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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高新区遵化店镇西赵村紧临沙河，村

东南角的沙河沿上，曾有过一个石坝——有趣的石

坝。

这石坝临水的地方砌得就像台阶，河里水深

水浅都能坐下或蹲下洗衣。加上河水常清，这里

就成了人们洗衣浣纱的好去处，经常有大姑娘小

媳妇儿相约来这里洗衣。她们聚到一块儿洗衣

的时候，一边洗一边还要说点张家长李家短的闲

话，说到有趣处常常欢笑不止，笑声、叫声充满河

道——洗衣是为坝边趣事。

这石坝是条石砌成的，有缝隙，水下的缝隙里

往往窝着鱼虾。这就美了小学生和放牛娃，夏天，

他们经常来到这里，在大人和洗衣人的观照下，脱

得赤条条地下河在石缝里摸鱼抓虾。每当摸到一

条鱼或一只虾，哪怕是指头丁点大的小鱼或烟头

丁点大的小虾，他们都要大呼小叫，似乎将军打了

胜仗。也有“倒霉蛋”，专心致志地在石缝里摸啊，

掏啊，不小心却抓出一条水蛇，赶忙扔掉，嘴里不

住念叨“扫兴，扫兴”——摸鱼是为坝边趣事。

这石坝为了挡洪水而建，却淤来了好沙，加上

水清见底，离石坝两丈远的河床里就成了男人们

洗澡的好去处。暮春、盛夏、早秋时节，常有老汉

们、小伙儿们、劳力们，工余、话余相伴来这里洗灰

涤垢、游泳玩水。钻个猛子、藏个“猫虎”、打个水

仗，真是其乐融融、愉快有加。也有谁家的半大孩

儿，看上了谁家半大妮儿，专候着人家来洗衣，他

就来洗澡，同人家软缠硬磨、谈情说爱——洗澡是

为坝边趣事。

因这么有趣，西赵村的人们就爱到这里踅摸。

西赵村这石坝，修于何时，几度春秋，无考。

然，其用途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为挡洪水。沙河流到

西赵村这里，绕了个弯儿，形成了个“河套”，上游的

洪水冲下来，常有决口之虞，石坝修起来之后，就摘

下了这把悬在西赵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

年夏天，沙河发大水，西赵村尽管是个“软肋”地方，

但有石坝抵挡，没有决口，当年庄稼照是丰收；上游

不远处的张村决口，成千上万亩良田毁于洪水。

什么事有始就会有终。上游的白龟山水库

修建起来后，彻底管住了沙河里的洪水，西赵村

这座石坝的主功用就丧失了。后来在包沙河的

护坡时，由于“挡道”，它被拆除了，连副功能也没

有了——西赵村的人们少了一个有趣的去处。

时至正午，当头的太阳暖暖地照着，刚刚发芽

的树木在阳光下闪着油光，绿得透明，绿得纯净，

绿得让人心醉。此时，杏花已经谢了，梨花正开，

那一树树红白相间的梨花带雨，雪团一般，和着一

地灿烂的油菜花，把仓子头装扮得如一位待嫁的

新娘。

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踏访仓头古街，拜谒仓颉

祠，寻根汉字之源，那“文字创始地，史官肇任处”

的古楹联赫然入目，就像是一个历史画符，将一个

小村与悠远厚重的历史融合在了一起。

迈着自由而轻盈的脚步拾阶而上，一棵千年

皂角树枝丫横陈，皲裂的枝干上新芽初绽，生机盎

然。古树下，一尊远古装束的仓颉铜像蓬发须髯，

四目圆睁，一下子仿佛穿越了时空，把人带回了茹

毛饮血的原始时代。

大殿为砖瓦结构，虽无雕梁画栋，却古朴自

然。大殿正中，汉白玉雕成的仓颉像手捧书卷，凝

神聚目，虽和院中铜像风格迥异，但颇具神韵，让

人心生敬意。这神圣的殿堂中香烟缭绕，人们把

所有的敬仰、追思、感恩和膜拜凝聚在那一柱青烟

中，于是，那袅袅升腾的香火仿佛就有了灵性，一

个个文字抑扬顿挫、勾勾连连，连同仓颉文化的博

大精深，在这一方斗室里弥散开来。

仓颉祠位于河南省鲁山县仓头乡，是全国唯

一一个集造字台、祠堂和墓室于一体的古建筑。

这里背依苍茫古木山，俯瞰千年古村仓头街，仓子

河、禹王河、马不跳河或紧紧偎依，或飘然而过，自

在流淌。绵延起伏的山峦，像是一条蜿蜒的绿色

长龙，还有周遭的小村，在这片千年沃土上留下了

稼穑树木茂盛生长的景象。

仓头是一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八百

里伏牛携风裹雨，以排山倒海之势奔涌而来，到了

这里忽地就变得温婉起来，像一道屏障远远地护

佑着小村，只留下高高低低的丘陵山地，与一望无

际的黄淮平原相接。

仓头原名“苍头”，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

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村、世界汉字节发源地，有新

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西周古墓群、楚长城等密集而

丰厚的历史文化遗迹。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仿佛

不经意间就能踩出一首唐诗、一阙宋词来。早在

8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是人类活动的

中心区域；5000 多年前，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村落，

属黄河流域黄帝部落，仓颉就出生在这里。

仓颉，原姓侯岗，名颉，据《中国人名大词典》

记：“仓颉，上古黄帝时为左史，生而神圣，有四

目。观鸟兽之迹，体类象形而制字，以代结绳之

政。字成，天雨粟，鬼神夜哭。”又据《辞源》《辞海》

记载：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相传，

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他呕心沥血数十载，

最终创造出象形文字这一天人沟通的神秘密码并

加以推广，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迎来了华夏文

明的晨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朽功

绩，而他也由此成为中国文化之根、智慧之源，被

誉为“三教之祖、万圣之宗”“天下文字祖，古今翰

墨师”。黄帝赐他仓姓，并赐其出生地为“仓子

头”，“苍头”遂改仓头至今。

几千年岁月过往，与甲骨文并称世界三大象

形文字的古苏美尔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早

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唯有神奇的汉字历经沧

海桑田，在高天厚土的滋养中，仍闪烁着璀璨夺目

的光芒，活跃于世界舞台。

文章，自古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华民

族引以为豪的数千年文明，就流淌在诸子百家文

章典籍中的一个个汉字里，代代相传。自 2017 年

首届世界汉字节在仓头成功举办，今年已是第三

届，弘扬仓颉精神，挖掘仓颉文化，打造汉字品牌，

古老的仓子头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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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水泉裴李岗文化遗址浅探
●王光耀

郏县水泉裴李岗文化遗址，位于

郏县安良镇水泉寨村，遗址东和南是

丘陵，西为大刘山，北是禹王山和康

王山。兰河支流从遗址北部向东蜿

蜒流过，与主流汇合后向南注入汝

河。遗址分布在村东兰河南岸的高

台地上，1957 年被郏县人民委员会

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

年晋升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郏县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境内有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4处，全国历史

文化名镇（村）3处，国家级传统村落

1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处，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 15处，县级以及新发

现的文物保护点 602 处。在这些已

发现的文物保护单位中，水泉裴李岗

文化遗址以面积大、遗迹丰、年代久

而颇具历史研究价值，并在我国裴李

岗文化研究中有着一定的地位。

裴李岗文化是目前已知的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因最早在新郑裴李岗村发掘认定而命名，图片为挖掘现场。
裴李岗文化及其特征

郏县水泉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郏县水泉裴李岗文化的基本特点和重要发现

1.基本特点

水泉遗址距今 8000 年左右，其布局为：

中间为村落，北为墓地，南为窑址。根据地

层叠压关系和器物排比，其文化遗存可以

分为三期。

第一期遗存：仅发现一些窑穴和少量

遗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是平底鼓腹

双耳壶（器耳呈下垂状）；此外，一期的陶器

（如平底钵、三足钵）制作简单，比较粗糙。

第二期遗存：发现有窑穴和墓葬，墓葬

为东西向，绝大部分形制一致，排列整齐，

与新郑裴李岗墓地相比，更为有序，随葬品

中生产工具以石镰、石铲和石磨盘最有代

表性。陶器的种类较多，其中深腹双耳罐

在全国尚属首次发现。从整个器物群（如

石镰、石铲、石磨盘、三足钵、圈足钵、双耳

壶、侈口罐等）来看，与新郑裴李岗和窑县

莪沟北岗遗址基本相同。

第三期遗存：发现有窑穴和陶窑，个别

是袋形窑穴，并出现大小坑相套的窑穴；陶

窑 为 横 穴 窑 ，其 形 制 与 新 郑 裴 李 岗 相 似

（《考古杂志》，1979 年 3 期）。出土的生产工

具不多，石镰、石铲仍是代表性器物。陶器

形状有较大变化，如钵多为敛口，出现折肩

或折腹的双耳壶，还出现深腹盒、三足罐、

角把罐以及管状流壶等新器形。此外，在

窑穴中发现口部施红彩的敛口钵残片（《考

古学报》，1995 年第 1期）。

以上三期器物的变化，以器耳最为明

显，一期器形较简单，耳稍下垂；二期器形较

复杂，器耳多为规则的半月形；三期以折肩

折腹的双耳壶为代表。至于出土的石敲砸

器，两侧有缺口的石刀、石铲、假圈足陶碗、

敛口钵、深腹盆以及彩陶等，与后来仰韶文

化的同类器物很接近，表明两者具有密切的

渊源，同时也体现出水泉遗址年代久远。

2.重要发现

水泉遗址的陶器制作比较原始，方法

主要以泥条盘筑手工制作，内壁一般留有

指痕，陶色以素面红陶为主，也有少量的灰

陶和带有纹饰的夹砂陶，纹饰有细绳纹、篦

点纹、指甲纹等。石器的种类和器形大多

与其他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相似，但其中个

别遗物尚属首次发现。

一是前面提到的深腹盒、三足罐、角把罐

及管状流壶，这在其他同类文化中是没有的。

二是在 H32（H 在考古界代表灰坑或窑

穴）中出土的两件陶祖（阳具）：一件长约

10.3 厘米，红褐色，陶质较粗；一件长约 7.2

厘米，泥质褐陶，形象逼真，绝无仅有。这

一发现侧面证明了中国从母系氏族向父系

氏族转变的基本过程。

三是氏族墓地形成规模，排列有序，近

百座墓葬从南至北，横向排列 12 排，形制规

整。特别是其中的一座双人合葬墓，有着

很高的考古研究价值。此墓为长方形，坑

长 2.2 米、宽 0.9 米、深 0.5 米，两人均为仰身

直肢上下叠压埋葬，头向西，面向一南一

北。这种葬法在其他裴李岗文化墓葬中和

已发现的古代墓葬中是前所未有的，随葬

器物 19 件，其中陶器 8 件——头左侧放罐 1

件，壶、钵各 1 件，左胸上置壶 1 件，胫骨上

压壶、钵各 2 件；骨器 11 件，计有锥 5 件，针、

镞和匕各 2 件，除 1 件镞在左髌骨外，其余

均置于右胫骨附近。（《考古学报》，1995 年

第 1 期），为了保存原状，人骨间的填土未全

部清理，估计其中很可能还有器物遗存。

该墓历经近 8000 年，且骨架保存完好，实属

罕 见 ，墓 主 究 竟 是 男 是 女 ？ 为 何 这 样 埋

葬？是同时死亡还是殉葬？为了能使后人

破解这一谜团，该骨架被文物部门收藏，现

展示于郏县博物馆。

除此之外，在郏县收藏的近 3000 件馆

藏文物中，绝大多数都出自该遗址。2006

年，北京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建成，要在全

国调拨一批珍贵文物，水泉遗址出土的一

套二级文物手碾石磨经河南省文物局批

准，调往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长期陈列，这

对提高水泉遗址的知名度、增强人们对郏

县古老文化的了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而言之，郏县水泉遗址作为史前文

化遗存，对研究和阐释远古时代的社会形

态、生产生活方式等有着重大意义，也侧面

说明郏县的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 8000 年

前。可以肯定地说，它的每件遗物都是一

部历史教科书，都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实物

资料，都代表着中国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

我们有责任好好保护并认真研究。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1.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

是中华文明的起步文化，也可称为前仰韶文

化，距今 7300-8000 年。因最早在河南新郑

裴李岗村发掘认定而命名。

辞海解释：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

中部，豫北、豫南也有发现。生产工具以磨制

石器为主，制作精致，以带锯齿刃石镰、长条

形扁平的双弧刃石铲和鞋底形四足石磨盘最

为典型，也有打制的刮削器等。陶器以细泥

红陶和夹砂粗红陶为主，均为手制，烧成温度

较低；多素面，有少量磨光或饰以篦点纹；典

型的器形是三足钵和半月形双耳壶。

在远古时期，当绝大部分地方还处在茹

毛饮血的蛮荒时代时，裴李岗人已进入了原

始氏族社会，他们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家畜

饲养业为主，还兼顾渔猎生产；住在半地穴式

的单间、双开间、三开间的茅草屋里，用石斧、

石铲进行耕作，种植粟类植物，用带锯齿形的

石镰进行收割，用手碾石磨（石磨盘、石磨棒）

加工粟粮；男人们耕田、打猎、捕鱼；女人们加

工粮食、饲养家畜、采摘果子，用三足鼎之类

的陶器在灶上做饭，用陶纺轮纺线，用骨针缝

制麻、兽皮一类的衣服；还有简单的文化生

活，逢喜庆事或休息时，他们吹着骨笛（骨笛：

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拿起石片、

陶片、棍棒敲击演奏；在龟甲、骨器和石器上

契刻符号式的原始文字用来记事；把烧制的

精美陶器作为生活或观赏之用；有固定的氏

族墓地、手工作坊和生活区域，已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生活体系。

总的来讲，裴李岗文化是黄河中上游地

区最古老、最具历史研究价值的原始氏族文

化，它的发现为探索黄河流域农业文化的出

现、仰韶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

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和生活方式，有着独特的、

极其重要的作用。

2.主要特征

裴李岗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

存，年代上溯至公元前 6000 年前，略早或相

当于磁山文化。据《河南省文物志》描述，裴

李岗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形制规整，制作

精致。器类以农业生产工具最多，有磨盘、磨

棒、石铲、石镰和石斧等。磨盘多数形如鞋

底，下有四足（也有平底的）；磨棒均呈长条圆

柱状；石铲较大，两端有刃；石镰弓背弧刃，刃

作锯齿状，后端有缺口，以捆缚镰把；石斧较

小，顶平，刃弧，断面作椭圆形。

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砂质红陶次之，灰

陶少见；陶质松软，火候低，均为手制，造型规

整；器壁较薄，打磨光滑，少数夹砂陶器素面

饰篦点纹、篦划纹和绳纹等。

墓葬已有氏族公共墓地，墓圹为长方竖

穴土坑，排列整齐。葬式多为单人直肢，随葬

品一般有 4 至 8 件，多者达 20 多件。男性多

随葬石磨盘、石磨棒、石铲和石斧等生产工

具。女性则多随葬陶器等生活用具。

3.考古发掘

裴李岗文化的发现，是我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的重大突破，引起了考古界的极大关注，

各大考古机构纷纷组织对已发现的遗址进行

研究发掘。

1977年，《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

址》一文发表后，引起了中国考古界的广泛重

视；1978年春，河南省博物馆对密县莪沟裴李

岗文化遗址作了大规模发掘；同年开封地区文

管会等对裴李岗遗址作第二次发掘；1979年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裴李岗遗址进行

第三次发掘；1980-1981年，河南省博物馆及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对河南境内的

裴李岗文化遗存进行了普查，发现了数十处聚

落遗址。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

后对郏县水泉、许昌丁集、临汝中山寨、新郑沙

窝李和信阳南山嘴遗址进行了试掘。河南省

文物研究所对长葛石固和舞阳贾湖遗址进行

了大规模发掘，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水 泉 遗 址 最 早 发 现 于 上 世 纪 五 十 年

代，《解读郏县》一文中曾写道：五十年代

初，毛泽东同志请谭其骧（谭其骧，字季龙，

浙江嘉善人，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

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

者）绘制一套中国历史地图，以备读书时查

询，在其《原始社会遗址图》《图说》中就有

郏县水泉这个文化遗址。

《图说》：“磁山（磁山文化）、裴李岗文

化遗址遍布于武安以南，河南中部，西至登

封、郏县，东至尉氏、项城，东南至黄川。”

这套《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八册，1982-

1988 年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公开发行，1990

年 8 月又出版了简明本，由此可见，郏县水

泉遗址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引起了专

家、学者的关注。

1953 年，郏县水泉寨村群众在农业生

产中发现文物 59 件。其中，石器 51 件，陶

器 8件。器形有石磨盘、石磨棒等。只因处

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对文物认知甚少，

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1956 年，开展了第

一次全国文物大普查，县文物工作者曾对

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认定，并征集到

一 批 相 当 数 量 的 石 器 、骨 器 、陶 器 等 物 。

1957 年，郏县人民委员会公布该遗址为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1976 年，在该遗址出土

的一件锯齿形石镰，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

藏并陈列展出。1983 年，第二次全国文物

普查时，文物普查工作队在该村又征集到

石磨盘、石磨棒、石镰、石铲、陶壶、三足鼎、

三足钵等器物。之后，文物部门又对该遗

址进行了系统勘探，确定了遗址面积，划定

了保护范围。

该遗址由于面积大，文物埋藏丰富，

考 古 价 值 高 ，引 起 了 国 内 考 古 界 的 高 度

重视。1986-198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工作队在队长郑乃武（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 古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河 南 工 作 队 一 队 队

长，先后主持参与了新郑裴李岗、密县莪

沟等遗址的发掘工作）的带领下，对该遗

址进行了 4 次局部发掘，开掘 10×3 米的探

沟一条，5×5、5×10、10×10 米的探方 33

个，总揭露面积 1980 平方米，共发现窑穴

83 座、陶窑 2 座、墓葬 120 座，出土文物近

千件，其中 36 件被社会科学院考古队作为

标本，余者经修复后，交县文物保护管理

所收藏。后经证明，其与裴李岗文化同属

一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