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邮市民文明行为高邮市民文明行为1010条条
11、、公公共场所讲修养共场所讲修养，，不吸烟不吸烟、、不插不插

队队、、不抢座不抢座、、不大声喧哗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脏话不说粗脏话。。
22、、安全出行讲法则安全出行讲法则，，不闯红灯不闯红灯、、不逆不逆

向行驶向行驶、、不抢道不抢道、、不随意变道不随意变道、、不乱停乱不乱停乱
放放、、不占用盲道不占用盲道。。

33、、净净化环境讲卫生化环境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吐痰、、不乱不乱
扔烟头扔烟头、、不乱丢垃圾不乱丢垃圾。。

44、、文明用餐讲节俭文明用餐讲节俭，，不剩饭剩菜不剩饭剩菜、、不不

铺张浪费铺张浪费、、不劝酒酗酒不劝酒酗酒。。
55、、商铺经营讲规范商铺经营讲规范，，不乱设摊点不乱设摊点、、不不

出店经营出店经营、、不出售伪劣商品不出售伪劣商品、、不随意张贴不随意张贴
广告广告。。

66、、爱护公物讲自觉爱护公物讲自觉，，不私自占用不私自占用、、不不
污损破坏污损破坏。。

77、、爱爱我家园讲规矩我家园讲规矩，，不乱搭乱建不乱搭乱建、、不不
乱挂乱晒乱挂乱晒、、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

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噪音扰不噪音扰
民民、、不无绳遛狗不无绳遛狗、、不不让让宠物随地粪便宠物随地粪便。。

88、、保护绿化讲责任保护绿化讲责任，，不毁绿种菜不毁绿种菜、、不不
践踏花草践踏花草、、不毁坏树木不毁坏树木。。

99、、理性理性上网讲道德上网讲道德，，不信谣不信谣、、不传谣不传谣、、不不
造谣造谣、、不诋毁中伤他人不诋毁中伤他人。。

1010、、观光旅游讲风尚观光旅游讲风尚，，不乱涂乱画乱不乱涂乱画乱
刻刻、、不乱扔杂物不乱扔杂物、、不毁坏文物不毁坏文物。。 今日高邮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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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们发现了火的重要作用之后，生
活发生了很多大变化。他们不仅能够吃
到熟食而获得更加长的生命年限，也将
火引用到生产活动中。起初他们发现潮
湿的泥土经过火的烧烤变得更加坚硬，
于是他们就刻意将泥土做成自己需要的
形状放在火中烧制，这就成了最早的制
陶。陶器的出现看起来有偶然的意味，
但是也有必然的智慧在其中。当先民们
不再机械地使用现成的工具，而知道把自
己的思想和情绪放到劳作中去的时候，陶
土的变化承担起了这种使命。龙虬庄先
民制造的各种形状的陶器正表明这种情
状。

龙虬庄先民制造的陶器大多数是实
用器，适用于生产生活，有猪形罐、葫芦
瓶、小陶罐、罐形鼎、四乳黑陶罐、圈足壶、
三足钵等。形状纹饰作用各异，有的憨态
可掬，有的造型逼真，有的构思奇妙，不禁
令人叹服古人的聪明灵巧。这些陶器当
中有一种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形式多样的
带流水器。这些水器从形状上看，既有今
天茶壶嘴式的管状流，又有在口部挖出一
部分的三角形流；从位置上看，既有流开

在腰肩部的，又有流开在口沿的；从数量
上看，既有带1至2流的，也有带3至4流
的，如口部挖出4个花瓣形流的四流壶，
无口而在肩上升出3个管状冲天流的三流
壶等。形式多样的带流水器反映了水网
地区陶器的一大特色。

这些器具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有人说这是结盟的时候用的，说是这

些壶是部族之间结盟的时候盛放共同饮用
的液体所用的，这样可以两个人、三个人甚
至四个人一起饮用一壶水或者其他的液
体，显得结盟的时候大家是一条心的——
是一个壶里喝水。同时，这也是为了防止
水壶中被人下毒，因为不是分壶饮用，所以
这就避免了有人做手脚。当然这也是人们

的猜测，因为先民们也许没有这么多的心
机在这可爱的壶中。

有人说这壶是蒸馏制酒用的。据有人
研究，这些流壶是古代用来酿制酒的蒸馏
设备。二口流壶应称为二颈蒸馏壶，三口
流壶应称三颈蒸馏壶，四口流壶应称四口
蒸馏壶。可以根据用酒的多少来选择壶的
大小和壶口的多少。当然这也是一种推
测，先民是不是用这个造出酒来还是有待
考证的，因为据说酒是公元前两千年才出
现的。

也有人猜测这是巫师祭祀用的，因
为这些流壶是特殊形状的；有的人研究
认为是祭祀用的，用来装上敬供神灵的
液体。装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先民们寄托于其中的美好心愿。这些流
壶的不同数量的“流”都表示着土地上的
人们与神灵沟通的路径，通过这种神秘
的通道将祷祝的内容传递给各处的神
灵。至于流的数量主要是取决于祭祀的
内容，越是重大的事情越是用流数多的
壶祭祀，以求八方神灵的保佑和庇护。
这些能通灵的壶还会根据身前的身份，
作为殉葬之物放在主人的墓葬之中，庇
护亡者灵魂安宁。

不管是什么作用，这些流壶不仅仅是
形状很别致，其承载的功能也显得很有韵
味。几千年过去了，先民关于其作用的记
忆没有能够流传下来，但是后世各种各样
的猜测似乎也有那么一点道理。而这些
猜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这些流壶
的作用都显示出特别的韵味，不是那种简
单的实用器一样笨重，可以说是实用功能
和审美功能兼具的陶器，以至于它们在地
下沉睡了几千年之后，重新出现在世人面
前的时候依旧流淌出一种遮挡不住的意
韵。

这就是龙虬先民的遗韵，从一把流壶
中流淌出来的。

龙虬庄遗址的传说与猜想——

流 壶 流 韵
□ 高邮市文化研究院徐霞

纪念龙虬庄遗址发现30周年

五千年前浩瀚的东海边，有一处美丽
的江淮东部浅水海湾，这里有大片大片的
湿地，有一个一个的湖泊。

在远处可见一片森林中，有一个四万
多平方米规模很大的高墩。这个近似于正
方形的高墩，四周有“护寨河”环绕，进入

“水寨”要经过一座“吊桥”。这个“水寨”住
的是远古时期江淮地区最大的一个部落：
龙虬部落。水寨高墩上有个中心广场，是
部落聚会的地方，围合广场的是排大长
屋。大长屋砌的时候地面先用狗奠基，再
用海边的贝壳垫地面防潮湿，用树木搭屋
架，用茅草盖顶。中间的大房子用来议事，
大房子一边是舅舅外甥的房间，另一则是
母亲和儿女的房间。

龙虬部落所处的年代是一个母系社
会。部落是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的家庭。
这种亲属关系是由母系血缘关系相连的，
外祖母传给母亲，母亲传给女儿，生生不
息。祖母是家庭的核心，所有家庭成员都
和她有血缘关系。一母所生的后代不分
家，男不娶妻，女不嫁人，永远和母亲的兄
弟在一起，家庭稳定和睦，没有像现代社会
的婆媳、妯娌、姑嫂关系。

大房子外，还有多座花楼，花楼是让族
外的男子到自己喜欢的女子处过夜的。从
考古发掘中得知，龙虬人的婚姻状态是在
群婚基础上发展到族外对偶婚，是在群婚
的基础上形成的短暂的选择性对偶同居。
恋爱自由，男不嫁，女不婚，一个男子可以

同多个女子通婚，一个女子也可以接纳多
个“丈夫”，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从
母系计算，父方对子女没有任何权利和义
务。

龙虬氏族的男子必须与别的氏族的女
子通婚，反之龙虬氏族的女子必须与外族的
男子通婚。男女之间“夜会晨离”，完全凭感
情交往，也凭双方情感交流的深厚与否，决
定维持见面时间的长短。一旦感情破裂，离
异自由，男子不再走访，女子也不开花楼门，
这一婚姻即告结束。晚上，男子到女子花楼
时，需带三件东西，一是带食物用来把看护
的狗引开，二是带小刀把花楼门撬开，三是
带斗笠，进门时把斗笠挂在门上，表明已有
男子在这里过夜，其他男子就不能来了。在
远古时代，江淮平原有唐王墩、仇墩等几处
部落，龙虬部落算是最大的，进入龙虬水寨
必须还有一件龙虬部落的标识：一块陶纺
轮。陶纺轮为新石器时代纺织生产工具，由
灰陶或红陶制作，略成圆饼形，中有孔，插入
木柄或骨柄可以捻线。

一个夏日的夜晚，天上黑云滚滚，电
闪雷鸣，树林中唐王墩部落一个名叫阿夏
的年青人，在闪电中看到一群野狼正围攻
一名瘦弱的女子。阿夏大吼一声，挥舞着
带有骨匕的木棍，与狼撕斗，打退了狼
群。他急忙抱起满身是血的女子，女子用
颤抖的手捧出一枚陶纺轮。阿夏一看便
知道这女子是龙虬部落的，随即背起女
子，在瓢泼的大雨中凭陶纺轮过吊桥进入
龙虬水寨，把女子送上花楼，渐渐苏醒的
女子是龙虬部落“祖母”最喜欢的姑娘，名
叫“阿莲”。阿夏看到姑娘醒了，长得貌美
秀丽。阿莲看到她的救命恩人长得体魄
强壮，英俊潇洒。阿莲示意阿夏把花楼门
关上，阿夏把斗笠挂在门外，把门关上。
几天后，阿莲把阿夏带到议事房，叩拜“祖
母”，祖母非常开心，庄重地把用麻线穿着
的龙虬部落标识的陶纺轮挂在阿夏胸
前。这是一枚刻着六个圆形相连图案规
格最高的陶纺轮，它的名字叫“天地永
恒”。整个部落里杀猪宰鹿，兄弟姐妹跳

起欢快的舞蹈，庆祝阿莲有惊无险安全回
来，庆祝阿莲带回一个胆识过人力大无比
的情人阿夏……

从此阿莲的花楼再没有接过其他男
子，阿夏也就留在了龙虬部落，他们相依相
伴，恩恩爱爱。十几年后，祖母把重担交给
了有主见有能力的孙女阿莲，聪明的阿夏
带领大家培植出颗粒越来越大的粳稻，烧
制出水乡鲜明特征成套的陶器，制作出厉
害的骨器用于取鱼打猎，发明了图文并茂
的刻划符号……从此阿莲主内，阿夏主外，
龙虬部落越来越兴旺。强大而生产力水平
高的龙虬部落用独特的文化引领着江淮地
区，创造着远古江淮的文明。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三年春，南京博物
院、扬州博物馆、高邮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
合组成的考古队来到了龙虬部落遗址龙虬
庄，在遗址公共墓葬区发现一对老年男女
的合葬墓，男女身体的中间置放着一个盖
着的陶鼎，陶鼎中放着一枚六个圆轮的陶
纺轮。应该说，这就是那枚“天地永恒”的
陶纺轮。在母系社会族外对偶走婚文化背
景下，怎么会有男女情人的合葬墓？怎么
会有白头到老、虽不同生但愿同死的葬
式？阿莲和阿夏到底演绎了怎样的千古绝
唱？龙虬庄遗址的发掘考古震惊了考古
界、新闻界，社会各界反映强烈，新闻界纸
质媒体刊出长篇报告文学：《一枚陶纺轮
——新石器时期龙虬部落一个真实的爱情
故事》。

龙虬庄遗址的传说和猜想——

一 枚 陶 纺 轮
□ 高邮市文化研究院 姜文定

在高邮，一直流传着一个习俗，多少年
未曾变化，那就是人死后脸上要盖一张
纸。原因是说死者一辈子成就不大，羞见
先人，即便此人在世名声如雷贯耳，万人景
仰，死了还是羞见先人。那张纸称为盖脸
纸。后来条件好了，也有用精致手帕等其
他物品盖脸的。为什么一定要盖脸呢？是
真的羞见先人吗？这个习俗要从七千年前
的龙虬说起。

话说七千年前，高邮龙虬村落里有个
女子，人长得实在标致。她的皮肤黑而细
滑，眼睛黑是黑、白是白，眨眼之间，像一道
闪电。她笑起来两边各有一个浅浅的酒
涡。她叫香。

香性格爽朗，走到哪里都是一路笑
声。她还很能干，捕鱼、打猎、养猪、种水
稻、做饭，什么都会。甚至技术性很强的制
陶器烧窑，她也能干。她和男人一样挑水
拌泥，用大脚在泥水里把泥踩得很熟，柔和
的泥巴从她的脚指间顺畅流出，她感到很
舒服。她制陶很有想象，做的二流壶、三流
壶很独特。在做好的陶器上用骨针刻上各
种各样的花纹也是她的拿手好戏。附近村
子里的居民都知道香的大名，有时会用麋
鹿的肉来换她亲手做的带花纹的陶器，也
有挑一担稻谷来换的。大多人家换回去的
带花纹的陶器不舍得用，就放在堂屋正中
供奉着，直到老死。家人见长者这般喜爱
此物，就给做了陪葬品。这事被香知道了，

她感到可惜，这些平日生活的实用器，就这
么被白白地埋葬了。于是她动了脑筋，专做
一些小巧结实、造型别致的器物，供人生时
把玩，死后作为陪葬物，如小罐、小豆。有的
造型别人没见过，她自己也叫不出名。这期
间也有人学着香的做法，在土陶上刻花纹。
然而即使依样画葫芦，线条也没有香刻划的
线条流畅，线条间没有那么匀称。香的一
手绝活在这一带很有名。

春去秋来，寒暑易节，香转眼就老了。
那年她又得了一场大病。冷的时候，缩成
一团，牙齿打颤，再怎么镇静，也停不下
来。一天冷颤之后，第二天就没事了。不
过，这发病的一天会损耗她很多体能。她
觉得浑身发软，打不起精神来。再过一天，
那寒颤又至，她冷得钻到太阳下还是无济
于事。村里人送来草药，她嚼服之后，还是
不见效果。香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脸色腊
黄，简直变了个人。

最后的日子，别人来见她，她都不愿与
人直视，她怕别人看到她皮包骨头伤心难

过。她想把自己美好健康的形象永远定格
在人们的记忆中。

香的灯油快要耗尽的那一刻，她把孩
子家人叫到床边，拼尽全身的力气说：我就
要不行了，我死之后，你们……你们要……

她的家人见她说话困难，递过一陶碗
水，她端水碗的力气都没有。男人坐在她
旁边，用臂弯扶起她斜躺着，一只手把水碗
送到她嘴边。香喝了一口水，就喘息起来，
男人安慰她：香，你会好的，你人好，上天会
保佑你的。香轻轻地摇了摇头，积了一些
气力后轻轻说：我死之后，用陶碗扣在我脸
上。就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出息，我羞见
先人。

孩子听了，立即大叫起来：妈妈很能
干，怎么还羞见先人？香高声说：按我说的
办吧，这是我最后的愿望。说完，又冷颤地
缩成一团。男人使眼色让孩子按照母亲意
愿办。孩子就过去取来一只盛饭的大陶
碗。男人说：这怎么行呢？母亲到下面怎
么呼吸？怎么吃东西？这样不行。香用手

指了指外屋地下的一摞陶器：那下面有一
种有孔的陶碗，那是我早已预备下的。说
完，她像油灯的最后一闪，很快就熄灭了。

香的遗体静静地躺在正屋中间，她的
脸上覆着一只碗，碗上有一只孔洞正好露
出她的唇口，她像睡着了那样安静。她穿
的还是她平时最爱穿的用各种好看的麋鹿
皮缝制的裙衣。附近村子的人听说香去了，
都赶过来看。她们看到碗盖着的样子有点
稀奇，但不知道被疾病折磨过后的香的面
容，她们的记忆中的香是黑而细腻的皮肤，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笑起来，腮两边各有
一个浅浅的酒涡。她们感叹，这么一个漂亮
能干的香就这样去世了，实在不舍。

从来人的赞叹声里，男人一下子明白
了，香是不愿把久病之后的丑陋形象留给
大家。她人走了，那个鲜活的美好将永远
定格在人们心里。香还可能怕孩子们看到
她的遗像会永远地留在记忆里，这是她不
愿看到的。

这以后，附近一带的人都学着香的做
法，先人走后在他们的脸上覆一只有孔的
陶碗。后来有了纸，人们就用黄纸覆在脸
上，这样又方便又俭省。这种习俗一直流
传至今。

龙虬庄遗址的传说和猜想——

盖脸纸的由来
□ 高邮市文化研究院 张荣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