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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先秦时期代表性考古发现及其文化意义
□ 蒲向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眼于什么

是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大时代课题，揭示了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新时代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要以经济现代化

为先导、以政治现代化为保障、以

文化现代化为灵魂、以社会现代化

为条件、以生态现代化为基础，也

就是说在不同维度全面实现现代

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

流交融交锋的新态势，挖掘中华文

化具有的深刻内涵，是文化现代化

的题中必有之意。就陇南来看，如

何深入推进陇南历史文化在国内

外展开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陇

南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

问题。挖掘陇南历史文化、有力助

推陇南文旅产业发展，不仅可以发

挥对外传播陇南地域文化的窗口

作用，而且还可以展示陇南近年来

文化现代化建设、增进软实力方面

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探讨陇南先

秦时期代表性考古发现及其文化

意义，就是一个着眼点。

近百余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

不懈的考古发掘和文物调查，在今

陇南境内获得了大量的考古发

现。在西汉水、嘉陵江、白龙江、白

水江流域的河岸、沟谷地带发现了

距今一千多万年来从古猿到史前

人类的大量遗存。根据文物普查，

陇南境内远古文化遗存相当丰

富。新石器时代，主要有仰韶文化

庙底沟类型、马家窑类型和寺洼文

化安国类型。仰韶文化遗存主要

分布在西汉水上游的西和县、礼县

和白龙江支流北峪河流域的武都

区安化、柏林、马街一带，大多属于

庙底沟类型。还有数量众多的寺

洼文化，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寺

洼文化属于氐羌民族的原始文

化。概而言之，陇南具有代表性的

远古至先秦时期多种考古发现，其

文化意义厚重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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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都森林古猿”化石

武都森林古猿（D r y o p i t h e c u s
wuduensis）化石，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森林
古猿化石（美国艾瑞克·德尔森《中国甘肃
森林古猿一新种》《科学通报》1988年），
也是世界上森林古猿化石分布最北的实例，
在研究古猿类的演变、从猿到人的进程和我
国古人类的起源方面都有着极高的学术
价值。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1947-1948），著
名地学教育家王永焱教授（祖籍兰州）在甘
肃省博物馆（“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工
作期间，于武都县龙家沟附近发现了高等灵
长类动物化石。该化石为大半个下颌骨，保
存十分完好。与此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参加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籍学者布林
（Birger Bohlin，1898-1951）在肃北党
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甘肃古猿”化石相比，
标本可靠性极高。研究者把这一高等灵长类
正式定名为“武都森林古猿（新种）”（图
1），是新第三纪时（距今约1000万年）的
重要猿类化石，由于其生活在人猿分野的初
级阶段，所处地位更是至关重要。共生的哺
乳动物化石还有三趾马、大唇犀、始柱鹿、
麒麟鹿类、剑齿虎、爪兽等。反映了那时与
现今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以森林为主林间
带有草地、湖沼，一年四季常青，属于热带
气候区。武都森林古猿化石的确认，是我国
古人类研究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这块下颌
骨化石所显示的原始特征证实，它是我国境
内发现的最早的森林古猿类化石，森林古猿
又是现代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直接祖
先，因此该化石对搞清中新世晚期古猿类的
演变情况，和从猿到人过程中的分类系统位
置都有很大帮助（甘肃省博物馆编著《甘肃
古生物化石与旧石器时代考古》，甘肃文化
出版社2001年版）。

这类古猿化石以往只在长江以南的云南
和江苏两省发现过，该化石的发现是我国也
是世界上，森林古猿化石分布最远的一个地
点。国际学者认为“武都标本属于与禄丰古
猿不同的种属”（美国特里·哈里森《中国
云南晚中新世古猿的分类系统关系和生物地
理学》，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云南“禄丰古猿”（Lufengpi thecus
lufengensis）化石，1975年发现于云南禄
丰县城北庙山坡石灰坝褐煤地层中，生存的
地质时代为晚中新世，距今约800万年前。
人类的进化纷繁复杂，争论不一，学术界现
今较为主流的观点是“走出非洲”，即生活
于非洲大陆的南方古猿（约500万年—150
万年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从武都森林古
猿到禄丰古猿，一些专家认为他们是比南方
古猿更早的人科成员，是人类的老祖宗。如
果能得到更多证据支持，那么以这一特定时
限向前推演的话（他们都早于南方古猿），
人类源于非洲的理论将被改写。那么，也许
人类的起源就在中国云南禄丰和甘肃陇南。

二、宁家庄遗址及周边遗址群

宁家庄遗址，位于西和县北35公里处的
长道镇宁家庄，在西汉水与川口河交汇处的
一级台地上。东至川口河，西至小路子，长
约300米，南至朱家沟，北至平套，宽约
200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文化层距地表
一般为1米左右，部分暴露明显，是迄今为
止在陇南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遗址
中发现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证明：早在
7000多年以前，陇南先民们就在西汉水上游
一带生息繁衍了。这里地势开阔，依山傍
水，土质肥沃，气候温和，是陇南先民最早
的开发居住区之一。宁家庄遗址属于新石器
早期文化，这类遗存在甘肃仅发现三处，除

宁家庄外，还有秦安的大地湾和天水的赵村
遗址，大多属于仰韶文化范畴。

宁家庄遗址的发现，首次将新石器早期
文化研究范围扩展到陇南，这也是陇南迄今
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遗迹，也是甘肃省
3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之一。宁家庄遗址
出土的权杖头（图2），引起学术界的极大
关注。权杖头象征着部族首领的权威，它说
明了这一带在当时的特殊地位，同时权杖头
在甘肃是首次发现。这里出土的交叉绳纹陶
片与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的早期陶片的特征
完全一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
陶片以及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房址、窑址和
灰坑，其中最早的遗存是一种时代特征鲜明
的交叉绳纹陶片，它与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
的早期图片特征完全一致。陶质较仰韶陶片
疏松，火候不高，陶色不纯，内黑外红，内
片分层，这是因制陶技术较为原始所致。该
遗址文化遗存丰富，出土有红陶瓶、彩陶
罐、陶钵及石斧、石刀、石铲等。彩陶碎
片，俯拾皆是，有泥质红陶、夹砂粗陶、泥
质灰陶等，属马家窑文化。陶片口沿部有的
呈锯齿状，是早期陶器的典型特征。上述特
征表明，宁家庄的早期文化遗存同大地湾的
早期文化遗存时代大体相当。大地湾早期文
化遗存时代经放射性元素碳14检测，距今已
达七千多年，据此可以证明宁家庄遗址的上
限最早可达七千年以前。

西峪坪遗址，在西和县北5公里处西峪
乡上、下坪村的西峪坪，面积约10万平方
米，在漾水河与苏家河交汇处的一二级台地
上。东至郊西公路，西至西山脚，长约500
米，南至坪沿，北至苏家河，宽约200米。
遗址大部分为民房所覆盖。文化层厚0.7米
至l米，灰坑、灰层暴露明显。出土有石
斧、石刀、石铲、石削、石弹丸、磨光器、
骨针、红陶罐、盆、钵、盂等器物及彩陶残
片，经鉴定属仰韶文化、齐家文化范畴，是
西和县内迄今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最大古
文化遗址，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
中出土的彩陶盆，饰有变体鱼纹，造型优
美，为一级珍品。

揽桥遗址，在北距西和县城50公里的蒿
林乡揽桥（今缆桥）村西汉水北岸的山坡
上。面积1.2万平方米，发掘寺洼文化墓葬9
座，出土各种器物200多件，如马鞍型侈口
罐、双耳平口罐、黑陶盆等文物具有寺洼文
化典型特征，是古代氐羌民族的文化遗存。
据专家推测，揽桥寺洼文化墓葬的年代大体
相当于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这为我们研究
氐羌族在西和境内的活动以及仇池国的历史
渊源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佐证。宁家庄遗址及
周边遗址群的发现，是近几十年来甘肃考古
界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三、石沟坪遗址和高寺头遗址

石沟坪遗址位于礼县石桥乡圣泉村境
内，大部分布在西汉水和干沟交汇处的台地
上。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分属仰韶文化
晚期、常山下层和齐家文化、寺洼文化以及
西周、春秋和汉代等。

遗址堆积丰富，文化层厚3～4米，有
陶、石、骨器出土。陶器采集有泥质红陶、
夹砂红陶片以及泥质夹砂灰陶片、少量泥质
灰褐陶片。有灰、褐、红、黄等色，纹饰有
绳纹、旋纹、附加堆纹，彩陶为红陶黑彩，
有勾叶圆点纹、网纹、鲵鱼纹等。断崖上暴
露有大量的灰坑、陶窑和大面积的灰层，地
面散布陶片较多，器形有钵、盆、罐、瓶等
等。出土完整器物有变体鲵鱼纹彩陶瓶一
件，高44厘米，口径9厘米，侈口、平唇、
细高直颈、圆肩、深斜腹、平底、腹中附双
鼻耳，颈间绘二横线与数点，肩绘弧线三角
和似双角样图案，腹绘双变体鲵鱼纹，弧线
勾叶圆点纹。该遗址遗存比较丰富，新石器

时代、西周、春秋、汉代文物均有出土，多
属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石岭下类型，周
代遗存次之。1947年裴文中首次发现，1962
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2月，石沟坪遗址出土灰陶质列
鼎5件，铜戈1件等，其中1件陶鼎高17厘
米、口径17.5厘米，立耳，耳中部有一网
穿，兽蹄足，时代属春秋中晚期，器物已散
佚，存有该鼎彩色图片。石沟坪遗址内涵丰
富，是研究西汉水上游史前文化演变和早期
秦文化的起源以及西汉水上游地区史前文化
与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等课题的重要遗址。
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高寺头遗址，位于礼县城西南9公里，
在石桥乡高寺村南的山坡地上，坐南向北，
与礼县城遥遥相对。该遗址位于西汉水上游
大川片的中心地区，现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遗址东西宽约150米、南北长9200
米。文化层厚度达4米以上。断崖上暴露有
灰层、灰坑、灶址、居住面等遗迹，地表遗
村有大量夹砂、泥质、细泥质的灰、红、橙
黄色陶片。纹饰有细绳纹、彩绘等。器形有
尖底瓶、卷沿盆、碗等，另外还有石刀、石
斧、陶纺轮、骨锥、骨鱼钩等生产工具。遗
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等
类型。大型房基的遗迹和塌落堆积，与秦安
大地湾几座大型房基的遗存很相似。高寺头
遗址内涵丰富，保存较好，现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1964年礼县高寺头村出土的原始社会女
头塑像（图3），属仰韶文化遗物。人首形
器口，颈下残。脸近圆形，额与眼眉间的分
界不明显，眼以两个扁椭圆孔表示，显得目
光深邃；鼻呈三角形隆起，给人以淳厚的感
觉；嘴为扁椭圆形洞，微张；两耳下端各穿
一个小圆形孔；额前至脑后有一圈链式附加
堆纹以表示戴有头饰。人像残高12.9厘米，
宽8.9厘米，陶色橙黄。五官部分用堆塑与
锥镂相结合的手法塑造。双目深沉，嘴唇微
启。以极为洗练的艺术手法，塑造了母系氏
族公社繁盛期的少女形象，为原始社会人像
杰作。现藏甘肃省博物馆，作为原始人像艺
术代表作品，收入《中国美术辞典》。这种
独立的陶塑作品，是客观现实在创作者头脑
中反映的产物，证明了原始陶器的造型同雕
塑的起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四、大堡子山及周边遗址群

20世纪90年代，周秦时期的秦先祖墓
葬遗址，先后在礼县境内的西汉水上游地区
被发现，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这些遗址，主
要有大堡子山遗址及墓群、西山（雷神庙）
遗址、圆顶山早期秦墓、六八图遗址、鸾亭
山遗址、赵坪遗址、四角坪遗址等。其中大
堡子山遗址规模最大，影响深远，2001年被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堡子山遗址位于礼县城以东13公里的
西汉水北岸，因其西端高处有一座清代堡子
而得名，是早期秦国君陵园。大堡子山秦公
墓地的发现，为寻找秦西犬丘提供了十分重
要的资料（徐卫民、雍际春《早期秦文化研
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1994年甘肃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陵区进行了全面
勘探和发掘，考察“中”字形大墓2座、车
马坑1座以及中小型墓葬9座（均被盗掘）。
棺周围残留有金箔片，椁内残存罐、鬲等陶
器碎片以及铜泡、戈、刀等铜器残片。仅在
盗洞中发现5件石磬，年代从两周之际到春
秋晚期。200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
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等单位参加组成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
大堡子山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共发现各类遗
迹699处，有夯土城址、建筑基址、墓葬、

车马坑、陶窑、水井、灰坑等遗迹。调查和
钻探发现，大堡子山早期秦人城址依山而
建，平面呈不规则形，面积约150万平方
米。城内遗迹主要为秦公大墓、大型房屋基
址、灰坑、踩踏面及陪葬墓（大墓周边中小
型墓），城外亦有与之对应的中小型墓葬群
（赵化成、王辉《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
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东北城墙
外发现的最大一座城外墓葬，未被盗的两座
墓葬器物较为丰富，有铜器、陶器、玉石器
等。2007年对祭祀遗迹的补充发掘，发现一
条人工壕沟长120余米，沟内包含物有石
块、红烧土、陶片、铁器残片及瓦片。与秦
公大墓、祭祀遗迹密切相关，属于阻排水一
类的用途。

大堡子山城址坐落在东北—西南走向的
山体上，围绕整座大堡子山依地势而建，形
状很不规则。城墙为夯土版筑，由于山体大
面积滑坡，许多地段已经无存，其中以北城
墙一段保存最为完整。北城墙复原长度约
250米；西城墙保存相对较好，复原长度
1300米；南城墙和东城墙只发现了数段，均
位于山体边缘、紧邻断崖，估计原长度分别
为870米和2600米，总面积约55万平方米。
从城墙夯土内的陶片看，城墙的始建年代大
致为春秋早期。城内发现大型府库类建筑，
其基址始建年代大约为春秋早期偏晚或春秋
中期偏早阶段，战国时期被废弃。在被盗秦
公大墓西南约20多米处发现祭祀遗迹，包括
乐器坑和人祭坑两部分。乐器坑内南排木质
钟架（仅存朽痕）旁依次排列3件青铜镈
钟、3件铜虎（图4）、8件甬钟，镈钟和甬
钟各附带有1件青铜挂钩。北排磬架（仅存
朽痕）下为2组10件石磬，均保存完好，3件
青铜镈钟一大两小，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
米，舞部及镈体部以蟠龙纹为主要装饰（梁
云《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探讨》，
《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四出扉棱为透
空的纠结龙纹，造型华美；鼓部素面，有铭
文28字，内容为“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
镈，乃音鉠鉠雍雍，秦子畯袊在位，眉寿万
年无疆”。该镈钟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秦公
镈钟以及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武公镈钟相
似，年代为春秋早期。人祭坑发现人殉骨
架，其性质为活祭。大堡子以乐器坑为代表
的祭祀遗迹是在大规模群体性盗掘后幸存下
来，更显难能可贵。秦公大墓南侧的2座大
型车马坑，已遭严重盗扰。2016年发现一附
葬坑，内置两车，均为双轮独辀，系驾左右
服俩马，为两周之际秦公嬴姓宗族墓葬及附
葬车马坑（侯红伟，王刚等：《甘肃礼县大
堡子山秦墓及附葬车马坑发掘简报》，《文
物》2018年）。

此外，西山遗址是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
西汉水流域最早秦人城址和墓址，所出青铜
器也是早期秦文化中最早的发现。西山遗址
位于今陇南市礼县县城西侧、西汉水北岸
山地。

圆顶山四座墓葬的时代是春秋中晚
期，应是贵族夫妇墓葬。在圆顶山秦墓出
土的青铜器中，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最高
的，当为一号墓所出一件车形器（图
5）。车形器四角棱各附饰一只向上的行
虎，盖由可中启的两扉合成，合缝处一侧
设蹲坐熊钮，另一侧设跪坐人形钮(人首断
佚，经修补)。舆顶四角各安装一只立鸟，
鸟足可旋动。当四只鸟的方向转至同舆相
一致时，厢盖可以开启；如任何一只鸟的
方向同舆相错位，厢盖即被锁住，装饰与
实用相结合。车形器辔辖俱全，至今可转
动自如。舆厢周边及顶盖，皆饰细密蟠虺
纹。厢体四角青铜虎，形意和纹饰与同地
所出其他铜器的风格一致，反映了早期秦
人的虎崇拜意识。这件青铜器型制颇为罕
见，其功用学界多有探讨，对深入研究早
期秦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图1：武都森林古猿（新种）化石

▲图2：宁家庄遗址出土彩陶权杖头

图3：高寺头出土原始社会女头塑像

图4：大堡子山
乐器坑出土青
铜 虎 （ 附 于

镈钟）

图5：在礼县圆
顶山秦墓出土
的青铜车形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