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虬文化：江淮东部典型的考古学文化
□ 肖维琪

龙虬庄位于高邮市区东北约8公里的澄潼

河边，是江淮东部中心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完

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93年，该遗址被

评为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1995年，省政

府将其定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第

五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公布，该遗址榜上有名。

最近，这里又拟建龙虬庄遗址文化公园。这一系

列举措说明，龙虬庄遗址已经成为文化高邮建

设最引人注目的项目之一。

“龙虬庄”名称的由来

1987年底，笔者调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高邮文管会）不久，高邮县政府颁发

布告，公布了59处文物保护单位。在确定龙虬

庄这个名字时，颇费了些思量，因为县地名委员

会1983年10月编印的《江苏省高邮县地名录》

标明，该村庄的正式名称是“一沟公社一沟农技

站龙球庄”，理由是：“庄四周原来蚌壳多，人们

把蚌壳称作龙壳，故名。”而据南京博物院张正

祥先生介绍，他于1970年初举家下放到一沟公

社红胜大队第十三生产队，偶然间发现了该村

庄是一座重要的古文化遗址。1975年他曾写过

一篇《一沟农技站古文化遗址》的资料给县文化

馆，以期引起县内对文物的重视。后来翻检《高

邮州志》，在舆图中查到有‘龙裘庄’的地名。这

可能是因传说中‘龙眼子’是龙的鳞甲，好似龙

的附体衣着而得名，故一度称其为龙裘庄遗

址。”笔者认为“农技站”、“龙裘庄”、“龙球庄”均

不妥。既然清嘉庆年间这里出土过“龙角、龙

骨”、“龙眼子”（实为麋鹿的遗骸和丽蚌的厚

壳），加之张正祥先生已把“农技站”改为“龙裘

庄”，何不一并把“裘”、“球”改为更典雅些的

“虬”呢？因为《辞海》上写得明白：“小龙曰虬”、

“无角的龙曰虬”嘛！于是最后正名为“龙虬庄”。

当时，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都要挂牌保护的，考虑

到龙虬庄无处挂牌，笔者就派人到镇江去买了

一块大石头，竖立在村庄西边，上刻“龙虬庄遗

址”5个大字，另刻了“高邮县文物保护单位”、

“高邮县人民政府”、“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公布”、“高邮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立”4行小字。

这块石碑至今仍保存在龙虬庄遗址简易陈列馆

内，可惜被断成了两截。

为龙虬庄正名加深了笔者的龙虬情结，笔

者在调离高邮文管会后，仍然自觉地关注和宣

传龙虬庄。在龙虬庄遗址挖掘过程中，笔者第一

个向媒体披露了龙虬庄田野考古的动态，《扬子

晚报》1993年12月24日在头版刊登了《高邮

出土6000年前神秘尸骨》，在全省引起巨大反

响；《中国文化报》1994年1月19日的《江淮首

次出土六千年前人类尸骨和文物》则进一步扩

大了影响。在龙虬庄田野考古工作结束以后，笔

者第一个向国内外全面介绍了龙虬文化，《人民

日报（海外版）》1997年8月2日在第3版《中

华文化之光·龙吟》专栏刊登了《龙虬文化冠江

淮》，主持人刘国昌、陈树荣先生还加了按语：

“龙虬文化是遗址文化中的一种，它内容丰富，

颇有价值。今天刊登的这篇文章对此作了详细

介绍。”

“高邮龙虬焕彩流辉”

龙虬庄遗址总面积4万多平方米，堆积厚

度2米左右，叠压着5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层，距

今约700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南京博物

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高邮文管会组成的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自1993年春先后对该遗址

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揭露面积1335

平方米，清理了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4处，灰

坑34个，墓葬402座，出土了陶器、玉石器、骨

角器等各类文化遗物2000余件，采集了大量的

人骨和动植物标本。龙虬庄遗址具有很高的文

明程度，主要表现在：

1、产生了稻作农业。稻种的最初来源是当

地的野生稻，经过龙虬人1500多年的人工选

育，才于距今5500年左右形成了栽培稻。

2、制陶技术比较先进。古海岸的粘土沉积

特别适合制陶。陶器中的水器不仅数量多而且

形态复杂，如烧水、温水、喝水的不同用途都在

陶器上有所反映，并有带双流的釜以及带双流、

三流、四流的壶，这在其他原始文化中都是罕见

的。最惊人的现象是在不同的文化层（4、5、6、8）

内都发现了泥质黑陶，考古学家曾把龙山文化

（公元前2400———前1900年）称为黑陶文化。

黑陶的制作技术复杂，在烧至摄氏1000度时要

封窑减少空气进入，使氧化铁的红色还原成灰

色的二价铁，加上未燃烧的炭黑使陶粒填塞陶

体中的细孔隙，有利于陶体坚固耐用。这种技术

的进一步发展使人懂得通过矿石的还原熔炼以

获取铜金属。因此，考古学上曾认为黑陶是青铜

器的前身。在7000年前的龙虬庄遗址发现的泥

质黑陶，比龙山文化早了几千年，可见龙虬庄遗

址的文明程度是相当高的。

3、有大量精细加工的骨角器。大多用当地

的水兽麋鹿骨角制成，不仅有大型的生产工具

斧、镐和小型的生产工具叉、齿、锥、刀、匕首，而

且有纺织用的纺纶、针，装饰用的笄、坠。在骨角

器的制作上，不仅使用了切割、磨制、打磨、刻划

等工艺，还出现了刳空技术，尤其是发明了可以

重复换装尖刃的复合型生产工具镐，制作技术

的精良令人惊叹，无疑是当时骨角器制作和使

用的最高水平。

4、因当地无石源，全部石器都是外地的成

品输入（这里临近东海县大熙庄爪墩山旧石器

时代的石器制造场），证明古龙虬人具有相当强

的商品交换意识和开放意识。

5、居住遗迹发现有两种，一是干阑式建筑，

一是地面建筑。地面建筑发现有墙基、柱洞和铺

垫一层蚌壳的居住面。由于江淮东部地势低洼，

所以在建筑上都有防潮防水措施。

6、龙虬庄遗址清理了402座墓葬，最奇特

的是发现了7座男女合葬墓。在公元前6300-

前5500年就出现了古人类男女二人的合葬，这

个现象闪烁着最早的人类文明的曙光。因为母系

氏族的废除，确立了父系氏族是“人类所经历过

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而父系制度的萌芽，则起源于一夫一妻制。

另外，这种在高邮最早出现的男女合葬现象，也

为华夏文明起源东源说提供了又一个佐证。

7、发现了甲骨文系统的古文字。在一片泥

质黑陶盆口沿残片内壁上发现有4个似鸟似鱼

的图画，对应每一个图画有4个文字。这片陶片

在全国展览时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现在

认定，高邮龙虬庄陶文与甲骨文是同一系统的

文字，但比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文字的发生

和使用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迈进文明门槛的里程

碑，由此可见龙虬庄遗址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

2007年5月18日，笔者陪著名历史学家

李学勤先生在龙虬庄遗址实地考察，李老欣然

题字：“高邮龙虬，焕彩流辉”。这次考察进一步

坚定了他对高邮两个认定的信心：“高邮是古代

史中有关帝尧传说的重要地点，高邮是研究探

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点。”（下转八版）

!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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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优惠酬宾活动

时尚风格 顶级音响 专业服务

恭迎您的光临

另，因业务发展需要，诚聘以下工作人员：

★ 经理1名 男女不限 年龄20-25岁

★ 收银1名 女 年龄20-30岁

★ 吧台1名 男 年龄18-25岁

★ 服务员若干 男女不限 年龄18-25岁

★ 阿姨1名 年龄40-50岁

以上工作人员要求：身体健康，品貌端正，有集体荣誉感，能吃苦耐劳。一经

录用，待遇从优。招聘热线：18952553399陈经理、15252520018戴经理

聘

活动期间：白天

全场5折优惠，夜场
7折优惠（烟酒除外）

S′半岛会所地址：文游中路驿都花苑2幢1—6号

（国贸大厦对面）
订座热线：8460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