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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 溯源

陇东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即有丰

富 的 文 化 遗 存 。 1920 年 ，庆 阳 辛 家 沟

和 赵 家 岔 发 现 人 工 打 制 的 石 英 岩 石

片 ，开 启 了 甘 肃 乃 至 整 个 中 国 旧 石 器

时 代 考 古 学 的 序 幕 。 此 后 ，从 旧 石 器

时 代 早 期 至 晚 期 ，陇 东 南 地 区 皆 有 相

应 时 段 的 遗 址 发 现 ，如 巨 家 塬 、楼 房

子 、刘 家 岔 、寺 沟 口 、合 子 沟 、南 峪 沟

等。平凉泾川大岭上发现了甘肃现存

最 早 的 旧 石 器 时 代 早 期 遗 址 ；庆 阳 镇

原县姜家湾和寺沟口属旧石器时代中

期 的 文 化 遗 址 ；平 凉 泾 川 牛 角 沟 遗 址

发 现 的“ 泾 川 人 ”头 盖 骨 化 石 ，打 破 了

甘 肃 旧 石 器 时 代 考 古“ 只 见 器 物 不 见

人”的困局；20 世纪 80 年代，武山县鸳

鸯镇西南大林山下先后两次发现古人

类头骨化石，即著名的“武山人”，为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的 遗 骨 ；近 年 天 水 张 家

川杨上遗址发现了距今约 20 万年-10

万 年 的 旧 石 器 时 代 文 化 ，是 目 前 陇 西

黄土高原有明确科学测年数据的最早

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些考古发现表

明 ，陇 东 南 地 区 在 旧 石 器 时 代 已 是 古

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

青铜时代的陇东南虽不在中原文化区，但伴

随着周、秦的崛起也形成了鼎盛的青铜文化。在

中国历史上，西周王朝与秦王朝的先祖们都曾在

陇东南地区艰辛奋斗、积蓄力量，以此地作为龙

兴之起点，进而迈向四方，推动了陇东南地区多

民族的交往与交流，对早期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

极为深远的影响。

关于周人在陇东的活动，从不窋率众“奔于

戎狄”之间到古公亶父率众自豳迁岐之前，其间

大约五百年间，周人部族在陇东一带历经十数

世，创造了先进的农耕文明。周人定居陇东期

间，对于陇东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不窋

教化民众稼穑；鞠陶、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史

记》卷四《周本纪》），继承先人之志，继续发展农

业生产，之后又“立法定制，以垂永久”，故“周道

之兴自此始”。这一时期周人部族在陇东地区不

仅迎来了经济上的飞速发展，而且据史载，不窋

北迁后的周人“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簒修其绪，

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亦世

戴德，不忝前人。”（《国语》卷一《周语上》）说明周

人发达的礼乐文明和农耕文化传统，亦是奠基于

陇东地区。从《诗经》中也能看到周人部族在陇

东的艰辛奋斗过程，如最具代表性的《七月》反映

了周人以农业为主、畜牧为辅的耕牧社会；《公

刘》则反映了周族武装迁徙、军队垦田，在豳地建

国的壮举。在经过几代首领的励精图治后，到了

公刘之时，周人部族在陇东的势力获得了迅猛发

展。公刘时代，周人将先祖流传的农耕技术进行

推广，同时对陶器烧制、青铜制造、房屋建造、家

畜驯养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改进。陇东地区

社会也完成了由原始农业向农耕文明的转型，迎

来了历史发展上的昌盛期。而周人创造的以农

耕文化和礼乐文化为基础的周文化，奠定了中国

文化系统中的一些基本特色，如礼仪和道德传

统，深远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等诸多

方面。

映 照 在 考 古 学 文 化 上 ，甘 肃 陇 东 南 地 区

分 布 着 丰 富 的 周 文 化 资 源 ，在 平 凉 、庆 阳 、

天 水 等 地 清 理 和 发 掘 了 200 多 处 西 周 至 战

国 时 期 的 遗 址 。 宁 县 石 家 及 遇 村 遗 址 的 发

掘 ，建 立 了 陇 东 地 区 西 周 至 秦 汉 时 期 考 古 学

文 化 序 列 。 西 周 建 立 前 ，泾 水 流 域 内 分 布 有

周 文 化 聚 落 ，如 平 凉 境 内 集 中 分 布 在 灵 台 、

崇 信 、泾 川 、崆 峒 区 的 周 文 化 遗 存 ，以 灵 台

古 密 须（密 国）、白 草 坡 西 周 墓 、崇 信 于 家 湾

周 墓 和 泾 川 遗 迹 为 代 表 ，尤 其 是 崇 信 于 家 湾

先 周 遗 址 ，从 1980 年 至 1986 年 先 后 历 经 六

次 考 古 发 掘 ，共 清 理 出 先 周 到 西 周 末 的 138

座 墓 葬 ，并 从 这 些 墓 葬 中 出 土 了 大 量 珍 贵 文

物 ，表 明 周 人 在 此 有 着 很 好 的 经 营 基 础 ，为

研 究 周 文 化 在 甘 肃 东 部 地 区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重 要 线 索 。 而 渭 河 上 游 及 其 支 流 沿 岸 散 布

的 西 周 中 期 遗 址 点 ，说 明 周 灭 商 后 在 陇 山 以

西 也 有 所 作 为 。

西周时期，周人入主关中，陇东南地区成为

西周边陲。被周人征服的秦人先祖西迁至此，开

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史书记载，秦人来自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少

昊部落，自商代开始从山东一带西迁，秦先祖中

潏曾“在西戎，保西垂”，为商保疆。西周时期迁

徙至西北，作为外来者初来乍到，几乎无任何根

基，且戎族在侧虎视眈眈，生存状况相当险恶。

这种凶险在《诗经》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与其他

国风不同，《秦风》中绝大多数篇幅是在描述战

争，尤其是与西戎的战争，如《车邻》《小戎》等。

秦人数代不息奋斗，其命运终于在周孝王时期迎

来转机，非子因养马有方，被周孝王“召使主马汧

渭之间……封其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

祀，号曰秦嬴”。之后秦人数代在周王室和西戎

部族之间蛰居斡旋，并最终完成由附庸、大夫到

诸侯再到秦帝国的华丽转身。陇南、天水一带西

山、大堡子山、李崖、毛家坪等遗址的考古发掘，

揭示了早期秦人在甘肃东部的活动，使我们对秦

文化的渊源和特征有了实质性的直观认识。西

山、大堡子山遗址、鸾亭山遗址为探索早期都邑

西犬丘、西新邑、西畤等史书所记载的秦人重要

活动场所提供了重要线索。清水李崖遗址为秦

人东来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甘谷毛家坪遗址极

有可能是春秋早期秦武公所设的“冀县”所在。

出土的铸有“秦公作子车用”的铜戈，以实物为子

车氏家族作了印证。礼县四角坪发现了秦帝国

时期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遗址。

纵观秦人在陇东南地区的历史，从中潏至非

子，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秦人努力协调其与西

戎、周王室之间的关系，终于在陇东地区安居下

来。同时，秦人充分利用当地农牧兼宜的条件，

发挥自身农牧兼长的优势，慢慢在这一地区扎下

根基。从非子至秦文公的十几代秦人在陇东地

区扎根、发展、建立国家，并立足自身传统，积极

接受中原文化，又广泛吸收西戎、北狄和域外文

化，形成了以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秦早

期文化。其所具有的豁达、进取、剽悍的风格与

尚武、重利、坚韧、质朴的民族性格，这些都成了

秦人发展和最终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

重要文化基因，并对此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

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在周、秦文化先后抵达陇东南地区之前，陇

东南地区一直是西戎部族生活的区域。西戎部

族本在陇东地区以及泾渭流域活动，随着周人的

兴 起 ，便 同 周 进 行 争 夺 土 地 、人 口 和 财 富 的 斗

争。随着周人在周原的发展，势力增强，开始对

戎狄发动战争。周穆王征戎狄，戎狄被打散，开

始分道内徙。戎人一部分留在陇东原居地，秦兴

起后，被秦兼并。另一部分戎人随平王东迁而进

入中原腹地，部分活动在晋西北，部分活动在洛

邑附近。留在原住地的这部分戎人在秦穆公时

期被秦国征服兼并。秦称霸西戎后，采取了一系

列统治措施，或者在占领区设县，或者将部分戎

族驱逐至邻国，或者将戎族首领内迁监管起来，

这些举措都进一步加速了秦、戎间的交流与融

合，西戎也逐渐融入了华夏族之中。

考古学证据体现了以寺洼文化为代表的西

戎族群对周人和秦人的重要影响。先周文化的

形成因素里有来自寺洼文化的因素，而秦人与西

戎的关系与周人较之似更甚，在早期秦文化的构

成中，屈肢葬、金器、铁器、动物纹样、铜鍑和短

剑的使用、墓葬的壁龛与围墓沟，都可能来自西

戎。依据目前的考古学资料，甘肃境内有关西戎

文化的发现，主要分布在陇东南地区。甘谷毛家

坪遗址的发掘发现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秦人遗

存和西戎遗存，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毛家坪

B 组遗存”揭开了史书中记载的西戎族群的考古

学文化面貌。2006 年，张家川马家塬发现了目

前 考 古 发 现 等 级 最 高 的 西 戎 贵 族 和 首 领 的 墓

地。墓地以独特的墓葬形制、装饰华丽的车辆、

复杂的人体装饰以及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而闻

名，带阶梯的甲字形大墓的发现，使处于秦人羁

縻下的西戎贵族和首领的生活、文化面貌首次展

现在世人面前，独特的葬俗、豪华的随葬品以及

奢华的战车使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所带来的

璀璨成果在西戎部族身上得到了见证。天水地

区与此文化相近者还有秦安王洼墓地、清水刘坪

墓地，庆阳、平凉等地也都有西戎遗存发现。这

些遗存反映出西戎在这一时期已经普遍使用青

铜器，并且在经济、社会形态、手工业、文化、城市

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发展。这足以看出，西戎部族

并非传统史籍中所载的“化外蛮夷”，他们和华夏

族一样，都在先秦时期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

回望奔流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陇山两侧的广

大区域不但孕育了距今百万年的远古人类和文

明的曙光，还孕育了代表古典文化最高成就的周

王朝，结束列国争霸、一统中华的秦王朝以及因

为战争征服而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的西戎部族，他

们共同参与了这一段波澜壮阔的文明发展史，又

在不同时期创造了以时代特色为印记的文化成

就，昭示了陇东南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起源进程

中的地位。

周人兴起与礼乐萌芽之地

早期秦文化孕育的沃土

秦戎文化交流的舞台

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垂鳞纹秦公铜鼎 崇信于家湾先周遗址出土的铜爵

陇 东 南 是 指 位 于 陇 山陇 东 南 是 指 位 于 陇 山

两 侧 的 甘 肃 省 东 南 部 地 区两 侧 的 甘 肃 省 东 南 部 地 区 ，，

陇 山 以 东 地 区 受 季 风 与 泾陇 山 以 东 地 区 受 季 风 与 泾

河 水 系 的 滋 润 而 形 成 肥 沃河 水 系 的 滋 润 而 形 成 肥 沃

宜 耕 的 土 壤宜 耕 的 土 壤 ，，以 西 虽 有 渭 河以 西 虽 有 渭 河

水 系 但 因 降 雨 稀 少 等 原 因水 系 但 因 降 雨 稀 少 等 原 因

形 成 了 广 阔 的 宜 牧 草 原形 成 了 广 阔 的 宜 牧 草 原 ，，使使

陇 山 地 区 成 了 农 耕 文 明 与陇 山 地 区 成 了 农 耕 文 明 与

游 牧 文 明 的 交 汇 之 地游 牧 文 明 的 交 汇 之 地 ，，孕 育孕 育

出 多 民 族 在 此 交 错 杂 居出 多 民 族 在 此 交 错 杂 居 ，，进进

而 铸 就 了 陇 山 丰 富 的 人 文而 铸 就 了 陇 山 丰 富 的 人 文

与 历 史与 历 史 。。

以 文 学 意 象 言以 文 学 意 象 言 ，，以 陇 山 为 载 体以 陇 山 为 载 体 ，，形 成 了 灵 动形 成 了 灵 动 、、开 放开 放 ，，层 次 丰 富层 次 丰 富

的 陇 山 文 学 体 系的 陇 山 文 学 体 系 。。 以 历 史 地 位 言以 历 史 地 位 言 ，，陇 山 地 区 悠 久 的 历 史 渊 源 和 丰陇 山 地 区 悠 久 的 历 史 渊 源 和 丰

厚 的 文 化 内 涵厚 的 文 化 内 涵 ，，构 成 了 中 华 文 明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构 成 了 中 华 文 明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 陇 山 两 侧 的陇 山 两 侧 的

泾泾 、、渭 河 上 游 地 区渭 河 上 游 地 区 ，，是 中 华 文 明 重 要 的 发 源 地 之 一是 中 华 文 明 重 要 的 发 源 地 之 一 ，，在 我 国 历 史 发在 我 国 历 史 发

展 中 具 有 极 为 重 要 的 地 位展 中 具 有 极 为 重 要 的 地 位 。。 近 现 代 以 来近 现 代 以 来 ，，一 系 列 的 重 要 考 古 发 现一 系 列 的 重 要 考 古 发 现

和 研 究 也 证 实 了 这 条 山 脉 两 侧 的 广 大 土 地 是 中 华 文 明 起 源 地 之和 研 究 也 证 实 了 这 条 山 脉 两 侧 的 广 大 土 地 是 中 华 文 明 起 源 地 之

一一 ，，在 农 业 起 源在 农 业 起 源 、、城 市 起 源 与 早 期 古 国 等 多 方 面城 市 起 源 与 早 期 古 国 等 多 方 面 ，，为 探 究 和 揭 示 中为 探 究 和 揭 示 中

华 文 明 起 源 提 供 了 新 线 索华 文 明 起 源 提 供 了 新 线 索 、、新 资 料新 资 料 ；；这 里 是 周这 里 是 周 、、秦 文 化 的 发 祥 地秦 文 化 的 发 祥 地 ，，

是 多 元 文 化 与 民 族 融 合 的 重 要 交 流 区是 多 元 文 化 与 民 族 融 合 的 重 要 交 流 区 ，，在 中 华 文 明 由 多 元 走 向 一在 中 华 文 明 由 多 元 走 向 一

体 的 进 程 中 发 挥 了 不 可 忽 视 的 作 用体 的 进 程 中 发 挥 了 不 可 忽 视 的 作 用 。。

早期人类的栖息家园

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

传说时代隐藏着人类的发展轨迹，

尽管目前还不能够被完全释读，但无疑

为 人 类 文 明 的 发 展 轨 迹 作 出 了 启 示 。

中华文明萌芽时期的三皇五帝时代，是

传说中追溯本源的中华历史扉页。伏

羲 氏 一 画 开 天 ，引 领 先 民 告 别 蒙 昧 洪

荒，是开启中华文明序幕的人文始祖和

文化英雄。黄帝轩辕氏居五帝之首，是

炎黄时代的开创者和华夏民族人文初

祖，其所代表的发明创造、文化成就和

社会生态，标志着中华先民开始进入文

明时代。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伏羲、女

娲 成 婚 繁 衍 人 类 ，黄 帝 生 于 上 邽 轩 辕

谷，黄帝往崆峒问道于广成子……这些

与三皇五帝有关的传说，富集而久远地

流传在陇东南，表明这一地区在人类探

问文明源起之始时即参与其中，是中华

文明萌芽的理想之地。

传说时代所对应的新石器时代，彩

陶无疑是最具标识性的文化符号，甘肃

素称“彩陶之乡”，谱写了中国彩陶史上

最为辉煌的篇章，而它的源头正是天水

秦安大地湾。自大地湾伊始，彩陶文化

以那个时代独有的璀璨创造力，记录了

史 前 先 民 们 的 社 会 生 活 和 审 美 情 趣 。

天水西山坪、师赵村、傅家门，平凉侯家

台、庆阳宁县董庄及西汉水、嘉陵江上

游的陇南西和、礼县、徽县、武都等地发

现的前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丰富了甘

肃境内前仰韶文化的内涵。这些新石

器时代的文化遗迹，揭示了甘肃地区悠

久、深厚的文化面貌和成就，向世人展

示了先民们在此捕鱼狩猎、起建居室、

制陶作器、种植耕作、饲养家畜、发展聚

落的生活印记，打开了后人探看先民已

经颇具规模的多层级复杂社会的新视

角。大地湾之后，陇山西麓天水张家川

圪垯川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和陇山以东

庆阳南佐具有都邑性质的仰韶文化晚

期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的发现，以及平

凉灵台桥村龙山时代具有区域中心性

质大型聚落的持续发掘，刷新了我们对

陇山两侧史前社会文化创造力与文化

发展高度的认知，也证实了这一地区在

农业起源、复杂社会发展程度和中华文

明起源、形成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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