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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磁山文化——中国华北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1933年在河北武安县磁山发现而得名。磁山文化主
要分布在冀南、豫北等地。根据发掘信息可知，当时的居民经济生活以原始农业为主，农作物有粟。
生产工具为石镰、石铲、石刀、石斧与柳叶形石磨盘等，石磨盘附有三足或四足，造型独特。他们饲
养狗、猪等家畜，兼事渔猎；制陶业较原始，处于手制阶段，典型陶器为椭圆口盂、靴形支座、三足
钵与深腹罐等；陶器表面多饰绳纹、篦纹及划纹等。住房一般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建筑。    磁山
文化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缺口，在国内外的考古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磁山遗址总面积14万平方米。1976年至。1978年对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共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等
文物5000余件，其中，陶盂及支架，石磨盘及磨棒是磁山文化有代表性的遗物，遗址内还发现了房基
，粮窖和成组的祭祀器物群，这表明早在远古时期，这里就是人类的括动中心之一。    磁山遗址还出
土了一批植物炭化物和动物骨骼标本。其中植物有粟、榛子、胡桃、小叶松等；动物有兽、鸟、龟、
鳖、鱼、蚌五大类23种。专家们认为，粟的发现，填补了仰韶文化植粟的空白，也修正了世界对植粟
年代的认识，肯定了中国黄河流域是世界植粟最早的地区。胡桃的出土，打破了由汉代张骞引自西域
的说法，尤其是家鸡骨的发现，是世界已知最早的，修正了当代国际有关专家原认为家鸡最早出现于
印度(距今4000年)的定论。根据遗物、遗址，尤其是房基和大量粮窖的发现，证明当时人们住的是半
地穴式的房子，以原始农业为主，辅以渔猎、采集，过着定居的生活。    遗址内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
加工工具的使用，以及粮食堆积的大量发现。证明磁山人已经摆脱了蒙昧状态。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
农业。农业的发展，为饲养家畜提供了物质条件，而遗址内出土的家畜骨骼，又是当时人们以农业生
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佐证。    文化成就    在磁山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陶蓍草器和圭盘，有的学者认为
这是制订历法和二十四节气的东西。由于磁山文化和历史上记载的伏羲、女娲处于同一时期，而且在
历史上记载的伏羲、女娲也生活在这一地区，陶蓍草和圭盘在磁山遗址出土。说明伏羲时代的“作甲
历订四时”在磁山文化时期已初步形成，二十四节气由此而来。证明磁山地区也是我国农业历法的最
早发源地之一。    重要意义    磁山遗址出土的标本和大量器物，为寻找中国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的
文明起源提供了可贵的线索。也说明早在7000多年前，河北南部太行山东麓的先人，有了比较发达的
农业，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脱离了农业经济的初始阶段，有相当一部分人已从事多项手工劳动，原
始手工工业已成为原始农业、渔猎、采集生产及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磁山遗址，代表的是新石
器时代早期中段之后的文化面貌，是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发现。它为研究和探索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
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的依据。因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考古学上定名为“磁山文化”，1988年被国
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罗家角遗址位于今浙江省桐乡县石门镇利星村，属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遗址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00米，总面积12万平方米。1956年，当地农民在水田中
挖出大批兽骨、陶片和镌刻精美的猪獠牙饰品。1979年，省、地文物部门对此遗址进行局部发掘。发
掘面积1．338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20～350厘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包涵物十分丰富。经碳14测定
，第四文化层距今6905±155年，属马家浜文化类型，处于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从遗物
的特征看，这个遗址是同一文化在不同年代形成的堆积，其中第四层堆积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
前5090～公元前4955年左右，与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年代基本相当，但二者的文化面貌却并不一致。
罗家角的陶器中，有一种用氧化镁含量较高的陶土制作的捺印纹白陶豆，陶质及纹饰和洞庭湖发现的
大溪文化的同类制品基本相同。基本陶器则是以夹砂、夹蚌的灰红陶为主，以稻壳为羼和料的夹炭黑
陶数量较少，器形主要以圜底、平底的釜为主，占陶器总数半数以上，其次为罐、□、盆、盘、匝等
，部分器物底加圈足或三足。器表多为素面，少数陶器饰绳纹、刻划纹。刻划纹图案亦不同于河姆渡
，主要为米点、斜线或戳印的圆圈纹等。    罗家角遗址的石器大多磨制光滑，但出自第四层者，多数
都只磨刃部，石刀基本上是用页岩等石片加工，表面大多保留石片的自然面，仅在较薄的一侧磨出单
面或双面的刃部。第四层发现的两种残石臼，通体打琢修整，器形大而厚笨，略呈半球形，内壁下凹
。    出土的石器有石斧、石锛、石纺轮等，陶器有釜、盆、盘、钵、盂、豆、鼎、碗、壶、纺轮等，
骨器中有骨耜、骨哨，还有捏塑男性陶人像。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罗家角遗址出土的四片白陶片。白陶
是瓷器的先祖，制作白陶的原料主要是高岭土，高岭土铁含量低而铝含量高，较红、耐得起高温，烧
成后外型洁白美观，坚硬耐用，人们对高岭土的认识和使用，为后来瓷器的发明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马家浜文化的白陶比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白陶早了1500多年。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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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水坡文化——中华龙的起源地”；“大汶口文化——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半坡文化——中华
文明的曙光”；“大溪文化——古文明的发祥地”⋯⋯《历史与文化(图文版)》(作者《历史与文化(
图文版)》编委会)分辉煌古中华、灿烂的世界文明、历史文化名人、文化的传承四大版块。《历史与
文化(图文版)》图文并茂，全彩四色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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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图画丰富，生动易懂，增加知识的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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