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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根在黄帝故里故都”系列报道之五

唐户遗址：一部厚重的中华历史教科书
唐户村，河南省新郑市观音寺镇的一个小村庄，居然也爆出石破天惊的大新闻：2008年4月8日，新郑唐户裴李

岗文化遗址发掘项目荣登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列。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牛青山 文/图

唐户村在潩水岸边，过去没有多少人知
道它，现在，一处古文化遗址让它名闻天下。
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一项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使得国内外考古界对
它高看一眼，宠爱有加！这里是中华历史文
化的宝库。

上世纪 70年代，村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时
常挖出他们谁也看不懂、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
石盘、石棒、陶盆、陶罐等“古董”。开封地区、郑
州大学和新郑文物部门专门在该村联合办班，
一边进行文物考古知识培训，一边实践发掘，且
发掘出一批两周墓葬和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及
夏、商、周时期的文物，由此，唐户村进入考古界
人士的视野。

此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多次前往该村，从西、南两个方向沿潩
水河四面扩展调查和试掘，发现裴李岗文化、仰韶
文化及龙山文化早期遗迹达54万平方米，出土文
物不计其数。考古专家们遂初步认定唐户遗址

“与传说时代黄帝氏族的重要中心聚落有关”。
2006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郑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对唐户遗址再次进行全面调查、
勘探和发掘，确认遗址面积达 140 余万平方
米。其中唐户村西南部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逾
30万平方米，往南直抵潩水河与九龙沟的交汇
处。如此规模宏大、年代久远、地位重要的裴李
岗文化时期大型聚落群址，就是在全国考古界
也极为少见。

更让人惊叹的是，唐户遗址堆积的文化遗
存丰富异常，含上下 8000年的几乎每一个时
代，文化链条异常完整，一环不缺，仿佛一座天
然的地书博物馆，无声记载着数万年来这里发
生的一切，诉说着人类的昨天和今天。

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八九千年
前，这里气候适宜，水域条件优越，土质肥沃，使
唐户人得以走出洞穴、山林，来到潩水河畔，依
地势构筑房屋定居，耕作农业，制作陶器，向原
始农耕文明进发。

八九千年前就有人住豪宅或两居室，绝非
天方夜谭，唐户遗址里就大量存在，最少有 63
座之多。

主持唐户遗址发掘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院长张松林，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发掘现场
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当一排排房基遗址呈现在
人们面前，露出它古朴、简约，甚至有些稚嫩的
尊容时，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没有欢呼
雀跃，只是忙着查数房址。最终数得裴李岗文
化房基遗址 63座，占地 6000多平方米，分三组
分布，每组中的房址基本为 20座左右，每组间
隔50到100米，在每一组房址中心区域，出现的
所谓“双间式”房址，极有可能属于族群重要人
物的栖息地。双间式样的房边上多出的小间可
能用于保管整个族群的重要财产生产工具所
用。除“豪宅”外，其余均为单间式，房址形状呈
椭圆形、不规则形和圆角长方形，面积在 3～5
平方米。土穴周围一圈小圆坑是土屋的木桩
基，糊上泥巴干草，就是栖身避雨的房子。发掘
的房屋聚居情况和石器加工作坊，是当时已初
具家庭形态和生产组织雏形的铁证。

更令人兴奋不已的是，在一处朝阳坡地，一
排排半地穴式房屋基址房基之间，竟赫然分布
着排水沟遗存！项目考古负责人信应君为此惊

叹不已：排水沟可能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排水系
统，这在全国裴李岗文化遗址考古中绝无仅有！

杜平安满脸兴奋与自豪，说唐户遗址创下
了几个文物考古之最：一是文化延续年代最长、
最完整；二是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
米，文化堆积层厚0.80～1.8米，最后达3.0米以
上，为我国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之最；三是一
次就发现大面积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居住基址，
在全国尚属首次；四是在全国发现的 130座裴
李岗文化房址中，仅新郑唐户遗址就有 63座，
远远超过裴李岗遗址发现 30年来考古发掘房
基的总和，属嵩山地区特大型聚落遗址。

2007年9月，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中国社
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安家瑶和国家级考古专家安
家瑗、赵朝洪、宋豫秦、周昆叔及省市考古专家
云集唐户。专家们认为，这些房址布局合理，具
有明显的规律性，且房址面积差异明显，为研究
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
房屋建筑方式等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对深入
研究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的性质、分期具有重
要意义。

驻足潩水河畔的这些房基遗址，细细品读
眼前这座 8000年前的繁华都市，它是那样遥
远，又近在咫尺……

潩水河，位于新郑最南端，发源于具茨之山
（现称始祖山）。春秋《国语·晋语》说：“昔少典
娶有峤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
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考
古学家张维华考证后认为，文中所言姬水，即为
今潩水河。

至于姬水改潩水，有专家考证说，潩水原名
阴水，在母系氏族时代，以女为主，“阴”字加女
字为“姬”，所以潩水为姬水。到了父系氏族时
代，姬字又去掉女字，加上三点水，改姬字为潩
字，就变成了潩水河。而据当地民间传说，秦灭
韩之后，只因汉初三杰张良刺秦未果，遭灭姓报
复所致。张良原也姓姬，是五世相韩的显赫贵
族，为报秦灭韩之国仇家恨，于博浪沙锥击秦始
皇不成，遂隐名埋姓继续反秦。暴君秦始皇大
开杀戒，凡姬姓人家多遭横祸，为躲避杀戮，姬
姓改为姓张，姬姓遂几近绝迹，也留下姬水改称
潩水的千古之谜。

潩水河全长 22.5公里，上游有黄帝文化遗
址和黄帝文化祠庙遗迹10多处，其中心地带就
在自然山黄帝饮马泉和少典祠一带。《天下名胜
志》和《山川志》记载：“自然山黄帝饮马泉，在河
南新郑县西南25里。”相传自然山沿河两岸，是
黄帝、风后研兵法，制干戈，作弓箭，造指南，装
战车，聚将练兵的根据地。中上游，春秋之前就
有少典祠屹立河畔的高崖之上，当地人称“太古
祠”、“太古爷庙”。

年过七旬的新郑市黄帝文化研究专家赵国
鼎依然清楚地记得，他上小学时，老私塾先生常
带他到自然山，说就在自然山发明了指南车。
当地渔民也吃惊地发现，只要驾驶铁皮船划到
自然山前，船身必定下沉，起初都不知何故，后
来经勘探技术人员解释，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水
下有磁石。

沿潩水河顺流而下，东南四十里，有村潩水
寨，有人称它黄帝口。它南依陉山，北傍沂水，
与长葛搭界，自古是新郑县南有名的商贾会集
之地。虽处一隅，却别有一番世外桃源的风光，
秀林中村舍掩映，晨曦里缕缕炊烟，清晨时鸡鸣
鸟啼，落霞间人声相闻。或许是时过境迁，如今
它已村野风光不再。

风雨沧桑数千载，5000年前的地形地貌之
变迁，今人已无从得知，然此为黄帝率兵出山的
关隘渡口的民间传说，却代有流传。若仔细观察
这里的冈峦、沟壑及河道，你会相信此话并非妄
言。这里的一位老人亲口讲述黄帝口的故事。

黄帝遵父亲少典之命，接任有熊氏部落首
领不久，便有从阪泉（今扶沟）逃来的一群炎帝
部族的难民向他哭诉：炎帝为消灭黄帝部落，倾
一国之力在阪泉集结上万兵卒，手下那帮官员，
不管百姓死活，硬逼着人们当兵送死，非但如
此，还到处抢掠，稍有反抗即遭砍头、腰斩等酷
刑等苛政。素以百姓为念的黄帝怒不可遏，随
即召集军师风后、大鸿、力牧、常先等众将，议决
亲率大军南下，进攻炎帝伐无道。军师风后细
观天象，排演八卦后，建议黄帝率军沿潩水河出
关，直逼阪泉与炎帝会战，再拿下炎帝都城陈丘
（今淮阳）。黄帝依计而行，择吉日出兵，大军浩
浩荡荡沿潩水河，出黄帝口，南下大战炎帝于阪
泉，经过十天十夜激战，全歼敌军，活捉炎帝。
黄帝念兄弟之情，反复劝说，终使炎帝俯首称
臣，并结成炎黄之盟，共同北伐蚩尤。从此，黄
帝口之名就一直在潩水河周围流传。

上溯潩水二三里，便是唐户村。这里三面
环水，村东潩水西北而来、村西之石洞寺河东南
流去，交汇于此。看两河崖峰壁立，芦苇摇曳，
水鸭凫戏，草肥水清，鱼虾腾跃，每每雨后，但见
云蒸霞蔚、紫气升腾，气象万千。令人称奇的是
河崖壁石形状各异，孔如血管，人称上水石，采
来可制盆景中的假山。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始祖黄帝庇佑，不仅

造就出唐户的秀丽景色，而且给后人留下了极
其丰富的文化宝藏。1975年始至今的 30多年
里，文物部门先后多次在唐户村南两河汇流处
发掘，一处面积达 140多万平方米的囊括从裴
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到夏商周时期
长达近6000年的历史遗迹，终于完完整整地展
现于世人面前。

聚落群遗址总面积达 140余万平方米，其
规模之宏大、遗存之丰富、延续之久远、地位之
重要世之罕见。而唐户遗址中的仰韶文化遗址
面积竟多达 40余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约 3
米，仰韶文化时期唐户原始聚落群发展之鼎盛
可见一斑。漫步发掘现场，眼前那一柄柄先民
们磨制精细、锋利的石斧、铲、凿、刀、镞及研磨
器，一件件拙朴而又精致的泥质和夹砂红顶钵、
盆、碗、罐、瓮、盆形鼎、罐形鼎、釜形鼎、大口尖
底瓶、小口尖底瓶、大口尖底缸、壶、豆等红陶和
彩陶器具，一枚枚骨制针、镞、角靴形器，一座座
用细砂、料礓石、小石子和粘土混合筑成并经火
烧，坚硬、平整、光滑的门道、柱洞、灶坑、烧土
台、地面残块和大量的草拌泥烧土块一应俱全
的房基，一段段坚如水泥浇注的城墙、宫室、房
屋基址夯土，折射出5000年前的先人们用勤劳
和血泪创造的文明与繁华！

众多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炎黄文化专家认
为，仰韶文化晚期是黄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当年曾经参与唐户遗址发掘的郑州大学教授李
友谋先生在《黄帝文化与有熊之墟考古学考察》
一文中认为，唐户遗址内最丰富的是仰韶文化，
这个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与洛阳王湾遗址相
似，包括仰韶早期至晚期遗存。该遗址内所发
现的房基残迹，包括墙壁和地面残块，数量相当
多，尤其是地面残块用砂石和黏土混合筑成，并
经火烧成砖红色，平整光滑，非常坚硬，这是仰
韶房基地面所少见的，应是高层次的房基建筑
遗迹，且离该遗址不远处又有黄帝口的传说，因
此认为，唐户遗址比较符合有熊之墟的条件，值
得予以重视。

实际上，如今与李友谋持同样观点的专家
学者大有人在。著名考古学家、省博物院名誉
院长许顺湛得知唐户这一遗址的重大新发现，
兴奋地连说，唐户很可能就是“有熊氏之墟”。

唐户遗址有着实在太多太多的奥秘，同行
的杜平安告诉记者，在唐户遗址春秋时期的墓葬
M7中，出土了一件铁器，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发
现的唯一一件能确认的春秋时期铁器。在他看
来，尽管我国在商代已经开始应用陨铁，西周已
有铁器铸造，但在春秋时期铸造使用铁器却是凤
毛鳞角。而唐户铁器遗迹的发现，有力证明了新
郑、中原地区已经能铸造和使用这一先进的生产
工具，生产力水平已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唐户，无疑是一个埋藏了众多为人所不知
的奥秘的神秘宫殿，它也隐隐昭示着人类不断
前行的秘密，暗示着人类的未来。它值得我们
那些勇敢的不畏艰险的专家、学者去深入研究、
探索，去为我们解开这个奥秘。

唐户遗址以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在我国考
古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于 2006年 5月，由“省
保”升格为“国保”。

辛勤的考古人，用大量而丰富的文物，科学
佐证了研究中的历史。毋庸置疑，唐户遗址极
为丰富的仰韶文化时期文物，就是黄帝时期氏
族部落聚集、繁衍生息、创造原始文明的见证。
如果将它与黄帝口这一民间传说联系起来看，
人们如何不相信，当年始祖黄帝就是从这里出
发，向着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踏上征战南北、杀
伐无道、造福天下、建都立国的漫漫征途，实现
他统一中华、肇造文明、追求和谐、进入大同的
伟大抱负。

黄帝口留给炎黄子孙的思索，怕是不仅仅
这些，还会更多更多……

裴李岗时代的都市、豪宅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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