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谷丰登”彰显古代文明

在新砦遗址历次发掘中，出土了数以
千计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和青铜器
等遗存，但能证明其为早期夏都的是城址
的发现。

“新砦遗址是一处有着外壕、城墙和内
壕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城
址。”赵春青向记者介绍说，从新砦城址本身
的布局和内涵看，新砦城址具有承上启下的
形制特点。城是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
之一，城址的规模、形制与内涵不仅包含着
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也是社会发展状
况、统治集团强弱的集中体现。

外壕在聚落布局最外围，由人工和自然
冲沟结合而成，东西长 1500 米，宽 6 米至 14
米，深 3 米至 4 米，只见于遗址北部，形成遗
址的最外围防线。

内壕设在城址西南部地势较高处，内壕圈
占地带为城址的中心区，现存西、北、东三面，
北内壕东西长约 300 米，东、西内壕因遭破坏
长度不明，圈占面积在6万平方米以上。

“新砦文化时期已进入夏代，属于夏文
化早期，新砦城址很有可能是夏代早期的一
处都邑。新砦城址拥有三重城壕的严密防
御系统，尤其是内壕，其内便是大型建筑基

址，应是宫庙类建筑所在。”赵春青说。
城址同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十分密切，

在中国早期文明诸社会要素中是文明最重
要的物化表现形式。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
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
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
可分的。《吴越春秋》载，古人“筑城以卫君”,

“君”是“国家”的 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
的物化。大规模城址的筑造需要集中大量
的人力、物力，需要占有大量的资源，没有强
制性权力机构的存在是很难完成的，故城址
的存在表明强制性政治权力机构的产生。

古代文明的产生与谷物农业的发展有
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农业经济的发展才能使
人口得以较大规模的聚集。“新砦期”的农业
是什么样的情况？

“可以这样说，在新砦期已经出现了多
品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五谷丰登’的局面
初步形成。”赵春青介绍，在新砦遗址出土的
碳化种子中，农作物种子在绝对数量上占到
84.87%，绝对数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为粟、黍、
水稻、大豆、小麦。

新砦遗址新砦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农业生产工具、谷物和
饮器。

新砦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表

现在石器生产工具自身的改进上。石铲、石
铸、石刀、石镰、石斧的磨制更加精细，通体
磨光，极大地提高了石器的锐度。石铲的形
制一般为扁平长方体形，中间有钻孔，这样
可以将石铲用绳子捆绑在木柄上，从而使农
业工具在生产劳动中更加牢固。石刀为较薄
的横长条形，中间也有钻孔，也可以装置木
柄，从而代替单纯的手握，提高了劳动效率。

新砦遗址发现有零星的谷物遗物。河
南新砦队在 1999 年的发掘中，浮选出了一
批植物籽实，有水稻、小麦、谷子、豆类
等种类。

饮器数量发现很少，仅见觚、杯、盅
等器物，这些器物多是磨光黑陶和灰陶，

制作极为精细。它们很有可能用于饮酒，
古代的酒是用粮食酿造的，出土饮酒器的
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粮食剩余的
情况。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后，随着人口数量
的增加，中原地区较低的土地载能与增加的
人口之间的矛盾突出起来。人口多而土地
产出的谷物少，人口数量与土地面积严重失
调。早期社会组织结构为了调节这一矛盾，
只有通过战争，攻城略地来获取更多的劳动
力和土地。这种为争夺资源、土地、劳动力
而发生的冲突和战争，加速了早期社会组织
向更加复杂的结构演变，成为古代文明和早
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动力。

在导航指引下，本报寻禹·探源全媒
体报道组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新密市东南 20
公里处的新砦村。

村子面积不大，村道狭窄，地势略高
于四周，看似平常的中原村庄，却在考古
界声名显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
队“隐藏”在新砦村的一处民宅。客厅里
挂满了新砦遗址的相关分布图纸，一台老
式电脑旁堆积着数十本出土器物整理图册。

队长赵春青坐在电脑前，如数家珍般
向 记 者 介 绍 出 土 器 物 的 时 间 、 名 称 和 特
征，仿佛每一件器物都是他的“宝贝”。

新砦遗址是 1964 年时任新密县文化馆
馆长魏殿臣发现的。从 1979 年起，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古代文明
研究中心等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新砦遗址进
行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有房基、灰坑、墓
葬等重要遗迹。新砦期的陶器种类繁多，
发掘出来的主要有深腹罐、器盖、小口高
领瓮、折肩罐、刻槽盆、单把杯和厚胎钵
等。

新砦期陶器较之于龙山文化陶器发生
了一些变化，其基本组合已经转变为深腹
罐、平底盆、尊形瓮、折肩罐，另有大量
器盖。“新砦期的器盖都是双层钮，盖壁比

较直，稍早的龙山文化期往里收，稍晚的
二里头文化期往外凸。发现大量的器盖，说
明很多器物需要盖子，加以封闭，当时器物
规格比较高，应该是都城性遗址的特点。”赵
春青从考古学专业的角度，向记者分析文物
的特征意义。

1999 年 ，在“ 夏 商 周 断 代 工 程 ”最 后 阶
段，考古工作者再次对新砦遗址进行发掘，
确认了“新砦期”遗存的存在。此后，北京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新砦遗址进行了
持续不断的发掘，为探索更早的夏文化提供
了丰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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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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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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日，吉林大
学2019级考古学博士
生董霄雷蹲在新密市
一处考古发掘现场，正
在认真端详一片刚刚
出土的陶片。20余人
的发掘团队，有人指
挥、有人挖掘，整个发
掘现场井然有序。

这是位于新密市
刘寨镇新砦村的新砦
遗 址 发 掘 现 场 。 自
1979 年首次试掘至
今，新砦遗址考古工作
在遗址年代、多学科研
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
进展。新砦遗址是夏
代早期都邑，已成为考
古界的普遍共识。

“以新砦遗址为
代表的新砦文化，是
禹至启时期的早期夏
文化，也是打开‘早夏’
之门的一把钥匙。”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新砦工
作队队长赵春青对本
报寻禹·探源全媒体
报道组记者说。

在探索夏文化的 70 多年间，
探索者一直追寻的是夏文化在考
古学上的遗存有哪些、夏代的都城
在哪里等，但夏代人吃什么、种什
么，换言之，夏代的农业怎样？却
鲜有人关心。

1991 年 秋 天 ，我 自 北 大 考 古
系硕士毕业之后，回到洛阳市文物
工作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不久，
领导安排我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
遗址——洛阳关林皂角树遗址开
展 调 查 和 发 掘 工 作 。 1993 年 夏
天，为配合关林商贸城建设，我们
开始考古工作，最终发现二里头类
型文化的窖穴 117 座、房基 5 座、水
井 1 眼，另有 1 段古河道。还浮选
出一批农作物标本，如谷子、水稻、
小麦、豆类等，大大地丰富了二里
头类型文化的内涵。

我在皂角树遗址考古工作当
中 ， 无 意 中 从 报 刊 上 看 到 吴 耀
利、陈星灿二位先生联合发表了
一篇如何进行浮选考古的短文，
忽然想到，在皂角树遗址的考古
发掘中也应引入浮选法，通过浮
选观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人们都
种植什么农作物。我还把这一想
法告诉了前来皂角树遗址搞环境
考古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研究员周昆叔先生。趁着过中
秋节的休息时间，我和周先生一
起，专程到渑池班村遗址考古工
地，对土样进行浮选。在我的记
忆里，这是对二里头文化遗址首
次进行浮选。当我们把土样徐徐
倒入事先已灌了大半桶清水的铁
皮水桶内时，水面上渐渐漂浮起一
层植物，其中，竟然有小麦的大颗
粒。虽然浮选出来的小麦的颜色
黑黢黢的，但小麦的整体形状清晰
可辨。“是小麦，是小麦！了不得，
了不得！”站立在水桶边的袁靖博
士兴奋地大声喊道。

几天后，我们带着浮选结果回
到皂角树工地，工地负责人看到浮
选标本后，也带头在皂角树遗址开
始了浮选工作。最终，取得了二里
头文化时期已种植粟、黍、水稻、小
麦和大豆的骄人成绩，“五谷丰登”
成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铁的史实。

此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小麦
的起源地是今天的西亚地区，但何
时传入中原，不得而知。

在这次发掘工作中，我们通
过浮选，把小麦、水稻、大豆 、
谷子等实物标本一一呈现于世，
说明在夏代已出现“五谷丰登”
的局面，不能不说实在是一件令
人兴奋的喜讯。

需 要 说 明 的 是 ， 通 过 浮 选 ，
在皂角树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
一 些 动 物 的 骨 骼 ， 主 要 是 鹿 和
猪。至于隐藏在其后的原因，有
待下回分解。

文明的传承与交融

新砦遗址的发掘显示，当时在农业快速
发展的同时，手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分工更
细，其遗存类别计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
和青铜器等。这些不同类别的器物应是在
专门的手工业作坊或专人生产的，石器的钻
孔、玉器的磨制，显然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和
专门的生产工具来完成。

这 一 切 都 显 示 ，人 类 文 明 正 在 加 速 前
进。

在赵春青看来，新砦文化遗存，在层
位 上 介 于 河 南 龙 山 文 化 和 二 里 头 文 化 之
间；在文化面貌上兼有两者的某些特点，
表现为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过渡性质，从
而 将 河 南 龙 山 文 化 和 二 里 头 文 化 之 间 的

“断层”填补了起来。在周围
多 数 地 区 发 生 考 古

学 文 化 系 统 上
的 “ 断 层 ” 和

衰变的时期，中原地区却表现为文化前后
承袭的“连续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新砦
文化遗存除有河南龙山文化因素外，还有
周围地区的其他文化因素。不同地区文化
间的交流是互动的，影响是相互的，在互
动中有较为主动的一方，起主导作用。新
砦文化对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进行了吸
收和发展。

以 出 土 器 物 来 说 ， 在 新 砦 期 陶 器 群
中，子母口瓮、子母口鼎、 平底盆等大量
东方文化因素器物的涌现，昭示出新砦期
居民与东方民族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新砦
文化遗存中也存在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的
文 化 因 素 ， 如 乳 足 鼎 、 高 足 鼎 、 罐 形 鼎
等。总之，新砦文化中存在着其他多种考
古学文化因素，新砦文化是在兼收并蓄其
他多种文化因素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
壮大自己，得以丰满和发展。

“考古学与王朝文化不同，考古学往往
以实物为证，比如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挖出
来很多实物，用来证实和解读文化存在。但
进入王朝时期，史书有记载，不需要挖出一
堆东西来证明其存在。物质文化遗存与国
家的兴起，不见得是同时，文化是有传承的、
有演变的。”赵春青向记者介绍他的学术观
点，考古要秉承“从已知推未知”这个方法
论，从年代来说，夏朝至少分为夏早期、夏晚
期，新砦遗址属于夏早期的都城，二里头则
属于夏晚期的都城；从地域来说，夏朝要分
区域、分层次，有经济发达地区，有政治色彩
强化的地区，也有相对弱化的地区，应分为
核心区、主体区、影响区，这样才能有利于对
夏文明的研究。

考古发掘仍在进行，期待新砦遗址带给
我们更多的惊喜，揭开中华文明发展的更多
谜底！

新砦遗址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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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存还原历史文明

早期夏都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