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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之路与华夏文明的资源依赖
———石峁玉器新发现的历史重建意义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阐发中 华 文 明 起 源 的 难 点，在 于 寻 找 从 龙 山 文 化 到 夏 商 周 文 化 的 过 渡 契

机，说明中华版图从新石器时代多中心分立格局（“满天星斗”说）到有史以来的一元中心

格局（华夏国家）的转换及动因。青铜时代商周国家建构和意识形态所必须的青铜器生

产，及其所需铜矿资源 依 赖 问 题，已 有 充 分 讨 论，而 先 于 青 铜 时 代 的 玉 器 时 代 之 资 源 依

赖，只能以考古新发现为依据，聚焦到形成华夏礼乐文化之源的早期玉礼器生产和使用。
中心与边缘的早期互动体现为东玉西传（以玉石神话信仰为核心的玉文化传播）和西玉

东输（玉料资源的传播），探讨先于丝绸之路而存在的玉石之路，至关重要。２０１２年石峁

遗址古城及建筑用玉器的发现，使得黄河对华夏文明起源的作用得到新审视：黄河不是

作为灌溉农业的水资源，而是作为西部玉石资源调配之漕运交通线而发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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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寻找夏文化：重建神圣符号物叙事链

从２０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到新世

纪以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伴随着考古新

发现，重建国家早期历史脉络的重大学术研究

不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同时也形成若干疑

难点，其中 最 难 获 得 突 破 的 难 点 之 一 是，如 何

认识夏文化的源流与都城所在，找出中原国家

形成的 雏 形。在 启 动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重 大 项

目“中 华 文 明 探 源 的 神 话 学 研 究”（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前 夕，笔 者 完 成 的 前 期 准 备 性 工 作 是

２００８年出版的《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

源流》一书。该书从神话历史视角审视玉文化

从周边向中原的运动，初步探讨晋南的陶寺文

化、西北的齐家文化和中原二里头文化三者的

关联，希望从中窥测到奠定四千年来西玉东输

文化现象的玉石之路的形成线索，找出文明诞

生前 夜 西 北 文 化 与 中 原 文 化 互 动 的 主 要 脉

络［１］１５５－１６０。当时未能解决的两个困惑是：中原

地区的庙底沟二期 文化 玉礼 器萌芽（山西芮城

清凉寺墓地）和陶寺文化玉礼器体系（玉璇玑、
玉璧、玉琮 组 合）是 如 何 西 传 并 影 响 到 齐 家 文

化玉器 生 产 的？ 齐 家 文 化 玉 器 又 是 通 过 怎 样

的路径和中原二里头文化玉器发生关系的？

现在，时隔五年，陕北的石峁古城（图１）及

其玉礼器体系的情况首次得到年代学的证明，
无异于给 以 上 的 两 种 联 系 找 到 关 键 的 时 空 中

介点。简言之，距今５　０００年至４　３００年之际在

黄河东岸谷地缓慢形成的玉礼器文化，在山西

襄汾陶寺 文 化 衰 亡 后 转 移 或 传 播 到 黄 河 西 岸

并北上，在河套地区的石峁遗址获得空前的发

扬光大，于４　３００年前形成以大件的玉璋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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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龙山文化古城之东门，

２０１３年４月摄于考古工地

　
刀为主导器形的玉礼器新体系，用于城墙建筑

的辟邪防 御，并 再 度 向 西 北 和 南 方 传 播，直 接

影响到后来的齐家文化玉器（４　０００年前）与二

里头文化玉器（３　８００年前）［２］。
从理论上 看，阐 发 中 华 文 明 起 源 的 难 点，

在于寻找 从 龙 山 文 化 到 夏 文 化 的 过 渡 转 移 契

机和进程，这也就意味着寻找到使得中华文化

地理版图从新石器时代多中心分立格局（所谓

“满天 星 斗”说）到 有 史 以 来 的 一 元 中 心 格 局

（华夏国家）的转换及其动因，即从多地域的地

方性政权 到 一 个 具 有 充 分 统 治 力 和 号 召 力 的

中原国家政权雏形样态，这种雏形样态虽然在

距今４　０００年之际仍然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的萌芽期，却给后来的商周国家奠定了基本的

中原区辐射周边地域的四方一心格局，体现为

《山海经》中 的 五 方 空 间 的 同 心 方 式 国 家 地 理

展开模式，又体现为《禹贡》等典籍所载的五服

制的、职 贡 图 的 范 式 模 型。如 果 说，青 铜 时 代

黄河流域 商 周 国 家 建 构 其 政 权 和 意 识 形 态 所

必须的青铜器生产，及其所需要的铜矿资源依

赖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的充分注

意［３］，那 么，探 讨 四 千 年 前 早 于 商 周 青 铜 开 采

和生产的中原政权主导性资源依赖的情况，就

不能诉诸文献记载，只能以考古新发现的实物

为依据，把目光聚焦到先于青铜礼器数千年就

形成华夏 礼 乐 文 化 之 源 的 玉 礼 器 生 产 和 使 用

情况上来［４］，这方面尚未引起研究者 的 足 够 关

注。原因是华夏玉文化发展史的史前阶段，玉

器生产的 玉 料 取 材 从 多 点 开 花 的 各 地 区 地 方

玉矿资源［５］，转移和集中到一点独大 的 新 疆 和

田玉资源，其 过 程 和 完 成 时 间 问 题，学 界 一 直

没有得出较为确切的新认识，尚处在自说自话

和众说纷纭的状态。
笔者将 史 前 用 玉 的 多 点 开 花 格 局 向 中 原

国家用玉的一点独大格局之转变过程，概括为

先有“北玉南传”、“东玉西传”后有“西玉东输”
的两阶 段 过 程［６］。前 一 阶 段 在 距 今 四 千 年 前

基本完成，以 玉 礼 器 文 化 自 东 向 西 传 播，进 入

河西走廊为标志；后一阶段则以距今四千年为

开端，通过 齐 家 文 化 和 中 原 龙 山 文 化 的 互 动，
将西北地 区 的 新 疆 和 田 玉 及 甘 青 地 区 的 祁 连

玉源源 不 断 地 输 送 中 原。两 大 阶 段 的 交 汇 点

就在距今四千年之际，这也正是夏文化发展为

华夏第 一 王 朝 的 年 代［７］。为 了 求 证 这 一 资 源

大转移的过程，仅靠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

资料都 显 得 捉 襟 见 肘。结 合 陕 西 神 木 县 石 峁

遗址玉器新发现，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中国收藏

家协会学术研究部，于２０１３年６月在陕西榆林

召开“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通过

对陕北地区龙山文化玉器、玉料的实物观摩和

现场讨论，与 会 专 家 达 成 基 本 一 致 的 认 识：在

龙山文化 晚 期 和 齐 家 文 化 时 代，即 距 今４　０００
年前后，真正开启西玉东输的华夏国家资源供

应模式，河套地区的古代方国政权起到重要的

中转作 用。而 且 一 旦 形 成 就 推 展 到 商 周 以 后

的历朝历代，和田玉输入中原的过程从上古甚

至一直延续至今日，其间发生变化的只是运送

的规模和具体输送路线。

２０１２年以来的考古新发掘情况表明，陕西

神木县石峁遗址史前石城及其建筑用玉现象，
昭示出以 石 峁 遗 址 为 代 表 的 河 套 地 区 龙 山 文

化聚落社会［８］，她以其强大的地方性 方 国 政 权

统治形式，在距今４　３００年 至４　０００年 之 际，大

批量地生产和使用玉礼器玉兵器［９］，在 当 地 迄

今没有 找 到 玉 料 矿 藏 资 源 的 条 件 下，面 积 达

４００万平米的石峁古城政权很可能同时充当着

史前期东 玉 西 传（玉 教 观 念 和 玉 文 化 的 传 播）
与西玉东 输（玉 石 资 源 的 传 播）的 双 重 中 介 作

用，石峁玉 器 群 在 今 日 的 重 现 天 日，对 考 察 华

夏文明发 生 期 的 玉 石 资 源 依 赖 与 具 体 运 输 路

线图，其意义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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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子》“尧舜北用禺氏之玉

而王天下”解

　　华夏国家形成期的资源依赖情况，在先秦

文献中 有 重 要 线 索 提 示。如《管 子》一 书 中 向

统治者提出的政治经济话语，就有反映远古时

期中原王朝政权之资源依赖的说法。《管子·
揆度第七十八》：

齐桓公问于管 子 曰：“自 燧 人 以 来，其

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 对 曰：“燧 人 以 来，
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 工 之 王，水 处

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 势 以 隘 制 天 下。
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 牙，不 利 其 器，烧

山林，破增薮，焚 沛 泽，逐 禽 兽，实 以 益 人，
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 于 尧 舜 之 王，所

以化 海 内 者，北 用 禺 氏 之 玉，南 贵 江 汉 之

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１０］１５９

管子明 确 说 到 尧 舜 王 权 建 立 的 首 要 条 件

是“北用禺氏之玉”。此话值得注意者有二：其

一是表明玉料来自北方；其二是表明掌握玉矿

资源 的 人 群 是 外 族 的 禺 氏 之 人［１１］。所 谓“禺

氏”何许人也？王国维和日本的江上波夫等以

为就 是 游 牧 在 北 方 草 原 与 河 西 地 区 的 大 月

氏［１２］，徐 中 舒 以 为 是 有 虞 氏，相 当 于 印 欧 人

种［１３］。至于尧、舜圣王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禺氏

掌控的北方玉料，不得而知。如今参照石峁玉

器大量使用的情况判断，玉料或许是通过黄河

水路自北向南运送到中原地区的，河套地区史

前玉器 的 批 量 发 现 为 此 提 供 了 新 线 索。但 是

玉料的 原 产 地 未 必 出 自 北 方，而 是 出 自 西 北

方，即祁连山－昆仑山一线。禺氏活跃在整个北

方和西北地区，所以中原人和东方齐国人印象中

的玉料是来自北方的，并不知道其究竟原来出自

西方。《管子》书中同一篇再次说到玉矿：
桓公问 管 子 曰：“吾 闻 海 内 玉 币 有 七

策，可 得 而 闻 乎？”管 子 对 曰：“阴 山 之 礝

碈，一策也；燕 之 紫 山 白 金，一 策 也；发、朝

鲜之文皮，一 策 也；汝、汉 水 之 右 衢 黄 金，
一策也；江 阳 之 珠，一 策 也；秦 明 山 之 曾

青，一策也；禺 氏 边 山 之 玉，一 策 也。此 谓

以寡 为 多，以 狭 为 广。天 下 之 数 尽 于 轻

重矣。”［１０］１６２

管子所说的边山之玉，是作为当时国 家 重

要战略资源而提及的。边山具体的地理距离，
下文有所交代：“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黄金起于

汝汉水之右衢，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

七千八百 里，其 途 远，其 至 阨。故 先 王 度 用 其

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

币。先王高下中币，利下上之用。”在《轻重甲》
篇中又一次提及玉矿，表明尧舜时代获得北方

玉料的方式之一，是靠朝贡的交换方式：
禺氏不朝，请 以 白 璧 为 币 乎？昆 仑 之

虚不朝，请 以 嵺 琳、琅 玕 为 币 乎？ 故 夫 握

而不见于手，含而不见于 口，而 辟 千 金 者，
珠也；然 后，八 千 里 之 吴 越 可 得 而 朝 也。
一豹之 皮，容 金 而 金 也；然 后，八 千 里 之

发、朝鲜 可 得 而 朝 也。怀 而 不 见 于 抱，挟

而不见于 掖，而 辟 千 金 者，白 璧 也；然 后，
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１０］１６３

从珠玉资源的输送方向看：边缘性的 资 源

对中央政 权 的 供 给 是 多 方 向 运 动 的：玉 石，自

北而南；珠，自 南 而 北。两 种 资 源 供 给 路 线 图

大致勾 勒 出 早 期 华 夏 国 家 的 地 域 控 制 范 围。
即北至边山，南抵江汉。石峁玉器的生产和使

用的具体地理位置，表明这个权倾一时的巨大

方国，正是 处 在 中 原 王 朝 以 北 的 稍 远 地 区，使

得“尧 舜 北 用 禺 氏 之 玉”的 判 断 得 以 落 实 到

４３００年前的 河 套 地 区 北 方 豪 强 势 力。虽 然 其

距离中 原 的 里 程 远 没 有“八 千 里”之 遥，所 谓

“八千里”之说，一定包括禺氏从新疆昆仑山向

东输送玉石的全程距离吧。
在当今国际考古学界，受到沃勒斯坦 的 世

界体系 理 论（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影 响，学 者

们开始关 注 大 范 围 空 间 系 统 中 的 文 化 相 互 作

用关系：“关注区域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其中

周边区域为核心区域提供原料，而核心区域则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所有地区的经

济和政治 发 展 受 制 于 它 们 在 该 系 统 中 作 用 变

化的影响。菲利普·科尔认为，古代的世界系

统很可 能 仅 在 表 面 上 类 似 现 代 的 世 界 系 统。
特别是他声称，核心和周边的等级关系很可能

远不如现代的稳定，而政治力量在调节这种等

级关系上，可能发挥着更显著的作用。个人和

群体的 迁 徙 也 再 次 被 讨 论。而 最 重 要 的 是 意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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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社会 与 相 邻 的 社 会 而 言，就 像 它 们 与 自

然环境的 关 系 一 样，并 非 一 种 封 闭 的 系 统，一

个社会或 文 化 的 发 展 很 可 能 受 制 于 它 所 置 身

其中的一个较大社会网络，或受其影响。人们

也日益意识到，也值得对主导这些进程的规则

本身进行 科 学 的 考 察。”［１４］３３１华 夏 文 明 起 源 期

形成的数千公里资源供应链，充分表明这个文

明国家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出自边缘地区，对

此资源的需求却不是出自边地，而出自中原核

心地区。这种资源依赖格局还能够说明：这一

文明国家 为 什 么 直 到 今 日 都 一 定 要 把 河 西 走

廊以西地 区 的 不 同 民 族 视 为 统 一 的 文 化 共 同

体成员，将新疆的广大地区看成统一国土的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华夏文明之黄河摇篮说的更新

在关于文 明 起 源 的 理 论 中，有 所 谓“大 河

流域”说。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的经典

著作《技术与文明》一书指出：
文明总是沿着大 河 的 流 域 在 发 展：黄

河、底格里 斯 河、尼 罗 河、幼 发 拉 底 河、莱

茵河、多瑙河以及泰晤士 河。也 许 海 洋 两

端的文明算是某种例外，在那里海洋 代 替

了河流。各 种 早 期 的 技 术 就 在 这 种 原 始

的流域背景下发展着。［１５］５９

从世界最古老的五大文明古国情况 看，芒

福德列举的几大河流还应该加上印度河，这样

即可完满 地 将 每 一 个 古 文 明 的 发 生 落 实 到 一

条母亲 河 的 孕 育。依 次 分 别 是：底 格 里 斯 河、
幼发拉底 河 流 域（合 称 两 河 流 域）孕 育 的 苏 美

尔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孕育的古埃

及文明；印 度 河 流 域 孕 育 的 印 度 文 明；黄 河 流

域孕育 的 华 夏 文 明。由 于 大 河 流 域 与 文 明 古

国发生的对应性十分醒目，以至于美国历史学

家魏特夫在２０世纪中期提出一种新的文明起

源理论：挑战－应战模式下的水利灌溉说。即每

一文明古 国 的 起 源 都 遵 循 着 人 类 应 对 大 河 泛

滥的环境挑战需求，通过人工建设水利设施而

实现灌溉农业，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伟大的城市

文明。仔细 地 而 不 是 笼 统 地 辨 析 华 夏 文 明 起

源与黄河的关系，我们看到华夏文明初始期根

本没有也 不 可 能 有 利 用 黄 河 之 水 利 建 立 大 规

模灌溉 农 业 的 情 况。黄 土 地 的 生 态 特 性 选 择

的唯一本土性粮食作物是耐干旱的小米，这样

在外来输入的小麦进入黄河中游地区以前，也

就不需 要 什 么 灌 溉 农 业。这 个 事 实 意 味 着 华

夏文明起 源 的 黄 河 摇 篮 说 需 要 重 新 界 定 理 论

方向：黄河不是作为集约化农耕生产的水利灌

溉条件而发挥拉动文明起源之作用的，穿越整

个黄土高原区的黄河，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河

流之一，主要是作为中原文明所依赖的外地资

源的水 路 运 输 渠 道 而 拉 动 文 明 起 源 的。仅 此

一个微妙的区别，就让我们不能认同魏特夫的

水利说文明起源的普世论调，需要提出符合国

情的中 国 人 自 己 的 华 夏 起 源 观。玉 石 之 路 黄

河段的研究课题，将会带来研究格局的更新与

文化观念的更新［１６］。从《尚书·禹贡》到《水经

注》，华夏 九 州 大 地 上 的 河 流 怎 样 从 文 明 起 源

期就承担远距离的资源调配作用，值得结合考

古新发现情况做出全盘的考量。
东亚洲的青铜时代到来之前，是不是 先 有

一个玉 器 时 代 作 为 铺 垫 呢？ 铜 矿 和 其 他 金 属

矿石起初被先民发现之际，其实也都是某种特

殊石头。据 此 可 以 说 冶 金 术 的 起 源 确 实 以 石

器时代 切 磋 琢 磨 的 攻 玉 实 践 为 前 身。如 果 要

在漫长无 比 的 石 器 时 代 中 划 分 出 早 段 无 玉 器

时代和晚段有玉器时代，那么原有的旧石器时

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划分就不够用了，需要在新

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时代初期之间，重新划分

出一个 玉 器 时 代。对 于 华 夏 文 明 的 特 殊 文 化

基因而言，玉器时代的孕育作用至关重要。问

题在于阐 明 玉 器 从 石 器 中 被 筛 选 而 出 的 观 念

因素是什么。刘易斯·芒福德的说法是：
在挖掘、采石和采矿之间并没有明显 的 分

界。发现石英的露天岩层，也同样可能展现黄

金；黏土河岸的河流中也可能闪现一颗或两颗

金粒。它们对于原始人之所以可贵，不仅是因

为其稀有，而且是因为它们柔软，能延展，不易

氧化，不用火就能加工。在所谓的金属时代到

来之前，人 们 应 用 的 是 黄 金、琥 珀 和 玉 石。它

们受人珍重主要不是因为能制作什么，而是因

为它们 的 稀 有 及 奇 异 的 性 质。人 们 对 这 些 稀

有物质的 追 求 与 扩 大 食 物 来 源 或 感 官 的 舒 适

毫无关系：因为在发明资本主义和批量生产之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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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很久，人 类 就 已 经 不 仅 能 满 足 生 存 需 求，而

且有更多的精力了。［１５］６７

难道仅仅 由 于“稀 有 和 奇 异”就 能 被 人 珍

视甚至 推 崇 备 至 吗？看 来 至 少 还 需 要 从 史 前

信仰观念上说明问题，那就要落实到玉石神话

的形成 和 传 播。有 关 夏 代 的 历 史 记 忆 中 充 满

着各位统治者与崇玉、佩玉和用玉的传说。从

鲧生禹和涂山氏生启的方式看，是石中生出玉

的现象 之 神 话 拟 人 化；从 禹 之 玉 圭 和 启 之 玉

璜，到夏桀之玉门、瑶台，可以说整个有关夏代

的想象都离不开玉的神话信仰，这或许并非空

穴来风。国 人 都 熟 悉 瑶 台 是 华 夏 神 话 中 的 专

名，特指 掌 管 不 死 仙 药 的 女 神 西 王 母 的 居 所，
又称瑶池。夏桀建瑶台，莫非要在人间营造一

个模仿 昆 仑 山 的 神 仙 永 生 世 界？ 石 峁 石 城 发

掘出４０００年前建筑用玉景观，让争议夏代是否

存在的双方人士都会有新的思考：肯定夏代存

在的一方 需 要 探 讨 石 峁 建 城 用 玉 与 夏 代 玉 文

化的关系；否认夏代存在的一方则可思索相当

于夏代纪年的石峁城之民族属性与文化归属，
还有其玉料的来龙去脉［１８］；甚至从河套地区的

方国政权统治势力及辐射规模，重新审视中原

文明崛起的外来影响要素［１９］，尤其是北方草原

游牧文化 带 的 形 成 及 其 与 中 原 农 业 文 明 的 冲

突、互动及融合［２１］１２８－１４９。

四、石峁玉器解读：通神、避邪的

玉教神话观

　　笔者 去 年 夏 以 来 三 次 走 访 石 峁 的 龙 山 文

化古城遗 址，从 考 古 现 场 得 知，有 中 国 史 前 最

大城市之称的石峁城有４００万平米，２０１２年发

掘清理的只是该石城的一座东门，在垮塌的墙

体中发掘 出 六 件 玉 器，分 别 是 玉 铲、玉 璜 和 玉

璜残件。陕 西 当 地 学 者 有 人 将 石 峁 古 城 看 作

黄帝集 团 的 遗 址。其 文 章 在《光 明 日 报》刊 登

并引起争论。不过，从石峁城墙中木料取样的

碳十四测年结果看，建城和使用的年代在距今

４３００年至４０００年间。约相当于夏代早期及更

早些的传说时代即唐尧虞舜时代，与自古相传

的黄帝５０００年说，尚有近千年的差距。根据以

往研究经验，不宜轻易将史前考古遗址同传说

的某一位古帝王直接挂钩，因为此类挂钩来自

主观猜测，容易引起持久的争议，很难证实，除

非有考古 发 现 的 文 字 记 录 或 其 他 较 确 实 的 符

号系统 证 明。就 连 河 南 二 里 头 遗 址 是 不 是 夏

代都城所 在，至 今 还 有 争 议，更 不 用 说 石 峁 遗

址是不是黄帝群团的遗迹了。
目前更需要学界关注和解释的是：相 当 于

夏代的四 千 多 年 前 的 古 城 墙 建 筑 用 玉 现 象 意

味着什 么？ 这 一 现 象 和 古 书 记 载 中 有 关 夏 代

帝王的事迹有没有对应点？如果有，又该做出

何种联 系 和 因 果 解 释。石 峁 当 地 出 古 玉 的 名

声已有 半 个 多 世 纪。陕 北 民 间 一 直 有 大 量 玉

器外流，学界却弄不大清楚具体出处。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戴应新先生到当

地调研时，曾 经 通 过 村 干 部 动 员，一 次 就 从 石

峁村民手中采集到玉器１２６件［２２］２２８－２３９。当地

农民的 一 个 说 法 就 是 玉 器 来 自 石 墙 的 墙 体。
为了获取 古 玉，许 多 墙 体 遭 到 盗 掘 和 破 坏，现

在残存 的 城 墙 已 经 十 分 破 败 和 零 碎。由 于 这

一带地区本来就是明代长城分布的地区，人们

也就一直 以 为 这 些 藏 玉 的 石 城 属 于 明 长 城 残

部。现在终于真相大白：这些残垣断壁是史前

期的龙 山 文 化 先 民 修 筑 和 使 用 的。该 城 在 距

今约４０００年时被废弃后，并没有发现商代及其

以后的 建 筑 和 遗 物。这 意 味 着 石 峁 古 城 代 表

的是一 种 失 落 的 文 化。石 峁 的 玉 器 生 产 和 使

用并没有在当地的后世文化中传承下来，而是

传播到其他地域。可能的传播方向一是向西，
进入宁夏甘肃青海地区，成为齐家文化玉器的

源头之一；二 是 向 南，成 为 延 安 和 关 中 等 地 龙

山文化玉器的源头，并辗转而波及影响到河洛

地区二 里 头 文 化 玉 器 及 商 代 玉 器。二 里 头 遗

址高等级墓 葬 出 土 的 玉 刀 玉 璋 组 合（图２），从

形制和墨玉用料看，均与石峁玉刀玉璋如出一

辙（图３），或可作为文化关联的很好物证。

２０１２年夏通 过 答 辩 的 山 东 大 学 杨 谦 的 硕

士论文《商代中原地区建筑类祭祀研究》，将商

代建 筑 仪 式 划 分 为 三 类：奠 祭、祀 墙 和 祀 门。
三种仪 式 中 仅 有 祀 门 仪 式 使 用 玉 器。如 今 看

来，建筑仪式用玉的传统也是殷商人继承的史

前文化 传 统。石 峁 古 城 还 有 一 个 让 人 惊 悚 的

发现：城墙东门路面下和墙基外侧有两处集中

埋放人头的遗迹，每处都是２４个人头。头骨以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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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二里头遗址出土墨玉璋，

２０１２年摄于国家博物馆玉器馆

　

图３　石峁遗址采集墨玉璋，

２０１１年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年轻女性居多，部 分 头 骨 有 明 显 的 砍 斫 痕 迹。
先民建 造 城 池 用 砍 人 头 的 行 为 作 为 奠 基 礼，
这和建筑用玉的辟邪 目 的 是 一 致 的。２０１２年

发掘清理的只是 古 城 地 势 最 高 处 的 一 座 东 城

门，就发现两处４８位 牺 牲 者 的 头 颅。２０１３年

６月笔者再度考察时，人 头 坑 的 数 量 已 经 增 加

到４个，开始发 掘 的 东 门 北 侧 城 墙 基 址 下 方，
延墙体 伸 展 的 方 向 有 新 发 现 的 两 个 人 头 坑，
大坑中依 然 有２４个 人 头（图４），小 坑 中 则 发

掘出６个人头。奠基用人 头 数 量 已 经 达 到７８
个之多。照此推 测，全 城（外 城 墙 现 存 长 度 约

４　２００米，内城墙现存长 度 约５　７００米，合 计 长

度将 近１０公 里）之 下 不 知 有 多 少 被 砍 的 人

头？这７８个骷 髅 多 为 年 轻 女 子 之 头，她 们 和

石峁建城者和统 治 者 有 怎 样 的 关 系？ 是 敌 对

一方的 俘 虏 被 残 杀，还 是 同 族 的 自 愿 牺 牲 者

行为？这一切还都是谜。
辟邪的“辟”字，下方加上玉 字 就 是 代 表 玉

礼器的“璧”，可象征精神上的通神、防御和保佑；
下方加上土字就是代表城墙的“壁”，代表现实的

防御和保护。避邪需要人头祭祀的情况，在中原

龙山文化的建筑仪式遗迹中多有发现，但从来没

图４　石峁城基下的祭祀人头坑，

２０１３年６月摄于工地

　
有发现使用这么多人头的。辟邪用玉用 金（金

属）的情况，在华夏周边的少数民族建筑奠基礼

上至今还能见到。联系到石峁遗址出土的玉雕

人头像（图５），以及石雕巨型人面像（图６）等，四
千年前先民用玉的辟邪神话功能将呈现得十分

明显。有关史前时代的石雕或陶塑人头人面等，
萧兵先生均从辟邪意义上去理解。他写道：

李水城《从大溪出土石雕 人 面 谈 几 个

问题》认为。它（即玉雕人面）确实可能 是

一种“护 身 符 性 质 的 形 象 化 灵 物”。它 出

现在一座儿童墓中，我们觉得就更可 能 是

辟邪护身的“佩饰”，就好像后来的贾宝玉

佩戴“通 灵 宝 玉”，一 般 孩 子 戴“金 锁”项

圈、虎面佩饰一 样———至 于 那 人 面 所“属”
还难 于 认 定，只 是 可 以 肯 定，无 论 是 祖 灵

或人神造 像，抑 或 猎 获 的“敌 枭”造 像，都

具有辟除邪恶的功能。［２３］７５

图５　石峁遗址采集玉人头像，

２００８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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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石峁遗址出土石雕人头像，

２０１３摄于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

　
　　结合石峁建城用玉器于墙壁中的情况看，
《红楼梦》等 文 学 作 品 表 现 的 玉 器 能 够 辟 邪 护

身的观念，后 世 普 及 流 行 于 民 间，其 源 头 显 然

来自史 前 大 传 统 的 玉 石 神 话 信 仰。玉 器 或 玉

质建筑物的想象，其观念原型即神话中的神仙

所居之地。《穆天子传》卷三云：
天子宾于西王母，天 子 觞 西 王 母 于 瑶

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 谣 曰：“白 云 在 天，
山陵自出。道 里 悠 远，山 川 间 之。将 子 无

死，尚能 复 来。”天 子 答 之 曰：“予 归 东 土，
和治诸夏。万 民 平 均，吾 顾 见 汝。比 及 三

年，将复而野。”
后世文学有关瑶池或瑶台的想象再 造，总

是和玉界仙境联系在一起。如“仙宫莫非也寂

寞，子 夜 乘 风 下 瑶 台”“若 非 群 玉 山 头 见，会 向

瑶台月下逢”“飞雪漫天传圣讯，速邀芳客赴瑶

台”“瑶 台 休 更 觅，只 此 即 神 仙”，等 等，皆 是 其

例。夏代帝王用美玉砌成的楼台，从命名上看

就是模拟昆仑山玉界的。除了瑶台之外，还有

所谓“璇 室”，特 指 饰 有 璇 玉 的 宫 室。“璇”通

“旋”故又写作“旋室”。有一种说法认为，指装

有旋 转 机 关 的 宫 室。《淮 南 子·墬 形 训》：“倾

宫、旋室、县圃、凉风、樊 桐，在 昆 仑 阊 阖 之 中。”
高诱注：“旋 室，以 旋 玉 饰 室 也。一 说，室 旋 机

关可转旋，故曰旋室。”从石峁玉器中多见的玉

璇玑的现象看，璇室的原型或许和玉璇玑本身

的神话宇宙论意蕴有关，值得进一步探究。在

有关夏代 玉 质 建 筑 物 的 三 种 名 目 中，唯 有“玉

门”一项成为华夏文明史上著名的河西走廊地

名和关口名，而且其地点就在向中原输送和田

玉的玉石之路枢纽上。
玉门关遗 址 位 于 甘 肃 省 敦 煌 市 城 西 北８０

公里的戈 壁 滩 上，一 名 小 方 盘 城，是 长 城 西 端

重要关口。现存的玉门关城垣完整，总体呈方

形，东西长２４米，南 北 宽２６．４米，残 垣 高９．７
米，全为黄胶土筑成，面积６３３平方米，西墙、北
墙各开一 门，城 北 坡 下 有 东 西 大 车 道，是 历 史

上中原 和 西 域 诸 国 来 往 及 邮 驿 之 路。玉 门 关

为什么叫玉门关的问题，民间文学的叙事给出

更加贴近上古信仰的解释：玉门关原来不叫玉

门，而 叫 小 方 盘 城。由 于 和 田 玉 大 量 输 入 中

原，数千里路上的主要运载工具是骆驼。骆驼

队一旦进入小方盘城就卧地害病，这使押运玉

石的官员十分恼火。有一位回鹘老人说：骆驼

害病是由于被运送的玉石在作怪，需要为之祈

祷和安 抚。具 体 做 法 是 在 小 方 盘 城 的 城 门 上

砌一圈 玉 石。玉石进关时见到城上有光泽，以

为仍在和田故土，就不作怪了。官员听从回鹘老

人的劝说，在小方盘城城门上方砌了一圈晶莹光

润的玉石，小方盘城也就改名叫玉门关了。［２４］

根据原始信仰的万物有灵观念，草木 石 头

等自然 物 都 是 像 人 一 样 的 有 灵 之 活 物。玉 石

通灵的观 念 直 接 源 于 玉 石 通 神 的 观 念 与 长 期

祭祀实践。具体而言，这一套玉教信仰观念的

核心在于如下几点：其一，神灵高高在上，看不

到也摸不 到。其 二，世 间 稀 有 的 玉 石，即 代 表

着下到凡间的神灵，使得遥不可及的神灵变得

具体 而 实 在。其 三，玉 石 之 所 以 能 够 代 表 神

灵，主要因 为 玉 石 的 颜 色 和 半 透 明 性，近 似 天

空之体。于 是 先 民 在 想 象 中 将 玉 类 比 于 天 和

天神。其四，用 玉 石 于 祭 祀 礼 仪 活 动，就 好 比

信仰者直接感触到超自然存在，实现人神沟通

和天人沟通。其五，最初的玉教形式就是石头

崇拜和石头祭祀。祭祀玉石如神在：如羌族的

白石崇拜。其六，用玉石作材料，制作出象征圆

天的玉 礼 器———玉 璧，专 门 用 于 祭 祀 仪 式。看

《尚书·顾命》篇的周公祭祀、《穆天子传》的穆天

子与河宗氏祭祀黄河，《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山川

祭祀情况，可知华夏祭礼文化在西周时期已经完

成改造升级，即以玉璧为主体的玉礼器体系。
石峁城东门山墙体中发现玉器，表明 那 也

是四 千 年 前 古 人 心 目 中 的 一 座“玉 门”。最 有

参照意义的解读旁证，出自云南兰坪河西一带

普米族在建筑奠基仪式上演唱的《祭中柱》歌，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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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歌词云：
我们寻找一个藏金埋玉的地方

打上地基的围栏

挖了第一锄基槽

埋下了第一个基石［２５］

普米族的建筑选址讲究 “藏金埋玉”之地，
这样的祭 祀 歌 词 听 起 来 像 是 文 学 性 的 夸 张 或

夸饰，但是如此措辞中带出的宗教信仰意蕴不

在于炫富和奢侈，而是具有祈祷和辟邪的双重

作用，那就是借助于金与玉的通神作用实现辟

邪驱魔 之 法 力。可 以 和 四 千 年 前 石 峁 建 城 者

的辟邪行为———墙体中藏玉和墙 基 下 埋 人 头，
相提并论，相互对照和诠释。

陕西礼泉县流传的唐太宗李世民修建陵墓

选址的民间传说，也有先选风水宝地，然后埋下

一枚玉钱，压石为记的细节。玉钱自汉朝起就有

生产和使用。但是玉钱并不能用作在市面上流

通的货币，而是用于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祈祷祭

祀场合。建筑必须先破土，才能动工，用人做牺

牲和用玉钱埋到地下，此类行为都潜含有向地鬼

买地谢罪的宗教意图。玉和人头一样，具有强烈

的避邪神话意蕴。此类民间口碑资料虽然产生

年代较晚，但是其中体现的玉器通神通灵作用，
依然可以作为第三重证据，给玉教观念支配下的

华夏文化文本解读，带来必要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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