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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
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
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
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
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
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
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
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
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
开始。

今日起，本报特别推出
“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
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
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
中国！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
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
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
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
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
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
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
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
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
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
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
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一
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
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
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
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
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
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

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
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
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
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
址 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
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
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
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
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
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
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
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
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
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
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
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
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
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
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 8000多
年裴李岗文化，下至 2000多年的周文

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
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
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
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
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
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
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
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
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
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
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
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
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
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
3万多至 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
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
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
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心绪万千，请关
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
力革命大潮的到来！

“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之第一问

8000多年前石磨盘藏着什么惊天之谜？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

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幕旗
招展，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
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
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
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
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
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
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
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
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
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
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郑州市文物局、新郑市文物局供图

“20世纪 50年代初，新郑裴
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
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
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
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
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
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
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
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
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
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
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
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
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
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
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
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
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
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
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
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
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
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
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
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
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
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
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 3次
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
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
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
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
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
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
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
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
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
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
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
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

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
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
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
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
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
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
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
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
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
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
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
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
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
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
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

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
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 20年代，现代考古
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
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
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
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
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
“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
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
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
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
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
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
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
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
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
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
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
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
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
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
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
中，郑州市入选的 3个项目分别
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
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
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
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
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
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
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
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
术的高超，也折射出 8000多年前先民
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
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
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
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
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

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
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
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 5年。
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
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
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
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
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
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
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
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

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
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
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
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
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
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
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
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
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
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
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
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
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
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 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戴绿松石项链，用红曲霉酿酒，捏动物玩偶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能取暖能做饭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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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拜祖
二维码

网上拜祖
小程序

【AI百变】
动动手指拥有一支个人古风MV

一秒换脸、着古装，漫步拜祖广场……进入网上拜祖平台
首页，选择“普通版”拜祖，点击“AI百变”，在上传头像后，即可
生成本人的拜祖留念短视频，可以选择男版和女版各6个不同
场景以及服装造型。

【千里传福】
捞一只葫芦诉说心愿

今年网上拜祖平台上增设“祈愿葫芦千里传福”板块，每
个用户都可以生成自己的专属祈愿葫芦。

【穿越换装】
打卡拜祖广场晒拜祖合照

今年新增的“云合影”功能中，网友可在黄帝故里景区的
“寻根门”“系祖坛”“拜祖庭”“轩辕殿”4个景点生成留念海报。

【VR寻根】
在“有声VR”中走进最早中国

进入“拜祖现场有声VR”和“走进最早中国”模板中，可选
择不同景点入口，感受“云游”景区，追寻“文明胚胎”的河洛古
国魅力。

【小程序版上新】
让网上拜祖更便捷

壬寅年网络拜祖平台打造了小程序版本，便于网友快速
找到平台。在使用小程序后，网友可通过查看“使用记录”、

“我的小程序收藏”、扫描小程序码等快速再次关注、使用平
台。另外，安卓手机还可将小程序添加到手机桌面，更加方便
后期使用。

除了以上更新的功能，全新改版升级的“壬寅年黄帝故里
拜祖平台”延续去年网上敬拜仪式，全球华人网友可以体验线
上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观看九项仪程。

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出拜祖祈福集结号，用指尖寄托悠
悠情丝。壬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进入倒计时阶段，让我们
登录网上拜祖平台，一起以新潮的方式共赴一场“云”拜祖吧。

裴李岗遗址裴李岗遗址

出土的石磨盘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石磨棒

出土的石网坠和石球

出土的石纺轮

凸显互动感和参与度 营造美好的拜祖氛围

“云拜祖”又添新方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张思沛）三月初三，全球
华夏儿女相约轩辕黄帝故
里，恭拜人文始祖。

3月25日，“壬寅年黄帝
故里网上拜祖祈福平台”率
先发布，“云”上连起拜祖
心。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
一键“回”到黄帝故里，沉浸
在一片浓郁的拜祖、祈福氛
围中。

从庚子年到辛丑年，网
络拜祖已成为中华儿女共赴
寻根拜祖心灵之约的新平
台。今年网上拜祖新增了哪
些新潮方式？带你尽享春天
里的“云拜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