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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初的一天，阳光明媚，鸟语啁啾，我们
几位文化爱好者相邀到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
族自治县东部的白水滩河段寻找旧石器。

到达白水滩，只见河水退去了十余米，
岸边露出一长条带状的河泥，经过几天阳光
照晒，泥面已微卷。旧石器在哪儿？同行的
县文化局的杨先生介绍，从他的经验看，水
库库区水位线附近较多，特别是水位线以下
的十余米区域，旧石器分布于岸边台地特定
土层中，有的露出一角，有的全埋在泥中，
需要人用小锄头轻轻挖刨才可找到。

我们边听他介绍，边在滩头仔细找寻，
果然发现在滩泥中有石头冒出来。问杨先
生，他说，旧石器有人磨制痕迹，有制成石
器的一处或多处打击点，有人工使用过的痕

迹，就是边缘有锯齿状或破损状。掂着沉沉
的石头，望眼潕水河上下，青山巍峨，河水
汤汤，眼前恍惚看到先祖们逐水而居，用石
器砍削切割的身影，耳边依稀听到先祖们跑
山围猎的高声呼啸。

不废江河万古流，时光已远去，山河依
旧，留几个石头作证。

1987年4月上旬，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
文物考古部门同志，在白水滩上游的潕水河

大桥溪地段河边一砖瓦窑工地，发现了含有
打制石器的古文化层，他们上报怀化地区文
物工作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后，两部
门派出专家团队来到新晃大桥溪现场，挖出
几件打制石器，当时初步断定是旧石器时代
的打制石器。随后以大桥溪为起点，沿潕水
河上走该县兴隆乡的沙湾、长乐坪、方田，
下走该县兴隆乡的新村，波州乡的曹家溪，
共发现了6处旧石器地点，考古队沿潕水河

扩大考古范围，共在该县境内沿潕水河东西
约30公里的区域内，发现旧石器地点8处、
新石器地点8处、商周至秦汉遗址14处、唐
宋时期遗址3处、古窑址10处。经过北京大
学考古系专家大桥溪现场察看，采集的石
器，权威认定为旧石器时代遗址，有5万至
10万年历史。

潕水河是洞庭湖四大水系之一沅水的上
游，随后，人们在其下游的洪江、常德等地
均有考古发现旧石器、新石器遗址，表明远
古人类是顺着沅水潕水河流而生存的。

站在白水滩涂，放眼看水望山，抬头看
天望云，万古久远的人类先祖在这条河流、
这片区域上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远古谜团
密码，正源源不断地传到我们的心里。

火烧渚，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太
湖与蠡湖交汇处的中犊山西南端，
远离闹市，清幽静寂，三面环水，
风景绝佳。

人言，日落西山，丹焰炯炯，
染红中犊，光彩夺目，故在此立下

“火烧渚”刻石。此石妙在既与鼋头
渚隔水相望，又与周围太湖风光融
为一体，使得中犊山更加令人神往。

初夏的一日，与友人一起去看
“火烧渚”。跨过提篮式拱梁的二泉
桥，便踏上出入中犊山的唯一陆上
通道。经映月楼向西左转，沿着蜿
蜒小路，穿过水杉林，前行数百
米，只见前方花枝招展，蜂飞蝶
舞，一块书有“火烧渚”三字的刻
石在湖边的高坡上赫然入目。拾级
而上，翠荫深处，掩映着一座曲尺
亭，琉璃瓦屋顶，飞檐翘角，古色
古香，名为“夕照亭”，有对联曰：

“晨雾缥缈夕照亭，晚霞映染火烧渚。”深得其中精
髓，铭记在心。

驻足亭内，清风入怀，空气清新，且设有石桌
石凳，可供游人小憩观赏湖景。湖上芦苇摇曳，芰
荷出水，蛙跳鱼跃，岸边柳枝交错，叶茂如盖，酿
出一派葱茏的诗意，有横着的，有侧着的，低枝拂
水；葛藤缠绕，密不分株，有的沿着树身左旋右
缠，一直向上攀升，像是穿上了迷彩服，有的翠枝
披拂，像是一道帘幕遮天蔽日，有的树身背阴处，
像是铺上了厚厚的苔藓，古藤老树，盘根错节，临
水照影，分外秀美、端庄。透过树荫，一群野鸭游
弋于碧波之上，忽而潜水，忽而出水，溅起浪花朵
朵，又飞向岸边的苇丛，一如清代画家边寿民别具
野趣的画作。

亭子周围碧树垂荫，且以香樟、榆树、桑葚、
枫杨、水杉居多。白鹭、鹡鸰、喜鹊、黄鹂、鹧
鸪、鹪鹩、云雀等鸟儿出没其间，各展歌喉，有悦
耳动听的天籁之音，也有走调的叽叽喳喳，抑或绕
树翱翔，边飞边鸣。

山不高而峻逸，水不深而辽阔。清代无锡诗人
施随曾来此尽览四周湖光山色，触景生情，挥毫赋
诗赞美：“太湖湖西第一峰，中流兀立势且雄。千峰
万峰不可并，上许一老庐其东。形如龙虎自盘踞，
朝云暮雨相溟濛。山翁出入无停踪，芒鞋踏遍山花
红。”读来如临其境，胸怀舒展。而诗中所云的庐其
东，即是隐居在中犊山的老翁。

每当夕阳在山，烟霞散彩，水映天，天映水，
水天交融，烟波浩渺，白鹭翩翩，风帆点点，远山
连绵，气象万千。美哉，火烧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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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榆林石峁古城，一个在新时
代掀起盖头的史前遗址。看着这里的
一石一瓦，我的思绪如一朵浪花，向
生命的源头回溯，几千年前的历史画
面仿佛再现眼前：挥汗如雨的建筑工
匠，进进出出的人群，山峁间飘起的
缕缕炊烟……

石峁遗址，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
到夏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地处陕北黄
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位于陕
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
尾河东北侧山峁上，2006年定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址初建于距今4300
年前后，沿用至距今3800年前后，城内
面积逾400万平方米，属新石器时代晚
期至夏代早期遗存。

从地图上看，石峁遗址隐身于黄河
“几”字的右腋弯处，是黄河流域中华
史前文明一个“刚刚掀起盖头的证
据”，更是大河湾文化的一颗明珠。我
们常说的“大河湾”就是黄河在中国北
方画出的河湾，如果把大河湾中的黄土
地看成一位巨人的侧面像，石峁就是醒
来的巨人刚刚睁开的眼睛。2018年，国
家宣布石峁与良渚、陶寺、二里头一起
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成果，是
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

上古之城

来到石峁，一眼看见了皇城台，一
种源自心底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似曾相
识的皇城台，就是心目中一座伟大的遗
址应该的样子：四面包砌护坡石墙，底
大顶小，呈金字塔状，8万余平方米的
台顶，成组分布着大型宫殿及高级建筑
遗址。多达九级的堑山而砌的护坡石
墙，环裹着高大巍峨的台体，在正午的
阳光下显得雄浑壮丽。我攀上缓坡仰
望，一种崇高感在心底升腾。

同行专家告诉我们，遗址由皇城
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的石砌城
垣，为国内同时期遗址所罕见，考古界
和史学界用“石破天惊”来形容这个堪
称伟大的发现。石峁遗址作为探寻中华
文明起源的窗口之一，可能是夏早期中
国北方的中心。

我们来到外城区域东部，看到被誉
为“华夏第一门”的外城东门以及与其
相连的瓮城、墩台、角台、门塾、马面
等结构，都渐渐露出了被黄土遮掩的真
容。城垣牢固实用、设计先进，足见设
计者已经具有了军事防御的理念，并掌
握了一定的力学、数学知识。在遗址的
墙体孔洞中发现的类似宋代 《营造法
式》中记载的“紝木”，则被称为史前
城垣建筑中的“木质钢筋”。

石峁遗址的大台基告诉我们，数千
年前，中国北方普通的山峁之上建成的
高大建筑，应该不亚于世界一些著名的
大型古代建筑。

石峁出土有粟、黍种子，说明当时
先民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农耕技术。
遥想大禹治水，疏浚河道，灌溉农田和
草场，也为河套地区的农耕和游牧生产
创造了条件。农耕文明靠天吃饭，石峁
先民对天象历法、节气农时格外关注和
在意。经过专家测量，石峁东城门遗址
门道与门墩东北侧外立面均精确地朝向
4300年前夏至时日出方位。

我恋恋不舍地望着巨大的台基，感
念这为我们带来自信与底气的文化“根
基”，由衷感叹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
博大精深。

怀玉之国

石头中最精华的部分——玉，视
之，如脂如膏，玲珑剔透；握之，包浆
如肤，润泽怡人。古玉，是中国人独有
的精神信物。采玉，琢玉，赏玉，献
玉，藏玉，传玉，是先人在对自然之物
的认知与发现中，形成的一种被广泛认
同的高尚文化仪式。石峁遗址出土的玉

器可上溯至 20 世纪初期，多年累积出
土有4000多件。石峁玉器的原料主要为
墨玉和玉髓，形状制式多样，器类有
刀、镰、斧、钺、铲、璇玑、璜、牙
璋、人面形雕像等，其中不乏国宝级珍
品，甚至有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
的唯一一件以人为雕刻题材的玉器。

来到石峁，还了解和认识了几位情
系石峁的考古人，孙周勇、张凌云、邵
晶、邸南，他们都是心中有玉的人。这
就是心中怀玉的石峁，润泽以温，以纯
洁质朴的品质，天地德道的精神，滋养
子孙后代，让这片神奇的土地人杰地
灵，生机盎然。

制陶之邦

玉，抚慰精神世界；陶，解决生活
问题。

掬一捧黄河水，和泥，烧土为陶。
在石峁，形状各异的陶器和陶片让人浮
想联翩。那体型巨大的陶鹰仿佛告诉我
们，陶器和玉器就像中国先民告别蛮荒
向文明飞翔的两扇翅膀。陶器最主要的
功用是煮饭、汲水、储存食物，是衡量
古人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尺。石峁的
陶器，有残破的双鋬鬲、单把鬲、陶
斝、陶甑、陶瓮等，看着它们，恍惚间
瞥见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山道上汲水
的人，院子里煮饭的人，端着陶碗蹲在
城门口吃饭聊天的人……使用这些陶
器，说明先民蒸煮熟食已经成为习惯。
我想，双鋬鬲足部加高做实，可能是为
了加柴方便和牢固耐用，而口部加高加
沿，则是为了避免煮饭时汤水溢出和把
持的方便。是的，在进化中不断学习与
优化，告别茹毛饮血的生活，人类才逐
渐走向了文明。

石峁出土文物中还有石器、石雕、
骨针、口簧等，每件宝贝都是一部大
书。这部大书的字里行间，都让我们增

加着精神底气与文化自信。

文化之根

站在石峁，望着周边旷野无边的
绿色，感觉身心与这绿色融为了一
体。这无边无际的绿，正是陕北大地
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先前沙逼人
退，黄沙漫漫；今天人进沙退，绿树
成荫。

在石峁，拂去岁月的尘埃和沧桑的
砾石，一座远古都城渐渐露出真容。其
实，陕北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数不清

的文化宝藏和大自然的馈赠：在榆林，
在神木，那乌金的山脉、汩汩的油田、
云蒸霞蔚的气田、白雪般的岩盐……还
有更多天地造化的恩赐，如煤层气、高
岭土、铝土矿、石灰岩、石英砂……都
雪藏于地下的天空，如同亿万年的沉
默，期待走出地层，造福人类。

回来时坐上复兴号“绿巨人”列
车，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石峁。神州大
地上悠悠五千年的文化之根，让我们知
道从哪里来；新时代的复兴之路，更让
我们懂得向哪里去。

去白水滩寻旧石器
舒维秀

临江，因为一座岛，便让无数人爱上
这座城。

素有“塞北小江南”美誉的吉林省临江
市，像一颗美轮美奂的天然明珠镶嵌在祖国
的东北边陲。在临江星罗棋布的风景名胜
里，江心岛公园是这座城市的一张靓丽名
片，也是临江十大旅游景点和“白山之夏”红
色文化旅游的重要线路之一。

走进公园大门，穿过陈云广场，向南
踏上青松掩映的台阶，举目远望，碧波荡
漾的鸭绿江奔涌而过。江边，绿柳如烟，

掩映着四座古香古韵、雕刻精美、
造型大气的红亭子。朱红的四角凉
亭上由金黄的琉璃瓦铺就，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走近细看，每座亭
子都有名字，从东向西依次为：
四缘亭、保和亭、临水亭、江婉
亭。仔细琢磨这四个亭子的名
字，不觉赞叹，不但精美有韵
味，更有深层含义。

四个名字贯通融合了佛理、人
生哲学、地文特征和自然风景，更
奇妙的是首字相连便为“四保临
江”。建造者独具匠心，巧含智
慧，不但让游人可以坐在凉亭里赏
一江两岸的美景，更要让人们时时
刻刻记住“四保临江”战役，记住

曾经的历史烽烟。
炎炎夏日，置身垂柳浓荫下的凉亭

里，任江风习习，扑面而来，凉爽怡人。
鸭绿江水涛声阵阵，绵延不绝，仿佛从天
边传来的美妙音乐；极目远眺，隔江的村
落民风淳朴，农田里辛勤劳作的农民构成
了一幅世外桃源美景。

据说，当年江心岛只是一个江水冲积
的沙洲，沙石覆盖，杂草丛生。2007 年，
临江市政府为了给市民打造一个休闲的好
去处，投巨资把这片荒凉的岛屿逐渐开发
建设成了美丽的公园。如今，江心岛公园
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红色旅游景点。

徜徉在江心岛的美景中，不由得心生感
慨：百年前的荒岛，如今成为了一座绿色的
天堂，它的变化恰如临江这座小城，从百年
前哀鸿遍野、积贫积弱的边陲小镇，变成了
集“中国最美县城”“深呼吸小城”“长寿之
乡”等众多美誉于一身的美丽边城。

恋上一座岛 爱上一座城
张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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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皇城台。 贺超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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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心岛公园。 图片来源于临江市人民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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