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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发掘
与研究

从 1960 年至今，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今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工作队）对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经
历了三个阶段，遗存可划分为四
个时期。二里头遗址从 1959 年
开始发掘，根据测年结果，二里
头 遗 址 年 代 分 布 约 为 公 元 前
1750 年—公元前 1500 年，遗址内
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
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
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
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
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
青铜容器。二里头遗址是二里
头文化的命名地，并初步被确认
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

山西夏县古安邑禹都等
遗存的发掘与结论

山西夏县的禹王城遗址共分大
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庙四部分。

大城形状如梯形，总面积 13
平方千米。据实物和文献考证，
大城即战国时魏都安邑；中城方
形，总面积 6 平方千米。城内遗
物丰富，堆积层厚 2 米左右，有战
国时代遗存，但主要是汉代遗存；
小城总面积 75.4平方米，除了人们
禹王城的传说，能够见到的只有
建于东周，沿用至北魏的小城和
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并无夏朝
故都的物证。

再次，历史上常说的禹都平阳
古城，即现在的山西临汾市，基本
上没有关于禹都的文化遗存，也
没有这里曾经是远古夏朝都城的
佐证。

至于前国家主席杨尚昆曾经为
之题写了“大禹故里”的四川省北川
羌族自治县，其主要依据只是当地
有“石钮”等与大禹记载文献相吻合
的地名，而这样地名相吻合的情况，
在各地都存在。

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夏古
城及周边遗迹

大夏古城位于现广河县城以
西的阿力麻土乡古城村。历史上
曾有大夏、顺夏、太子寺、定羌、宁
定、广通等别名，其址位于甘肃省
中部临夏州东南，四至为：东以洮
河为界与定西市临洮县隔河相望，
南接康乐县，西接和政县，北靠东
乡县。广通河（古大夏水）贯穿而
过，南部、北部为昆仑山中支东延
部与北秦岭交汇的太子山。洮河
流经辖区东部边缘，地势西南高东
北低，呈倾斜之势。

广河县最早称为大夏，来源于
夏水。著名学者章太炎说：“‘夏’
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夏水，即
今流经临夏州和政县和广河县，汇
入于洮河的广通河。邓隆《漓水·
大夏水考》曰：“《水经注》：大夏川
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乱流。经金
柳城南，又经大夏县故城南。”大夏
县古城，即今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古
城村。

大夏古城遗址：大夏县的县治
就在今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古城村，
称之为“古城”。尚存两处古城墙
遗址，附近有较大面积的石灰三合
土地坪遗迹。关于大夏古城面积，
据《元和郡县志》云：“大夏水经大
夏县南，去县十步。”下古城东起自
寺沟桥，西至于赵家桥；呈四方形，
长宽各 600米，总面积有 36万平方
米。有人说这个“下古城”，就是

“夏古城”。根据历史考古表明，这
个说法是可信的。根据黄文弼教
授“我国先秦时代的大夏人，河州
为其中心活动区。大夏县及大夏
水之名，是因古代大夏国而得的观
点。”夏古城应该是古代大夏国早
期的一个古城。

棺木山遗址：大夏古城遗址北
面有一座卓然独立的小山，墓葬从
山下环绕至山顶，山顶有一个小土
堆，为人工堆成，俨然是祭坛，应是
夏朝人祭天、祭祖的祭祀之地。

大禹兴起之地与活动范围

《史记·六国年表》更加明确的
记载：“禹兴于西羌。”就是说，大禹
兴起于西羌。最早的西羌，是生活
在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
广通河（古大夏水）、大夏河一带的
古代民族。

禹出大夏，兴于西羌。著名的
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教
授在《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重论
古代大夏位置与移徙》中提出 3种
有影响的观点：我国先秦时代的大
夏人，约分布在凉州、兰州、河州一
带，河州为其中心活动区。大夏县
及大夏水之名，是因古代大夏国而
得；大夏即吐火罗，两者是同一民族
的并称；大夏属于羌族系统，属诸羌
之一。《汉书·西域传》所载的西域小
国若羌，国王号去胡来，即吐火罗之
对音。

今广河县境内，早在秦汉时期
设立了一个古县——大夏县，大夏
县是临夏地区最早设立的县份之
一，这与大禹在公元前 21世纪建立
的夏朝有很大关系。

《水经注》引《晋书·地道记》对大
夏县的记载：“县有禹庙，禹所出
也”。大禹出生在大夏县，与历史相
符。

大禹生于叫石纽的地方，石纽
就是大夏县西 10公里的今和政县
蒿支沟。据《寰宇记》所引《十道录》
说：“石纽是秦州地名”。《金楼子》亦
云：“禹长于陇西大夏县（《水经注》
河水二）。”

据《山海经》载“禹所积石之
山。”《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治水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西河”，清梁份
《秦边记略》云：“盖黄河入中国，始
于河州，禹之导河积石是也。”积石
山，指小积石山，系祁连山延伸部
分，在临夏州西界中南段自南而北
走向排列，北起黄河边，南至土门
关，是积石山县的主要山脉。在这
积石峡中，留有许多大禹导河传说
的遗迹，如禹王庙、禹王石、大禹斩
蛟崖、骆驼石、天下第一石崖，留下
大量的诗词。

禹部落属于原生活在甘青地
区的羌族向东发展的一支。由于
禹是活动在崇山（即积石山、太子
山）一带的夏部落的首领，故被称
为夏后氏。

围绕夏都的齐家文化特征

齐家文化分布地域广大，面积
达几十万平方千米。现已发现遗址
1100多处，东起泾水、渭河流域，西
至河西走廊西部、湟水流域及青海
湖畔，南抵白龙江流域，北达内蒙古
西南部及宁夏南部，主要分布地区
为甘肃大部、青海东部、宁夏南部、
陕西北部和内蒙古西南部，其中心
区域在甘肃中西部及青海东部。

1.陶器。临夏人将陶器称之为
“夏陶。”可见临夏陶器与夏的关
系。其中盂、盉、鬲为夏文化典型器
物。此类陶器在齐家文化中非常普
遍。《礼记注疏》卷三十一记载：“灌
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jia），周
以黄目。”鸡夷即鸡彝。在器物上刻
上、画上鸡鸟图案，但广河见到的更
多是鸡鸟形器物，齐家陶器中鸡鸟
形的器物很多。鸡为凤凰之雏形。
《史记·五帝本纪》：“《九招》之乐，致
异物，凤凰来翔。”

齐家陶器的造型艺术极佳，每
一件都是艺术品，有富有观赏价值
的三耳罐、两连罐，及小巧玲珑的小
撇口罐；还有兼观赏且实用的三足
鬲、盉等。从外形观赏，是一件件巧
夺天工的工艺品。

齐家文化陶器表面有丰富的图
案纹饰，在素面刻画纹饰，包括锥刺
纹、篦纹、戳印纹、指甲纹等，多见于
罐体颈部和双耳处，许多不被认识
的刻画纹可能是汉字的雏形。

2.玉器。齐家文化玉器在中国
文明起源问题及中国玉文化史上的
地位显赫，它与良渚玉器、红山玉器
并称为中国三大玉系。中国夏商周
三代玉文化特别发达。《尚书·禹
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
球琳琅玕。”说明西北的雍州地区贡
品。据《左传·定公四年》《淮南子·

说山训》等记载：“夏后氏之璜。”齐
家文化二联璜、三联璜、四联璜、五
联璜，出土众多，悬挂于胸的单璜也
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齐家玉七
联璧。

“奉圭以待”正是那时玉崇拜的
一种表现，圭是神的标志，是通神的
器物，这就把图腾崇拜和玉崇拜结
合在一起了。有玉才能显示神灵，
圭代表的是天意。古代传说中关于
大禹和玉的关系的记叙还有很多。
如《拾遗记》曰：神授禹玉简，“禹即
执持此简，以平水土。”“禹会诸侯于
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在涂山
召开万国大典，各诸侯国进献名贵
的玉或帛，作为觐见礼品。夏之立
国和玉文化一定有着重要的关联。

2018年 5月，东乡县牛沟村出
土了一套珍贵文物“玉七联璧”。此
璧直径 74厘米、孔径 24.5厘米，是
为七件不规则形玉板，用马衔山玉
料制作而成，该玉璧是迄今为止发
现的齐家文化玉璧体积最大者，对
于齐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具有极高
的学术价值。

3、铜器。彩陶的衰落与青铜的
出现，标志着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
时代。齐家文化出土铜器遗址至少
有15处，总数已超过130件，器型包
括刀、斧、锥、钻、匕首、指环、手镯、
铜泡、铜镜等，其中以兵器和生产工
具为主，装饰品次之；形制上总体比
较简单，也有铜镜、空首斧等造型复
杂的器物。出土红铜或青铜器比较
重要的齐家文化遗址有青海贵南尕
马台 49 件，甘肃武威皇娘娘台 30
件，武威海藏寺 12件，积石山县新
庄坪12件，永靖秦魏家8件，青海互
助总寨4件，广河齐家坪2件等。“禹
铸九鼎”是传国宝器。铜器已广泛
应用于礼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
等。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这是
革命性的发展和进步，是生产力高
度发展阶段的标志，有划时代意义。

4、手工业水平。《周礼·考工记》
云：“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说
明舜时有较发达的制陶业，夏时有
较全面而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内容
包括制车、兵器、礼器、钟磬、染色、
建筑、水利等方面。齐家文化时期，
手工业已达到当时空前水平。齐家
玉器制作精美，至今还让人惊叹不
已。制作的陶器虽然没有马家窑那
样华丽繁缛的纹饰，但制作技术及
器形设计已达到崭新高度。还有原
始纺织业，在大何庄一件陶罐上发
现的布纹保存较好，其中的一种每
平方厘米经纬线各 11根，细的一种
经纬线更为细密，可见纺织工艺水
平之高。在齐家文化类型的居址与
墓葬中，还普遍发现石纺轮和骨针
等纺织工具，制作特别精巧。“夏后
氏上匠”与齐家文化高超的工艺水
平如出一辙，其他工艺水平令人叹
为观止。

音乐上有陶鼓、陶埙、陶铃。广
河博物馆也收藏不少陶鼓、陶埙、陶
铃。玩味性很强的陶器，展现了齐
家人较高的审美情趣。传说禹兴九
韶之乐，启作九韶乐舞，并在大穆之
野举行乐舞会，演奏“九韶”“九歌”

“大夏乐”等音乐。会上“万舞翼翼，
章闻于天”。临夏处处都渗透着这
种古老的文化气息。2004年，甘肃
临洮发现了一批距今约 4000年的
陶制娱乐用具陶铃、陶牌等。

结论

1、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夏古城是
夏朝早期都城。

根据《山海经》《史记·夏本
纪》《水经·河水注》等文献记载，
广河县地处西羌，与“禹兴于西
羌”相吻合，此地也有石钮地名，
与“禹生石钮”地方相吻合。数百
里之内正是大禹“导河积石”的积
石峡，导漓水入河的泄湖峡，更有
历代朝廷派员定期祭祀的禹王
庙。多处遗迹显示，这里应该是
大禹开始治水的地方。

广河县阿力麻土乡留有远古
夏古城的遗迹，也有有关大禹活动
的种种传说。夏古城边北山就是
用途明显、保留比较完好的巨大祭
祀台。与夏都同期，在这一带，出
土有大量的陶器、玉器、铜器。许

多陶器、玉器、铜器体积硕大，制作
精美，应是朝觐和祭祀所用的礼
器。如在距广河县阿力麻土乡不
远的东乡县牛沟村出土的那套珍
贵文物“玉七联璧”，除了雄起的夏
朝，谁人还能敢于使用它来祭祀天
地？这一切表明，在那个时代，除
了夏王朝，还有哪一个远古部落有
如此雄厚的力量，修筑如此巨大的
城池、祭坛，举行如此规模的祭祀
活动呢？

从商朝、周朝国都变迁来看，当
时是处于民族大融合、大迁徙的时
期，一个朝代的都城随着疆土扩张，
至少要经过四五次迁徙，给后代留
下四五处都城。广河县阿力麻土乡
夏古城是大禹所建的夏朝早期都
城，大禹应该是从这里兴起，带领部
落之众，完成黄河上游洪水治理，建
立夏王朝，逐步走向黄河中下游、走
向长江流域。

2、齐家文化应是夏文化。
齐家文化与夏文化在陶器、玉

器、铜器和手工业水平上有着同区
域、同时间、同民族、同文化的统一
性，说明了齐家文化与夏文化一脉
相承，是一体的文化。夏文化的早
中期，相对集中在河州，从河州向
青海、四川扩散。到了中后期，向
东转移，依次进入陕西、山西、河
北、山东等地，直至江南。这也和
大禹治水活动，以及夏王朝东扩很
一致。齐家文化是开启华夏早期
文明的钥匙，齐家文化为华夏文明
起了奠基作用。正如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易华所说：“夏民族很
可能兴起于西北，入主中原，建立
夏王朝，其先进文化大体来自中亚
或西亚；西北是上古中国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翦伯赞在《中国史论
集》中认为甘青史前文化属于夏族
文化，也叫先夏文化，炎帝、黄帝、
大禹都是甘肃的人文初祖，甘肃被
国家列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是
非常有道理的。历史学家范文澜
推测，炎黄二帝都出自远古的羌
族，大禹也出自羌族，羌人是华夏
民族最主要的一支源流。广河是
大禹故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黄河上游的先夏文化东渐形
成中原夏文化。

值得我们思考的几个问题

1、大禹应该不是一个具体的
人，而是很长时段那个原始部落联
盟首领的总称谓。

因为自然条件严酷，远古的人
们寿命比较短，一般都不超过 50
岁。假如大禹是具体的一个人，就
算他成熟比较早，15岁开始掌管朝
政，余下的只有区区 35年中，他不
可能完成“导河积石，至于龙门……
入于海”如此浩大的工程。何况，还
有治理沣水、治理渭水、治理汉水等
等的治水记载。

2、与齐家文化同时的夏朝初
期，在西北应该有一条“玉石之路”。

我们从数量众多的齐家玉器
中看到，这里有当地质地比较差
的玉石，更多的是马衔山玉，还
有相当数量的和田玉，还有人提
出齐家玉中存在俄罗斯玉。试
想，如果没有一条专门运输玉石
的通道，没有一群专门运输玉石
的人们，没有几代人的努力，不
可能在以广河阿力麻土为中心
的区域出现如此规模的玉石加
工制造业，也不可能出现如此众
多数量的玉器。

3、围绕广河阿力麻土，出现了
规模巨大的刘魏家遗址、大河庄遗
址、喇家遗址、新庄坪遗址、齐家遗
址等等与夏朝早期相对应的文化遗
存，这些众多的大型文化遗存，在同
一时期出现，显然，它们在向我们揭
示着一个远古历史的发展过程。

对我们的启示

我们要全力以赴去发掘甘肃
文化、研究甘肃文化、宣传甘肃文
化，让全国乃至全球知道，甘肃不
仅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更重
要的是甘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为甘肃的经济和文化大发
展做出贡献。

将来，我们在临夏地区发掘并
建成夏朝早期都城，甘肃完成“北有
敦煌 南有夏都”的文化遗产布局，
形成两轮并驱、双翼齐飞大格局。
从而，带动甘肃文化和旅游事业实
现全面起步、蓬勃发展。

三代之中，商、周国均有确论。

只有夏朝早期国都至今无确切考定，
难免令人遐想。当时应是华夏文化
正处发育初期，未见后世能够读懂的
成形文字，也未见关于夏都的文字记
载。由于年代久远，当时物证缺乏，
后来记载杂乱，夏朝早期都城考定至
今还在纷争之中，给我国上古文明笼

罩上一层朦胧的神秘面纱。
近年来，夏朝都城的考证在众

多考证中出现一个新论说，即夏朝
最初的都城应该在广河县阿力麻土
乡夏古城村。这个论说的兴起，不
论从历史考古方面，还是从社会旅
游方面，都引起了很大反响。

引言

永靖发现明代圣旨碑
●孔德龙 孔志强

近日，在永靖县太极镇孔家寺
村发现一座明代宣德年间“陕西河州
显清寺”的古碑。碑文记载了显清寺
（即孔家寺）被明廷敕赐“名额”（即寺
名）并“劄付”住持的经过，碑文还刻
有成化皇帝给该寺的“圣旨”。

碑身帽一体，碑身断裂，近碑
座处文字损毁，碑中文字除损毁
处，其余字迹清晰可读，内容虽有
残缺，但据字词、句子的上下联系，
逻辑对应，可以基本了解所记载的
从宣德二年（1427年）到成化二十
二年（1486 年）近 60 年历史事件。
碑文形式上是明代典型的“题”

“疏”“覆”结构公文。内容大致为：
显清寺向礼部申报住持，礼部派下
属机构“祠祭清吏司”具体组织人
员进行“查勘”，礼部将“查勘”结果
并显清寺的申请报告整理成册，上
奏朝廷，皇帝降旨“该部知道”，最
后由礼部堂官给出“看的”（处理结
果）的过程。碑文“反复引用，层层
嵌套”，反映了明代公文的书写形
式，也完整地体现了明代公文的流
转过程。

碑文中多次提到的“舍剌星
吉”，在明代相关的文献中多有记
述，属成化年间敕封的十三大法王
之一。据碑文推知，其俗家当为现
在永靖县太极镇大川村孔氏。

据说显清寺焚于清同治年间
的兵燹中。据村中王尕坤老人回

忆：“此碑是在 1964 年遭到破坏
的。近日，该村拓修一条水渠时，
在拆下的石料中，有人发现刻有字
迹的石块。清洗干净后，方知是石
碑，经考证，正是显清寺碑。”此碑
现存于孔家寺村玉林寺中。

此碑的发现，填补了古河州史
料的一大空缺，也为研究明清政
治、文化、民族、宗教政策、人口分
布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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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齐家文化：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

“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
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公元前
2200年至公元前 1600年），其主要
分布于甘肃东部向西至张掖、青海
湖一带东西近千公里范围内，地跨
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 4省区，
在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
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是华夏文
明从史前社会向王朝国家过渡的
关键时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

头，是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

“齐家文化”因 1924 年 6 月
瑞典考古学家约翰·古纳·安特
生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首次
发现而得名，今年是齐家文化发
现 100 周年，作为爱好者和关注
者，作者绘制了连环画《齐家文
化：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以示
纪念。

●冯炳超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受聘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
问，来到中国。

安特生1917年发现了渑池仰韶
文化后，赴甘青考察，寻找“彩陶西
来”的实证。

安特生在广河县齐家坪发
现大量精美素陶器，命名为齐家
文化。

位于甘肃省广河县齐家镇齐家坪遗址。

考古证实，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为
中心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华夏
文明的重要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