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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龙山时代的玉器西传与文化融合

□张远山

（上海 200435）

【内容摘要】该文为作者所创伏羲学第二部分《玉器之道》系列论文之九。根据考古、

文献双重证据，论证湖北石家河文化是西扩南蛮支族的文化，是中古楚族的祖族；黄

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伏羲祖族的文化，黄河中游的陶寺文化是东扩伏羲支族的文

化；陕北石峁文化是西扩黄帝支族的文化，是中古夏族的祖族。龙山时代华夏东部玉

器三族的玉器文化沿着长江、黄河、长城一线西传，产生了长江中游西扩南蛮支族的

石家河文化玉器，黄河中上游的龙山伏羲族陶寺文化玉器和齐家文化玉器，长城以

北西扩黄帝支族的石峁文化玉器。龙山时代的伏羲族彩陶文化东传和玉器三族玉器

文化西传，完成了上古华夏四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奠定了中古夏商周文化的基础。

【关 键 词】石家河南蛮族玉器；龙山伏羲族玉器；石峁黄帝族玉器；夏代黄帝

             族源于石峁黄帝族。

【作者简介】张远山，作家，学者，现居上海。研究先秦诸子、中华道术三十余年，

                          创立新庄学、新老学、伏羲学三学。

弁言、龙山玉器的三线西传

上古华夏的玉器文化，由玉器三族共

同创造。黄帝族玉器是杰出的开端，南蛮族

玉器是伟大的超越，东夷族玉器是卓越的

综合。经过玉器三族从先仰韶期（公元前

6000—前5000年）至仰韶期（公元前5000—

前3000年）的三千年发展，到了龙山期（公

元前3000—前2000年）一千年，上古华夏玉

器抵达了辉煌的顶峰。

前面三文分述了玉器三族的玉器特

色和不同贡献，均已部分涉及龙山时代。

比如黄帝族的小河沿文化（公元前 3000—

前 2500 年），从龙山初期延续至龙山中期。

东夷族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 4500—前

2500 年），从仰韶中期延续至龙山中期；东

夷族的凌家滩文化（公元前 3800—前 2000

年）仰韶中晚期延续至龙山末期。南蛮族

的良渚文化（公元前 3300—前 2000 年），

从仰韶晚期延续至龙山末期。

本文描述龙山中晚期（公元前 2500—

前 2000 年）华夏东部沿海玉器三族的玉

器文化，通过三大路径西传华夏内陆的中

部和西部：南线是从长江下游传播至长江

中游的西扩南蛮支族石家河文化玉器，中

线是从黄河下游传播至黄河中上游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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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时代伏羲族玉器，北线是从内蒙古东部

草原传播至内蒙古中西部草原的西扩黄

帝支族石峁文化玉器。

龙山中期以前的伏羲族彩陶文化东

传和龙山中期以后的玉器三族玉器文化

西传，完成了上古四千年华夏四族的文化

交流和文化融合，奠定了中古至今四千年

的中华文化基础。

一、西扩南蛮支族：

石家河文化玉器

龙山中期以后玉器西传的南线，导致

了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公元前 2600—

前 2200 年）玉器。本节先言石家河文化的

族属和来源，再言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

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

1．石家河文化的族属和来源。上古

时代的长江中游，共有前后相续的四种文

化类型。一是从四川东部延伸至湖南西南

部，分布于沅水流域的高庙文化（公元前

5800—前 4500 年）；二是从四川东部延伸

至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分布于长江中

游、洞庭湖周边的大溪文化（公元前 4500—

前 3300 年）；三是与大溪文化区域基本重

叠 的 屈 家 岭 文 化（公 元 前 3300—前 2600

年）；四是与屈家岭文化区域基本重叠的石

家河文化（公元前 2600—前 2200 年）。

由于四种文化类型的分布区域交叉

重叠，导致了族属判别的重大困难，但是

根据有无彩陶、有无玉器以及纹样承续关

系，即可判别四种文化类型的族属和来源。

伏羲族的主要标志，是伏羲族彩陶及

其天文历法纹样。先仰韶期的甘肃天水大

地湾，彩陶上已有地轴倾斜纹和天象循环

纹（图 1-1— 4）。仰韶中期的四川巫山大

溪，出现了类似于甘肃大地湾的地轴倾斜

纹和天象循环纹（图 1-5、6），证明其为从

甘肃南下的南扩伏羲支族。仰韶中期的湖

北枝江关庙山（图 1-7、8）和湖北松滋桂花

树[1]，也出现了与四川大溪相同的地轴倾

斜纹和天象循环纹，证明其为从四川东进

的南扩伏羲支族。而且湖南、湖北两省从

西部到东部，伏羲族的彩陶逐渐减少，南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图1  伏羲族彩陶南传东传
1—4甘肃大地湾，5、6四川大溪，7、8湖北枝江关庙山

1                              2                     3            4

5             6            →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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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伏羲族八角星东传

 1湖南怀化松溪口　2、3湖南安乡汤家岗　4湖北秭归柳林溪　5青海柳湾

6江西　7上海　8—11江苏　12安徽　13山东　14内蒙

蛮族的灰陶、黑陶渐多，也证实了南扩伏

羲支族与西扩南蛮支族的基本势力范围。

伏羲族的另一重要标志，是伏羲族天

文台“昆仑台”的专用符号“八角星”。伏羲

族八角星的精确内涵已见前文《昆仑台传

播史》，本文不再重复。

目前考古所见的伏羲族八角星雏形，

见于仰韶中期（公元前4600年）高庙文化的

湖南怀化松溪口遗址（图2-1），四正四维各

有一山，是伏羲连山历的标志。稍后见于大

溪文化（公元前4500年）的湖南安乡汤家岗

（图2-2、3）、湖北秭归柳林溪（图2-4），已是

伏羲族八角星的标准型。湖北秭归柳林溪的

八角星，北传伏羲祖族的青海柳湾（图2-5），

两者风格相同。湖南安乡汤家岗的八角星，

东传南蛮族的江西靖安郑家坳（图1-6）、上

海崧泽（图2-7），江苏昆山绰墩（图2-8）、武

进潘家塘（图1-9）、海安青墩（图2-10）、邳

县大墩子（图2-11），又北传东夷族的安徽凌

家滩（图2-12）、山东大汶口（图2-13），最后

北传黄帝族的内蒙小河沿（图2-14）[2]。

伏羲族也与玉器三族一样，以猪的眼

鼻四孔拟形北斗七星的斗魁四星，因而伏羲

族彩陶上也有北斗猪神。主要强调眼鼻四

孔，而不强调野猪獠牙。甘肃天水王家阴洼

出土的葫芦形彩陶罐（图3-1），四面画了四

个北斗猪神，标示四季北斗的循环旋转。猪

眼的眼珠，标示太阳。猪眼的眼白，标示月

亮。精妙绝伦的图像思维，令人叹为观止。甘

肃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图3-2），北斗猪神的

眼珠、眼白仍然标示太阳、月亮，猪鼻二孔改

为标示阳半年、阴半年的两仪纹，辅以标示

伏羲连山历的南北对顶山、东西对顶山。

南扩伏羲支族的湖南高庙文化，彩

陶上也有北斗猪神纹样，不再强调眼鼻四

孔，而是强调野猪獠牙：早期纹样较为写

实，仅有两个下獠牙（图 3-3）。后期纹样较

为夸张，变成了上下交叉的四个獠牙（图

3-4、5、6）[3]。甘肃伏羲祖族强调猪的眼鼻

四孔，注重的是天文内涵。南扩伏羲支族

强调野猪獠牙，注重的是宗教内涵，亦即

强调天神（天象之神）的威力。后者之宗教

内涵，是前者之天文内涵的发展和神化，

充分证明了宗教崇拜源于天象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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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伏羲族北斗猪神南传：1、2甘肃大地湾，3—6湖南高庙

仰韶晚期，良渚文化（公元前 3300—

前 2000 年）强势崛起，四方扩张，西扩到

达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周边，与伏羲族的高

庙文化、大溪文化相遇，形成了西扩南蛮

支族的屈家岭文化（公元前 3300—前 2600

年），既有作为南蛮族陶器标志的大量黑

陶，又有接受伏羲族影响的少量彩陶，也

有少量简单玉器。

龙山中期以后，屈家岭文化区域出

现了大量精美玉器，抵达了西扩南蛮支族

的玉器顶峰，形成了石家河文化（公元前

2600—前2200年），又称“湖北龙山文化”。

综上所述，长江中游上古文化的四种

类型，高庙文化、大溪文化是彩陶文化，族

属是南扩伏羲支族。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

化是玉器文化，族属是西扩南蛮支族。高庙

文化、大溪文化的少量玉器，来自西扩南蛮

支族的影响[4]。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

少量彩陶，来自南扩伏羲支族的影响。西扩

南蛮支族的石家河文化，承袭西扩南蛮支

族此前的屈家岭文化。而其玉器形制和玉

器纹样，主要承袭南蛮祖族的良渚玉器，同

时接受了伏羲族彩陶、黄帝族玉器、东夷族

玉器的综合影响，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

石家河南蛮族以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为都

城，城址面积 120 万平米。出土玉器的石家

河文化重要遗址（图 4）[5]，湖北省境内有天

门市的肖家屋脊、罗家柏岭，荆州市的汪家

场屋、枣林岗，钟祥市的六合等遗址，湖南

省境内有常德市的孙家岗、度家岗等遗址。

2．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器。石家河南

蛮族与玉器三族一样，以北极帝星为天文

中心，以北斗七星为天文核心；以北极玉

帝为至高神，以北斗猪神为次高神。政治

建构也以酋长对位北斗七星、北斗猪神。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猪冢（图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1                    2                                   → 3

4                                                           5                  6

图4  石家河文化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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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类似于兴隆洼黄帝族酋长与雌雄双

猪合葬（详见前文《黄帝族玉器总论》），以

及凌家滩东夷族酋长用玉猪为镇墓神兽

（详见前文《东夷族玉器总论》），证明石家

河南蛮族同样崇拜北斗猪神。因此湖北天

门邓家湾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陶猪（图

5-2）[6]，也非普通凡猪，而是北斗猪神。由

于石家河文化的北极玉帝是极斗合一的

至高神，所以石家河玉器没有北斗猪神，

仅有大量的北极玉帝。

石家河玉器同样遵循观天玉器衍生

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华夏玉

器基本原理。其观天玉器已见前文《观天

玉器总论》，其祭天玉器则有北极玉帝、刻

纹玉圭，以及玉璧、玉琮、玉璋等等。

其一，石家河文化的北极玉帝。石家

河文化的北极玉帝，既有大量出土品，也

有大量传世品，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

类石家河玉帝是鹰冕玉帝，源于高庙文化

北斗猪神与良渚文化北极玉帝的融合。

仰韶初期，南扩伏羲支族的高庙文

化创造了夸张野猪獠牙的北斗猪神（图

6-1）。仰韶中期，高庙文化的北斗猪神、

八角星等文化元素，从长江中游东传长江

下游的南蛮祖族崧泽文化。仰韶晚期，良

渚南蛮族以高庙文化的北斗猪神为基础，

创造了分为上下两部分的北极玉帝（图

6-2）：下半部分的玉帝坐骑北斗猪神，酷

似高庙文化的北斗猪神，也有上下交叉的

野猪獠牙。上半部分的北极玉帝，则是良

渚南蛮族的创制。两者合为良渚国徽“天

帝骑猪巡天图”。龙山中期，石家河南蛮族

又把高庙文化的北斗猪神和良渚文化的

北极玉帝予以融合，创造了石家河文化的

北极玉帝主型：鹰冕玉帝。

鹰冕玉帝的早期形态（图 6-3），与良

渚玉帝一样分为上下两部分，又予改进：拟

形北极覆斗的良渚玉帝天盖帝冕，改为业

字形的天鹰帝冕。拟形北斗仰斗的玉帝坐

骑北斗猪神，参照高庙文化的北斗猪神，夸

张野猪獠牙，但把猪脸改为人脸，额部仿照

业字形的天鹰帝冕，成为业字形的天鹰帝

额。于是石家河玉帝不再包含北极玉帝的

坐骑北斗猪神，成为极斗合一的北极玉帝。

由于鹰冕玉帝的早期形态模仿了良

渚玉帝的上下结构，分为鹰形帝冕、人形

帝面两大部分，导致帝冕、帝额重复了两

个业字形；于是鹰冕玉帝的中期形态（图

6-5— 11），把两个业字形简化为帝额的一

个业字形。本文所举七例，可以分为两组。

第一组三例，既有湖北天门肖家屋脊

的出土品（图 6-5），也有大英博物馆、美国

福格美术馆的收藏品（图6-6、7）。由于良渚

玉琮把神像刻于四角（图6-4），于是石家河

鹰冕玉帝的额部模仿了良渚玉琮的折角，

前两例是立体折角，后一例转为平面尖角。

第二组四例。前三例分别是陕西长安

沣西西周墓地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遗物（图

6-8），美国华盛顿斯密森宁研究院、旧金山

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收藏品（图6-9、10）。第四

例是石家河遗址2015年12月的出土品（图

图5  石家河北斗猪神：1猪冢，2陶猪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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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图6  石家河北极玉帝主型：鹰冕玉帝

1                          → 3                  ← 2                  

↓

4                   →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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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证明前三例均为石家河文化遗物。

鹰冕玉帝的晚期形态，又把帝冕的业

字形变成了介字形（图 6-12— 15）。本文所

举四例，分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

（图 6-12），陕西岐山凤雏村甲组西周宫室

基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遗物（图 6-13），美

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

收藏品（图 6-14、15）[7]。

总观鹰冕玉帝的演变谱系可知：后期

形态的介字形鹰冕，并非源于早期形态、

中期形态的业字形鹰冕，而是源于良渚玉

帝的天盖形帝冕（图 6-2），说明在石家河

文化晚期，良渚文化的影响力由于某种原

因而再次强化。

中期形态和晚期形态的共同特征是，

把早期形态的上下结构融合为一；区别

特征是，中期形态的天鹰帝冕是两边上翘

的业字形，晚期形态的天盖帝冕是两边下

弯的介字形。鹰冕玉帝的早期形态，双目

浑圆如星，不加眼框。鹰冕玉帝的中期形

态、晚期形态，双目仍然浑圆如星，同时另

增眼框，成为华夏最早的臣字眼。夏商周

玉器、青铜器的北极天帝、北极天鹰，大量

承袭石家河玉帝的臣字眼。中期形态的

数量最多，证明其为石家河鹰冕玉帝的定

制。但其不足在于，野猪獠牙原属高庙文

化、良渚文化的北斗猪神，由于石家河玉

帝是极斗合一的天帝，于是原为北斗猪神

标志的野猪獠牙，成了石家河北极玉帝的

标志。为了避免北极玉帝被误解为北斗

猪神，中期形态的第二种表达做了两项调

整（图 6-10）：一是去除野猪獠牙，强调其

非北斗猪神；二是放大拟形北极覆斗的帝

冕，强调其为北极天帝。于是形成了石家

河鹰冕玉帝的两大纹样：一种有野猪獠

牙，一种无野猪獠牙。

鹰冕玉帝的中期形态和晚期形态，都

把早期形态帝冕、帝额的两个业字形简化

为一个业字形，尽管鹰冕玉帝更加浑然天

成，不再分为上下两部分，但其重大不足

是导致了业字形北极天鹰的隐形，淡化了

北极玉帝的天文对位。于是石家河南蛮族

又把早期形态上部的北极天鹰独立出来

（图 7-1），见于肖家屋脊出土的北极天鹰

（图 7-2），又见于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

收藏的北极天鹰璇玑（图 7-3）[8]。独立出

图7  石家河北极天鹰两大纹样：1业字形鹰冕，2、3介字形天鹰

1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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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北极天鹰，并非早期形态、中期形态

的业字形，而是晚期形态的介字形。于是

形成了石家河北极天鹰的两大纹样：一种

是业字形，一种是介字形。

石家河鹰冕玉帝的两大纹样和石家河

北极天鹰的两大纹样，源于鹰冕玉帝早期

形态上下两部分的鹰形帝冕和人形帝面，

各有精确的天文对位和宗教内涵：鹰形帝冕

拟形北极覆斗，标示北极玉帝的天文对位。

早期纹样是业字形的北极天鹰，晚期纹样

是介字形的北极天鹰。人形帝面拟形人格

化的至高神，标示北极玉帝的神话形象。早

期纹样有野猪獠牙，晚期纹样无野猪獠牙。

石家河鹰冕玉帝的四大纹样被广泛应用于

石家河玉器，成为石家河文化的独特标志。

第二类石家河玉帝是天柱玉帝，源于

鹰冕玉帝。石家河天柱玉帝也有早期、中

期、晚期三种形态。早期形态的一例，见于

美国华盛顿斯密森宁研究院的收藏品（图

8-1）：上部是头戴业字形天鹰帝冕的北极

玉帝，中部是象征地球自转轴的天柱，下

部是象征北极玉帝主宰万物生死的虎头。

中期形态的一例，也见于美国华盛顿斯密

森宁研究院的收藏品（图 8-2）：上部是天

柱形峨冠，中部是头戴业字形天鹰帝冕的

北极玉帝，下部是天柱形帝颈。两例的共

同特征是，正反两面分别是鹰冕玉帝中期

形态的两种表达：一面有野猪獠牙，星目

加框如臣字；一面无野猪獠牙，双目浑圆

如星斗。晚期形态的四例，分别是江西新

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遗物（图

8-3），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比利时

皇家历史博物馆、河南省文物商店的收藏

品（图 8-4— 6）[9]，均把鹰冕玉帝中期形

态的两种表达融为一体，既有野猪獠牙，

又有臣字眼。上古石家河文化区域，中古

以后属于楚国区域。楚国式峨冠，源于石

家河天柱玉帝的峨冠。

第三类石家河玉帝是兽面玉帝，源于

石家河北极天鹰与良渚北极玉帝的融合。

兽面玉帝的早期形态，目前仅见于湖北天

门肖家屋脊的出土品（图 9-4）：上部的业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1                                                                    2

3                               4                                           5                 6

图8  石家河天柱玉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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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天鹰帝冕，近源是石家河鹰冕玉帝早

期形态上部的业字形北极天鹰（图 9-2），

远源是良渚玉帝的天盖形帝冕（图 9-1A

上）。下部的弧形帝面，同样源于良渚玉

帝，但其两个帝目，源于良渚玉帝颈部、双

臂之间的空缺（图 9-1B），因而风格诡异。

这一双臂下按改为双臂上举的良渚玉帝

特殊形态，并非孤例，既有瑶山 10 号墓的

出土品（图 9-1），又有纽约顾为群的收藏

品（图 9-2）。兽面玉帝的晚期形态，既有湖

北钟祥六合（图 9-5）、湖北天门石家河谭

家岭（图 9-6）的出土品，又有美国西雅图

艺术博物馆的收藏品（图 9-7）[10] ：帝冕

仍是业字形天鹰，帝面进一步趋近业字形

天鹰帝冕（图 9-3）。兽面玉帝的早期形态

和晚期形态，均为源于良渚玉帝反面的剪

图9  石家河兽面玉帝：1、2良渚，3—7石家河

→              

3

1                                                                        → 4

→
              

→
              

→
              

2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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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风格，似人非人，似兽非兽，威严狞厉，

是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又称“兽面纹”）天

帝形象的源头（详下第二节）。

第四类石家河玉帝是人面玉帝，源于

无野猪獠牙的鹰冕玉帝。人面玉帝也有早

期、中期、晚期三种形态。人面玉帝的早期

形态二例，分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

弗利尔美术馆的收藏品（图 10-1、2），均有

拟形北极覆斗的业字形天鹰帝冕，后者兼

有兽面玉帝的剪影风格。人面玉帝的中期

形态五例，既有湖北天门石家河、湖北荆

州枣林岗的出土品（图 10-3、4），又有春秋

时期河南光山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石家

河文化遗物（图 10-5、6），另有美国弗利尔

美术馆的收藏品（图 10-7），均有拟形北极

覆斗的介字形帝冕或天盖形帝冕。弗利尔

藏品的人面玉帝上下，分别是鹰冕玉帝的

对称倒影，酷似天津博物馆所藏石家河玉

圭的帝面纹样（图 10-10），证明人面玉帝

并非普通人像，而是北极玉帝。人面玉帝

的晚期形态，见于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的大

量出土品，所举二例（图 10-8、9）[11]，前一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图10  石家河人面玉帝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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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帝冕纹样，是弗利尔藏品（图 10-7）上

部纹样的简化，再次证明人面玉帝并非普

通人像，而是北极玉帝。

以上四类石家河玉帝，除了兽面玉

帝，其他三类均有一项共同特征：浑圆如

星的双目，双耳所带的耳环，构成对应北

极七星之覆斗四星的正梯形，证明石家河

玉帝正是北极玉帝。

第五类石家河玉帝是祭坛玉帝，因其尚

无出土品，仅有传世品，常常不被视为石家

河文化玉器，而被笼统归入龙山文化玉器。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石家河祭坛

玉帝（图 11-4），上部的介字形北极天鹰，

是石家河鹰冕玉帝的四大纹样之一（图

11-1）；下部的侧面双帝，酷似石家河遗址

2015 年 12 月出土的玦形双帝（图 11-3）。

鹰足之下、双帝中间是祭坛：祭坛上部，酷

似高庙北斗猪神两侧的祭坛（图 11-10），

后者是汉阙的上古源头。祭坛下部，是介

字形北极天鹰的倒影，又见于第三例（图

11-6）。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石家河祭坛玉

帝（图 11-5），是第一例的简化形式，上部

是介字形北极天鹰，下部是北极玉帝侧

影。由于以上两例的结构均为上鹰下人，

常被误称为“鹰攫人首”。其实上鹰下人的

结构，源于鹰冕玉帝早期形态上部的鹰形

图11  石家河祭坛玉帝

→

1                         2

→ →→ →

→
→ →

→

3               → 4               5               → 6                 7              ← 8   

←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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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冕和下部的人形帝面。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石家河祭坛玉帝

（图 11-6），是第一例的变化形式——上部

的介字形北极天鹰，同于第一例。中部的

祭坛，酷似浙江余姚河姆渡陶器的祭坛纹

（图 11-8）和山东莒县陵阳河陶尊的祭坛

纹（图 11-9），后者的祭坛之上，是大汶口

文化的北斗纹。鹰爪之下、祭坛之上，是业

字形北极天鹰的剪影，异于第一例；祭坛

之下，是介字形北极天鹰的剪影，同于第

一例。至此可明：第一例的祭坛，是高庙阙

形祭坛与石家河北极天鹰的融合；第三例

的祭坛，是河姆渡、良渚、大汶口祭坛与石

家河北极天鹰的融合。下部的虎头，与天

柱玉帝下部的虎头相同，衍生出石家河文

化的威仪虎符（图 11-11），标示北极玉帝

主宰万物生死。

天柱玉帝和祭坛玉帝的下部均为虎

头，或许另有一层含义：甘肃伏羲族位于华

夏西部，对应于西方白虎七宿，所以甘肃

伏羲族彩陶器多有虎头人形象（图 11-2），

而且甘肃伏羲族自称“虎族”，中古以后分

化为“白虎羌”“黑虎羌”两支。石家河天柱

玉帝、祭坛玉帝的下部的虎头，可能同时

象征伏羲族，亦即隐喻石家河南蛮族在长

江中游战胜了本地的南扩伏羲支族以及

长江北岸、黄河南岸的中原神农族。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石家河祭坛女神

（图 11-7）[12]，总体结构同于第三例：中部

的祭坛，下部的虎符，同于第三例。仅把第

三例上部的北极天鹰改为女神，但是女神

的发梢上卷，仍然同于第三例的鹰翅上卷。

以上两例均被天津博物馆收藏，或非

偶然，可能是配套制作的男女至高神，前

者当属玉帝，后者当属西王母。判断后者

为“西王母”的理由有二。一是中古以后的

中国神谱，与男性至高神北极玉帝相配的

女性至高神，均为西王母。二是第四例下

部的虎符，符合《山海经》所言与虎相关的

西王母形象。中古以后的中国神谱，为了

与“西王母”配套，又称北极玉帝为“东王

公”。“东王公”又被视为华夏男祖神“伏羲

氏”，“西王母”又被视为华夏女祖神“女娲

氏”，所以汉代常见的“伏羲女娲交尾图”，

又称“东王公西王母交尾图”。不过“东王

公”之名最终未能取代“玉帝”之名，民间神

话以及《西游记》等神话小说仍以“玉皇大

帝”“王母娘娘”为男女至高神。

或 问：“女 娲 氏”本 是 伏 羲 族 的 女 祖

神，其 变 体“西 王 母”为 何 见 于 石 家 河 文

化？因为伏羲族没有把女祖神“女娲氏”改

名为“西王母”的必要，而石家河南蛮族广

泛接受了伏羲族的先进天文历法和大量

文化要素，包括伏羲族的“女娲氏”神话，

由于石家河南蛮族不便把伏羲族的女祖

神奉为本族的女祖神，于是取其神话而改

其神名，把“女娲氏”改名为“西王母”，“王

母”意为“始祖母”，“西”则标明伏羲族位于

华夏西部。这一文化转换，类似于罗马人

接受希腊众神以后，全都另取罗马新名。

综上所述，石家河文化的第一祭天

玉器是极斗合一的北极玉帝，尽管种类繁

多，形制多样，纹样丰富，但是演变谱系完

整清晰。石家河玉帝堪称上古四千年华夏

全境北极玉帝形象演变发展的顶峰，因而

对中古夏商周的天帝形象影响极大。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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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极斗合一的石家河玉帝消化吸收

了玉器三族原本独立的北斗猪神，而石家

河玉帝对夏商周的天帝形象影响极大，所

以上古遍见华夏全境的北斗猪神，中古以

后基本消失。上古北斗猪神在中古以后的

消失，大大增加了今人解读上古彩陶纹样、

玉器纹样、天文历法、宗教神话的难度。因

为辨识北斗猪神，明其天文历法对位和宗

教神话内涵，是解读上古彩陶纹样、玉器纹

样、天文历法、宗教神话的关键性突破口。

其二，石家河文化的刻纹玉圭。上古

玉圭，由龙山时代的晚期东夷族创制（详

见前文《东夷族玉器总论》），是对伏羲族立

圭测影的玉器化，形制是上宽下窄，拟形

北斗仰斗的倒梯形；下端是源于玉钺的一

孔；上端的早期形态是源于玉钺的平口，

上端的晚期形态是标示立圭测影的尖口；

均为素面，不刻纹样。石家河玉圭的形制

（图 12），基本承袭东夷族玉圭的形制，上

宽下窄，下有一孔；上端多为平口，偶有尖

口；但其特色是无一素面，均刻两面纹样。

图12  石家河刻纹玉圭
1、4、5台北故宫，2山东两城镇，3江苏宋庄村，6津博，7上博，8关善明

1                2                  3                4                    5               6

7                                                              8

本文所举八例石家河刻纹玉圭，仅有

两例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一例出土于山

东日照两城镇（图 12-2），一例出土于江苏

溧阳宋庄村（图 12-3）。另外六例均为传世

品，分别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 12-1、

4、5），天津博物馆（图 12-6），上海博物馆

（图 12-7），香港关善明（图 12-8）[13]。北京

故宫博物院、台湾许作立的蓝田山房、美

国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美国弗利尔博物馆

也有类似收藏品，或因未见图片资料，或

因纹样过于模糊，本文暂不列举。

由于出土地点明确的两例见于石家

河文化区域以外的山东、江苏，因而很多

学者均将此类玉圭视为山东龙山文化玉

圭。其实上古文化的交流、传播常常超乎

后人想象，出土地未必是原产地，某地发

现的玉器，既可能是来自其他文化区域的

馈赠器或战利品，也可能是相邻文化区域

原创玉器的仿制品。由于此类刻纹玉圭的

两面纹样仅在石家河文化区域拥有完整

的演变谱系，而山东龙山文化区域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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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演变谱系，可以判定此类刻纹玉圭均

为石家河玉圭。石家河玉圭的两面刻纹，

均为石家河鹰冕玉帝的四大纹样：正面（A

面）均为鹰形帝冕的两大纹样，反面（B 面）

均为人形帝面的两大纹样。

所举八例石家河刻纹玉圭，可以分

为两组，纹样演变的轨迹极其清晰，一如

表 1 所示。

八例石家河刻纹玉圭的正面（A 面）

纹样，源于石家河鹰冕玉帝早期形态上部

的鹰形帝冕：早期纹样，是业字形北极天

鹰（表 1-1、2、3、8A 面）。晚期纹样，是介字

形北极天鹰（表 1-4— 7A 面），鹰嘴统一向

左，无一例外。

八例石家河刻纹玉圭的反面（B 面）

纹样，源于石家河鹰冕玉帝早期形态下

部的人形帝面：早期纹样，是有野猪獠牙

的人形帝面（表 1-1B 面），或其变化纹样

（表 1-5、6、8B 面）。晚 期 纹 样，是 无 野 猪

獠牙的人形帝面（表 1-3、2B 面），或其变

化纹样（表 1-4、7B 面）[14]。纹样，完全符

合本文的编号次序，第 4 例是早期纹样向

晚期纹样的过渡形态。由于纹样并非直线

演变，早期纹样会因传统惯性而被长期沿

用，所以演变顺序并不完全符合本文的编

号次序。1、2 两例的A 面上部，是北极天鹰

的早期纹样，为业字形。下部增刻红山文

化勾云形玉帝的涡形眼，一方面证明业字

形北极天鹰象征北极玉帝，另一方面证明

石家河玉帝吸收了红山玉帝的部分要素。

同时证明红山玉帝、石家河玉帝的涡形

眼，全都标示星象的循环旋转。4、5 两例的

A 面，是北极天鹰的晚期纹样，为介字形。

鹰腹增刻人形帝面，证明鹰嘴向左的介字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鹰冕玉帝

业字形
天鹰
↓

介字形
天鹰

1A面 2A面 3A面 8A面

4A面 5A面 6A面 7A面

有獠牙
玉帝
↓

无獠牙

1B面 2B面 3B面 8B面

3B面 4B面 5B面 6B面

表1  石家河玉圭两面纹样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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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北极天鹰正是象征北极玉帝。

或问：1、2 两例A 面的帝冕，酷似 4、7

两例B 面的帝面，均为业字形，为何前者

属于帝冕，后者属于帝面？因为 1、2 两例

的B 面已是人形帝面的早期纹样，所以 1、

2 两例的A 面是业字形的北极天鹰早期

纹样。因为 4、7 两例的A 面已是介字形的

北极天鹰晚期纹样，所以 4、7 两例的B 面

是人形帝面的晚期纹样。1、2 两例A 面的

业字形天鹰，之所以酷似 4、7 两例B 面的

业字形天帝，乃是因为鹰冕玉帝的早期形

态，帝冕、帝额均为业字形。

一旦厘清石家河玉圭两面纹样的不

同功能，就不会被两面纹样的业字形相似

搞混——玉圭正面（A 面），必为早期纹样

的业字形天鹰或晚期纹样的介字形天鹰，

拟形北极覆斗，标示北极玉帝的天文对位。

玉圭反面（B 面），必为早期纹样的有獠牙

帝面或晚期纹样的无獠牙帝面，表现人格

化的至高神，标示北极玉帝的神话形象。

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器，北极玉帝重

要性第一，刻纹玉圭重要性第二。另有少

量重要性不高的祭天玉器，比如玉璧、玉

琮、玉璋、玉璜、玉龙、玉凤等等，全都不刻

石家河玉帝的四大纹样。

其三，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璧。石家

图13  石家河祭天玉璧

图14  祭天玉琮：1浙江良渚，2湖北石家河，3—8广东石硖

1                                                        →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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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文化的祭天玉璧（图 13）[15]，与玉器三

族的祭天玉璧一样，象征天道的循环旋转。

其四，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琮。石家河

文化的祭天玉琮（图14-2），承袭良渚文化的

祭天玉琮（图14-1），但是仅有类似于良渚玉

琮的区间分隔线，没有良渚玉琮必有的北极

玉帝或北斗猪神，证明玉琮已非石家河文化

的主要祭天玉器。然而南扩南蛮支族的广东

石硖文化，却有比石家河区域更多的良渚式

玉琮（图14下排）[16]，既有圆琮，也有方琮，

也有良渚式北斗猪神的多种形态，证明玉琮

仍是广东石硖文化的主要祭天玉器。

图15  祭天牙璋：1东夷族，2石家河

1                            → 2

其五，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璋。上古

玉璋，由龙山时代的晚期东夷族创制（详见

前文《东夷族玉器总论》），是东夷族獐牙观

天器的玉器化，形制是上端微凹（图 15-1）。

然而东夷族玉璋西传到西扩南蛮支族的石

家河文化区域（图 15-2）[17]，传到西扩黄帝

支族的石峁文化区域（详下第三节），上端

却从微凹变成了双牙，亦即“牙璋”。形制演

变的原因，在石家河文化区域难以找到线

索，在石峁文化区域却能找到线索。

其六、其七，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龙、

祭天玉凤。石家河南蛮族仿效伏羲族和玉

器三族的衔尾龙（图 16-1、2、3、4），制作了

衔尾龙，见于肖家屋脊遗址（图 16-5）。又

按照衔尾龙的样式，制作了华夏最早的衔

尾凤，见于罗家柏岭遗址（图 16-6）[18]。

伏羲族对东西七宿连线的早期拟形

是东龙西凤，见于先仰韶期（公元前 5200

年）的陕西宝鸡北首岭[19]。后来伏羲族又

把西方七宿连线的拟形改为虎形，见于仰

韶中期（公元前 4500 年）的河南濮阳西水

坡[20]。石家河文化的衔尾龙、衔尾凤，对应

伏羲族对东西七宿的早期拟形，表现东方

七宿、西方七宿的天象循环。龙、蛇具有盘

曲衔尾的天性，导致很多人以为衔尾龙或

衔尾蛇仅是表现龙、蛇的天性，并非象征

东方苍龙七宿的循环旋转。然而凤、鸟没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图16  衔尾龙凤：1陶寺伏羲族，2凌家滩东夷族，3红山黄帝族，
4良渚南蛮族，5、6石家河南蛮族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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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盘曲衔尾的天性，所以石家河衔尾凤证

明：上古华夏的一切衔尾龙，无不象征东

方苍龙七宿的循环旋转。

其八，石家河文化的祭天玉璜、祭天

玉琥。南扩伏羲支族的高庙文化，接受了

早期西扩南蛮支族的影响，已有简单的玉

璜（图 17-1）。西扩南蛮支族的石家河文

化，则有更为精致的玉璜，见于湖南常德

孙家岗遗址（图 17-2）。南扩南蛮支族的广

东石硖文化，也有独特的玉璜（图 17-3），

其上的扉齿，源于石家河鹰冕玉帝的业字

形帝冕，证明石家河文化对珠江流域的两

广地区也有影响。

石家河文化另有双凤首玉璜，是石

家河衔尾凤的衍生品，目前仅见各存一半

的两个残件，分别是天津博物馆的收藏品

（图 17-4），湖北天门罗家柏岭的出土品

（图 17-5）。两者虽非同一玉璜的两半，但

是合观两者，可知石家河双凤首玉璜的基

本形制。石家河文化另有双帝首玉璜，是

石家河祭坛玉帝的衍生品，目前仅见湖北

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的半个残件（图 17-6），

酷似石家河遗址 2015 年 12 月出土的双帝

首玉玦（图 17-7）。石家河文化另有仿照

祭天玉璜而制的祭天玉琥（图 17-8）[21]，

虎首向西，虎尾卷曲，对应伏羲族二十八

宿的西方白虎七宿。商周祭天玉琥的形制，

承袭石家河祭天玉琥（详见续文《夏商周

玉器总论》）。

综上所述，石家河文化的第一祭天

玉器是北极玉帝，象征石家河文化的至高

神，所以先后演变出五种类型。石家河文

化的第二祭天玉器是两面刻纹的祭天玉

圭，是祭祀北极玉帝的主要玉器，所以两

面纹样分刻北极玉帝的天文对位和宗教

形象。石家河文化的其他祭天玉器，大多

仿制玉器三族的传统祭天玉器，重要性相

对较弱，所以不刻石家河玉帝的四大纹样。

3．石家河文化的威仪玉器。石家河南

蛮族的酋长，共有三种威仪玉器。

图17  祭天玉璜、玉琥：1湖南高庙，2、4—7、8湖北石家河，3广东石硖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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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威仪玉钺：1湖南高庙，2、3湖北石家河，4广东石硖

1                    2                3                                         4

图18  威仪权柄：1良渚，2石家河

1             → 2

其一，石家河文化的威仪权柄。湖北

天门肖家屋脊出土了一件权柄的残件（图

18-2），残长 6.5 厘米，全长约 10 厘米，下端

也有可接木柄的榫头。形制与良渚权柄相

似（图 18-1）[22]，刻有良渚北斗猪神的简

化纹样，证明石家河南蛮族酋长的天文对

位也是北斗七星，宗教对位也是北斗猪神。

其 二，石 家 河 文 化 的 威 仪 玉 钺。南

扩伏羲支族的高庙文化，接受了早期西

扩南蛮支族的影响，也有简单的玉钺（图

19-1）。南扩南蛮支族的广东石硖文化，接

受了良渚南蛮族的影响，也有简单的玉钺

（图 19-4）。两者全都素面无纹。西扩南蛮

支族的石家河文化也有玉钺，目前尚无出

土品，仅有若干传世品。香港关善明收藏

的一件石家河玉钺（图 19-2），有石家河文

化的业字形玉帝纹样；美国赛克勒博物馆

收藏的一件石家河玉钺（图 19-3）[23]，有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图20  石家河威仪虎符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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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文化的介字形玉帝纹样。

其三，石家河文化的威仪虎符。石家

河天柱玉帝、祭坛玉帝、祭坛王母的下部

（图 20-1— 3），均有象征天帝主宰万物生

死的虎面。石家河南蛮族按照祭天玉器衍

生威仪玉器的基本原理，又把虎面独立出

来，作为酋长的第三种威仪玉器——虎符，

标示酋长的生杀大权源于天帝所赐，亦即

“君权神授”。石家河虎符的早期形态（图

20-4），接近实际的虎面，略呈倒三角形。

由于酋长的天文对位是北斗七星，所以后

期形态逐渐趋近倒梯形（图 20-5— 8）[24]，

对应北斗七星之斗魁四星的倒梯形。顶部

拟形北极天鹰的业字形。

伏羲族的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七宿对

应春天，西方白虎七宿对应秋天。伏羲族

对西方七宿连线的拟形，之所以从早期的

凤形转变为后期的虎形，乃因虎为百兽之

王，对应秋气杀物。石家河南蛮族接受了

伏羲族的早期天象拟形“东龙西凤”，于是

制作了配套的衔尾龙、衔尾凤；又接受了

伏羲族的后期天象拟形“东龙西虎”，于是

又制作了与玉龙配套的玉虎。

4．石家河文化的装饰玉器石家河文

化的装饰玉器，仍然遵循华夏玉器的基本

原理，植根于石家河文化的观天玉器、祭

天玉器、威仪玉器。

其一，石家河文化的装饰玉佩。石家

河文化的装饰玉佩，主要是龙凤玉佩。龙

形玉佩数量较少，目前仅见湖南常德孙家

岗的出土品（图 21-1）。凤形玉佩数量较

多，外形有所变化。湖北天门石家河的出

土品（图 21-2），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的

收藏品（图 21-3），外形酷似龙形玉佩。北

京首都博物馆的收藏品（图 21-4），外形已

有变化。湖南常德孙家岗出土的凤形玉佩

（图 21-5），外形又有变化。商代妇好墓出

土的石家河玉凤遗物（图 21-6），外形又有

图21  石家河龙凤玉佩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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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变化，但其凤冠源于石家河玉帝的

业字形帝冕[25]。

石家河文化的龙凤玉佩，均为石家河

玉器特有的透雕风格，酷似石家河祭坛玉

帝的透雕风格，工艺水准和美学境界抵达

了龙山时代华夏全境装饰玉器的顶峰。石

家河文化的龙凤玉佩，源于伏羲族的早期

天象组合“东龙西凤”。伏羲族的早期天象

组合“东龙西凤”被后期天象组合“东龙西

虎”取代以后，“龙凤”转化为象征阴阳、男

女的吉祥符号，传遍华夏全境，成为中华

文化的重要标志[26]。

其二，石家河文化的日月鹰玉蝉。华

夏全境考古出土的上古玉蝉，约有 50 件左

右[27]。华夏东部的玉器三族均有玉蝉，然

而数量不多。黄帝族的红山文化区域出土

5 件，东夷族的凌家滩遗址出土 1 件，南蛮

族的良渚文化区域出土 2 件，合计不足 10

件，标志着华夏灵蝉崇拜的发端期。西扩

南蛮支族的石家河文化区域出土玉蝉最

多，共计 40 余件，标志着上古华夏的灵蝉

崇拜进入了全盛期。

石 家 河 玉 蝉 的 刻 纹“日 月 鹰”，源 于

伏羲连山历符号“日月山”与石家河北极

天鹰的融合，辨析如下。一是东扩伏羲支

族把伏羲连山历东传玉器三族，被玉器

三族称为“连山氏”。山东莒县陵阳河的东

扩伏羲支族“太昊氏”，以“日月山”符号作

为“太昊氏”的族徽和“连山历”的标志（图

22-1）[28]。二是大汶口东夷族接受了伏羲

连山历以后，根据本族的天文核心北斗七

星，采用大汶口文化的北斗纹（图 22-2），

把伏羲族的“日月山”本土化，改山为斗；

再予拟人化，成为安徽蒙城尉迟寺出土大

汶口陶尊的“日月斗”符号（图 22-3）。三是

石家河南蛮族接受了伏羲连山历以后，根

据本族的宗教核心北极玉帝，采用石家河

文化的北极天鹰（图 22-4），把伏羲族的

“日月山”本土化，改山为鹰；再予拟人化，

成为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所藏石家河玉镯

的“日月鹰”符号（图 22-5）。其四，石家河

南蛮族又把石家河玉镯的“日月鹰”符号，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图22  1伏羲族日月山，2、3东夷族北斗符、日月帝，
4、5石家河鹰形帝、日月鹰，6石家河玉蝉，7西汉蝉翼羽人

1                 3              5                          → 6                      → 7

2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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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用于石家河玉蝉（图 22-6）：中心纹样即

天鹰，上方钻孔即日月。

石家河玉蝉的“日月鹰”符号，证明

石家河南蛮族的灵蝉崇拜与天象崇拜息

息相关，亦即认为蝉是北极天鹰的化身，

长生不死的灵物，生命周期与北极天象

一样终始循环：生前吸风饮露，饮而不食；

死后遗下蝉蜕，次年复活再生。中古以后，

灵蝉崇拜长盛不衰，又与神仙崇拜合流。

商代、汉代均有大量玉蝉，成为承袭石家

河灵蝉崇拜的两大时期。汉代的仙人形

象（图 22-7）[29]，其羽并非鸟羽之形，而

是蝉翼之形。华夏神仙崇拜把“蝉蜕”等同

于“尸解”，称为“羽化登仙”，同样证明“羽

化”亦非化而为鸟，而是化而为蝉。玉蝉

是汉代葬玉之一，置于墓主口中，专名为

“琀”，正是希望墓主死后化而为蝉，羽化

登仙。扬雄《方言》记载，“蝉”为楚国方言，

宋国称为“蜩”，陈郑之间称为“螗蜩”。华

夏全境以楚国方言“蝉”为通名，正是因为

楚国区域的上古石家河文化是华夏灵蝉

崇拜的源头。

其三，石家河文化的鹰形玉笄。石家

河文化的北极天鹰崇拜（图 23-1），又衍生

了北极天鹰玉笄（图 23-2— 12）。石家河

鹰形玉笄，既有湖北天门肖家屋脊、湖北

荆州枣林岗的出土品（图 23-2、3），又有夏

都二里头（图 23-4）、商代早期湖北盘龙城

（图 23-5）、商代晚期河南殷墟（图 23-6）、

汉代安徽庐江（图 23-7）出土的石家河文

化遗物，另有全球各大博物馆的大量收藏

品（图 23-8— 13）[30]。

综上所述，西扩南蛮支族的石家河文

化，同样遵循观天玉器衍生祭天玉器、威

仪玉器、装饰玉器的华夏玉器基本原理。

西扩南蛮支族的石家河文化玉器，融合了

伏羲族的先进天文历法和玉器三族的丰

富养料，超越了南蛮祖族的良渚玉器，琢

图23  石家河鹰形玉笄

1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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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技术、美学境界、天文内涵、宗教意蕴全

都抵达了上古玉器的顶峰，成为龙山时代

华夏全境最为辉煌的玉器文化，因而强烈

影响了中古夏商周的玉器形制、玉器纹样

乃至青铜器纹样。

龙山末期，黄帝族在唐尧时期征服

了以山西陶寺为都的中原伏羲族和以山

东日照两城镇为都的东夷族，导致伏羲

族、东夷族南撤到石家河文化区域。黄帝

族在虞舜、夏禹时期又继续南征石家河

文化区域的南撤伏羲族、南撤东夷族、本

地 南 蛮 族 的 三 族 苗 裔，史 称“三 苗”[31]。

虞舜南征三苗而死，见于《淮南子·修务

训》：“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礼记·檀

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夏禹完成了

南 征 三 苗，见 于《史 记·吴 起 列 传》：“昔

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

之。”“德义不修”是征服者的诬词，舜征

三苗、禹灭三苗则是史实，石家河文化就

此终结此[32]。“九黎三苗”进一步南撤到

长江以南的珠江流域，成为中古以后的南

方少数民族，保留了上古农耕三族的大量

文化和大量风俗，成为今人研究上古华夏

文化的重要旁证。

禹征三苗以后，石家河文化的大量玉

器作为战利品进入中原，成为夏商周黄帝

族世代相传的上古宝物，经由赏赐功臣、

王朝更替等各种原因而流散到华夏全境，

所以现代考古经常能在夏商周贵族墓葬

中发现石家河玉器遗物。历代传世的石家

河玉器也数量不少，因其代表着华夏上古

玉器的最高水准，近代以来被全球博物馆

竞相收藏。

二、龙山伏羲族的陶寺文化玉器和
齐家文化玉器

龙山中期以后玉器西传的中线，导致

了黄河中上游的龙山伏羲族玉器。本节先

言龙山伏羲族的两大分支，再言两大分支

的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

1．龙山伏羲族的两大文化类型：陶寺

文化和齐家文化。先仰韶至仰韶时期三千

年，黄河中上游的伏羲族区域基本没有玉

器。仰韶、龙山之交，东扩伏羲支族抵达黄

河下游，与东部玉器三族相遇，于是龙山

中期以后黄河中上游的伏羲族从东向西

逐渐出现了少量玉器。

东扩伏羲支族从黄河上游向黄河中

下游的强力东扩，导致黄河下游的东夷族

无法从黄河下游向黄河中游西扩，因此玉

器西传的中线，并非经由东夷族的西扩，

而是东扩伏羲支族在黄河下游接受了玉

器三族的玉器文化，然后西传黄河中游、

上游的龙山伏羲族两大分支。

东扩伏羲支族于仰韶、龙山之交在黄

河下游与玉器三族相遇以后，接受外来玉

器文化有一个消化吸收过程，所以黄河中

上游的龙山伏羲族直到龙山中期以后，才

从东向西逐渐出现玉器。黄河中游的河南、

山西伏羲族，龙山中期以前基本没有玉

器，龙山中期以后才出现玉器，出土玉器

的重要遗址，有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灵宝

西坡等地，形制、纹样相近，本文称为“陶寺

文化玉器”，包括“山西龙山文化”（陶寺文

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

黄河上游的陕西、甘肃伏羲族，龙山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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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以前基本没有玉器，龙山晚期以后才

出现玉器，出土玉器的重要遗址，有陕西

延安芦山峁和甘肃静宁、临洮等地，形制、

纹样相近，本文称为“齐家文化玉器”，包括

“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和“甘

肃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

龙山伏羲族两大分支的玉器均属外

来文化，总体而言数量不多，质量不高，而

且玉器形制、玉器纹样没有自身的演变谱

系，也不遵循观天玉器衍生祭天玉器、威

仪玉器、装饰玉器的华夏玉器基本原理，

主要是仿制玉器三族的龙山时代玉器。

文化是不断更新、不断替代、不断扬

弃的渐变过程。玉器三族的仰韶时代玉器，

到了龙山时代已经逐渐淘汰甚至失传。今

人可以通过发掘墓葬等等考古手段，全面

了解玉器三族的仰韶时代玉器和龙山时

代玉器，但是龙山时代的玉器三族不可能

发掘祖先的墓葬，已经不太了解本族的仰

韶时代玉器。龙山时代的伏羲族，更不了

解玉器三族的仰韶时代玉器，所以龙山伏

羲族仿制的观天玉器、祭天玉器、威仪玉

器、装饰玉器，均非玉器三族的仰韶时代

玉器，而是玉器三族的龙山时代玉器。

龙山伏羲族仿制的玉器三族观天玉

器，有璇玑玉衡（三牙璧、有领环）、不规则

多孔玉圭（星组定位仪）等等，已详前文《观

天玉器总论》。本文仅言龙山伏羲族仿制的

玉器三族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

2．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器。山西南

部、汾水中游的陶寺中期遗址，是龙山中

期以后的神农族酋邦国都。陶寺中期遗址

的王级大墓M22，墓室东壁中央的显著位

置，放置一件公猪下颌骨，带有又长又弯

的獠牙[33]，象征华夏四族共同崇拜的次高

神北斗猪神。同一墓中，出土了陶寺文化

的不少代表性玉器，包括华夏四族共同崇

拜的至高神北极天帝。

其一，龙山伏羲族的北极玉帝。湖北

钟祥六合出土、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收

藏的两件石家河兽面玉帝（图 24-1、2），器

面打磨光滑，没有浮雕。陶寺王墓M22 出土

的兽面玉帝（图 24-3）[34]，器面另增浮雕，风

格有异，证明其为石家河兽面玉帝的仿制品。

先仰韶至仰韶期的伏羲族，其北极天

帝“帝俊”的形象，源于北极天象连线而成

的“天枢纹”，成为甲骨文“帝”字的源头[35]。

龙山伏羲族与玉器三族相遇以后，仿制了

玉器三族的北极玉帝。由于石家河玉器代

表当时玉器三族的玉器最高水准，因此陶

图24  石家河兽面玉帝北传中原：1、2石家河，3陶寺

1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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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伏羲族仿制了石家河文化的兽面玉帝。

或问：石家河文化与陶寺文化的兽面

玉帝形制相同，如何判断两者谁是原创？

谁是仿制？陶寺伏羲族是彩陶族，原本没

有玉器，而且陶寺文化没有兽面玉帝的完

整演变谱系；石家河南蛮族是玉器族，而

且石家河文化具有兽面玉帝的完整演变

谱系；所以不可能是石家河南蛮族仿制陶

寺兽面玉帝，只可能是陶寺伏羲族仿制石

家河兽面玉帝。陶寺伏羲族对石家河兽

面玉帝的仿制，并非华夏玉器史的普通事

件，而是华夏文化史的重大事件，标志着

兽面玉帝从长江中游北传至黄河中游，从

华夏文化的外围区域进入了华夏文化的

核心区域，成为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天帝的

直接源头。

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兽面玉帝，经

历了上古至中古的四千年演变（公元前

5000—前 1000 年）：远源是仰韶初期南扩

伏羲支族的湖南高庙北斗猪神（图 25-1），

中源是仰韶晚期南蛮族的浙江良渚北极玉

帝（图 25-2），近源是龙山中期西扩南蛮支

族的湖北石家河兽面玉帝（图 25-3、4），直

接源头是龙山晚期东扩伏羲支族的山西陶

寺兽面玉帝（图 25-5），然后是商代中期南

扩伏羲支族四川三星堆青铜器的饕餮纹兽

面玉帝（图 25-6），最后是西周时期陕西周

原青铜器的饕餮纹兽面玉帝（图 25-7）[36]。

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虽有极其复杂

的后续演变（详见续著《青铜之道》），但其

源于上古玉帝的完整演变过程一目了然。

目前仅在黄河中游的陶寺文化中发现了

北极玉帝的仿制品，尚未在黄河上游的齐

家文化中发现北极玉帝的仿制品，当与距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图25  华夏兽面玉帝四千年演变

湖南高庙北斗猪神　　浙江良渚北极玉帝正反面　　湖北石家河兽面玉帝A

湖北石家河兽面玉帝B    山西陶寺兽面玉帝    商代三星堆青铜玉帝
西周青铜玉帝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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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东部玉器族的远近有关。

其二，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璧。陶寺

文化既有普通玉璧（图 26-1— 3），也有红

山式单孔玉璧（图 26-4），证明陶寺玉器也

接受了红山黄帝族玉器的影响。齐家文化

除了普通玉璧（图 26-5— 8），另有两种新

型玉璧，一是对应二十八宿四大天区的四

象玉璧（图 26-9、10），二是对应北极三大

天区（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的三垣玉

璧（图 26-11、12）[37]。

图26  龙山伏羲族祭天玉璧：1—4陶寺文化，5—12齐家文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图27  龙山伏羲族祭天玉璜：1—4陶寺文化，5、6齐家文化

2                                    3                                    4   

5                      6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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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璜。陶寺

文化的祭天玉璜精品，见于山西陶寺王墓

M22（图 27-1），其业字形扉齿，源于同墓

出土兽面玉帝的业字形天鹰帝冕（图 27-1

左），两者共同源于石家河玉帝的业字形

天鹰帝冕（图 27-1 右）。山西临汾下靳、河

南临汝北刘、河南灵宝西坡的祭天玉璜

（图 27-2— 4），朴素无华。齐家文化的祭天

玉璜，见于陕西延安芦山峁、甘肃天水师

赵村（图 27-5、6）[38]，同样朴素无华。

其 四，龙 山 伏 羲 族 的 祭 天 玉 圭。陶

寺 文 化 的 祭 天 玉 圭，见 于 山 西 陶 寺（图

28-1），下端无孔，当属早期仿制品。山西

侯马东周祭祀遗址出土的祭天玉圭，是陶

寺文化遗物（图 28-2），下端有孔，当属后

期仿制品。正面刻有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圭

的介字形北极天鹰，常被误视为石家河文

化遗物，但其反面没有石家河玉圭必有的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图28  龙山伏羲族祭天玉圭：1、2陶寺文化，3—6齐家文化

1             2         3              4           5       6

图29  龙山伏羲族素面玉琮：1—3陶寺文化，4—11齐家文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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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帝面，当非石家河文化遗物，仅是陶

寺伏羲族对石家河玉圭的仿制品。黄帝

族伐灭陶寺神农族酋邦以后，这一陶寺玉

圭经过夏商周三代，保存到东周时期。齐

家文化的祭天玉圭，见于陕西延安芦山峁

（图 28-3），下端有孔，是完成品。又见于

陕西扶风绛帐（图 28-4），下端二孔打样，

但未钻通，是半成品。又见于甘肃东乡、甘

肃玉门火烧沟（图 28-5、6）[39]，分别是单

孔和二孔。

其五，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琮。龙山

伏羲族的祭天玉琮，分为素面、刻纹两类。

素面玉琮当属早期仿制品，尚未掌握刻纹

技术。刻纹玉琮当属后期仿制品，已经掌

握刻纹技术。陶寺文化的素面玉琮，见于

山西陶寺（图 29-1— 3），均较低矮，其时

既未掌握刻纹技术，也不能制作大型玉

器。齐家文化的素面玉琮，见于陕西延安

芦山峁（图 29-4、5）、甘肃定西（图 29-6、

7）、甘肃临洮（图 29-8、9）、甘肃静宁（图

29-10、11）[40]，高度渐增。

陶寺文化的刻纹玉琮，既有陶寺 1267

号墓出土的圆琮（图 30-2），也有陶寺 3168

号墓出土的方琮（图 30-3），已经初步掌握

图30  龙山伏羲族刻纹玉琮：1石家河，2、3陶寺文化，4—7齐家文化

1                      → 2                            3         

4                  5                                                      6               7         

刻纹技术，但是仅刻石家河玉琮的区间分

隔线（图 30-1），不刻良渚玉琮的北斗猪

神，是石家河玉琮的仿制品，而非良渚玉

琮的仿制。齐家文化的刻纹玉琮，见于陕

西延安芦山峁（图 30-4、5），前者仅有区间

分隔线而无北斗猪神，是石家河玉琮的仿

制品；后者四角刻有良渚式北斗猪神，但

是纹样略异，是良渚玉琮的仿制品。又见

于甘肃静宁（图 30-6、7）[41]，纹样异于石

家河玉琮的区间分隔线，也不刻良渚玉琮

的北斗猪神。龙山伏羲族的素面玉琮和刻

纹玉琮，都是从东向西，年代渐晚，高度渐

增，与良渚玉琮的差异也渐大。

综上所述，龙山伏羲族的祭天玉器主

要是玉帝、玉璧、玉璜、玉圭、玉琮，均为玉

器三族祭天玉器的仿制品。

3．龙山伏羲族的威仪玉器。龙山伏羲

族的威仪玉器，目前发现两种。

其一，龙山伏羲族的威仪玉钺。陶寺

文化的威仪玉钺，见于山西陶寺（图 31-1、

2）、山西长治黎城（图 31-3）、河南灵宝西

坡（图 31-4）等遗址。

陶寺 3073 号墓出土的二孔玉钺（图

31-1），二孔大小不一，下部大孔歪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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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根据前文《观天玉器总论》对不规则

多孔玉圭（星组定位仪）的阐释，大小不

同的钻孔，必须使用不同的管钻，孔位歪

在一边并非一不小心钻歪，而是对位于

特定星组的二维分布。这件玉钺的二孔，

也有特定的天文对位：上部小孔当属对

应北极帝星“紫微星”，下部大孔当属对应

伏羲族火历的标志星“大火星”[42]。

陶寺 3168 号墓出土的三孔玉钺（图

31-2），中心小孔的右上和右下，各有一个

8 字形大孔。墓中出土的两片 8 字形玉片，

彻底推翻了钻错之说。钻错论者认为，钻

完一孔发现位置不对，于是改正错误另钻

一孔。其实钻孔之前必先打样，无须钻透

即知位置正误。何况两次钻孔不可能钻出

8 字形玉片，所以 8 字孔并非改正错误两

次钻出，而是出于特殊意图用线割一次性

加工而成。这件玉钺的三孔，也有特定的

天文对位：中心小孔当属对应北极帝星“紫

微星”，两个 8 字孔当属对应意义特殊的两

对双星。可能是标示该墓所葬酋长出生之

时或继位之时的特殊天象，隐喻其继位出

于天意。

山西黎城出土的单孔玉钺（图 31-3），

两面刻有石家河风格的北极玉帝纹样（参

看其右放大图）。玉钺两侧的业字形扉齿，

仿效石家河玉帝的业字形天鹰帝冕。夏商

周玉钺的两侧，则是标准的业字型六齿，

标示上下半年各六月。

齐家文化的威仪玉钺，见于陕西延安

芦山峁（图 31-5）[43]，三孔对应意义特殊

的三星，或许正是《诗经·绸缪》所言“三星

在户”。

图32  龙山伏羲族威仪虎符：
1湖北石家河，2山西芮城

1                                → 2

其二，龙山伏羲族的威仪虎符。陶寺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图31  龙山伏羲族威仪玉钺：1—4陶寺文化，5齐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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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威仪虎符（图 32-2），仿制石家河虎

符的早期形态（图 32-1）[44]，琢玉技术逊

色甚多。齐家文化距离石家河文化较远，

没有威仪虎符。

综上所述，龙山伏羲族的威仪玉器

主要是玉钺和虎符，均为石家河威仪玉

器的仿制品，没有仿制玉器三族的威仪

玉冠和威仪权柄。玉器三族的威仪玉冠

和威仪权柄，均由黄帝族首创，然后东夷

族、南 蛮 族 仿 制。黄 帝 族 的 玉 冠 用 于 束

发，黄帝族的权柄源于游牧民族放牧牛

羊 的 鞭 子。东 夷 族、南 蛮 族 散 发 而 不 束

发，也不放牧牛羊，但是为了与黄帝族分

庭抗礼，全都盲目模仿。伏羲族尽管与东

夷族、南蛮族同样散发而不束发，也不放

牧牛羊，但是属于高位文化，所以不愿改

变风俗盲目模仿玉器三族的威仪玉冠和

威仪权柄。

4．龙山伏羲族的装饰玉器。龙山伏羲

族的装饰玉器数量少，质量低，因为装饰

玉器是玉器产能高度发达的副产品。龙山

伏羲族初步接受玉器三族的玉器文化，玉

器产能不足，琢玉技术初级，尚无余力大

量制作技术水准高超、美学意蕴丰富的装

饰玉器。龙山伏羲族的装饰玉器，主要是

玉笄。见于陶寺文化的山西陶寺 2023 号

墓（图 33-1），齐家文化的陕西延安芦山峁

（图 33-2）、陕西武功游凤（图 33-3）等少

量遗址[45]。

综上所述，龙山伏羲族的玉器，无论

是陶寺文化玉器还是齐家文化玉器，均为

玉器三族既有玉器的仿制品。由于玉器产

能不足，琢玉技术初级，所以玉器总量和

玉器种类都不太多，极为有限的玉器生产

力，主要用于仿制玉器三族的祭天玉器和

威仪玉器，部分用于仿制玉器三族的观天

玉器和装饰玉器。由于黄河中游南岸的龙

山伏羲族与长江中游北岸的石家河文化

区域距离最近，而且石家河玉器抵达了龙

山时代华夏全境的最高水准，所以龙山伏

羲族的玉器受到石家河玉器的影响最大。

三、西扩黄帝支族的
陕北石峁文化玉器

龙山中期以后玉器西传的北线，导致

图33  龙山伏羲族装饰玉笄：1陶寺文化，2齐家文化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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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河套地区的石峁文化（公元前 2300—前

2000 年）玉器。本节先言石峁文化的族属

和来源，再言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器、威仪

玉器、装饰玉器。

1．石峁文化的族属和来源。上古早期

的黄帝祖族，居于内蒙东部、辽宁西部、河

北北部，以游猎为主，以沙地农业为辅，农

业产品仅占食物来源的三分之一。随着全

球气候的转暖，沙地肥力的耗尽，黄帝族

从游猎为主、农业为辅，逐渐转向以游牧

为主、游猎为辅，于是从内蒙古草原的东

部，逐渐西扩到内蒙古草原的中西部。

仰 韶 时 期 甘 肃 伏 羲 祖 族 的 地 域 扩

张，主要是东扩、西扩、南扩，基本没有北

扩，因为长城以北的高纬度区域仅适合

游牧，不适合农耕。所以红山黄帝族从内

蒙古东部向内蒙古中西部的西扩基本没

有阻力，沿着长城以北的内蒙古草原一

路向西，直抵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和黄

河上游的河湟地区，居于甘肃、陕西伏羲

祖族的北面。

西扩黄帝支族到达内蒙中部的包头

周边，形成了仰韶中晚期的海生不浪文化

（公元前 3700—前 3000 年）、阿善文化（公

元前 2500—前 2300 年）；到达内蒙中南部

的鄂尔多斯周边，形成了龙山晚期的朱开

沟 文 化（公 元 前 2300— 1500 年）[46] ；再

从朱开沟区域南下，到达陕西北部的河

套地区，形成了龙山晚期的石峁文化（公

元 前 2300—前 2000 年）。内 蒙 中 部 和 西

部的西扩黄帝支族区域文化，时间先后

相续，特征高度相似，均与红山文化具有

深刻关系。

图34  石峁文化位置图

出土石峁文化玉器的两大遗址，是

陕西北部榆林市神木县的石峁遗址和新

华遗址（图 34）[47]。石峁文化的玉器数量

极其巨大，玉器总量超过上古华夏全境的

其他区域性玉器文化。根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国内馆藏和民间收藏的石峁文化玉

器约有四千余件，流散海外的约有两千余

件。但是石峁文化的玉器数量虽多，形制、

纹样却极度缺乏原创性，也没有自身演变

过程，大多仿制玉器三族的传统玉器和石

家河文化的新型玉器。所以有学者认为，

石峁文化玉器之所以数量极多又缺乏原

创性，是因为均非石峁地区自制，而是石

峁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的战利品。

石峁文化属于龙山时代晚期，所以基

本没有先仰韶至仰韶时代的早期观天玉

器，比如观天玉琯、观天玦琯等等，但有龙

山时代的晚期观天玉器，既有不规则多孔

玉圭（星组定位仪），也有“璇玑”（三牙璧）、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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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衡”（有领环）组成的原始浑天仪（详见

前文《观天玉器总论》）。石峁文化的祭天

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同样具有龙山

玉器的时代特征。

2．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器。石峁文化的

祭天玉器，主要是玉帝、玉璧、玉璜、玉圭。

其一，石峁文化的北极玉帝。石峁黄

帝族与玉器三族一样，以北极帝星为天文

中心，以北斗七星为天文核心；以北极玉

帝为至高神，以北斗猪神为次高神。政治

建构也以酋长对位北斗七星、北斗猪神。

本文所举两例石峁玉帝，一例是陕西省博

物馆收藏的征集品（图 35-1），一例是民间

收藏品（图 35-2）[48]。两例形制完全相同：

均为侧面头像，头戴盖天冠，额部刻月形

大眼，腮部钻日形大孔，兼为北极天枢。寓

意是北极玉帝主宰日月星辰的循环旋转。

石峁文化区域没有发现红山黄帝族的猪

首玦、龙首玦，这是石峁族群属于龙山晚

期西扩黄帝支族的旁证。

其二，石峁文化的祭天玉璧。石峁文

化的祭天玉璧并非正圆（图 36-2），承袭红

山黄帝族的玄鼋玉璧（图 36-1）[49]，这是

石峁族群属于黄帝族的重要旁证。大汶口

东夷族、良渚南蛮族的玉璧均为正圆，唯

有红山黄帝族的玄鼋玉璧并非正圆。由于

制作正圆玉璧比制作非正圆玉璧容易，所

以黄帝族制作非正圆玉璧具有特殊意图，

即把北极天象拟形为玄鼋（详见前文《黄

帝族玉器总论》）。

其三，石峁文化的祭天玉璜。神木新

华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玉璜（图 37-2），是

东夷族玉璜（图 37-1）的仿制品[50]。两者

均取玉璧的二分之一，是西周“半璧为璜”

图35  石峁黄帝族北极玉帝

1                                                                      2   

图36  黄帝族玄鼋玉璧：1辽西牛河梁→2陕北石峁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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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驱。良渚玉璜则取玉璧的三分之一，

石家河玉璜则有凤鸟纹饰。红山文化尚未

发现玉璜。

1                 → 2             → 3

图38  石峁黄帝族祭天玉圭：1安徽
凌家滩→2陕西芦山峁→3陕北新华

其四，石峁文化的祭天玉圭。神木新

华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玉圭（图 38-3），

远源是安徽凌家滩出土的东夷族玉圭早

期形态（图 38-1）（晚期形态上端为尖，详

见前文《东夷族玉器总论》），近源是陕西

延安芦山峁出土的龙山伏羲族玉圭（图

38-2）[51]。均为上宽下窄的倒梯形，对应

北斗七星之斗魁四星的倒梯形；单孔在

下，源于玉圭的原型玉钺。

其五，石峁文化的祭天牙璋。神木石

峁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玉璋，共有两种形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图39  石峁黄帝族祭天牙璋：1东夷族玉璋，2、3石峁玉璋、牙璋，
4红山权柄，5—7石家河玉帝、牙璋

1                      → 2                         3               ← 4

5                      6                                      7

←

←←

图37  石峁黄帝族祭天玉璜：1安徽凌家滩→2陕北新华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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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第一种形制（图 39-2），融合了两种不

同文化的元素：单孔在下，上端微凹，源于

东夷族玉璋（图 39-1）。下端两侧新增业字

形扉齿，源于石家河玉帝的业字形天鹰帝

冕（图 39-5、6）。第二种形制（图 39-3），上

端从微凹变成了双牙；双牙源于红山黄帝

族北斗猪神权柄的双耳（图 39-4），这是石

峁族群属于黄帝族的重要旁证。石峁文化

的牙璋，是上古华夏最早的牙璋。龙山晚期

南传石家河文化区域（图 39-7）[52]，中古以

后又见于商代中原和四川三星堆（详见续

文《夏商周玉器总论》）。石峁玉璋的第一种

形制有源于石家河帝冕的业字形扉齿，第

二种形制南传石家河文化，说明龙山晚期

的石峁玉器、石家河玉器具有双向交流。

3．石峁文化的威仪玉器。石峁黄帝族

酋长的威仪玉器，主要是玉钺和玉戈。

其一，石峁黄帝族的威仪玉钺。农耕

三族均有源于农具石斧的威仪石钺、威仪

陶钺、威仪玉钺，陈列方式均为钺柄竖置，

钺身横置。红山黄帝族没有农具石斧，也

没有威仪石钺、威仪陶钺、威仪玉钺。石峁

黄帝族仿效农耕三族而制作了威仪玉钺，

既有绑于钺柄的横置（图 40-1 左），也有

置于钺架的竖置（图 40-1 右）。夏商周黄

帝族的威仪玉钺（图 40-2— 4）[53]，不仅形

制承袭石峁黄帝族，仅是玉钺两侧另增源

于石峁牙璋的业字形扉齿，而且陈列方式

同样承袭石峁黄帝族，多为置于钺架的竖

置，青铜大钺也是置于钺架的竖置（详见

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

其二，石峁黄帝族的威仪权柄。石峁

黄帝族的威仪权柄（图 41-1），形制异于

红山黄帝族、大汶口东夷族、良渚南蛮族

的威仪权柄，是石峁黄帝族创制的新型

威仪权柄。夏商周黄帝族的威仪权柄（图

41-2— 4）[54]，并非承袭红山黄帝族、大汶

口东夷族、良渚南蛮族的威仪权柄，而是

图41  黄帝族威仪权柄：1石峁，2夏，3商，4周

1                          → 2                                   3                          4

图40  黄帝族威仪玉钺：1石峁，2夏，3商，4周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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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袭石峁黄帝族的威仪权柄（详见续文《夏

商周玉器总论》）。

其三，石峁文化的威仪玉戈。石峁黄

帝族的威仪玉戈（图 42-1），是其创制的全

新威仪玉器。上古早期的红山黄帝族，以

游猎为主、农业为辅，秋冬以后可以凭借

农产品维持到开春，偶尔才会南下农耕区

域进行掠夺，然而并非常态，所以没有威

吓农耕民族的威仪玉戈。上古晚期的石峁

黄帝族，以游牧为主、掠夺为辅，基本放弃

了农业，秋冬以后不南下掠夺就难以维持

生存，南下掠夺成为常态，专名“打秋草”，

于是创制了威吓农耕民族的威仪玉戈。

夏商周黄帝族的威仪玉戈（图 41-2—

4）[55]，承袭上古石峁黄帝族的威仪玉戈（详

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由于玉质易

碎，因此石峁黄帝族和夏商周黄帝族的玉

戈均非实用兵器，而是象征杀伐的威仪玉

器。不少学者把农耕三族的威仪玉钺全都

视为“玉兵”，并不确切。农耕三族的威仪玉

钺源于农具石斧，并非真正的玉兵。石峁黄

帝族的威仪玉戈源于兵器石戈，才是真正

的玉兵。《越绝书》记载：“黄帝之时，以玉为

兵。”龙山时代的其他文化区域没有玉兵，

唯有石峁文化才有玉兵，再次证明石峁族

群属于黄帝族。石峁黄帝族的威仪玉钺、威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图42  黄帝族威仪玉戈：1石峁→2夏→3商→4周

1                                  → 2                       3                     4

图43  石峁黄帝族鹰形玉笄：1石家河，2石峁，3关善明藏品

1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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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权柄、威仪玉戈，均被夏商周承袭，充分

证明夏商周的统治族群均为黄帝族。

4．石峁文化的装饰玉器。石峁文化的

玉器，主要是观天玉器、祭天玉器、威仪玉

器，装饰玉器数量不多。

石峁文化的鹰形玉笄（图 43-2），是石

家河鹰形玉笄（图 43-1）的仿制品，因为石

家河鹰形玉笄源于石家河北极天鹰，石峁

鹰形玉笄没有自身的形制来源。两者除了

鹰翅纹样不同，另有细微差异：石家河玉笄

的鹰嘴不能钩物，鹰首后部有羽。石峁玉笄

的鹰嘴可以钩物，鹰首后部无羽。香港关善

明的一件收藏品（图 43-3）[56]，则是石峁鹰

形玉笄的仿制品，进一步放大了石峁鹰形

玉笄的细节走样，鹰形已经难以辨识。

综上所述，石峁黄帝族广泛仿制了玉

器三族的龙山文化玉器，红山黄帝族的玉

器对其影响最大，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对其

影响次大。其与红山玉器的关系，仅是单

向承袭，但不反向影响红山玉器。其与石

家河玉器的关系，则是双向交流，所以石

家河文化仿制了石峁牙璋，石峁文化仿制

了石家河鹰形玉笄。

关于石峁玉器为何与石家河玉器颇

多相似，台湾学者郭静云另有独到解读：

神木玉器都存放在专门的石棺或玉

坑内，并未见有放在墓葬中当作随葬品的

情况，这说明玉器在神木十分稀少，是来

自远地的贵重品，而非本地可以自己制作

生产的东西。

石峁和新华两座遗址的情况，显示

其先民将所获得的珍贵物品当作地下宝

藏。青铜时期，北方族群南下掠夺，带走

宝贵的铜器和玉器后，也是存放在地下

坑里。神木族群是以掠夺为生的族群，不

能过稳定的农耕生活。这也代表在气候

冷化、干燥化时期，黄河上游原有的农地

变成草原，不利于农耕，反成游牧和掠夺

族群的生活区。从青铜初期以来，掠夺族

群开始时常顺着黄河经过三门峡而下，

掠夺当时江河地区的农耕文明，他们所

抢夺而来的玉器、绿松石器都被专门保

存在地下当作战利品，神木遗址的美玉

棺和玉器坑应亦如此。这些玉器只是战

利品，没有被当作祭品或随葬品，也没有

进入神木先民的精神生活里[57]。

郭静云认为，石峁文化的玉器之所以与南

方农耕区域的玉器相似，是因为石峁族群

属于游牧民族，石峁文化的玉器均非石峁

族群自制，而是南下掠夺的战利品。石峁文

化的玉器数量如此之大，确有可能部分来

自南下掠夺，但是根据本文的辨析，也有部

分属于自制。由于石峁遗址的科学发掘尚

在进行之中，考古报告尚未正式出版，因此

本文对石峁玉器的来源暂不深论，等到将

来考古材料更为充分之时再作补充。

综上所述，龙山晚期的石峁文化（公

元前 2300—前 2000 年），是西扩黄帝支族

的文化，除了大量仿制玉器三族的传统玉

器，也对玉器三族的传统玉器略有改造，

而其改造的玉器形制，多被夏商周黄帝族

承袭。石峁玉器的最大创制，是威吓农耕

民族的华夏最早玉兵，因为南下掠夺农耕

民族是其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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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石峁巨城与炎黄之战。石峁黄帝族

与西部伏羲族在龙山晚期激烈冲突的证

据，除了上古最早的石峁玉兵，还有上古

最大的石峁巨城（图 44）[58]。

石峁城址是龙山晚期华夏全境的最

大城址，面积 425 万平米，而且是砌筑的

石头城墙。神农族酋邦的山西陶寺中期城

址，面积 290 万平米，是板筑的泥土城墙。

南蛮族酋邦的浙江良渚反山城址，面积

300 万平米，是堆筑的泥土城墙。东夷族酋

邦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城址，面积 100 多万

平米，也是堆筑的泥土城墙。

石峁城址的石头城墙，与农耕三族的

泥土城墙形成了鲜明差异，而与内蒙中部

海生不浪文化的石城、阿善文化的石城，内

蒙东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一脉相承，

均为龙山晚期黄帝族所建。在内蒙古中南

部的长城一线，已经发现了龙山晚期黄帝

族所建的二十多座石城[59]。龙山晚期的黄

帝族在长城一线普遍建造石城，正是为了

进攻南方的农耕三族。秦汉以后的中原统

治者建造长城，则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

族的南侵。尽管上古石城由游牧民族建造

而用于进攻农耕民族，中古长城由农耕民

族建造而用于防御游牧民族，但是全都建

于作为农牧分界的长城一线。苏秉琦认为，

这些上古石城是中古长城的史前原型：

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

化）的小型城堡带，与战国秦汉长城并行，

可称为长城的“原型”[60]。

苏秉琦虽未明言建造上古石城的族属，但

他认为红山文化属于黄帝族，已经暗示了

上古石城的建造者是黄帝族。

龙山晚期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域尚无

真正的国家，仅有前国家形态的酋邦，所

以北方游牧民族建造了一系列石城作为

南侵的桥头堡。中古以后，长城以南的农

耕区域出现了南下游牧民族统治农耕民

族的早期国家，于是中原王朝的黄帝族统

治者为了防御仍在北方游牧的其他黄帝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图44  石峁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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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南侵而修建了长城。

长城以北的上古、中古黄帝族各大

支族，语言相近，均属阿尔泰语系，族属认

同并无困难，但是政治上未必具有统一归

属，甚至为了争夺牧区而时常冲突。他们

为了各自的部族利益而南侵，犹如不同的

狼群各自捕猎羊群。中古以后长城以南的

中原黄帝族，为了王朝利益而防范上古同

宗的北方黄帝族，犹如捕获羊群的狼群防

范其他狼群的觊觎。

石峁巨城显示了西扩黄帝支族与西

部伏羲祖族的高度对抗，也显示了西扩

黄帝支族对西部伏羲祖族的巨大军事优

势，因为作为游牧民族的石峁黄帝族人

数极少，建造巨城所需的巨量人力资源，

只能来自南下劫掠的农耕族战俘和农耕

族奴隶。

《淮南子·原道训》记载：“昔者夏鲧作

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

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兵甲，

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

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夏本纪》：“禹

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证明“颛顼-

鲧- 禹”属于同一黄帝族支系。《史记·六

国表》：“禹兴于西羌。”“西羌”并非大禹的

族属，而是大禹所属黄帝族兴起的地域，

亦即兴起于华夏西部的伏羲祖族区域。

龙山晚期兴起于“西羌”区域的黄帝

族，正 是 颛 顼- 鲧- 禹 所 属 的“西 夏”。龙

山晚期出现于“西羌”区域的石峁巨城，对

应于大禹之父夏鲧所建“三仞之城”。龙山

末期石峁巨城的毁弃，对应于大禹的“坏

城平池”。龙山末期建立于中原的夏朝，对

应于“散财物，焚兵甲，施之以德，海外宾

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

国”。《逸周书·史记解》记载了“西夏”之亡：

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

无位，惠而好赏，财屈而无以赏。唐氏伐

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是夏代黄帝

族的自我美饰，与古史所言“黄帝好仁，蚩

尤凶暴”性质相同，既与文献记载的“炎黄

之战”不可兼容，又与考古发现的石峁巨

城 不 可 兼 容。“西 夏”二 字，“夏”是 族 名，

“西”是相对于中原“夏朝”的方位区别名。

十六国时期的匈奴人，北宋时期的党项

人，均在同一区域建立了“大夏”，均被中

原王朝称为“西夏”。匈奴、党项的中古“西

夏”，承于颛顼- 大禹的上古“西夏”。

综上所述，龙山晚期建造石峁巨城

的 黄 帝 族，正 是“颛 顼- 鲧- 禹”一 系 的

西北黄帝族“夏族”。西北石峁文化的黄

帝族酋长颛顼，南下征服了黄河上游的

西北伏羲族“共工氏”，成为黄帝族部落

联盟的“元后”。随后夏鲧治水失败而死，

于是东北红山文化的黄帝族酋长唐尧继

任“元后”，征服了黄河中游北岸的中原

伏羲族“神农氏”，伐灭了神农族酋邦的

国都山西陶寺，焚毁了神农归藏历的天

文台陶寺太极台[61]。随后东北红山文化

的黄帝族酋长虞舜继任“元后”，南征黄

河中游南岸、长江中游北岸、石家河文化

区域的“三苗”，失败身死，葬于苍梧。随

后西北石峁文化的黄帝族酋长大禹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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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后”，通过治水完成了对农耕三族的

征服，也完成了对三苗的征服，建立了中

原第一王国“夏朝”[62]。所以河南偃师二

里头夏都遗址出土的大量夏代玉器，全

都承袭石峁文化玉器。商周玉器又都承

袭夏代玉器，从而形成了夏商周黄帝族

玉器对石峁黄帝族玉器的全面承袭（详

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

结语　彩陶东传玉器西传，
华夏四族文化融合

伏羲族是上古四千年华夏区域的主

导族群，又是夏商周两千年的主体族群，

因此夏商周文化以伏羲族文化为根本基

础，伏羲族的文化印迹在上古以降的口传

史和中古以后的历史文献中无所不在，比

如夏代《连山》、商代《归藏》、西周《周易》

均以伏羲六十四卦为基本模型。而且伏羲

族创造的伏羲六十四卦、伏羲太极图均有

科学性，亦即上古一次定型、后世无法改

变的图像确定性和逻辑唯一性，因此论证

上古伏羲族的文化同一性较为容易。

玉器三族既不是上古四千年华夏区

域的主导族群，也不是夏商周两千年的主

体族群，因此玉器三族的文化成分在夏商

周文化中仅仅附丽于伏羲族文化。尤其

是上古晚期的龙山一千年，玉器三族大量

接受伏羲族的高位文化，导致其自身的低

位文化遭到大量覆盖，所以玉器三族的文

化印迹在上古以降的口传史和中古以后

的历史文献中极为稀少。而且玉器三族

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元素缺乏类似于伏羲

六十四卦、伏羲太极图的科学性，亦即缺

乏上古一次定型、后世无法改变的图像确

定性和逻辑唯一性，因此论证上古玉器三

族的文化特征及其文化同一性较为困难。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举出四大系统证据，

证明上古玉器三族的文化同一性。

系统证据一，遗传学证据。上古伏羲

族是晚亚洲人西支，父系DNA 是O3。上古

玉器三族是晚亚洲人东支，父系DNA 是

O1、O2[63]。

系统证据二，体质人类学证据和特殊

风俗证据。潘其凤、朱泓的论文《先秦时期

我国居民种族类型的地理分布》，从体质

人类学、特殊风俗两个角度，提供了区分

上古华夏两支四族的系统证据。

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居民在体质

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与仰韶文化居民相

比，大汶口文化居民的身材略高一些，颅

型更高，面部比较高、宽……二者在风俗

习惯方面也存在着差别，比如在大汶口文

化居民中普遍存在着头骨枕部人工畸型

（扁头）以及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的习俗，

还有口中含球的特殊习俗。这些习俗在黄

河中上游地区十分罕见，迄今为止，我们

还只是在河南郑州西山遗址出土的仰韶

晚期人骨上发现有枕部人工畸型和拔牙

的现象。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地区新石器

时代居民的颅面形态特征具有中长颅型、

高颅型结合较窄的面宽等特点，与现代东

亚蒙古人种更为接近，且与现代华北类型

较为相似……进入公元前第 3000 年以后，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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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逐渐被新崛起的龙山文化所取代……

山东诸城呈子遗址的龙山文化居民未见

大汶口文化中盛行的颅枕部变形和拔牙

现象，而在兖州西吴寺龙山文化居民中却

仍然保留着上述两种特殊的习俗……小

河沿文化居民中间存在着使头骨枕部人

工变形的习俗……根据浙江余姚河姆渡、

上海崧泽、广西桂林甑皮岩、广东佛山河

宕和福建闽侯昙石山等遗址出土的古代

人骨所反映出的体质特征来看，他们可能

是一些同种系的人群[64]。

甘肃、青海伏羲族的体质人类学特征“与

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更为接近，且与现代华

北类型较为相似”，证明伏羲族从甘肃、青

海东扩到黄河中下游，成了上古黄河全境

的主导族群。

大汶口文化的东夷族和小河沿文化

的黄帝族共同具有颅后矫型和拔除二齿

的特殊习俗，证明了东夷族、黄帝族属于

同一种系。而广泛分布于浙江余姚河姆渡、

上海崧泽、广西桂林甑皮岩、广东佛山河

宕和福建闽侯昙石山的体质人类学特征，

又证明南蛮族与东夷族、黄帝族也是“同种

系的人群”。“山东诸城呈子遗址的龙山文

化居民未见大汶口文化中盛行的颅枕部

变形和拔牙现象”，证明了山东龙山文化并

非大汶口文化区域的土著民族东夷族的

自有文化，而是东扩伏羲支族带来的新文

化，当然也吸纳、融合了东夷族文化的大

量元素，因而导致了晚期伏羲族的龙山文

化呈现出与早期伏羲族的仰韶文化迥然

不同的文化面貌。

系统证据三，玉器三族共有玉器，缺

乏彩陶，东扩伏羲支族到达华夏东部沿海

之前，玉器三族的素陶以黑陶为共同特

征。龙山时代东扩伏羲支族到达华夏东部

沿海以后，玉器三族才有了彩陶，并且全

盘接受伏羲族的彩陶纹样及其天文历法

内涵。山东区域的东扩伏羲支族，又把玉

器三族的原始黑陶，提升为山东龙山文化

的蛋壳黑陶。

系统证据四，玉器三族的玉器蕴含的

天文历法，内容和水准基本相同，远远落

后于伏羲族。因为发明了立圭测影的伏羲

族可以全天候的不间断天文观测，可以透

彻理解天文历法，没有发明立圭测影的玉

器三族只能夜观星象，不能昼测圭影，无

法透彻理解天文历法。

龙山一千年华夏四族的文化碰撞与

文化交流，一方面导致玉器三族接受了伏

羲族的彩陶及其先进天文历法，另一方面

导致伏羲族吸收了玉器三族的玉器及其

天文历法养料，于是华夏四族同时出现了

文化升级。

东夷族从后李文化（公元前 6500—前

5500 年）、北辛文化（公元前 5500—前 4500

年）、大 汶 口 文 化（公 元 前 4500—前 2500

年），升级为凌家滩文化（公元前 3800—

前 2000 年）。黄帝族从兴隆洼文化（公元

前 6200—前 5400 年）、赵 宝 沟 文 化（公 元

前 5200—前 4400 年）、红 山 文 化（公 元 前

4700—前 3000 年），升级为小河沿文化（公

元前 3000—前 2500 年）。而其西扩支族则

从海生不浪文化（公元前 3700—前 3000

年）、阿善文化（公元前 2500—前 23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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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开 沟 文 化（公 元 前 2300—前 1500 年），

升级为石峁文化（公元前 2300—前 2000

年）。南蛮族从河姆渡文化（公元前 5000—

前 3000 年）、马家浜文化（公元前 5000—前

4000 年）、崧泽文化（公元前 4000—前 3300

年），升 级 为 良 渚 文 化（公 元 前 3300—前

2000 年）。而其西扩支族则从屈家岭文化

（公元前 3300—前 2600 年），升级为石家河

文化（公元前 2600—前 2200 年）。伏羲族

从大地湾文化（公元前 6000—前 2800 年）、

仰韶文化（公元语前 5000—前 3000 年），升

级为龙山文化（公元前 3000—前 2000 年），

包括黄河中游的陶寺文化和黄河上游的

齐家文化。华夏四族的整体文化升级，终

结了仰韶时代，开启了龙山时代。

先 仰 韶—仰 韶 期 三 千 年（公 元 前

6000—前 3000 年），华夏全境的文化传播

主题是甘肃天水大地湾的伏羲祖族大地

湾文化东渐，于是东扩伏羲支族依次形成

了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西部的仰

韶文化，并把伏羲族彩陶及其先进天文历

法东传玉器三族。东部玉器三族主要是兴

隆洼- 红山的黄帝族先发玉器南传，河姆

渡- 良渚的南蛮族后发玉器北传，居于丁

字路口的东夷族先后接受了南传的黄帝

族玉器、北传的南蛮族玉器和东传的伏羲

族彩陶。龙山期一千年（公元前 3000—前

2000 年），华夏全境的文化传播主题是东

扩伏羲支族在黄河中下游吸收了玉器三

族的文化养料，把伏羲族的彩陶文化与玉

器三族的文化玉器予以融合，升级为山东

龙山文化，然后山东龙山文化迅速西传，

催生了河南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

山西龙山文化（陶寺文化）、陕西龙山文化

（客省庄二期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石家河

文化）、甘青龙山文化（马家窑- 齐家文化）。

伏羲族主导的三千年文化东渐和一千年

文化西传，成就了上古四千年华夏文化的

原始积累，为中古以后的中原文化奠定了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雄厚基础。

注释：

[1]图1-1— 4，伏羲族地轴倾斜纹，均见张远山：《伏羲

之道》第 32 页，[长沙] 岳麓书社 2015 年版。图 1-5— 8，四

川大溪、湖北枝江彩陶纹，采自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2]图2-1，湖南高庙文化松溪口遗址八角星，采自潘

茂辉：《试论湖南高庙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的陶器装饰艺术

及其演变》，载《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4 第十一辑。图 2-2、

3，湖南汤家岗八角星，采自《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

代遗址》，载《考古》1982 年第 7 期。图 2-4，湖北八角星，采

自《秭归柳林溪》，[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图 2-5，

采自《青海柳湾》，[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图 2-6，

江西八角星，采自《江西靖安郑家坳新石器时代墓葬清理

简报》，载《东南文化》1989 年第 10 期。图 2-7，崧泽八角星，

采自《崧泽》，[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图 2-8，绰墩

八角星，采自《江苏昆山市绰墩遗址发掘报告》，载《东南

文化》2000 年第 1 期。图 2-9，潘家塘八角星，采自《江苏武

进潘家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载《考古》1979 年

第 9 期。图 2-10，青墩八角星，采自《江苏海安青墩遗址》，

载《考古学报》1984 年第 4 期。图 2-11，采自《江苏邳县四

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4 年第 2 期。

图 2-12，采自《凌家滩》，[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图

2-13，采自《大汶口续集》，[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图 2-14，采自李恭笃：《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

的发现》，载《文物》1977 年 12 期。

[3]图3-1、2，大地湾伏羲族北斗猪神，采自张朋川：

《中国彩陶图谱》。图 3-3、4、5、6，湖南高庙文化北斗猪神，

采自潘茂辉：《试论湖南高庙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的陶器装

饰艺术及其演变》；载《石家河文化玉器》，[北京] 文物出

版社 2008 年版；顾万发：《论高庙文化中獠牙兽的动物属

性》，载《黄河黄土黄种人》2016 年第 2 期。

[4]参看杨建芳：《大溪文化玉器渊源探索》，载《南方民

龙山玉器，上古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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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考古》1987 第1辑，[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5]图4，石家河文化分布图，采自《中国考古学》新石

器时代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6]图5-1，采 自《肖 家 屋 脊》，[北 京] 文 物 出 版 社

1999 年版。图 5-2，采自《邓家湾》，[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

[7]图6-1，高 庙 北 斗 猪 神，已 见 前 注。图 6-2，反 山

M12 ：98 玉帝；图 6-4，反山M12 ：97 玉琮；采自《反山》，[ 北

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版。图 6-3，石家河玉帝遗物，采自

《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发掘简报》，载《文物》2009 年第 1

期。图 6-5，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年版。图 6-6，大英博物馆藏石家河玉帝，采自该馆

官网。图 6-7，美国福格美术馆藏石家河玉帝，采自该馆官

网。图 6-8，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石家河玉帝遗物；

图 6-14，陕西岐山凤雏村甲组西周宫室基址出土石家河

玉帝遗物；采自古 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图 6-9，美国华盛顿斯密森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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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玉帝；采自江伊利、古 方：《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

藏中国早期玉器》，[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图 6-10，

美国芝加哥美术研究所藏石家河玉帝。图 6-11，石家河

遗址 2015 年 12 月出土，采自 2015 年 12 月 21 日《楚天都市

报》。图 6-12，傅忠谟旧藏石家河玉帝，现藏北京故宫博物

院，采自古 方主编：《中国传世玉器全集》，[北京] 科学出

版社 2010 年版。图 6-15，上海博物馆藏石家河玉帝，采自

该馆官网。

[8]图7-1，已见前注。图 7-2，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

藏石家河北极天鹰璇玑，采自该馆官网。图 7-3，肖家屋脊

出土北极天鹰，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

[9]图8-1、2，采自江伊利、古 方：《玉器时代：美国博

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图 8-3，江西新干商墓出土石家河

遗物，采自《新干商代大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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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比利时皇家历史博物馆，采自常素霞：《中国古代玉

器图谱》，[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 年版。

[10] 图 9-3，即图 6-3 上部。图 9-1，瑶山M10 ：20，采

自《瑶山》，[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图 9-2，纽约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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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肖家屋脊出土，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 9-5，湖

北钟祥六合出土，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图 9-6，湖北天

门石家河谭家岭出土，采自采自方 勤：《荆楚故事——从

石家河谈起》，中国考古网 2017 年 2 月 17 日。图 9-7，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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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21 日《楚天都市报》。图 11-4— 7，分藏故宫

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采自《中

国传世玉器全集》。图 11-8，河姆渡一期陶块刻纹，采自

《河姆渡》，[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图 11-9，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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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简报》，载《文物》2000 年第 4 期。图 11-11，肖家屋脊

虎符，采自《肖家屋脊》。

[13] 图 12-1、5、6，台北故宫藏；图 12-2、3，山东日照

两城镇、江苏溧阳宋庄村出土；图 12-4，香港关善明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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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1994 年版。图 12-7，天津博物馆藏；采自常素霞：《中

国古代玉器图谱》。图 12-8，上海博物馆藏，采自[日] 林巳

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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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图 13，罗家柏岭、孙家岗出土，采自《石家河文化

玉器》。

[16] 图14-1，反山M12 ：98玉琮，采自《反山》。图14-2，

湖南常德度家岗出土，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图14-3—8，

广东石硖出土，采自常素霞：《中国古代玉器图谱》。

[17] 图 15-1，山东海阳市司马台遗址出土，采自《中

国出土玉器全集》。图 15-2，湖北荆州汪家场屋出土，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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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遗址》。图 19-2、3，石家河文化玉钺传世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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