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记者被一块
极其珍贵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深深
吸引。

此铜牌饰通高 16.5 厘米，宽 11 厘米，整
体大致为圆角长方形，左右两侧各有上

下两个圆孔，应是便于将整个铜牌饰系
于某物之上。铜牌饰上的纹饰，可分
上下两部分，下部为龙首，上部为飞翔
的凤的造型。其下部的眼睛是梭形
的，弯月眉细长内卷，由数百枚方、圆

或不规则的绿松石粘嵌成突目兽面。
这块铜牌饰于 1984 年在二里头遗址

11 号墓出土，以青铜为主体框架，上宽下窄，
圆角束腰，弧面，整体呈盾牌状，两侧各有对
称环纽，绿松石嵌片加工精巧，丝丝入扣，历
经数千年毫无松动，是最具二里头文化特色
的重器之一。

绿松石铜牌饰是一种主要流行于夏代
的青铜器，以镶嵌绿松石为最主要特征，是
集 铸 造 和 镶 嵌 于 一 身 的 神 秘 艺 术 品 。 除
1984 年出土的这块外，二里头遗址还于 1981
年、1987 年出土另外两件类似铜牌饰。

专家分析，3件绿松石铜牌饰都含龙、凤图
案，宣扬的是龙、凤崇拜，与新砦文化彰显的龙
飞凤舞的含义相同。其中，“梭形眼”类铜牌饰
与龙崇拜有关，因其面部有醒目的“龙首”，故
被称为“龙图像”。这类铜牌饰和新砦饕餮纹
陶器盖、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上描绘的“梭形
眼”是一致的，表现的都是“龙首龙眼”，是对龙
崇拜的艺术形象。“圆形眼”类铜牌饰与凤鸟图
像有关，其面部酷似一只正视的“凤眼”，体现
的是对凤的崇拜。尤其是 1987 年出土的那
件，不仅刻画有凤首，而且特意有类似孔雀开
屏后的三列鸟尾展开图案，凸显凤的特征。

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
器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华夏第
一爵”——二里头乳钉纹铜爵。

它 出 土 于 1975 年 ，高 26.5
厘米，总长 31.5 厘米，束腰平底，三足细长，
腹部有乳钉纹，整体造型修长，极具美感，是
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青铜器之一。

《说文解字》中说：“礼器也，像爵（雀）之
形，中有鬯酒。”爵是一种古老的酒器，器型
为中国所独有，主要有流（用于倒酒）、尾（保
持平衡）、鋬（把手）、柱、足组成，一鋬、二柱、
三足是其典型特征。鋬在一侧，与一足在同
一条垂线上，另一侧无鋬但有两足，以此保
持整体重心平衡，不易倾倒。腰间装饰 5 颗

“乳钉”，乳钉纹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
一，以“乳钉”命名，寓意感怀生命起源。

我国青铜铸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5700

年前，但当时青铜铸造技术比较粗糙，只能
制作出铜刀等简单器物。直到 3500 年前，二
里头先民创造出了先进的“复合范”技术。
简单来讲，就是将几块“范”合在一起浇铸，
这样便能制造出更大、更复杂的青铜器。二
里头乳钉纹铜爵是最早使用这项技术的“代
表作”之一。

夏人与“酒”关系密切。夏商时期的礼
制被学者称为“酒礼”，青铜爵从诞生之日
起，便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酒器。而在夏
代，饮酒是贵族的特权，由贵金属青铜做的

“爵”，自然也成了象征身份和地位的礼器。
因为具有“明贵贱，别尊卑”的作用，“爵”成
为政治中划分等级的“名器”。

这件诞生于 3600 年前、极尽简约的青铜
爵，承载着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凝聚着古人
无限的智慧与巧思。

龙的起源，一直是探寻中华文化源头重
要的一部分。

2004年，一件来自二里头夏都遗址、距今
约 3600年前的绿松石龙形器一经发布便引起
轰动。这条“龙”以2300余片绿松石小片构成，
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
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
科学价值。

这条“龙”长 64.5厘米，巨头蜷尾，鼻尖朝
上，身躯起伏有致，仿佛正在蓄力向天腾跃，
形象鲜活生动。“龙”身中段一桶状物为铜铃，
内有白玉铃舌。这一绿松石龙形器最特别之
处，是它整个由 2300 余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
细片拼合而成。这些石片十分微小——每片
长 0.2至 0.9厘米，厚度 0.1厘米左右。

“龙”的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考古故
事。2002 年春，二里头工作队的考古人员在
清理一座墓葬主人的尸体时，发现了它：泥
土中陆续露出了一些细小的绿松石片，从墓
主人的肩部开始一直延伸到胯部，断续分
布，总长达 70厘米！

考古队在发掘、清理这些小石片的过程
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将几千片细微
又按固定顺序排列的小石片从土壤中及时
完整地发掘出来，是多么难的一件事！这
些极细微的小石片被埋在土层中，有时仅
轻吹一口气就会移动原位。在不知道绿松
石龙形器原本样子的情况下，将这些小石片
按照原貌、原序来摆放、排列，几乎做不
到！

面对困难，考古工作者制定周详计划，
首先将整器连同下方的土层整体套箱起取，
运回室内，然后再仔细清理，最后送至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经过专
家一年多清理、复原，这件“超级国宝”终于
显露出真容。

经考证，拥有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人，
是一位 30 至 35 岁的成年男性，应该拥有较
高的权力和社会地位。墓主人被安葬时，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被斜放并覆盖其身上。

绿松石龙形器形象生动，色彩绚丽，反映
出当时高超的制作工艺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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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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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骨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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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的动物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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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六畜”通常指猪、狗，鸡、
牛、马、羊 6 种家养动物。六畜当
中，猪是人类最重要的肉食来源之
一 ，最 早 的 家 猪 出 现 于 公 元 前
6000 年 的 内 蒙 古 赤 峰 兴 隆 洼 遗
址。最早的狗出现在公元前 7000
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牛不仅
是重要的肉食资源，还是古代农业
生产的重要劳动力。马极大地提
高了人类的运输能力，还是军队的
重要战斗力量。羊给人类提供肉
食及奶制品，羊毛还可以为人类提
供衣物原料。鸡为人类提供肉和
蛋，同时还可以为人们报时，是中
国十二生肖中的一种，鸡的驯化历
史至少有 4000 年了。

动物考古学家袁靖先生认为，
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的出现以狗
和猪为最早。其中，猪在中国新石
器时 代 的 随 葬 和 埋 葬 活 动 中 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黄河流域 、长
江 流 域 和 华 南 地 区 在 随 葬 和 埋
葬 活 动 中 使 用 猪 的 形 式 既 有 同
一 性 ，又 有 差 异 性 。 除 猪 之 外 ，
中 国 新 石 器 时 代 早 期 已 使 用 了
狗。中国最早的家养绵羊和普通
牛，出现在距今约 5000 年的甘肃、
青海一带，而后向东部传播，距今
4500 年左右进入中原地区。

具体到夏代，动物饲养业以龙
山文化晚期、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
化三个时期来加以分别说明。龙
山文化晚期，以登封王城岗遗址为
代表，当时人的肉食资源明显以哺
乳动物为主。其中，家猪的数量最
多，绵羊的数量有一个明显增加的
过程，狗和黄牛大体平衡。梅花鹿
的食物完全来自自然植被，极可能
没被饲养。

新砦文化时期可以新砦遗址
为代表，自新砦一期到新砦三期，该
遗址的哺乳动物以家养动物为主，
从它们的数量看，家猪的数量始终
最多，绵羊的数量有一个明显增多
的过程，黄牛的数量大致保持平衡，
而狗的数量出现减少的趋势。

二里头遗址一到四期的哺乳
动物都以家畜为主。通过对二里
头遗址一到四期动物遗存的研究，
考古学家不仅了解到了黄牛和绵
羊在家养动物中所占比例呈由少
到多的趋势，还发现了剪羊毛的次
级开发行为。剪羊毛是如何被发
现的？用于食肉的羊，其年龄集中
在 1—2 岁；被剪羊毛的羊，遗存的
年龄 5—6 岁的居多。此外，对二
里头遗址一至三期的羊骨遗存进
行年龄鉴定，发现以 1—2 岁居多，
而在四期羊骨遗存中则发现不少
5—6 岁的羊。由此，考古学家判
断当时存在剪羊毛的行为。其实，
早在新砦文化时期，至少在新砦遗
址已经存在剪羊毛的事实了。

玉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化之一，也
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从未间断的一种文化。

1975 年，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批玉器，
为后人认识夏商周时期的玉文化提供了重

要的实物资料。在这些玉器当中，“七孔
玉刀”尤为引人注目。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记者一
睹其“芳容”：玉刀通体长 65 厘米，宽 9.5
厘米，刀刃的厚度仅 0.1 厘米，肩窄刃宽，

呈长方形。玉刀通体抛光细腻，玉料为墨
绿色，局部有黄色沁，两端有对称的锯齿，刀
面近两端处有明显的网状斜线作为装饰。

它得名于刀面上等距排列且成一条直

线的七个圆孔，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出土形制
最大、最精美的一件有刃玉器。

从夏代已知墓葬出土的玉器来看，当时
的制玉工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古
代的典籍对夏朝的记载却少之又少。因此，
对于七孔玉刀的用途，专家学者众说纷纭。
有专家研究认为，从外形看，玉刀应是由收
割谷物的石刀演化而来，并且用较薄的玉石
材料制成，玉质较脆，并没有使用痕迹，可见
它并非实用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
人生活中，祭祀是至关重要的活动。有专家
认为，这件七孔玉刀应是用于祭祀或庆典的
礼器，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的展品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的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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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里，共展出珍
贵的夏代文物近2000
件，其中一级文物112
件。其陈列主题“华夏
第一王都”，包含“第一
王朝”“赫赫夏都”和

“世纪探索”三部分，系
统地展示了夏代历史、
夏文化探索历程和二
里头遗址60多年的考
古成果。

8月 7日，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
赵海涛的引领下，寻
禹·探源全媒体报道组
一行“打卡”二里头遗
址发掘现场和二里头
夏都遗址博物馆。一
件件珍贵文物，还原着
3600多年前的生活场
景，漫漶的史实日渐明
晰，神秘王朝的面纱被
逐渐揭开——

一块铜牌饰的“考古解读”

绿松石龙形器“出土记”

“华夏第一爵”的文化魅力

“七孔玉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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