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一行从高家堡镇驱车，不到 5 分钟
便进入石峁遗址公园。

盘山公路尽头的山顶台地上，钢结构
的玻璃遮罩着青褐色乱石块堆垒出的高大
城垣，这便是石峁遗址的外城东门。

外城东门是石峁遗址近年考古发掘揭露
的一处重要遗迹。它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
处，空间开阔，地势险要，是目前保存最完好、
体量最庞大、结构最复杂、形制最规整的上古
时期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站在外城东门遗址远眺，可以看到整
个石峁遗址的全貌。思佳余向记者介绍，
石峁古城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套结

构布局，再通过墙体上城门、瓮城、角台、马
面、墩台等防御性建筑层层设防，奠定了中
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
都城布局；从外城东门通往内城东门并连
接皇城台的一条大道，连接着宫城区，开中
国都城中轴线理念之先河。

在这里，可以看到 4000 多年前的建筑：
用大小不规则的乱石垒砌出近 90 度直角的
城墙墙角；门道呈东偏北 31 度，朝向 4000
多年前夏至日出的方位；出现菱形方格纹、
勾连纹等几何图案的中国史前壁画……石
峁遗址所展现出的文明程度，远远超出了
今天人们的想象。

考古专家表示，石峁古城打破了中国
夯土筑城的传统认知，外城东门遗址无疑
是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石城门，其功
能和结构的复杂性尚待探讨，其在黄河文
明史、甚至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都是难以
估量的。

在 石 峁 遗 址 巨 大 分 布 区 域 内 ， 可 以
看到很多地方插着小红旗标志，呈线性
分布。思佳余告诉记者，这些标记的地
方是未发掘的外城墙和一些祭祀区，目
前石峁遗址仅发掘很小的一部分，随着
考古发掘的推进，遗址将给人们带来更
多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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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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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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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化中的玉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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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起源于祭祀等活动。《说文
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
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王国
维认为，卜辞中的豐（丰）“象二玉
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故《说
文》曰：‘豐，行礼之器’，其说古也
矣”。而礼器就是依托于礼仪制度
并且为礼仪制度服务的器物，是礼
制的载体，也是礼制的一种表现形
式，包括玉器、青铜器等。

现代考古学研究表明，中国上
古礼器就材质而言主要经历了玉
礼器（史前）和青铜礼器（商周）两
大阶段，至迟从仰韶时代晚期，我
国已经有了礼的萌芽。中原地区
进入夏代，夏代玉礼器逐步完备起
来。到了公元前 1750 年之后二里
头文化时期，玉礼器种类更加丰
富，以下五种玉器最具代表性。

牙璋。牙璋从器物形体看是
一种有刃的器物，器身整体呈扁长
条状，上端有斜刃或弧刃，下端呈
长方形，底部两侧或有突出的阑或
齿牙形修饰。我们认为，新砦遗址
出土的长条形、带穿孔的玉器就是
最原初的璋。

柄形器。柄形器是二里头文
化出土最多的玉器，呈长条状，一
般器首较平，向下内收为颈部，器
身有扁平片状、方形柱状和圆柱状
等，末端平齐或磨成尖状，有的还
有穿孔。二里头遗址出土柄形器
22件。

玉钺。《说文解字》云：“戊，大
斧也。”段注：“俗多金旁作钺。”穿
孔石斧为钺，最初的石钺应该与斧
功能相近，随着战争和早期国家的
发展，钺已经成为专门性的武器，
并逐渐转化为王权的象征。二里
头遗址出土玉钺共 5件。钺分长梯
形和矮梯形两种，均为平背弧刃，
刃为双面刃。有的钻一孔，有的钻
两孔。有的在两侧有凸出的扉牙
装饰。

玉戈。《释名·释兵》载：“戈，句
戟也。戈，过也，所刺揭则决过，所
钩引则制之弗得过也。”戈可能由
石镰演化而来，玉戈实质应是一种
象征性的礼器。二里头遗址出土
玉戈 3 件，均大体作扁平长方形，
内援区分明显。

玉刀。《说文解字》云：“刀：兵
也。象形。凡刀之属皆从刀。”从
考古发掘来看，大多数玉刀尺寸
大、形体薄，而且无使用痕迹，应不
是作为实用器，可能是一种象征性
的礼器。二里头遗址出土刀 5 件，
均为背短刃长的梯形，有的两侧饰
有扉牙，刀身均有穿孔，以三孔为
多，也有七孔者。

除上述五类玉器外，尚有别
的玉器，可能也充当了玉礼器，
只是有待学者们继续深入研究。

从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出发，顺着遗址
观访路，记者来到遗址核心“皇城台”。这
是一座由石头“砌”出来的城。石峁先民
把黄土高原上独立的小山包用石头垒筑
包裹，气势恢宏，巍峨壮丽。

石峁遗址以皇城台为核心，构建起了
内城和外城的三重城垣结构。外城墙总
长度约 10 公里，目前还能见到一段段的残
存；内城则将皇城台包围其中。墙城依山
而建，坚固雄厚，多达 9 级的护城石墙，最
高达到了 70 米。最核心的“皇城台”，底部
面 积 约 24 万 平 方 米 ，台 顶 面 积 8 万 平 方
米，蔚为壮观。

皇城台的考古发掘始于 2016 年，目前
已揭露出皇城台门、东护墙北段上部及大

台基南护墙，是石峁最核心的区域。作为
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皇城
台层层设防、众星拱月般的结构奠定了中
国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

据了解，皇城台门由外而内依次由广
场、瓮城、墩台、主门道等设施构成，开创了
中国古代都城正门设置广场的先河。广场
由基本平行的两道石墙围成，平面呈长方
形，面积超过 2000平方米。在外瓮城外侧的
墙根处，发现完整玉钺两件。门道内为石板
铺砌的路面，陡坡状攀升至台顶，路面的部
分石板上发现有阴刻符号。

在最新考古发掘中，皇城台门和东护
墙北段上部出土的陶、骨、石、玉、铜等各
类遗物数以万计。皇城台发现的制作铜

器的石范，为国内已知最早的铸铜遗存之
一；“弃置堆积”中出土的万余枚骨针以及

“制作链”各阶段的相关遗物，暗示着皇城
台顶部可能存在大型制骨作坊。

周 边 石 墙 上 ，可 以 看 到 偶 有 石 雕 装
饰 。 2018 年 ，考 古 人 员 在 清 理 这 片 护 墙
时，一共发现了 70 多件石雕，大部分出土
于倒塌的墙体石块内，但仍有部分镶嵌于
墙面之上。现场可以看到，这些石雕既有
菱形的眼状装饰，又有神人面、动物等形
象，呈现出成熟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雕刻
技艺。它们可能与石峁先民砌筑石墙时

“藏玉于墙”或修筑建筑时以人头奠基的
精神内涵相关，代表了先民对皇城台的精
神寄托。

石茆遗址发掘现场石茆遗址发掘现场

探寻中华文明的
起源，石峁遗址是绕不
过去的一处史前遗存。

石峁遗址地处黄
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
漠南缘，因遗址主体位
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
堡镇石峁村而得名。

这 座 古 城 以 逾
400 万平方米的超大
规模，刷新了中国史
前 城 址 的 纪 录 。 目
前，石峁遗址已发掘
部分仅仅是其冰山一
角，而这冰山一角所
呈现的灿烂辉煌，足
以让我们相信，这里
曾经存在一个高度繁
荣的族群，在中华文
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8月 11日，寻禹·
探源全媒体报道组来
到石峁遗址，追寻石
峁先民曾生活过的地
方，瞻仰先民创造的
文明印记。

“华夏第一门”

“石峁王国”

“皇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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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弥漫着浓厚的“圣城”氛围，出
土的 20余件在传说中有“通天”功能、代表着
人类初音的乐器——骨制口弦琴，更能够让
人感知石峁遗址的仪式感和神圣氛围。

口弦琴，是一种具有胚胎意义、具有音
乐“活化石”价值的原始古乐器。“女娲作笙
簧”的记载，把簧的发明者直溯于创世始祖
女娲。《唐乐志》称：“女娲作笙，列管于匏上，
纳簧其中。”

石峁遗址发现的口弦琴，是目前发现
的世界上最早的簧乐器。在发现石峁口
弦琴的现场，还发现了制作口弦琴的骨片
以及半成品。考古学家据此大致复原出
4000 多年前口弦琴的制作过程：选取黄牛
肋骨或动物长骨等质密骨料，经过切磨骨
片、剔刻簧舌、簧尾钻孔、精细加工等四个

步骤，完成制作。
考 古 学 家 认 为 ，石 峁 口 弦 琴 有 可 能

被 赋 予 了 沟 通 人 神 的 功 能 ，与 骨 笛 等 乐
器遗存共同构成了石峁皇城台的音乐形
态 ，运 用 于 石 峁 的 祭 祀 场 景 中 。 由 此 口
弦 琴在 某 种 程 度 上 成 为 石 峁 上 层 控 制 周
边族群、维系区域统治稳定的重要器物。

石峁口弦琴被誉为“人类第一件弹拨
乐器”，它的发现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要
考古成果。

除口弦琴外，石峁遗址还发现了很多
珍贵文物，陶鹰就是其中典型的一种。

陶鹰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文物，在
皇城台东护墙北段的“弃置堆积”中，出土
了大型陶鹰 20 多件，数量多、体量大，造型
生动，在国内新石器时代动物陶型中十分

罕见。经过拼接复原的陶鹰残高 50 至 60
厘米，身体部位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展翅
伸颈状。考古专家认为，如此大体量的新
石器时代动物造型陶塑在国内实属罕见，
从 造 型 与 结 构 来 讲 ，陶 鹰 肯 定 不 是 实 用
器，可能与王权或曾在皇城台进行的宗教
祭祀活动有关。

如果说最具石峁遗址代表性的文物，
当数人面石雕。该石雕整体呈圆弧形，镶
砌于皇城台大台基西南角的墙体之上，保
存状况较好，神态庄严肃穆，双目略突出，
阔嘴龇牙，均戴有耳珰。其中，西侧人面长
约 80 厘米、高约 50 厘米，头戴冠饰，是石峁
石雕中尺寸最大的单体图像。东侧人面双
眼外侧有弧状纹饰，据专家介绍，这可能就
是石峁先民的“王”的形象。

“人类第一件弹拨乐器”

石茆遗址出土的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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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石峁遗址在全国第一
次文物普查期间于陕西省神木市高

家堡镇被发现。峁，在当地方言里意思
是“山丘”。石峁，既是沿用已久的地名，又清
晰地反映出遗址风貌。

石峁遗址初建于距今 4300 年前后，城
内 面 积 逾 400 万 平 方 米 ，相 当 于 6 个 故 宫
大小，是目前已知中华大地乃至东亚地区
最大的史前城市遗址。

20 世纪 70 年代，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
戴应新专门到石峁考察。此后，来自西安
和北京的考古队陆续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小
规模发掘。自 2011 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石峁考古队对遗址展开了考古调查和重
点发掘。在考古工作者多年的不懈努力
下，遗址面貌逐渐清晰，数千年前的“石峁
王国”正一点点呈现于世人面前。

“石峁是修建在高地龙山时期的石城，
城内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
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的遗
迹，在同时期遗址中非常罕见。”石峁遗址
管理处宣教科工作人员思佳余介绍，石峁
时期已形成了三城城建格局，即皇城台、内
城、外城。这三部分石砌城垣有着完整的
防御体系，奠定了后世城市形态，也开创了
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格局的先河。

思佳余表示，石峁遗址外城共有 7 座城
门，由内外两重瓮城、门道、墩台、门塾、马
面等组成，坚固雄厚的外城东门既是控制
交通、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
者构建的精神屏障。

4000 多年前是中华文明和早期国家形
成、发展的关键时期。石峁遗址以其巨大
的规模、多重的结构、宏大的建筑和大量高
等级遗物，显示其已经成为早期城市并具
备国家形态。石峁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的重要遗址，为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多
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提供了全新的资
料和独特的证据。

石峁遗址出土的陶鹰石峁遗址出土的陶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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