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 年 考 古 揭 示 ，

中 华 大 地 各 区 域 在

公 元 前 3300 年 前 后

陆 续 进 入 文 明 的 门

槛，至公元前 2000 年

前后，考古发现的众

多 早 期 王 权 国 家 和

区 域 文 明 大 体 同 时

衰落，只有在黄河中

游，以洛阳盆地为中

心，夏王朝形成并壮

大 。 此 后 的 3000 余

年里，以郑州—洛阳

为 中 心 的 嵩 山 河 洛

地区，长期作为正统

王朝都城所在地。

公 元 前 3300 年

至 公 元 前 2800 年 左

右的仰韶文化晚期，

中 原 腹 地 出 现 仰 韶

文 化 发 展 的 一 个 新

高 峰 。 持 续 进 行 的

考古发现证明，这一

区 域 环 壕 聚 落 普 遍

流 行 并 且 规 模 明 显

扩 大 ，如 郑 州 大 河

村 、荥 阳 青 台 、巩 义

双槐树等，环壕聚落

的 面 积 都 在 50 万 平

方 米 以 上 。 巩 义 双

槐 树 遗 址 位 于 伊 洛

河汇入黄河处，面积

达 100 万 平 方 米 以

上 ，有 三 重 环 壕 ，中

心 区 是 由 半 围 墙 和

壕 沟 圈 护 的 多 排 大

型 房 址 组 成 的 类 似

宫 城 的“ 宫 殿 ”区 ，

有 深 厚 夯 土 精 心 筑

成的大型活动广场，

呈“ 前 朝 后 寝 ”的 布

局 。 同 一 时 期 ，东

方 的 大 汶 口 文 化 西

进 ，南 方 的 屈 家 岭

文 化 北 上 ，推 动 了

社 会 组 织 结 构 的 复

杂 化 和 早 期 文 明 的

形成。

公 元 前 2800 年

以来，龙山文化形成

城 池 林 立 的 文 化 景

观 。 中 原 腹 地 以 夯

土 围 垣 为 重 心 的 中

小型城邑广泛兴建，

如登封王城岗、新密

古 城 寨 、辉 县 孟 庄 、

温县徐堡等，反映了

区 域 社 会 整 合 的 步

伐 在 逐 渐 加 快 。 公

元 前 2300 年 前 后 ，

黄 河 中 游 形 成 襄 汾 陶 寺 、神 木 石 峁 等 超 大 型

都邑，代表着区域聚落形态的新突破、区域社

会 组 织 的 新 模 式 。 陶 寺 遗 址 ，占 地 面 积 至 少

280 万平方米，空前规模的城址、气势恢宏的

宫 墙 、布 局 规 整 的 墓 地 等 先 后 被 发 现 ，居 民

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而雄踞

在 陕 北 高 原 上 的 石 峁 遗 址 ，由 伟 岸 的 皇 城

台 、固 若 金 汤 的 内 城 和 规 模 宏 大 的 外 城 等 三

重 城 垣 构 成 ，出 土 了 大 量 的 玉 器 、骨 器 、乐

器 、陶 器 等 。 它 们 最 终 汇 入 中 华 文 明 起 源 的

巨流之中。

中 原 腹 地 处 于“ 天 下 之 中 ”的 区 位 ，重 农

固本、兼利四方的发展模式，成为合理、有利

的 历 史 选 择 。 经 过 长 期 的 政 治 实 践 和 探 索 ，

到公元前 1800 年前后，中原腹地形成以偃师

二里头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

二 里 头 遗 址 面 积 约 300 万 平 方 米 ，呈 现

出路网和围垣界隔的多宫格布局，10 万平方

米 左 右 的 宫 城 是 都 邑 的 重 心 ，东 、西 两 组 中

轴 线 布 局 的 四 合 院 式 宫 殿 宗 庙 建 筑 成 为 后

世 宫 室 制 度 的 先 声 ，专 门 的 手 工 业 作 坊 区 开

后 世 官 营 手 工 业 的 先 河 ，诞 生 了 铜 玉 礼 器 为

代 表 的 器 用 制 度 。 二 里 头 的 面 积 虽 然 没 有

超 过 此 前 龙 山 时 代 的 最 大 都 邑 ，但 出 现 了 新

的 空 间 秩 序 和 价 值 秩 序 ，其 体 现 的 王 都 规 制

和 器 用 制 度 等 国 家 礼 制 更 加 成 熟 ，都 邑 成 为

当 时 中 华 大 地 上 规 模 宏 大 、结 构 复 杂 、内 涵

丰富的城市。

夏 商 王 朝 形 成 了 国 家 治 理 方 式 、王 都 营

造理念、地方统辖策略以及宫室制度、器用制

度、墓葬制度等礼仪制度。“夏礼”“殷礼”“周

礼 ”一 脉 相 承 ，是 黄 河 文 化 的 精 髓 ，“ 礼 仪 之

邦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显 著 特 质 。 商 王 朝 晚 期 殷

墟 的 考 古 发 现 中 ，成 熟 的 甲 骨 文 和 金 文 是 传

承 至 今 的 汉 字 的 源 头 ，这 也 是 维 系 中 华 文 明

的重要纽带。

（作者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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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五谷之一的粟，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

人的主粮。脱壳之后的粟，即小米。近年来，粟

的起源和传播路线，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

术课题，2023 年还被联合国大会宣布为“国际

小米年”。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赤 峰 市 敖 汉 旗 是 中 国 作 物

协会和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授予的“全国最大优

质谷子生产基地”“中国小米之乡”，也是国际

学 术 界 普 遍 认 可 的 世 界 小 米 起 源 地 之 一 。

2012 年，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列为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

从 2014 年起，敖汉开始举办世界小米起源

与发展会议，如今已成功举办了 10 届。一年又

一年，众多国内外专家如约而来，聆听最新的考

古成果，探讨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在中国北方农业

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为当地的小米产业支招

献策。

在中国北方，很多地区都种植粟。敖汉的小

米有什么特殊，能引发这样的关注？当地人总结

为 4 个关键词：历史，文化，品质，故事。

种植历史延续近 8000年

2001 年至 200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敖汉兴隆沟遗址进行

了 3 次考古发掘，采用浮选法获取经过人工栽

培的炭化粟、黍的籽粒 1500 余粒，并经国内外 3
家碳 14 实验室测定年代，确定这些炭化粟黍距

今约 7650 年。这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粟黍遗

存，一经发现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研究

旱作农业起源的外国专家认为，在大约 6000 年

前，小米正是从这里出发，沿着草原丝绸之路向

外传播。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能够成为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离不开这一重要考古发现。考古队

领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国祥介绍，尽管后来

在北京东胡林等地出土了距今更久远的粟粒，

但数量很少，且这些地区大都已不再种植小米，

唯有敖汉的小米种植延续至今。

史前考古遗存赋予敖汉小米深厚的文化底

蕴。敖汉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新石器时代到青铜

时代的遗址就有 4000 多处，出土了许多重要文

物，境内发现有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

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 7 种未出现断层

的史前文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专家组将敖汉确

定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在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发现了最早的猪

首龙形象，探寻中华龙的起源，敖汉是一个重要

区域。敖汉有 500 多处红山文化时期的聚落，

兴隆沟第二地点出土的陶人，第一次完整复原

了红山文化陶人。”刘国祥对敖汉的重要遗址和

发现如数家珍。而与这些珍贵文物相伴的，是

石锄形器、石耜、石刀、磨盘、磨棒等旱作农业所

需所用的生产生活工具。这些遗存，见证着以

粟为主的旱作农业起源。“可以说，正是旱作农

业滋养了这些灿烂的史前文化。”刘国祥说。

“敖汉小米”成为考古
工作反哺地方经济发展的
典型案例

敖汉小米的种植能延续至今，成为近 8000
年来大自然和先民的一致选择，必定有其缘由。

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小米有什么独特优势？这些

优势从何而来，又体现在哪里？

众多国内外专家合力推动了相关考古成果

展示及研究工作，为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保护与

发展问诊把脉。在专家的建议下，敖汉人对当

地的生态环境、土壤条件、气候特点、小米成分

进行了一系列分析检测，实证了敖汉小米具有

丰富的营养元素，找到其烹煮形态饱满和口感

上佳的科学依据。敖汉小米被批准为“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

以检测数据为基础，敖汉与多个农业大学和

研究机构合作开展品种选育，发展良种繁育基

地，保存濒临灭绝谷子品种 92 个，还对其中一些

品种实施了太空育种。选育出来的优质品种，助

力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生产模式

的顺利推进，产量不断提高。全旗种植面积增加

至百万亩以上，行销全国。同时，敖汉加强数字

平台建设，打造标准化追溯体系，力争让小米也

有自己的“身份证”。

从原生态的粒粒小米，到小米油、小米醋、小

米香皂、低聚肽粉、代餐粉等，不断开发的新产

品，将具有乡土气的原料变成时尚美食和保健

品、日用品，增加了产业附加值。

10 年来，敖汉小米从默默无闻到家喻户晓，

成为全国“农遗良品”优选计划十佳品牌，区域公

用 品 牌 价 值 超 过 100 亿 元 ，带 动 农 民 增 收 8 亿

元。2020 年，以敖汉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减 贫 模 式 入 选“ 全 球 减 贫 最 佳 案

例”。“敖汉小米”成为考古工作反哺地方经济发

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188 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约 2/3 以

上在评选时都由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上报，包

括敖汉。”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

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闵庆文指出，以敖汉小米为

代表的旱作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减贫模式，为国

内 其 他 地 区 的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利 用 探 寻 了

一条可行路径。

小小粟粒，“种”出一个
博物馆

怎样讲好“一粒米”的故事？如何将小米打

造成敖汉的文化名片？建造旱作农业主题公园，

打造卡通形象“粟小贝”，广泛开展农耕记忆口述

史发掘整理活动……诸多努力中，效果最突出

的，莫过于建造敖汉小米博物馆。

博物馆建筑造型别具创意，如一个玉玦，环

绕着中间 3 个陶罐，设计元素取自当地遗址出土

的典型文物，既充满古朴韵味，又富有现代感。

博物馆一建成，就成为当地的“网红”地标和旅游

“打卡地”。小米博物馆馆长阮红梅介绍，不算旅

游旺季，平时周末来博物馆参观的就有上千人

次，大部分是本地居民，常常早上还没开门，就看

见不少人等候在外面了。

展陈设计以强大的专家团为后援，布展方

案 六 易 其 稿 ，精 益 求 精 。 展 览 分 为 3 个 部 分 。

第一部分讲述小米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包括

粟的起源与世界传播路线，粟在农耕文明形成

发展不同阶段的地位作用，旱作农业与节气、历

法、古代农书、古代仓储等。第二部分从科普的

角度，阐释了粟在固碳、节水、适应性广等方面

的特性及其对解决世界粮食危机的重要意义，

中国在小米起源、进化、病理、分子遗传等方面

的系统研究进展。第三部分展示了敖汉的旱作

农业传承，展现了千百年来的传统耕作方式与

现代农业技术的融合，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诞生

的、丰富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民俗。

“想不到我们经常吃的小米，有这么多知识

点！”“这农具我家也有，竟然摆进博物馆了。”展

厅里，观众们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几年来，阮

红梅亲身感受着人们的态度和观念的变化。一

座博物馆，大大增强了当地百姓的文化遗产保护

意识和文化自豪感。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蝶变，仿佛中华农耕文

明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近 8000 年前种下的一

粒小米，其种子及种植延续至今，丰富了今天人

们的餐桌，也让文明的魅力浸润在越来越多人的

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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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敖汉小米博物馆。 敖汉旗委宣传部供图

城墙是人类筑城活动的物质遗存，筑建防御

性城墙曾是中国城市产生和发展的显著特征。

南京城墙是明代洪武、建文及永乐迁都北京前的

都城城墙，也是现存最长、保存完好的城市城墙，

堪称古代城墙类遗产的典型代表。与北方地区

城市城墙多用夯土修筑不同，南京城墙用砖石砌

筑而成。城砖作为最大宗的一类建材，初步估算

使 用 量 超 过 3 亿 块 。 这 些 海 量 的 城 砖 产 自 哪

里？城砖烧造质量如何保障？运输管理如何开

展？一系列谜团正被一一解开。

在南京城墙博物馆展厅，有一件来自江西省

黎川县的特殊文物——南京城墙砖窑。2017 年

新春佳节，江西省景德镇市的一位陶艺师在回老

家黎川县过年时，发现因洪门水库溢洪道改闸、

黎滩河水位骤降，河道两岸大量古窑炉显露出

来。因长期从事陶瓷器烧造工作，他意识到这些

散落在黎滩河岸边规模庞大的窑址群与烧造陶

瓷器的窑炉差别较大。又听本地老人讲，这一地

区曾经为南京城墙烧制过城砖。他立刻给南京

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官方微博留言，并发来了窑址

照片，希望研究人员到现场勘察。

这处砖窑遗址绵延黎滩河两岸约 5 公里，

窑 炉 、砖 坯 晾 晒 场 、古 道 路 、铁 叉 、带 有“ 建 昌

府 ”“ 新 城 县 ”铭 文 的 城 砖 等 遗 迹 遗 物 应 有 尽

有。其中，窑炉 115 座，为半倒焰馒头窑，窑室

平面呈椭圆形，直径 2.5 米至 3 米，据估测，每座

窑炉一次生产约 200 块城砖。3 处砖坯晾晒地，

未发现火烧及烘烤痕迹。根据对裸露地表砖坯

的测量，发现单块砖坯长约 41 厘米、厚约 10 厘

米，与城砖尺寸基本一致。结合南京城墙上发

现的“新城县”城砖及地方志资料，初步推断这

一砖窑遗址属明代初期。这处为南京城墙营建

烧制城砖的建昌府新城县砖窑，也是长江中下

游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

南京城墙砖窑遗址。砖窑、砖坯晾晒地、古道路

等，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南京城墙砖生产供

应链。

除江西省黎川县外，南京城墙砖窑还在江

苏、湖南、湖北、安徽等省有所发现。截至 2023
年，共发现砖窑遗址 15 处、窑炉近千座，基本勾

勒出明初京师营建城墙时，城砖建材生产供应的

盛况；基本可以确定，南京城砖主要产自明朝的

直隶、湖广行省、江西行省所属的府、州、县等，涵

盖了长江中下游，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安徽、江

西、湖北、湖南五省之境。

南京城墙砖多数带有铭文，大部分城砖上都

记录了烧造地点。据统计分析，明代仅县一级的

供砖单位就达 174 个，烧造地点北至淮安，南至

赣州，东至南通，西至荆州，并凭借发达的水路交

通，经长江、赣江、沅江、鄱阳湖、太湖、巢湖、洞庭

湖、汉江等河流水系，将各地烧造的海量城砖运

至京师。

南 京 城 砖 使 用 量 巨 大 ，供 砖 地 点 众 多 ，为

便于统一管理，城砖烧造延续官营手工业中的

“物勒工名”制度。每块城砖上，一般都记录有

烧造这块城砖的府、州、县各级提调官的姓名，

以及总甲、甲首、小甲等基层烧砖责任人和直

接参与造砖、烧砖的匠户、窑户姓名。与这块

城砖烧造有关的各级责任人姓名，均被书写或

模印在城砖中，一旦城砖发生质量问题，就会

自上而下问责府、州、县的各级负责人及基层

烧砖人，形成严密的城砖产品质量责任制。比

如，黄州府蕲州蕲水县城砖铭文记录的烧砖责

任 人 多 达 11 位 ，清 晰 详 备 。 上 至 黄 州 府 掌 管

城砖烧造的府提调官，下至最基层的烧造人的

名字，生动展现了明代初期严密的城砖烧办制

度，勾勒出地方基层组织造砖管理模式。南京

城 墙 博 物 馆 专 门 辟 出 展 厅 展 示 这 些 带 有 铭 文

的城砖，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由此发现很多生动

的故事。

（作者为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副研究

馆员）

南京城墙砖窑遗址
金连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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