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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与凌源市交界处，努
鲁儿虎山谷间有 3 道长约 10 公里的丘陵土梁，因
狭长的牤牛河从这里蜿蜒而过，故得名牛河梁。
这里分布着距今约 5800年至 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
晚期红山文化遗址群，其中有神庙、祭坛、积石
冢，出土了塑像、彩陶、玉器等珍贵文物。

牛河梁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揭示了红山
文化独特的精神崇拜、祭祀和墓葬习俗，对研究
中华文明起源有着重要意义。1988年，牛河梁遗址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的发现被评为“2003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牛河梁遗址入选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008 年启动建设，

2013年开放运营。目前，公园对外开放区域约2.4
平方公里，设有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综合馆、第一
地点（女神庙）保护展示馆、第二地点（祭坛、积石
冢）保护展示馆、牛河梁红山文化展示中心 4座展
馆，是向公众分享考古科研成果、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和科普教育的重要基地。

坛庙冢遗址完整有序

牛河梁遗址 1981 年发现，1983 年正式开始考
古发掘，至今仍在持续。“截至目前，考古调查已发
现红山文化遗址点 67处。这里是红山文化中晚期
的祭祀礼仪中心，祭祀等级和规格很高。”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牛河梁
遗址发掘领队贾笑冰说。

考古发掘确认，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是由9座
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我们发现台基是从
基岩上面垫土垫起来的，现在残存的垫土厚度超过
4米。”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郭明说，“能
在短时间内筑造起如此浩大的工程，可见当时红山
先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社会规
模。”女神庙坐落在9号台基上，这是目前中国发现
的最早的宗庙。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保护展示馆建筑面积
2100平方米，设计理念为“悬浮的玉匣”。走进展示
馆二楼，可以俯瞰女神庙遗址全景。女神庙是一
个半地穴式土木结构遗址，为主室、左右侧室、
北室、南三室等联成一体的多室布局，南北最长
22米，东西最窄处2米、最宽处9米，现已进行回
填覆土保护。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一些建筑构
件残块，还有陶制祭器和泥塑造像。“由于这里出
土了女神头像及多件具有女性特征的泥塑残块，考
古学家将这一遗址命名为女神庙。”牛河梁遗址管
理处负责人王轩龙介绍，主室右侧标记处就是女
神头像出土位置。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保护展示馆建筑面积
7200平方米，设计理念为“变形的玉猪龙”。这是在

考古原址上搭建的可逆钢结构建筑，内部有一条
环形走廊，供观众多角度参观遗址。该遗址东西
长 130 米，南北宽 45 米，保存着体现原始等级差
异的墓冢群和一座祭祀圆坛遗存。祭坛由直径不
同的3个同心圆组成，逐级升高形成3层台阶。围
成三重圆坛所用的石头都是精心挑选的天然六棱
石柱，内层石圈里摆放着祭祀用的陶制筒形器。

墓冢形状有方有圆，而且有石块砌筑的边
界，与中原史前文化遗存中的土坑墓明显不同，
是独特的积石冢。积石冢群以祭坛为中心分布，
冢内墓葬类型多样，等级鲜明，有中心大墓、中
型砌石墓、小型砌石墓等。

牛河梁遗址是国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
完整的集坛、庙、冢于一体的大型祭祀遗址，其中
坛、庙、冢有着严谨的布局。女神庙和山台位于牛
河梁主梁梁顶，坐北朝南；祭坛坐落于女神庙正南
方，低于主梁的山梁中部，呈“北庙南坛”布局，形成
一条南北中轴线；其他积石冢分布于四周。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指出，牛河梁遗址发现的
坛、庙、冢群，代表了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
最高水平，从这里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2023 年 12 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第五阶段工作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提出，距
今约 5800 年前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进入古
国时代。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属于新石器时
代晚期的红山文化，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

珍贵文物反映先民生产生活

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综合馆以“历史长河·璞玉”
为设计理念，展览面积超过3500平方米。“博物馆基
本展陈由文明曙光、红山古国、人文始祖、祈福
圣坛、古国王陵、玉礼开端、魅力红山等部分组
成，生动再现了红山文化时期牛河梁的生态环
境、建筑形态、生产生活、丧葬习俗、宗教祭祀
等，是了解红山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窗
口。”王轩龙说。

在综合馆内，一件女神头像吸引了众多参观
者驻足。女神头像出土于女神庙主室西侧北壁
下，头顶以上部分残缺，现高22.4厘米，面宽16.5
厘米，与真人大小相仿，额顶有箍饰，鬓角部位
有竖行的系带，出土时头像呈鲜红色，嵌淡灰色
玉石作为眼睛。这件塑像由黄泥掺草禾等塑成，
未经烧制，外皮经过打磨，较为光滑。其造型高
度写实，面部特征为高颧骨，浅眼窝，低鼻梁，
薄嘴唇。

“女神头像十分珍贵，让我们看到了5000多年
前的祖先形象。文物原件藏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馆内展示的是复制件。”王轩龙说。女神头
像对研究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宗教思想史、民
族文化史具有极高的价值。有学者认为，红山文

化女神崇拜与中华民族的女娲传说有紧密联系。
展厅里的玉器造型丰富，琳琅满目。红山文

化以玉闻名，精美的玉器体现出先民们的工艺水
平、审美情趣与精神信仰。玉器的功能不仅仅是
饰品，还被当作礼器、祭器等，成为等级、权
力、地位的象征。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种类繁
多，有人物形，有龙、凤、鸟、龟等动物形，有斜口筒
形器（即马蹄状玉箍）、勾云形玉佩，还有玉镯、玉
环、玉璧等。

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器
型。牛河梁出土的一件玉猪龙为淡绿色玉质，其
身蜷曲如环，龙首雕刻精美，长立耳，耳廓宽大
高耸，双目圆睁微鼓，吻部前凸，口略张开露
齿，栩栩如生。

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4号墓是迄今发现的红
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墓葬，墓主人
是一位 40 岁至 45 岁左右的男性，墓中随葬玉人、
玉凤等精品。玉人为黄绿色透闪石籽料制成，双
腿并足而立，头部呈方圆状，双眼半合，嘴巴半
张，双臂屈肘，双手举于胸前，呈站立祈祷姿
势，推测应为巫师作法时的形象。玉人颈两侧及
后面对钻有三通孔，可穿绳系挂。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 23 号墓出土的龙
凤玉佩是国内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龙凤并列图案
玉器。玉佩整体呈黄绿色，正面雕刻出一龙一凤
的头部，龙吻部前凸、长舌圆睛，凤高冠圆睛、
喙部上扬，龙凤首尾相依交缠，生动传神。

多角度感受红山文化

“这个问题我知道答案，让我来答。”6 月初，
在建平县第一小学举办的红山文化系列宣讲活动
现场，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回答有关牛河梁遗址的
各种问题。自 2018 年开始，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的研究者及讲解员们走进全省各地的学校、
社区、高铁站、企事业单位，通过图文讲解、视
频展示、互动问答等方式，介绍牛河梁遗址代表
性文物及其历史文化内涵。宣讲活动至今已举办
67期，受众2万多人次。

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与中国人民大
学、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院校签订协议，
共同打造馆校文化教育实践基地，开展多维度、
深层次合作。

“2017 年以来，我们组织研学旅行活动 200 余
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4万余人次。”
王轩龙说，公园自 2013 年开放以来，每年参观人
数不断递增。今年上半年接待观众人数达历史同
期最高水平。

“5000多年前，这里气候适宜、资源丰富，红
山先民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渔猎耕牧、祈福求
安，世代繁衍、生生不息……”走进牛河梁遗址博
物馆综合馆序厅，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播放着介绍
牛河梁遗址的视频短片，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
感。在“玉礼开端”单元的多媒体电子屏上，可以
查看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的详细资料。综合馆内
设有 12 套超清 VR 设备，生动展现了红山先民的
生产生活场景。第一地点保护展示馆和第二地点
保护展示馆内也有多套VR设备，让观众深入了解
红山文化的祭祀、丧葬习俗。

“我们将进一步丰富展示内容，运用先进数字
技术，增强展览的观赏性、趣味性和体验性。通
过‘请进来、走出去、云展览’的科普教育模式，让
更多人感受红山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独特魅力。”王
轩龙说。

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

走进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本报记者 刘洪超

两把寒光凛凛的吴王夫差剑，诉
说着中原与吴地的交流历史；纹饰精
美的错金银带流铜鼎，展现了战国晚
期工匠的高超技艺；具有异域风情的
嵌玻璃珠山字纹铜镜，反映了中西文
化交融碰撞……

近日，由苏州博物馆和洛阳博物
馆主办的“东周时期的洛阳与苏州”特
展亮相苏州博物馆本馆。此次展览是
苏博“中国古代文明”系列第二展，依托
河南洛阳、江苏苏州等地考古发现与研
究成果，遴选近 240件（套）文物，分“踏
墟寻城”“朝周问礼”“兴兵征伐”“万殊
归一”4 个篇章，讲述东周时期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再现中华文明
演进历程中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邑
（今河南洛阳），开启了长达 500多年的
东周时代。这一时期社会剧烈变革，
经济与文化蓬勃发展。洛阳作为周王
室所在地，在坚守传统礼制秩序的同
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周边文化
精髓。王城之外，诸侯纷起，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吴文化便是东
南地区的重要代表。

展览中，分别藏于苏州博物馆与
洛阳博物馆的两柄吴王夫差剑同聚一
堂，引人注目。苏州博物馆藏吴王夫
差剑铸工精致，历经 2400 余年仍完好
如新，十分锋利，是迄今所见吴王夫
差剑中最精美的一柄。洛阳博物馆藏吴王夫差剑出土于东周王城遗址
内一处战国墓葬，其形制和铭文风格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吴王夫差剑相
似，铸造时间应为夫差在位期间。产自吴地的吴王夫差剑流转至东周
王城，体现了周王室与吴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此次展览中还能看到一件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的
珍品——三国朱然墓出土的彩绘季札挂剑图漆盘。朱然是三国时期吴
国名将，其家族墓地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墓中出土漆木器、
瓷器、陶器、铜器等珍贵文物，是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考古发现。

这件漆盘敞口，浅腹，腹底交界处有一道凸弦纹，底部用红漆书
“蜀郡造作牢”款识。盘内彩绘图案分为 3 层，外圈黑红漆地上绘狩猎
纹，向内一圈红漆地上绘莲蓬、鲤鱼、鳜鱼、白鹭啄鱼、童子戏鱼等
图案。盘中心绘春秋时期“季札挂剑”的历史故事，歌颂了吴地君子恪
守信义的高尚情操。时隔千年，季札挂剑图漆盘来到吴公子季札故里
苏州展出，堪称佳话。

东周末期“天下归一”已势不可挡，伴随秦国横扫六合的步伐，东
周列国终归一统。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是方孔圆形的秦“半两”钱，“以
秦币同天下之币”象征着东周时代的终结。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博物馆西馆正在展出“世界文明史系列”第三
展——“亚述之王：亚述巴尼拔”，亚述巴尼拔在位时间为公元前7世纪，
中国正处于东周时代。当周天子乘坐六驾马车巡视河洛时，在亚洲的
另一端，亚述王或许正驾驶战车驰骋在新月沃土上。两个展览相互呼
应，分别展示了位于亚洲东西两端的中华文明与亚述文明在同一时期
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让观众能在世界视野下对照东西方文明的发展。

据悉，此展览将持续至10月17日。

本报电（庞革平、黄华江）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文物保
护和考古管理中心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时，在龙州县八角乡四平
村板靠屯发现一处清代八角茴油蒸馏遗址。其灶台整体保存较好，长 4.45
米，宽1.95米，有3个灶眼，为三合土夯筑结构。

“这是目前龙州县发现的唯一由官方批准建立的清代茴油蒸馏遗址，相
关保护和研究工作已经展开。”龙州县文物保护和考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
伟说。

龙州种植八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八角乡正是因产八角而得名。
历史上，龙州土司将八角干果作为香料和药材进贡给朝廷。到了清末，龙
州辟为通商口岸，八角成为出口欧洲的大宗商品，是制作香水、饮料、药
品的重要材料之一。为了运输和使用方便，龙州的八角生产者发明了八角
茴油蒸馏浓缩法，将八角果浓缩为油，一度成为龙州地区的支柱产业。

龙州县文物保护和考古管理中心主任吕丹凤说，此次发现揭示了清代
当地村民蒸馏八角茴油的相关技术细节，对研究龙州地区八角产业发展史
具有重要价值，对当今八角生产加工也有借鉴意义。

据悉，八角乡目前种植八角面积 3 万余亩，2023 年收获八角干果约
2819吨。八角乡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八角茴油蒸馏遗址发现为
契机，做好“非遗+”文章，将传统八角茴油蒸馏浓缩法与现代蒸馏技术结
合，提升八角产品的附加值，着力打造八角产业品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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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龙州发现清代八角茴油蒸馏遗址

观众在欣赏苏州博物馆藏吴王夫差剑。 张 锋摄（人民图片）

“东周时期的洛阳与苏州”展览现场。 张 锋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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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全景。
图②：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人。
图③：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
图④：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女神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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