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00年前的稻粒

禹州市花石镇阎
寨村的夏代遗址，是
夏文化探索先驱徐旭
生考察过的地方。

1959 年 4 月 14
日，徐旭生率队离京，
对传说叙事中的“夏
墟”地域展开历时一
个半月的考古调查，
发 现 并 考 察 了 王 城
岗、石羊关、谷水河、
阎寨、二里头等重要
遗址，为中国考古学
带来新的研究方向。

60 多年过去，在
徐旭生的指引下，夏
代考古取得了丰硕成
果。随着二里头、王
城岗等夏代都邑的发
现，“最早的中国”
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踏寻阎寨遗址，
直面夏代文明，也是
向徐旭生等文化先驱
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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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地嘴遗址出土的陶器

夏王朝都城考证

1959 年 5 月 4 日，年逾七旬的徐旭生骑
着一匹马，与步行的同事离开登封，进入
禹县 （今禹州市） 境内，入驻花石头寨民
兵营部。

第二天，徐旭生来到阎寨进行考察。
一路上，徐旭生时时搜寻着陶片，“未到阎

寨，已见龙山陶片。过阎寨，再东未见陶片”。
在阎寨村头，徐旭生遇到一干部装扮的人，

便询问其保护文物干部王庆昌家在哪儿。得知
在东岗村后，徐旭生遂前往与之会面。

王庆昌带领徐旭生回到阎寨村部，从一张

床下面拉出自己搜集到的文物，有汉代陶器多
件、龙山陶片若干，还有几件石斧。这些文物
在村中展览后，无处放置，就被丢在床下。王
庆昌表示，这些物品可以带走，越早越好！

徐旭生耐心地劝说道：“这些文物，是禹
县，尤其是阎寨的光荣，应向公社请求拨款，
做一些展柜，既便于保存，也便于展览。”

在对两件石斧进行拍照后，徐旭生返回
驻地。他查看村中提供的遗址示意图，东西
两里，南北一里余，觉得尚未完全涵盖。

5 月 6 日，徐旭生又来到阎寨河南岸查

看，有龙山陶片，但数量不多。
“这一带土质不坏，并且有渠水灌溉，可是

麦苗远不及登封境内：虽已密植，但苗浅，且颜
色不正，像是肥施得太少。”看到麦田管理不
善，他不无忧虑，“我们在第十一中学搭伙，还
偶尔能吃些干的，但是学生、先生似乎全顿皆
稀！这边的农业还需要大加努力。”

5 月 7 日，徐旭生一行雇了辆牛车，冒着
微雨来到顺店，对谷水河遗址进行调查。

谷水河文化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具有向
龙山文化过渡的性质，是夏代文化的先声。

夏代考古的开拓之旅

1975 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与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94 年 12 月更名为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 年 4 月更名为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颍河两岸进行考古
调查，除复查阎寨等遗址外，又发现了崔庄、
瓦店等 10多处古文化遗址。

1983 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与郑州大学
研究人员对阎寨遗址进行了试掘。

1996 年至 1997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和美国密苏里州大学研究人员在阎寨
遗址再次发掘，获得了珍贵实物资料。

“阎寨遗址有重大的发现。”禹州市文
物管理所原所长教之忠说，“1983 年，这里
发 现 了 豫 西 地 区 罕 见 的 龙 山 时 代 排 房 基
址，还有一个大型的聚落谷物储备库。发
掘时尚留存有 10 余厘米厚的稻谷，经过检
测认定，是人工再生粳稻。”

教之忠回忆称，当时在考古现场工作
的 ， 是 毕 业 实 习 的 郑 州 大 学 考 古 系 “80
届”学生。他们挤在一处窖穴内，清理底
部黑色的残渣，当意识到那是碳化的稻谷
时，有一部分已经被丢弃了。

这 些 稻 谷 的 发 现 ， 对 还 原 古 人 的 生
活、生产状况有重要意义。这些囤积的食
粮，为何被遗忘了？偌大的阎寨聚落，又
因何而废弃呢？

后 来 ， 这 些 稻 谷 标 本 多 被 运 往 郑 州 ，
禹州留存了一少部分。

1996 年，美国密苏里州大学专家团队
参与阎寨考古时，提出想带回几粒稻谷进
行研究。经过河南省文物局批复，决定给
他们 6 粒样本。教之忠打开文物库房，一粒
粒数好，郑重交给了对方。

赵春青

墙内开花墙外香

夏乐遗音

7 月 19 日，寻禹·探源全媒体报道组一行
沿许洛省道进入阎寨村界，找寻遗址，颇费
了一番周折。

经 多 番 询 问 ，这 才 得 知 遗 址 的 确 切 地
点：村外一里有余，玉米田中一座电信塔下，
正是当年考古挖掘的地点。

一位村民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许多当
地群众参与挖掘 ，但挖到一定程度就得离
开，考古队的人接着干。挖出的有破罐子，
还有人骨架等。”“知道这是啥时候的遗址
吗？”“不知道。考古队走后，好多人去看，有

一个大坑。”
阎寨遗址作为最早进行考古调查的夏

代遗迹之一，闻名于海内学界。但村民约
略记得的，只有这些已经久远的场景。

在遗址所在处，我们看到一块文物安
全责任公示牌，上面写明了遗址保护范围：

自遗址中部机井房边缘向东延伸 200 米
至阎寨村西王赖孩住宅西墙处，向南延伸
160 米至王赖孩住宅南墙院，向西延伸 200
米至许洛公路东沿处，向北延伸 210 米至村
北土路处。

遗 址 位 于 颍 河 与 阎 寨 河 交 汇 处 西 北
侧。中部微微凸起，四周呈缓坡状，被村
民称为“鳖盖儿地”的这种临河台地，是
史前先民定居的上选。

阎寨遗址探明的文化层分布面积有 13
万平方米，与百万平方米的夏初都邑瓦店
相比，算是中小型的聚落。

走入田地，玉米苗有一尺来高，疏松
的土壤中，处处可见黑色的陶器碎片。

龙山文化，又称黑陶文化。龙山文化
的晚期，正值夏王朝的兴起。

夏文化新探索

夏王朝是一个频繁迁都的朝
代，文献记载有多处都城。根据

《竹书纪年》记载：“禹居阳城，启都
夏邑（阳翟，今禹州境内），后迁安
邑（山西安邑），太康居斟璕，相居
商丘（即帝丘，今濮阳），九年居于
斟灌（巩义西南），少康先居斟璕，
十八年迁于原（济源西北），杼居
原，五年迁老丘（开封东南、陈留
北）,廑居西河（河南内黄东南），孔
甲居西河，葵居斟璕。”目前，经过
考古发掘，学术界已经认可的夏代
都城遗址有以下几处：

禹都阳城（王城岗）。该遗址
位于登封告成镇五渡河西岸，1977
年曾发掘出东西两座小城。夏商
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又发现了小
城西侧的大城。有人提出原来发
掘的是小城是禹之父鲧所建之城，
而新发掘的王城岗大城，面积 30
多万平方米，才是禹都阳城。

启居黄台（新砦遗址第一期）。
根据 2002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工作，
在今新密新砦遗址发掘出面积 70
万平方米的龙山时代城址，年代为
公元前 1950~公元前 1850 年，可能
是夏启之居，并且在禹州也一直流
传着夏启的传说。而禹州瓦店遗
址，甚至被认为是夏启都城，只是因
未发现城墙、宫殿之类的遗存，尚需
继续做田野工作而有待凿实。

太康失国、后羿代夏（新砦遗址
第二期）。据我国古典文献记载，夏
代太康失国，而被来自东方的后羿
取得了国王的位置。在新密新砦第
二期（公元前 1850~公元前 1750年）
发现了面积达到 100万平方米的城
址，在城墙和城壕发现了城门，在城
址西南部发现有 10 万平方米的小
城，在小城内发现有大型浅穴式建
筑——“墡”及宫殿基址等。

五 子 之 歌（巩 义 花 地 嘴 遗
址）。该遗址中现存“新砦期”时期
遗存的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发现
重要遗迹有环壕、祭祀坑、房址、灰
坑及陶窑等。这一地区正好位于
诸多文献中记载的与夏代早期“五
子之歌”有关的“洛汭”地区，所以
它的发现，亦有助于早期夏史和夏
文化的研究。

夏都斟璕（偃师二里头遗址）。
《竹书纪年》云：“太康居斟璕，羿亦
居之，桀又居之。”许多学者结合考
古学的实证，认为二里头遗址即是
斟璕之所在。二里头遗址既有规模
宏大的宫殿基址，又有高级别的贵
族墓葬。最近又发现了遗址中心区
呈“九宫格”式布置，城市道路呈“井
字形”分布。所以，说二里头遗址是
夏代都城，几乎没有人不同意。

除了以上遗址，被推测为夏代
都城或主要城址的还有商丘、老
丘、西河、安邑等。相信随着夏代
考古的深入开展，一部完备的夏代
城市发展史将最终呈现于世人。

阎寨遗址另一件声名远扬的文物，是石
磬。

1983 年秋试掘的墓葬，多属无随葬品的
小型墓。只有一座墓葬例外，里面发现了这
件石磬。

石磬由青石打制而成，未加磨光修整，
出土时，已断为两截。专业语言这样描述其
形状：鼓部与股部大致相等，倨勾以及鼓、股
各边角均呈弧形，磬下边向上弧曲，长 78.0

厘米，高 28.5厘米，厚 4.5厘米至 5.5厘米。
文物工作者对石磬进行修复，并测定

了 音 域 。 4000 年 前 的 夏 乐 ， 重 新 响 彻 人
间。

对于夏代礼乐，古籍中时有所见。
《山海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人珥两

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夏启）。开上嫔于
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
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竹书纪年》

则称：“启升后九年，舞《九韶》。”
种种记载表明，夏代音乐，已经发展到

了较高的水平。阎寨石磬，是夏代礼乐珍贵
的物证。后来，屈原创制楚辞《九歌》《九辩》
等，可称夏乐余绪。

值得思索的是，石磬一般用于祭礼等重
要场合。这件已经残断的石磬，为何会出现
在阎寨遗址的低等级墓葬，并且是墓主人唯
一的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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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生留下的启示

1943 年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首部系统地研究古史
传说的重要著作。

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徐旭生指出，中
国上古社会进化过程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

第一次是从氏族林立逐渐融合为华夏、
东夷、苗蛮三大部落联盟；

第二次是以颛顼“绝地天通”传说为标
志的宗教改革，专业祭司垄断宗教沟通，在
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发挥了进步作用；

第 三 次 是 大 禹 治 水 之 后 ，氏 族 制 度 解
体，“有定型，有组织”的王国出现，历经三
代，逐渐发展到秦汉帝国的统一。

为探索他所认为的上古第三次变革，徐
旭生 1933 年开始在关中周秦故地进行调查

发掘，1959 年又对伊洛、晋南“夏墟”进行了
考察。他在殷墟之外的开拓性工作，为中国
考古学撑起一个完整的三代考古格局，被称
为“探索夏文化的总设计师”。

在《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
告》中，徐旭生规范了夏文化的含义，并指
出，夏代的存在毋庸置疑，探索方法是从文
献保留的资料中寻觅夏人的活动线索。

面对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徐旭生抽丝
剥茧，层层筛选出近 30条先秦文献，并得出这
样的结论：探索夏文化，应特别注意两个地
区：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
其是颍水谷地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
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

古稀之年的他，不辞长途跋涉，验证这

一非凡的推想。
徐旭生在夏文化探索领域先驱者的地

位，不仅仅因为他是第一位探索“夏墟”的学
者，更重要的是，他摸索出了探索夏文化的
正确途径与方法。

阎寨，是徐旭生“夏墟”考察中的一个站点。
站在阎寨遗址之上，你可以遥想黑陶时

代的生活情景：那时的稻田，稻浪滚滚；那时
的乐舞，磬音悠扬。

有这样一位老人，打开了通往夏代的时
光隧道。

他骑在马背上，淋在雨水中，跋涉在泥
泞里。

他 的 目 光 中 ，写 满 了 对 远 古 秘 密 的 好
奇，对民生幸福的热望。

如今的阎寨村如今的阎寨村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
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

阎寨村及出土的古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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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寨村出土的石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