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关注区域。经汾水贯穿

山西全境的“Y”字形文化传播带，在距今 4000 年前后，连接

起了当时非常耀眼的两大文明中心——石峁和陶寺。而山

西兴县碧村遗址既是石峁文化圈的重要一员，又与陶寺并

立于黄河东侧，成为阐释当时晋陕黄河两岸文明形态、揭示

黄土高原广大范围内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重要窗口。

碧村遗址位于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地处蔚汾河和

黄河交汇处。遗址周边环河邻沟，西抵黄河，东部以一道

横亘南北的石墙为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城，面积达

75 万平方米，主体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距今约 4200
年至 3800 年。

作为晋陕大峡谷东岸迄今发现的规

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史前石城，碧

村遗址拥有双重城垣和严密的城防

系统，彰显了浓厚的防御色彩，展

现了特殊的屏障作用。依山傍

水的环境，是早期人类定居

的首选之地。先民们在碧

村的活动区域，集中在黄

河岸边的河前坡地上，从

山坡到山腰，最后圈住整

座山体，庞大的城址就这样建成了。生活在现代的我们都

知道居住于山中有诸多不便，4000 多年前的先民又是如

何生活的呢？碧村遗址给了我们答案。

十年考古，在碧村遗址的寨梁、小玉梁、殿乐梁、城墙圪

垛 4 个台地中，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玉器以琮、环、璧、

玦等为主，陶器有鬲（煮饭用的炊器）、斝（温酒用的酒器）、

蛋形瓮、高领罐等，说明这里的手工制造业发达，先民的生

活用器十分考究。遗址区的黄土台地是开展农业生产的最

佳选择，当时的人们以种植粟、黍为生。不难想象，他们在

自己的城池中自给自足。

碧村城址与盛极一时的石峁古国相距仅 50 余公里，主

体年代基本一致，形成了隔黄河呼应的格局。两个遗址在建

筑传统和聚落布局上基本相同，均以石构为特色，构筑了中

心护坡台地的高等级殿堂式院落、多重城垣防御体系和反复

迂回城门系统。碧村城址经历了一个从黄河东岸逐步向东

扩张、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以核心区小玉梁建筑布局大调

整及东城门的兴废为节点，可将其聚落发展分为初兴、鼎盛

及衰落等阶段。初兴期为公元前 2200—2100 年，居住范围

东达小玉梁附近，修建一组南向建筑；公元前 2100 年重建小

玉梁，规划一组西向建筑，修建东城门，聚落达到鼎盛阶段；

公元前 1900 年左右，随着东城门的功能丧失，聚落进入衰落

期。这一历史进程与石峁的发展步调基本一致，鼎盛阶段都

在距今 4000年前后，显示了两者命运与共的关系。

在黄河两岸的晋陕蒙地区，这类史前石城不止一座。

考古明确了其空间分布情况：北抵内蒙古大青山，南至山西

吕梁石楼县。虽然各石城年代稍有差别，但基本形成了一

个围绕黄河两岸集中分布的半月形石城文化圈，拉近了与

晋南陶寺和辽西的距离，为探索河套和晋南、辽西等半月形

石城地带的文化交融，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早期发展轨

迹打开了新窗口。

碧村城址所处的龙山文化晚期是“天下万国”时代。据

《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时

期，于河套和晋南碰撞交融的关键通道上，碧村城址诞生

了。这是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关键城址，是描绘距今

4000 年前后黄土高原文明图景的重要因子。

4000 多 年 前 ，碧 村 一 带 的 先 民 镇 守 黄 河 ，保 一 方 安

宁。到了近代，山西人“走西口”时，也会途经碧村过黄河，

到达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所在地高家堡，再往西北进入内蒙

古。这样的行迹路线，跨越数千年时间重叠吻合，证明千百

年来这里都是南来北往的人们通过黄河的主要路线之一。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从碧村遗址看四千年前黄河岸边的文明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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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

总 书 记 在 第 十 九 届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第 三 十 九 次 集 体

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等 重 大

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

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

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

史。”习近平总书记对几代

考古人工作的肯定，令参加

探源工程的 20 多个学科的

400 多名学者非常激动。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的

阶 段 性 成 果 展 现 了 早 期 中

国 的 形 成 与 发 展 。 在 距 今

5000 多年前，中国各区域农

业发展、人口增加，规模宏

大的都邑相继出现，社会复

杂化加剧，一些发展较快的

地 区 率 先 跨 入 文 明 阶 段 。

距今 4500 年前，通过与域外

其他文明交流互动，先民们

从西亚地区接受了小麦、黄

牛、绵羊、冶金术等文化因

素 ，丰 富 了 中 华 文 明 的 内

涵。距今 4300 年至 4100 年

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

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

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

化 因 素 的 基 础 上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持 续 发 展 ，为 进 入

王 朝 文 明 奠 定 了 基 础 。 距

今 3800 年，在河南偃师二里

头 建 造 了 同 时 期 规 模 巨 大

的都邑，形成择中建都的都

城选址理念和由青铜器、玉

礼 器 等 构 成 的 礼 乐 制 度 。

这 些 礼 器 及 其 蕴 含 的 观 念

向 四 方 辐 射 。 中 华 文 明 从

距今 5000 年至 4000 年期间

的各区域文明各自发展、交

流共进，转向中原王朝引领

的一体化新进程。

这一年来，考古界加强

多学科联合攻关，努力推动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取 得 更

多 成 果 。 更 多 的 学 术 课 题

设 置 和 主 动 性 考 古 有 序 展

开。湖北十堰学堂梁子、甘

肃庆阳南佐、安徽含山凌家

滩 、辽 宁 喀 左 牛 河 梁 、山 西

兴 县 碧 村 、河 南 偃 师 二 里

头 、郑 州 商 城 、安 阳 殷 墟 等

重 要 遗 址 的 许 多 考 古 新 发

现，或填补了重要节点的空

白，或丰富了重要区域的细

节，或弥补了重要链条的缺

环，为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

明 起 源 、形 成 、发 展 过 程 提

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在 进 一 步 开 展 中 华 文

明探源研究的同时，我们还

要 营 造 传 承 中 华 文 明 的 浓

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

教 育 引 导 群 众 特 别 是 青 少

年 更 好 认 识 和 认 同 中 华 文

明 ，增 强 做 中 国 人 的 志 气 、

骨 气 、底 气 。 在 这 方 面 ，各

地 文 博 机 构 都 做 了 很 大 的

努力，文明探源的很多考古

成 果 第 一 时 间 在 博 物 馆 得

到 展 示 。 博 物 馆 的 展 出 也

更 加 亲 民 、更 加 通 俗 ，数 字

化 技 术 手 段 的 应 用 日 益 普

遍 。 一 些 更 适 合 传 播 的 短

视 频 、纪 录 片 、综 艺 节 目 拉

近 了 民 众 与 文 明 探 源 成 果

的距离。去年，新一批 40 多

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批立项或挂牌，使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和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有助于提升中华文

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作为一个从事考古工作 40 多年、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20
年的老兵，我觉得有义务通过自己的理解和努力，促进社会各

界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深化文明研究和促进成果转化传播方

面形成更多共识，达成更多目标。一年来，我先后在国家部委、

大学和研究机构、大型国企等单位做了数十场介绍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主要成果的报告。作为学术顾问，我深度参与指导策划

了《中国考古大会》等大型节目，以及正在拍摄中的讲述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研究历程的系列纪录片。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

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

多层次、全方位，加强考古学和历史学、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

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

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

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

及 各 区 域 文 明 演 进 路 径 等

重大问题。

（作 者 为 中 国 社 会 科

学院历史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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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豳风·七月》是《诗经·国

风》里最长的一首诗，如一幅风俗画卷，详尽描述了西周先

民们在豳地一年四季辛勤劳作的场景。据文献记载，夏朝

末年，周人先祖公刘率领部落迁居到“豳”地，公刘的儿子庆

节在豳地建国。自此以后，这个部落就在豳地建立城邑，发

展农业。到了古公亶父时，才率领族人迁居岐山下的周原，

并且以地为名，称为“周人”。

豳地究竟在哪儿？2018 年至 2022 年，西北大学、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陕西旬邑西

头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型城址和高等级墓葬，为寻找豳

地打开了新局面，并入选 2022 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西头遗址地处泾河东岸台塬边缘地带，距泾河约 4000
米。5 年的考古发掘，循序渐进，先后在南头、鱼嘴坡、尖子、

上庙、斜圳 5 个地点发掘灰坑 650 余座、墓葬 140 座，发现贯

穿仰韶、龙山、先周、西周、汉唐等各时期的陶窑、房址、灰沟

等各类遗迹，出土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千余件。目前确定

遗址总面积达到 300 万平方米，其中商周时期的遗存分布约

200 万平方米。通过对出土遗物的类型学比较，并结合碳 14
测年，可以建立从晚商至西周晚期的年代序列，为区域文化

演进提供了重要标尺。

大型城址和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备受关注。考古学家

在西头遗址西侧区域发现了一处面积约 80 万平方米的城

址。通过对城址南城墙的剖析，确认城墙年代为西周时

期。西周城址的发现，为区域聚落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

考古学家在城址内发现了道路、城门、护城河等。在城址

北侧发现的夯土建筑基址，柱础下有石板，局部基址夯层

厚达 2 米，说明其上有较大规模的建筑存在。在附近发现

的灰坑、灰沟中，有 2000 余件筒瓦、板瓦残件，另有一定数

量的原始瓷片、印纹硬陶片和打磨精细的蚌饰，足以说明

该建筑等级之高。

城址内发现 6 处熔铜残炉以及熔铜块、铜渣、炉壁等遗

物。科技分析显示，所见熔铜块应是对原有铜器进行二次

重熔，因火候控制不当，产生了未完全熔化的现象，这为中

国古代铜器的重熔生产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南

城墙外侧发现深坑，坑内大型三足瓮内有炭化粟痕迹，坑底

土质坚硬，近坑底有厚度 2—4 厘米的植物秸秆类堆积，其上

部发现少许黄褐色植物种子，说明这个深坑应为储粮窖

穴。这也从侧面证明这里人口数量之大。

上庙地点发现了大型围沟墓地，有墓葬近千座。2022
年发掘甲字型大墓 3 座，其中一座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殉人

最多的西周墓葬，出土了大量的海贝、蚌器、骨器、玉器及

刻字卜骨等。如此多的殉人表明，这是一座延续商文化风

格的墓葬。上庙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末周初和西周

早期。已发掘墓葬存在墓向相异、等级明显、随葬兵器比

例高等特点。墓葬出土陶器有本地晚商时期延续下来的

陶器风格，有来自周原或丰镐地区的典型周文化陶器，亦

有来自泾河上游地区的红陶袋足鬲等器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苏秉琦、石

璋如等就在关中

的 泾 渭 流 域 寻 找 周

人 故 地 。 上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 ， 多 项 考 古 调 查

与 发 掘 在 泾 河 流 域 陆 续 开

展，揭示了区域内先周时期的

文 化 面 貌 和 聚 落 形 态 。 进 入 21
世纪，西北大学古豳地考古队在泾

河中下游及其支流三水河、冶峪河、

泔河等流域进行长期调查，对区域内

先 秦 时 期 的 文 化 面 貌 和 聚 落 分 布 规 律

有了全面的掌握。他们判断，泾河中游的

支流三水河两岸台塬，是探索先周时期遗存

的关键区域。与此同时，泾河流域还发现了

多处重要的西周时期遗存。先周时期遗存分

布数量多，“小群居、大杂居”，尚未形成等级差

异；西周墓地则具有等级高、年代集中、商文化因

素浓厚、随葬兵器多等特征。陕西泾阳高家堡墓

地出土“戈”字族徽，被认为是周初迁来的“戈国”人

群；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葬发现“泾伯”铭文，被学者

认为是居于黑河流域的族群。这些墓葬处于关键的

交通要道，为探讨周初人群迁徙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

古学证据。

汉唐文献多有关于“豳”地的记载，如唐代《元和郡

县 图 志》记 载“ 豳 城 ”位 于 三 水 县 城 以 西 30 里 的 大 塬

上 。 以 往 学 者 多 认 为 该 文 献 为 后 世 附 会 而 成 ，但 结 合

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位于三水河北岸的张洪塬，塬面

宽大，商周时期遗址分布密集，是利用“排除法”寻找豳

地的好区域。

有学术目标，有文献研究，有区域调查，在旬邑西头

遗址取得考古突破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目前，西北大学在旬邑建立了考古实习基地，这里将

成为集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实习教育于一体的开放性共

享平台。西头遗址的多学科合作攻关正在开展，古 DNA
分析将为人群迁徙提供直接证据，同位素分析将为人群

来源、食谱结构提供支撑，植硅体分析将为环境变迁提供

详细信息等。西头遗址的考古工作才刚刚开始，诸多谜

团还需要扎实的考古工作逐步解开，豳地具体位置的进

一步明确也有待未来更多考古发现来“指向”。

黄土高原腹地的泾河流域是奠定周代礼制文明的

关键地域，我们期待文明探源取得新的进展。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旬邑西头遗址寻“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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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旬邑

西头遗址出土的

带“周”字陶片。

◀河南安

阳殷墟王陵区

祭祀坑出土的

青铜尊。

▲山西兴县碧村

城址东门俯拍。

▶甘肃庆阳南佐

遗址出土的带盖塞彩

陶平底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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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

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