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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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

阶段，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空范围。西辽河

流域的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是聚焦关键时间

节点和重大事件的 29 处核心遗址之一。最新

公布的研究成果认为，大约从距今 5800 年开

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

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距今

5800 年至 3800 年前后的古国时代可细分为三

个阶段。其中，距今 5800 年至 5200 年前后为

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

遗址为代表，大型台基建筑群的新发现和已经

开始出现的社会等级分化，进一步细化了人们

对古国时代演进特色的认识。

从“文明曙光”到“红山古国”，考古发现不

断推进对牛河梁遗址乃至红山文化的认识。

考古显示，牛河梁遗址第
一地点是经过统一规划设计并
在较短时期内集中兴建的台基
建筑群，凸显了红山社会强大
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

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已知规模最大、由

多个遗址点构成的遗址群，其考古工作开始于

上世纪 80 年代。以“坛庙冢”为代表的遗迹、

精美玉器表现出的“玉礼制”等一系列考古发

现，奠定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

要地位。考古学家苏秉琦撰文评价称，红山文

化“象征中华文明曙光应当是恰如其分的”。

牛 河 梁 遗 址 第 二 阶 段 考 古 工 作 开 始 于

2017 年，工作区域为“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

点。这是遗址结构、功能较为特殊的区域，也

是认识牛河梁遗址的重要切入点。新的考古

发现将第一地点重新划分为 9 座营建顺序略

有先后、功能密切相关、由台基构成的大型建

筑群。出土各类泥塑的“女神庙”坐落在规模

宏大的台基之上，目前该台基的残

存高度达 4.6 米以上。考古显

示，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是经

过统一规划设计并在较短时

期 内 集 中 兴 建 的 台 基 建 筑

群，凸显了红山社会强大的社

会组织和动员能力。

第一地点西南建筑群由北高南

低的 3 座台基建筑构成。 9 号台基以夯土为

主，5 号、6 号台基采用土石混筑，台基外侧的

导排水设施在保证地势较高的 5 号、6 号台

基排水的同时，保护了 9 号台基及其上

的“女神庙”。3 座台基址构成的有

机整体，是在对环境充分认识

的基础上，统一规划设计、功

能密切相关的建筑群。

缺 乏 与 生 活 居 住

相 关 的 聚 落 遗 址 信

息，是红山文化考

古工作中一直未

能 解 决 的 问

题 。 第 一 地 点 的 考

古发现提示我们，在尚未发

现与基本的物质资料生产相关的

证据时，公共设施的营建可以为认识红山

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提供新视角。第一地点的

9 座台基建筑皆土石混筑，尽管最大限度利用

了区域的自然地势，但运输各类材料、垫平相

对低洼区域、构筑平台，依然需要耗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这意味着，红山文化已经出现足以

支撑大型社会公共设施营建与维护的丰富物

资储备。从中，可以窥见红山社会物质生产的

繁荣。

红山文化从中期开始规划、设
计、营建礼仪中心，形成礼仪体系

第一地点的考古，发现了与文献记载的燎

祭、瘗埋和祼礼活动相对应的祭祀遗迹，表明

这一时期的红山社会已经形成祭祀天、地、祖

先的规范，出现与文献记载相似的祭祀礼仪体

系。这一祭祀礼仪规范在不同规模的遗址都

有体现，说明它已经走出牛河梁遗址，为红山

社会所普遍接受。

唯玉为葬是牛河梁遗址最早发现的墓葬

特征。随葬玉器是判断墓主身份地位的主要

依据，出土玉器最为精美的墓葬显示出明显的

等级分化特征。这里考古发现的玉器种类繁

多、造型多样，使用规律并不明晰，若将视野扩

展到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可以发现较为明确

的玉器使用规范。在距离牛河梁遗址 150 公

里的胡头沟遗址，发现了与牛河梁遗址相同的

高等级墓葬，以及更为复杂的墓地布局规

律。比较两地随葬玉器可以发现，相同造型器

物在体量与质地上存在差异，牛河梁遗址玉器

体量更大、玉质更润泽。玉器特征的差异与

《周礼》等文献中所记载的不同等级个体在玉

器使用方面的规范相同。红山文化的玉器已

具备礼器的功能。

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重要的源头，

红 山 文 化 是 最 早 参 与 到 一 体 化 进 程 中 的 古

国文明之一。红山文化从中期开始规划、设

计 、营 建 礼 仪 中 心 ，形 成 了“ 敬 天 、礼 地 、法

祖”的祭祀礼仪体系。红山文化积石冢形成

的 用 玉 制 度 ，开 中 国 玉 礼 器 、玉 礼 制 之 先

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祭司作为媒介、沟

通天地的基本结构，也是后世“天人合一”思

想的最早蓝本。

红山文化的新因素、新特
征、新发展是对周边优秀文化
吸收与融合的成果

陶器是人类留下的最有代表性的密码之

一。采用科学方法对红山先民在陶器上留下

的痕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时人类活动的某

些特点。在牛河梁遗址大型积石冢上，往往摆

放有数百个陶筒形器。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下，这样集中生产大量陶器只能是群体劳动的

结果。制作者仅对陶筒形器外部进行了精心

加工，器身内部只作简单处理。新出现的器形

延续了筒形罐上常见的之字纹，并在陶器表面

将纹饰分段布局。彩陶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丰

富了传统纹饰的表现方式。红地黑彩，是红山

文化彩陶典型的特征。先画出纹饰的线条，再

以黑彩填充，与赵宝沟文化几何纹内以斜线或

之字纹填充的纹饰表现方式异曲同工。虽然

新出现的文化因素有独特的发展脉络，但共同

构成了红山文化的特征要素。

红山文化的玉器也显示出兼容并蓄的特

征。独具特色的红山文化玉器群，以斜口筒形

玉器、勾云形玉器、玉璧、玉环为主体，并包含

有仿生造型的玉器，是将流行于小南山文化的

玉璧、辽西区较早流行的环状玉器以及仿生造

型传统加以整合的结果。

红山文化到红山文明的嬗变，其源头与根

基首先是对辽西区域本地传统的承继，聚落模

式、陶器器型与纹饰、用玉习俗，无不体现出文

化现象背后的宇宙观、世界观的连续性。

创新性突破也随之而来。仪式空间

从逼仄的个体空间变为专用大型

公共空间，陶器器型变得丰富

且开始使用彩陶技术，玉器

也 不 再 是 简 单 的 装 饰 品

而 成 为 象 征 身 份 、地

位、等级的礼器。红

山 文 化 的 新 因 素 、

新特征、新发展是

对 周 边 优 秀 文 化 吸 收

与融合的成果，而这种文化之间主动的交流

与融合需要足够的包容性。

新 的 考 古 发 现 从 制 度 文 明 等 角 度 ，为

红 山 文 化 作 为 中 国 文 化 的 直 根 系 提 供 新 的

注脚。

（作者为牛河梁遗址田野考古项目执行

领队、领队）

图①：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出土的玉器。

图②：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

图③：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带盖彩陶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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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曙光”到“红山古国”

牛河梁遗址考古新发现新收获
郭 明 贾笑冰

中国考古经过百余年发

展，已构建起比较完备的法

律制度体系。无数考古人见

证、推动这一事业，从筚路蓝

缕走上规范化发展之路，前

不久离开我们的考古学家黄

景略是其中的代表。

1982 年 11 月 19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颁布，开启依法保护管理文

物的新征程，黄景略作为文

物 工 作 者 代 表 参 加 了 条 文

的制订。改革开放后，如何

健全以文物保护法为内核的

考古法律体系成为萦绕他心

头的大事。

1983 年 2 月 4 日，文化部

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

发掘申请书》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考古发掘证照》，首先确

定和完善了发掘单位资质、

发掘项目申请与考古发掘工

作执照制度。故宫博物院研

究员李季是这两个文件出台

的亲历者。当时他和几位年

轻同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

家文物局文物处，在黄景略

这个“考古大管家”的手下准

备大展宏图。几个年轻人看

到各地报来的考古工作申请

书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格

式，觉得应当推动考古申报

规范化，于是制作了固定格

式的申请书，专门设计了考

古发掘证照。“现在想一想，

没有黄先生的支持，这些工

作不可能进展得这么顺利。”

李季说。

上 世 纪 30 年 代 出 生 于

福建惠安的黄景略，早年就

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

业，1956 年毕业后进入文化

部文物管理局，长年奔波在

各大考古现场，参与或主持

河南洛阳东周城、河北燕下

都、山西侯马晋国、山东临淄

齐国故城、湖北江陵楚纪南

故 城 等 遗 址 的 调 查 发 掘 工

作。1960 年到 1963 年底，他

来到山西支援侯马地区的考

古工作并任副队长。侯马工

作 站 因 1952 年 发 现 的 侯 马

晋国遗址的重要性和“配合

基建考古的长期性”而设，被

誉为“新中国考古第一站”，

是当时规模最大、人数最多

的田野考古工地。有些人过

去 没 有 从 事 过 田 野 考 古 工

作，为了统一认识，黄景略拟定田野发掘的要求、步骤、

记录的格式，作为工作规程发给每个人，这些成为后来

《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雏形。

1984 年 3 月，国家文物局在四川成都召开全国考古

发掘工作会。夏鼐等提出要重视考古发掘质量，制定

“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被列为会议重要议题。制定工作

由黄景略主持，参加讨论的都是在一线工作的各省考古

所所长，张忠培、严文明、俞伟超等考古学家陆续加入。

大家各抒己见，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李季说：“会议结

束后，我们从成都到重庆，从重庆坐船到宜昌，一路都在

讨论具体章节。那条船很简陋，大家就在船上废寝忘食

地讨论。当船驶到终点宜昌时，《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

框架与内容也就差不多了。”1984 年 5 月 10 日，文化部发

布《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内容涉及考古调查与考

古钻探、遗址与墓葬发掘、发掘资料整理与发掘报告编

写等一条龙的内容。这是我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第一

部科学技术标准，长时间规范着田野考古工作。

黄景略适时参与推动了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的

建设。1989 年 10 月 20 日，国务院发布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及时制定水下文物保护

行政法规，为我国维护水下文物主权和安全，开展水下

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提供了重要法规保障。 1991 年 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颁发实

施，确立了涉外考古工作基本原则。1990 年 4 月 20 日，

国家文物局颁发《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

理办法》，加强了考古经费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

1984 年 9 月起，黄景略和张忠培、严文明等一起举办

了 6 期田野考古工作领队培训班。黄景略身体力行指导

田野考古，他常说：“不怕挖错，只怕不知挖错、错在什么

地方。”为人随和的他，在考古现场一丝不苟、格外认真，

每个领队都很忐忑，生怕自己答不上黄景略的问题。这

是改革开放后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人才培养，共培训学

员 140 余人，形成了一支本领过硬的考古领队“铁军”，不

但有效缓解了当时领队人才青黄不接的窘迫，更重要的

是传承了吃苦耐劳、重在实践的良好学风。

黄景略是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重要组织者。他推

动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指导和参与了第二次全

国文物普查、长江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申报和管理、考古工地和文物保护展示工程检查

等，推进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工作，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

他曾说，最开心的是看到中国考古事业厚积薄发、

后继有人。如今，一大批优秀考古人才开始挑大梁，接续

奋斗在中国考古的广阔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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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夏雨连绵，起伏的

丘陵间雾气弥漫。当地盛产竹子，有风吹拂，

雾中竹枝摇曳，配上暗沉的天色，犹如一幅水

墨画。

行至马村镇状元纸坊，坊前高大的篁锅刚

烧热。工人们手脚麻利，将处理过的嫩竹放入

锅中蒸煮，它们很快就会成为造纸的原料。

夹江享有“蜀纸之乡”的美称，竹纸在这里

沿袭了千年。当地自唐代便用竹料造纸，竹纸

制作技艺兴于明，盛于清。夹江竹纸与安徽宣

纸 齐 名 ，曾 被 国 画 大 师 张 大 千 誉 为“国 之 二

宝”。2006 年，夹江竹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遵循古法，一张竹纸要 3 个多月才能完

成。夹江县清代道光年间的《蔡翁碑叙》将竹

纸工艺概括为“砍其麻、去其青、渍其灰、煮以

火 、洗 以 水 、舂 以 臼 、抄 以 帘 、刷 以 壁 ”24 个

字。“从选料到成纸，要经历 15 个环节，工序多

达 72 道。”状元书画纸厂厂长陈秀君说。

状元纸坊依然保留完整的 72 道竹纸制作

工序。纸坊所在的老屋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下

层造纸、上层住家，一家人代代以纸为生。陈

秀君的公公杨占尧是竹纸制作技艺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她随老人学习造纸技艺，如今是

杨家手工造纸的第十三代传人。

“熟练掌握所有工序，是成为传承人的基

础。”陈秀君专注竹纸 30 年，习惯了整日待在

生产现场与工人们讨教。“每道工序有各自的

诀窍，以蒸煮为例，篁锅的火候、用水量都不好

掌握；在去水后的纸堆上将一张张纸分开，用

的也是巧劲，稍有不慎便把纸损坏了。”谈起造

纸，陈秀君打开话匣子。

诸多工序中，抄纸是最难的一环。工人将

竹帘放入纸槽再拿起，其上就有了流淌的纸

浆，此时必须轻轻晃动，使纤维均匀分布、多余

的水分自然流失，纤维方能交织成纸。“这个过

程得做到心手合一，用力均衡。技艺精湛的老

师 傅 甚 至 能 做 到 抄 出 的 每 张 纸 厚 度 近 乎 相

同。”每道工序陈秀君都耐心磨砺。

今年，陈秀君成功入选第六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机器纸成本低、产

量大，市场对手工纸的需求一再下降，年轻人

中有兴趣学习竹纸制作的更是少之又少。在

产业发展、文化传播方向转型，是夹江竹纸必

须面对的课题，也是陈秀君的压力所在。

杨湾纸坊装潢古色古香，墙壁刷成纸浆

色，整个建筑犹如被洁白的竹纸包裹着。生产

厂房宽敞明亮，工人熟练地抄纸，纸堆垒得工

整，像一个个“豆腐块”。楼上木板架排列整

齐，工人小心翼翼地将湿纸刷在板上，静待晾

干。这里年产手工纸 5 万余刀。

杨湾纸坊创建者杨雨今年 35 岁，是土生

土长的夹江人。过去，夹江竹纸做在作坊、卖

在作坊，销路打不开。如今，乘着电商发展的

春风，他把竹纸带进直播间。组建专业团队直

播带货，在各大网络平台运营账号、积累粉丝，

杨雨的书画纸品牌每年能从电商平台接到上

百万个订单。

技艺传承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在杨湾

纸坊展厅，新产品琳琅满目。“雁皮纸”美如丝

绢、润而不涸，适用于国画创作。“蝉翼毛边”薄

如蝉翼、细腻柔滑，是拓片拓碑的佳选。“根据

书画从业者的需求，我们还会用青苔、龙须草

等材料做纸，实现手工纸的定制化。一刀高品

质的竹纸能卖到 900 元。”杨雨告诉我，纸坊还

开发了文房四宝、文创产品，同样热销。

蝉鸣阵阵，童声朗朗，暑假刚至，大千纸故

里研学园热闹起来。搬把小板凳坐好，学生们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夹江竹纸制作，亲手

抄捞纸张。如有兴趣，还能在自己制作的纸上

题字作画。见学生们踊跃参与，园区负责人王

祥兵很欣慰：“纸张承载着历史，亲身参与造纸

过程，孩子们更能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2019
年大千纸故里研学园开园，设有古法造纸陈列

馆、汉文化体验馆、古法造纸体验中心、年画拓

印装裱体验区等区域，是夹江竹纸制作技艺研

学的主要基地。

“要把夹江竹纸传出去，让技艺活起来，就

得在课程设计上用心，研学一定不能走马观

花。”王祥兵告诉我，园区联合非遗传承人与研

学课程团队，把课程做得细致、有亮点，开发了

“抄捞纸张”“手工花草纸”“夹江年画”等多门

研学课程。“我们正计划将夹江竹纸制作技艺

做成动画插入课程，方便孩子们理解和记忆。”

王祥兵说。

这两年，来到状元纸坊参观研学的人也多

起来。“多的时候，一年要接待超过 3 万人。”陈

秀君亲自上阵演示，还做了调查问卷收集建

议，“要拿出造纸的劲头来做好研学。”

“ 没 想 到 我 也 可 以 亲 手 做 出 竹 纸 ，这 次

研学经历令人难忘。”翻看孩子们的留言，稚

嫩 的 字 体 中 饱 含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赞 叹 。 陈 秀

君 相 信 ，夹 江 传 承 千 年 的 竹 纸 香 气 ，一 定 会

愈发浓厚。

夹江竹纸，匠心妙手传千年
李凯旋

夹江工匠在制作竹纸。

夹江县委宣传部供图

一系列考古发现奠定
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
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最新
公布的研究成果认为，大约
从距今 5800年开始，中华大
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
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文
明起源的加速阶段。从“文
明曙光”到“红山古国”，考
古发现不断推进对牛河梁
遗址乃至红山文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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