事业和功德。再次，福生龙是吉祥神，具有显灵和兆瑞的神性，人们相信，福

生龙能给他们带来绵延不绝的幸福和嘉惠多多的好运。当然，福生龙既是造福众生的龙，也是幸福

自身的龙，是将造福众生与幸福自身相统一，且以造福众生为最大幸福的龙。"直到今天，龙的民俗

活动多与祈福有关。北方广泛流传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这天要吃炒豆、

吃猪头、弟。龙头，以图吉利。

《说文》释玉"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即"玉"是象形字，初意是三块美玉用 根丝绳穿起

来。古人用玉象征万物三玉之连"代表天地人三遇。"玉之美与天合德古玉器中体现了古人"天

人合 "的宇宙观。自古西士出美玉，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士的齐家文化玉器数量较多，造型美观、

简朴凝重，玉铲、玉璧、玉琼、玉璜等现藏于武山县博物馆，其中一件玉琼材质就是今天武山本地

的鸳鸯玉。

从遗址出士的齐家玉器来看，本区的原始先民们在很早的生产与生活中就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

的玉礼祈福文化。"玉，亦神物齐家先民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人神心灵沟通的中介物，给

玉赋予了不同寻常的宗教图腾意义。玉被赋予了超自然属性和一些人格化的内涵，从而成为当时祀

神与社会组织系统的重要物质依托。玉器己经从产生之初的"石之美者"最终转化为 种社会化、

礼仪化、宗教化的产品。其器物的雕刻形制并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和神圣的社会功用。《周丰L .春官·大

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囚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琼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

方，以自1虎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这些玉器完全成了人们生活中桂除

灾难，可以沟通天上神祖和地上生民的灵物，希望在祭祀祈福时，神灵和祖先能听到他们的诉求，

满足他们的需要。玉器的神性不仅仅在于玉石本身被赋予的"通神"的神力，这些玉器都代表着当

时人们的 种情感和观念，佩玉能辟邪，供玉能祈福，比如，玉璜代表"通天虹桥玉璧则象征"幸

福天门玉的福文化影响深远。葛洪《抱朴子》载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直到今天，

玉能避邪消灾、吉祥如意、长寿多福、安宁平和、家和兴旺、事业腾达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广泛

存在。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渭水上游地区则是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源头之 。傅家门遗址文

化遗存从距今 5500~3700 年，有着近两千年的祈福文化的延续，而且没有中断，其年代之久，延续

时间之长，文化序列之完整，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资料:<<石岭下类型文化与付家门遗化发括新成果))， <<伏是主传说的原始背景和文化内涵》刘文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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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在主首创华夏人类又明事业》王又值。

西旱坪遗址

西旱坪位于渭河二阶白地上，渭水北环而东流，南河前绕北入渭，地势平坦，阳光充沛，土肥

水盖，在植被丰茂的远古时代，是一块直居直农、 直牧直渔的风水宝地，是古代先民理想的栖息之

所。据文物考古发现，西旱坪为新石器时代至周代文化遗址，其保护范围 东起洛礼公路，因至西

梁山，北距陇海铁路边沿，南至文家寺堡于， 遗址整体呈不规则三角状， 毡面积 25 万平方来，文化

层厚 0.5- 1 来，深约 2 来。 1963 年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武山县人民委

员会立的水磨石保护标志碍，也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 2ω6 年重新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旱坪遗址 L 那些散布田地的陶片，裸露地表或断层处的灰层、灰坑，都在记录着这里曾经

演择过的人类文明，而院嚣避暑宫的传说，更为这里增添了辉煌的气度和悲壮的色彩。

那些断层处暴露的灰层、灰坑、自灰居住面等遗迹， 1 来厚的灰层，表明这里曾经居住着众多

的人群，或者人们在这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出士的陶器显示出先民在生产活动中的智慧创造，而

陶器以灰陶为主，间以红陶和夹砂陶，也许除了就地取材和烧制工艺外，更多的表现出古人的审美

情感。向往美好生活和具有一定审美情趣的远古先民，虽然无法用明确

的美学标准，衡量和创造生活中美的价值取向，可是他们对美的追求，

对美的探索，不可掩饰地把 7 干多年前的艺术创作展现于今人面前。那

些刻在陶器上的绳纹、 篮纹和附加堆纹等纹饰，在朴拙中透出人类早期

智慧和艺术创造的光芒，而那些彩陶片上艳丽丰富的纹饰， 彰显出古代

先民高超的陶艺水平和精湛的彩绘技艺o 件件石斧、石刀、石链等生

产工具，映射出茹毛饮血、渔猎耕牧的原始生活景象。那件马鞍口、'1x

耳红陶罐优美的马鞍口弧线，协调对称的桥形'1x耳， 精美的造型，在令

人赞叹先民工艺技术的同时，也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转变，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欣慰。

而周代的玉珠，宋代的人物纹铜镜.主代的盘口黑袖资瓶，更显示出遗址文化内涵的丰富，先民在

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创造，以及历史延续的悠久。这些陶器的创造都是以适用为目 的，

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

掩 t远古文明的卷帜， 翻开古代文明的扉页，西旱坪仍然给人以巨大的精神震撼。它不仅包吉



着丰富的史前文明，还有奴隶社会、封建王朝的文化遗存。 1959 年发掘五代墓一座，出士精美画像

砖现存省博物馆。 1965 年发掘东汉墓 座，出土文物 10 件。 1991 年采集到的泥质绳纹陶豆，通高

11 厘米，两件夹彤、红陶，通高 14 厘米，均为周代遗存。 1999 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宝兰二线工

程建设，对西旱坪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迄今 7 千多年的大地湾 期陶片，清理房址 5 座(齐

家 3 座、汉代 2 座)、灰坑(窑穴) 82 个，分齐家、战国、汉代等时代。齐家房址为圆形和圆角方

形两种，居住面为 0.1-0.5 cm厚的白灰硬面。灰坑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不规则形囚种，以直

壁、斜壁锅底形为主，个别灰坑中有瓮丰富葬。出士陶器有石斧、石刃、纺轮，铁器有苗、凿、钵、

铜节在等，还有马、牛、羊、猪、鸡的骨路等。陶片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陶色有灰、红褐色;

纹饰以绳纹、弦纹为主，还有篮纹、附加堆纹、 tlJ纹、刺点纹等，可辨器形有深腹罐、三足灌、三

足钵、双耳罐、壶、盆、凯、豆、尊、袋足高、茧形壶等。 2011 年武山县文物局抢救性发掘元代墓

葬一座，墓顶为穹窿叠涩覆斗藻井式，墓室内有虎头纹、八思巴文、二人牵驼、力士、花卉、人物

故事(二十四孝)等模印砖。出士器物有囚兽菱花铜镜、轴瓷盆、钧窑青瓷碗、囚足方形斗状绿

轴香炉、双耳鱼形扁瓶、双耳带环鱼形扁瓶。这些凤毛麟角的发现，使人们对西旱坪遗址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和认识。

在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后，西旱坪仍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条件，再次成为历史的

焦点。征讨天下所向披靡的光武帝文IJ秀，在描绘统一大业的蓝图上，把目光凝聚在陇右重镇落门聚

(今洛 l丁)，收陇右平川蜀定天下的雄略他己成熟在胸，可是雄踞陇上的院嚣守着天水的皇城和建武

三年(公元 27 年)在西旱坪修筑的避暑宫(平定府)，分庭相抗。《清康熙宁远县志》和《武山县志》

都记载 "建武九年正月，征西大将军j马异进军落门聚伐院纯，久攻不克。"冯异伐纯，未拔而莞。

"建武十年十月，汉中郎将来教率盖延、耿彝、岑彭、马武等，大破院纯于落门聚。"嚣子纯未能继

父伟业，一场历史性的战争结束了，刘秀得陇望蜀的鸿献实现了，一座辉煌的宫殿消失了，避暑宫

成了历史的记忆和西旱坪的一个文化符号。有诗曰玉窒归好莽，雄才起陇秦。由来王霸业，创自

布衣身。废蝶l自i青渭，荒台对富春。江山同破碎，莫笑崛起人。" ((民国武山县志稿》载李克明的《院

嚣城》诗曰 "黄鸭作阵暮云平，古聚源头禾泰生。不见萧王名事业，秋风秋雨院嚣城。"昔日的辉

煌和残破，繁盛与萧条，宫阙和焦士，被历史的滚滚浪涛:甸净了校蔓，只有生生不息的精气神在落

定的尘埃上萦绕。

参考文献:式山县西汉坪新石器时代、战国与汉代遗址))，作者 毛瑞林。选自(((中国考古学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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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又物出版社)

石岭下遗址

石岭下遗址位于武山县城西二华里余的渭河南岸二级台地上。甘石沟河水由南向北流入悠悠渭

河，将遗址截为东、西两段，东段叫崖头，因段叫西坪，保护范围约 10 万平方米。遗址座落在石岭

沟口的洪积扇上，形如一把张开的扇子。断崖、地埂处暴露有灰层、灰坑，并夹有泥质彩陶片。文

化层厚度平均在1. 5 米左右。曾出士了许多代表性器物，石器有斧、刀、铲等，骨器有锥、针等，

陶器有罐、碗、盆、钵、瓶、瓮、凿等，以橙黄色和士红色为主。彩陶较多，饰纹主要有弧线三角

纹、平行条纹及变体鸟纹、变体鱼纹等。有研究文章认为石岭下类型属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其

年代在公元前 3370-2950 年之间。

石岭下文化类型是 1947 年裴文中等人在甘肃考古时首次在武山县城关镇石岭下发现的， 1955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石岭下进行了试掘(编号为 u. W.) , 1962 年甘肃省博物馆进行了复查，直到

上世纪七十年代才作为 种具有独自特征的文化类型提出来并命名，因最早发现于石岭下，故名"石

岭下文化类型"。

石岭下文化类型其主要分布在渭河上游及其支流葫芦河流域，以及西汉水、说河流域和甘肃东

部的天水罗家沟、杨家坪，武山傅家门、石岭下，秦安大地湾，甘谷毛家坪，通渭李家坡等遗址中。

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生产工具 般用砾石制成，多刃部磨光，典型工具有石刀、陶刀、梯形石斧、

镜、凿、骨锥、纺轮、网坠、弹丸、铲、磨石等;陶器以红陶、橙黄色陶、红褐色夹彤、陶为主，灰

陶比仰韶早、中期有所增加，制陶技术比前段有所进步，多数沿用泥条盘筑法，己有了轮制的陶器;

器类比前段有所增多，其中，平底器较多，其次是尖底器和圈底器，主要有卷沿曲腹盆、钵、双腹

耳平底瓶、尖底瓶、罐、圈足碗、大睐叭口小平底盘等;纹饰以绳纹为主，旋纹占 定数量，还有

附加堆纹、刻tlJ纹、齿状压印纹，此外，这时期的彩陶非常发达，主要在红陶、橙黄色陶器上绘单

彩(黑、褐红或白彩)，多数绘在器物口沿和腹部;纹饰 般是弧三角、变体鸟纹、杏圆纹、人面舰

鱼纹、网格纹等。这些几何图案和动植物形花纹，画风厚重、纯朴，用笔随意，富于变化，有的细

密均匀，有的顿挫有致，不仅有写实的内容，更具有象征意义，有些作品比起同时代的彩绘艺术，

以其更加流畅、奔放、自如和成熟的风格，展现出了我国彩陶绘画艺术的卓越成就，也正是这一时

期，我国彩陶绘画进入了最为辉煌的鼎盛阶段。

1991 至 1993 年，赵f言带领的中科院考古队从傅家门种谷台遗址石岭下文化类型层位中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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