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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交一壶酒”：
仰韶文化的绚丽彩陶

河南省博物院有一件镇馆之宝
“彩陶双连壶”，出土自大河村遗址，单
件孤品，独一无二。对，就是中学历史
课本提到仰韶文化的标准配图。业内
普遍的观点认为彩陶双连壶是神圣礼
仪用品，是氏族结盟或者大型活动时
的礼器，是用以对饮的酒具。象征着
和平、友好、相敬、相亲。

鉴于年代、出土地的相近，还有专
家认为在炎黄二帝结盟之时，就是用
双连壶共饮盟誓，化干戈为玉帛，也是
“生死之交一壶酒”的最早演绎。还有
比较有趣的推断：在仰韶文化时期正
是人类经历从乱婚、群婚、对偶婚向一
夫一妻制过渡的时期，于是就推测这
是不是一对原是夫妻的居所，双连壶
也许是我们喝“交杯酒”的来源。

仰韶文化在发现初期一度被称为
彩陶文化，彩陶是仰韶文化最为醒目
的标志。现在到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参
观，除了双连壶，最为工作人员津津乐
道的是白衣彩陶，是制作陶器时在陶
衣坯表面涂抹一层白色的陶衣，用矿
物颜料作为着色剂绘制出各种图案，
然后入窑烧制而成。现有馆藏最大的
那一件像脸盆那么大，色泽艳丽，器形
完整，是 2014年博物馆在挖消防池之
前勘探在院子里出土的，而且有使用
“锔”的工艺进行修复的痕迹，非常珍
贵。

现在讲“史前文化”指的是文字产
生以前的人类文化。史前文化时期的
大河村，智慧的先民在烧制陶器时，把
他们认知到的太阳、月亮和星体的运
行和变化，用生动形象的太阳纹、月亮
纹、日晕纹、彗星纹、星座纹花纹图案
描绘在陶器上。而且通过观察这些花
纹，可以看到大河先人已经在认识和
总结一些自然现象和变化规律，比如
一些陶钵上绘有3个月亮纹，反映了先
民们已经认识到 3个月为一季度的自
然规律。另有一些陶钵上绘有12个太
阳，反映了先民们已经产生“12个月为
一年”的概念。这些都成为我国目前
发现最早的天文学的资料，比我国殷
商时代甲骨文中有关天文学的资料记
载还要早两千年左右，为研究我国古
代天文学和历法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科学价值。

乡土志·十景郑东（之三）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日新月异的繁华，改善了人们生产生活条件；灯火辉煌的夜晚，难掩如意湖面泛起的点点乡愁。这座如意
之城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正是乡愁的寄托。列子祠、东周古城、祭伯城遗址、小营点军台、大河村遗址……自7月26日起，《郑州晚报·
郑东时报》将以10篇专题文章，追访郑东新区千年绵延持续的文化脉络，贯穿改革开放40年的乡土变迁。“留得青山有柴烧，留住乡愁有
归处”，让我们带着人文意识和诗意情怀回溯，一抔乡土，留住乡愁。

大河村遗址：追寻6000年的文化脉络
核心提示：赫赫有名的“大河村遗址”其实主体并不在大河村，而是在毗邻的杨槐村。2012年的

时候杨槐村拆迁在即，编写村志，请“大河村遗址”的创始人、发掘、建馆的功臣李昌韬老馆长写序，老
馆长就专门解答了这个问题：根据考古界惯例和有关遗址记载有古河流穿过，特别是此地北望“中华
民族母亲河”黄河，依此之意，命名为“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大河村遗址是我国20世纪70年代考古重要发现之一，面积大、文化层堆积厚、内涵丰富、延续
时间长，是黄河流域数千处古遗址中的佼佼者。这里包含有仰韶、龙山、二里头（夏）和商代时期文化
的大型古代聚落遗址，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河村遗址面积40万平方米，经历了原始
社会母系氏族繁荣阶段、父系氏族阶段，直至夏商时期奴隶社会阶段，是郑州地区远古文化发展的完
整缩影。记者 马燕 李江 通讯员 李林晔 文/图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中有一座遗
址厅，保护着一处房基遗址。前文
所说的双连壶就出土于此，鉴于双
连壶并不是日常用具，这处房基又
是“套房”，功能分区比较明确，在当
时得相当于豪宅，所以推断这房屋
的主人有特殊身份，也许是首领，或
者是担任特殊职能的权威人物。“套
房”也反映了当时的原始社会已经
存在相对稳定的家庭单位，遗址处
出土的成套生活用具和碳化粮食，
为研究大河村先民的饮食起居、生
活习俗及家庭、婚俗提供了珍贵的
实物资料。

令人惊叹的是，这片史前房基
遗址至今仍保留有完整的平面布局
和1米多高的墙壁，墙体采用“木骨
整塑”的建筑方法，墙壁以及地坪用
火烧烤成了砖红色，这种两面坡式
的排房建筑奠定了中国北方传统民
居的基本形制，是中国建筑史上的
一座里程碑。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馆长胡继忠
曾介绍说，在这片遗址上，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基本
延续发展下来，时间长达3300年，厚
度达到12米，经历了原始社会母系
氏族的繁荣阶段、父系氏族阶段直到
奴隶社会的夏商时期，郑州地区远古
文化的发展在此形成了完整的文化
堆积层。全国范围内出土的仰韶时
期或前后的遗址，如果存在年代难
以确认的情况，到仰韶文化堆积层
进行比对，就能基本确定它的年代
和时期，可谓一把衡量标尺。

从出土的一些动物遗骸和植物
种子还可以推断出来仰韶文化时期
（距今7000~5000年前）中原地区的
气候状况，平均气温应该比现在高
2℃~3℃，四季分明，夏日温热多雨，
冬日寒冷萧凉，适宜人居。当时河
南还有象和鹿的存在，《说文解字》
中说“象之大者，谓之豫”，也正是渊
源于此。

曾经杨槐村西南的花岗盛产棉花，一直
是一片“风水宝地”：地势高，上面的红烧土
块（当地人称“大煤渣”）、瓦片很多，过去农
忙耙地时，还被村民拿来压耙子。

在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已经工作了37年
的保安李昌田是山东人，后来落户到杨槐
村，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民间诗人”，前后经
历了十几次发掘工作，李师傅已经成了半个
专家：“摸摸陶片儿都能说个大概。”关于花岗
的传说故事，李师傅也能讲出来好几个。比
如有个“花岗神”的神话就非常有意思：传说
很早以前村里有一大户人家为儿子操办婚
事，盘、碟、桌、凳都不够，当家的整夜发愁得
睡不着觉。有一天夜里，他迷迷糊糊听见空
中有人说：“别愁了，到时候去花岗取就是了，
别忘了还！”他将信将疑，就跟朋友商量，朋友
说这花岗历来神奇，让他不如带上香烛祷告
一番试试。这人依言照做，第二天这人去岗
上一看，竟然成真了。从此一下传开了。

李昌韬老馆长认为杨槐村的历史要上
溯到公元前 7000年左右，大河先民们在这
里繁衍生息，建成了 40多万平方米的聚落
（村庄），村庄当时的名字并不可考。1964年
秋，杨槐村民在此挖红薯窖时发现了唐代的
古墓，从而引起了保护性的发掘工作，继而
就发现了大河村文化遗址。

2012年，根据发展规划的需要，杨槐村
拆迁了。

李师傅说：“80年代的时候，参观大河村
遗址还得 2块钱门票，2004年开始就免费
了。希望咱河南人都来看看这座遗址，这是
咱中原文化的根。”

5000多年前的“豪宅”：木骨整塑陶屋

风水宝地的前世今生：
发掘地“花岗”的传说

大河村遗址

彩陶双连壶 基坑 星空下的村落：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001年，国务院将大河村遗址公布为第
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12月，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现场工作会上，大河村考古遗
址公园作为全国12个“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之一挂牌，意味着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
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正式列入国家级范畴。

未来的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计划
占地面积约811亩，以“星空下的村落”为主
题，运用多种现代技术，是一处集遗址保护、
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城市休闲、观光旅游等
为一体的较具影响力和示范意义的史前文
化展示区，成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原始文
化展示、考古发掘与研究、生态景观复原、市
民休闲等于一体的大型公共文化场所。

建成后的郑州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将会为郑州市东北片区增添一处大型城市文
化公园，也将会成为展示郑州市文化遗产保
护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窗口，必将丰富郑
州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成为对
外文化宣传、展示和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现在的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参观时间为
周二至周日的9:00~17:00，16:30停止入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