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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丁铭、王靖

去年夏季以来，随着良渚文化遗址
入选世界遗产，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话
题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在此情
形下，同样在申报世界遗产、同为中华史
前文明的红山文化，也引起了全球的高
度关注，诞生红山文化的辽西地区也成
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追寻地。

长城以北，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1929 年春，河南省安阳洹水岸边的
田野上，一群身着粗布衣裤的当地农民，
在一位头戴遮阳帽、脖缠围巾的中国学
者指挥下，正在对殷墟遗址进行考古
发掘。

主持这次发掘的中国学者叫李济，
因 1926 年参加了山西省夏县西阴村新
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而成为第一位挖掘考
古遗址的中国学者，被称为中国“考古学
之父”。

由李济主持的这次安阳殷墟考古发
掘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转折点，它
确立了商文明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
位——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
个文明。

通过对安阳殷墟等考古发掘资料
的研究，李济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绝不
限于商代，起源地应该在中国北方、蒙
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并呼吁：“用我们
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
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
的老家。”

文明起源研究是个世界性课题。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国外学术
界多认为始于商代晚期，以殷墟遗址
为标志。经过包括李济先生在内的中
国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中国田野考
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中华文明形成
早于商代，在距今 5000 多年前就已经
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与
民族考古研究室主任丛德新研究员认
为，中华文明起源应从探索先商文化入
手。那么，先商文化的源头在哪里？丛
德新认为，从安阳往北，到辽西地区去寻

找先商文化的范围，感受遗存的厚度、堆
积的厚度，那里会给我们提供很重要的
证据。

地处长城以北的辽西地区过于古老
了，在这里举目远眺，可以看到一片片墟
城。在这片土地上，半干旱大陆性季风
气候为中华民族保留下先民们近万年来
生生不息的活动档案。

位于老哈河下游的兴隆洼遗址是辽
西地区距今约 8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遗
址，因“兴隆洼文化”命名地而蜚声中外。
走进这个先民村，就会被那秩序井然、布
局严整的村落结构所震撼！

环村的界壕足以抵御敌人的偷袭
和野兽的侵扰，秩序严整的房址如同
当代人的村镇规划。村落中央的大型
房址，可以容纳百人聚会议事。没有
一定集约程度的耕作、采集和渔猎业，
是难以维系这样大规模村落生存与繁
衍的。

厚胎夹沙灰褐陶、磨光处理的石
器、镶嵌精美的骨器和人面像，证明这

里的先民们已经跨进新石器时代的大
门。还有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玉耳环，不
知曾挂在哪位远古美人的鬓边。这个
村落是氏族社会向部族转化的重要转
折点，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已经基本
完成。

从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辽西
先民们在陶器上的作画已经到了令抽象
画大师们瞠目结舌的地步。飞扬灵动的
神鹿、遨游太极的神鸟、多维的构图，流
畅纯熟的笔法，使人难以想象这是约
7000 年前的艺术杰作。

进入红山文化时代，辽西地区的先
民们终于把新石器时代推向一个辉煌的
极致。猪、鹿、蛇集于一身的原始龙形图
腾，成为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代代传承的
人文精神；庙、坛、冢汇集一体的建筑格
局，奠定了皇权社会最早的原始人文
秩序。

红山人崇拜生殖，崇拜女神，崇拜红
与黑的色彩；长于农业耕作，留下无数精
美的彩陶器；首创下开山铸铜的先河，勾

云形玉器，马蹄形玉筒，三连孔玉璧，胎
儿状玉龙……不断的考古发现，向人们
传达出令人身心悸动的文明信息——大
约在 5000 年前的辽西地区，诞生了一个
神秘而又高度繁盛的古国。

大甸子遗址，是辽西地区近 4000
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面积 7
万平方米。城内有居住房址和宫殿遗
址，墙外有围壕，围壕北侧外为墓
葬区。

1974 年至 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对这里进行了 4 次考古发
掘，清理墓葬 804座，出土 1200 余件精
美的陶器、玉器、漆器、骨器、铜器、金器
等，其中包括中国最早的金属贝币。遗
址内还发现了中国建筑史上最早的竖向
错缝城墙垒砌法……

所有这一切表明，夏家店文明已
由红山文化的古国时代进入夏家店下
层文化的方国时代，为中华国家的
“原生形态”起着一种规定性的奠基
作用。

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20世纪初，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
者鸟居龙藏就注意到了位于辽西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城东北的那座褐红色
山峦。

1922 年至 1924 年，法国自然科学
博士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发现了 20 多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1930 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
辗转到达赤峰，收集了一批新石器时期
的石器和陶片。

1955 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
学家尹达在他所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
一书里，首次将赤峰及周边地区发现的
诸遗址称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发现近百年来，特别是
随着辽西地区东山嘴、牛河梁等一次
次发现震惊世界，红山文化所覆盖的
辽西地区成为中华民族更老的老家追
寻地。

1986 年 7 月 25 日，《光明日报》
率先刊发消息：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找
到新线索，辽西发现 5000 年前祭坛、
女神庙、积石冢群址。考古学界推断，
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代史的研
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
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
了 1000 多年。

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曾先后主持
了东山嘴、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重要遗
址考古发掘工作，他说：“如今 30 多年
过去了，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
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
5000 年文明的一个实证，已经取得共
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终
于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

‘直根系’。”
“直根系”是新中国考古学奠基

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 20 世纪
80 年代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刚露头
时，就明确提出的概念。所谓“直根
系”，即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
的源头地位。它不仅具有初级文明诞
生的基本要素，还在中华文化发展史
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苏秉琦认为，中华文明应该有超
百万年的根系，一万年的文明起步，二
千年的中华同一实体。人类的文明是
在不同的时空中多个源头汇聚起的
长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国祥介绍：“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
晚期晚段，距今 5300— 5000年，是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红山
文化时期已出现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天
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

伴随着红山文化田野考古调查、
发掘材料的不断积累与深入研究，现
已确认在红山文化晚期晚段，以牛河
梁大型埋葬和祭祀遗址以及兴隆沟、
那斯台、哈民忙哈等不同规模的聚落
遗存为代表，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地
区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这意味着红
山文明已正式形成，成为中华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中原地区古代文
明互相影响、融合发展。

（下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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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城 外 边 也 是 故 乡
追寻红山文化足迹，探源中华文明

本报记者陈晓虎、张钟凯、顾煜

4 月的高原牧场上春风微寒。变化
无常的流云下，褪黄泛青的大地上，近百
匹骏马正在奔腾，或棕、或白、或褐，时而
传来几声嘶鸣，转眼就消失于高低起伏
的草坡之中。

这是新疆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
县的辽阔景象。南倚天山，北靠乌孙山，昭
苏县身处伊犁河谷中的一个高位山间盆
地，属于温带山区半干旱半湿润冷凉型气
候，是新疆境内唯一没有荒漠的县。更因海
拔较高、草原遍布，昭苏成了马的天堂。

40多年前，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
震。在那个物资匮乏、百业待兴的年代，
良马仍是紧急运输最现实的选择之一。
中央政府第一时间想到了个头高、耐力
好的新疆天马。

就这样，昭苏县紧急选派90多名职
工，带着4000余匹马，历时50多天，穿戈
壁，越冰山，风餐露宿，行程万里来到唐
山参与灾后重建，留下一段“万里骏马送
深情”的佳话。

这其中，大部分马都来自因国防需
要、上世纪60年代建设的昭苏军马场。此
后20年间，近万匹良马加入解放军骑兵
队伍，成为中国边疆骑兵部队的重要坐
骑，并在全军军马烙印编号中使用“八
一”徽章，被当地人引以为傲。

打仗、戍边、救灾……被称为“中国
天马之乡”的昭苏县自古以来就流传着
有关马的各种故事。随着时代发展，市场
对马的需求不断演进，“汗血宝马”的气
质，英国纯血马的速度，荷兰温血障碍
马、舞步马的技能……如今，新疆“天马”
依旧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奔腾，因时而变，
续写着新的传奇。

“天马”徕兮从西极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
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
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
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慌惚。
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
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
曾陪时龙蹑天衢，羁金络月照皇都。
逸气棱棱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
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天马歌》中

对天马的一段描述，诗人更是以天马的神
异自喻卓越才能。他笔下的“俊逸紫燕”，与
昭苏等伊犁地区的“天马”有着密切关系。

在距今5000多万年前的始新世，始
祖马生活在稀疏树林草原中。有研究表
明，野马可能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欧
亚草原被驯化成家马的。位于欧亚草原
东部的伊犁河流域是家马的驯化地之
一，也是新疆“天马”的原产地。

西汉初年，匈奴势力不断南扩，严重
威胁着北部边疆的安定。据《汉书·西域
传》记载，西域乌孙（今日伊犁河流域）盛
产良马。

汉武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对马也
是情有独钟。公元前 115 年，张骞第二次
出使西域返回长安，乌孙派数十名使者，
向汉武帝敬献了数十匹良马，因其身形

矫健、轻快灵活、奔跑神速，汉武帝赐名
“天马”。公元前71年，以新疆“天马”为基
础组成的骑兵击败匈奴，促进了统一多
民族国家的发展，助力汉朝成为当时世
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
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汉武帝以《西极天马歌》如此形容“天马”
的神勇与英姿。

公元 702 年，唐朝在西域天山以北
设立“北庭都护府”，昭苏是当时西北的
边陲重地，所产的新疆“天马”为维护西
域稳定和经济、文化繁荣做出了重大贡
献。到唐高宗时，战马便从唐初的五千匹
发展到了七十万六千匹，极大提高了当
时军队的战斗力。

此后，历朝历代不少文人墨客都作
诗神赞“天马”。

除了李白的《天马歌》，元末明初著
名禅师释宗泐也曾作《西极天马歌》一
首：“天马来，自西极。流汗沟朱蹄踏石，
眴目径度流沙碛。天子见之心始降，九州
欲省民痍疮。宛王何人敢私有，贰师城坚

亦难守。等闲骑向瑶池前，周家八骏争垂
首。天闲饱秣玉山禾，苜蓿春来亦渐多。
感君意气为君死，一日从君行万里。”

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在伊犁建立
多处马场，培育良驹，以供军需，“天马”

在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中发挥了不小的作
用。如今位于昭苏县城西南约60公里的
格登山上，有一座俯瞰边境的格登碑，又
称“平定准噶尔勒铭碑”。乾隆皇帝亲撰
碑文，记述了清军在格登山平定准噶尔
部叛众、经由乌什回部擒获叛军首领的
经过：“格登之崔嵬，贼固其垒。我师堂
堂，其固自摧。格登之嶻嶭，贼营其穴。我
师洸洸，其营若缀。”

“天马”良繁逾百年

随着时代发展，市场对马的需求不
断演进，“天马”也在改良“变身”。

“英国纯血马主要用于改良速度，培养
竞技型马；阿哈尔捷金马可以帮助‘天马’
提升气质；荷兰温血马能改‘天马’习性，培
养障碍马、舞步马；阿登马可以助力‘天马’
发展为重型马、肉用型和乳用型马……”

在昭苏马场的育种基地，除了伊犁
马，记者看到了引进的20余种名贵马种，
包括被称为“汗血宝马”的阿哈尔捷金
马，每种马的体格和气质各异。被称为
“马博士”的昭苏马场畜牧科副科长邓海
峰在这个国内养殖规模最大的马场工作
了21年。他告诉记者，从一开始靠“土马”
打天下到现在越来越多引进“洋马”配
种，新疆“天马”的改良育种已经超百年。

邓海峰告诉记者，从20世纪50年代
开始，“天马”与引进的苏联轻型马，包括
奥尔洛夫、顿河、布琼尼等品种通过完善
的育种工作，培育了骑乘和劳作兼用的
品种——伊犁马。
作为“天马”后代，长期以来，体格高

大、外貌俊秀、力速兼备的伊犁马主要用

于放牧或运输，是一种畜力或役用马。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
高，牧民的生活方式变了，人们对马的需
求也相对降低了。”邓海峰说。

此后约 20 年时间里，马产业的发展
一度受阻，马品种的研究和培育工作也
按下了暂停键。

20世纪90年代，赛马在国内开始兴
起，很多马场都意识到需要转型。1992
年，昭苏马场从俄罗斯引进了3匹公马和
3匹母马，“天马”的培育进入多元化阶
段，育种重点开始向休闲骑乘型、赛事运
动型、乳肉兼用型等方向转变。

“天马”的改良育种并非易事，新一
代马的稳定育种需要大约经过 6 代、大
概 30 年的时间。昭苏县马产业发展管理
办公室负责人李海说，对零散技术的搜
集、传统技术的改造和新技术的研发，是
形成良种马繁育标准体系的三大来源。

走近“大黑风”“小黑风”

在昭苏，有两匹新疆“天马”远近闻
名，一匹叫“大黑风”，另一匹叫“小黑风”。

这两匹马的主人叫尼曼，是昭苏马
场阿都勤伊犁马养殖农业合作社的负责
人。45 岁的蒙古族牧民尼曼从小在昭苏
的草原长大，7 岁开始骑马，15 岁开始
养马，而“大黑风”就是他养的第一匹马，
已经陪伴了他 20 多年。“大黑风”全身毛
皮油黑发亮，跑起来像一阵风，也是第一
匹为他带来赛马奖牌的新疆“天马”。

“大黑风”是第一代伊犁“天马”，今
年已经25岁，基本从赛场“退役”。“它就
像是我的亲人，一直不离不弃。”尼曼说。

真正让尼曼体会到“天马”产业甜头
的是“小黑风”。“小黑风”的母亲是伊犁
马，父亲是一匹从日本购进的英国纯血
马，它是按照良种马繁育的标准在县上
配种站繁育的杂交改良后的伊犁马。相

比前辈，“小黑风”速度更快、耐力更好，
过去几年在“中华民族大赛马·2018 传
统耐力赛”等国内各大赛马比赛中频频
夺冠，累计为尼曼赢得了超90万元奖金
和4辆轿车。

“小黑风”3岁开始比赛，在屡创佳绩
后身价倍增。有人想要出150万买“小黑
风”，被尼曼拒绝了，如今它的后代已经可
以卖到5万元一匹。“它现在是我的宝贝。
我安排了两个驯马师来专门照顾它。”

除了养马、育马、赛马、驯马和卖马，
从去年开始，尼曼组织合作社农户采集
孕马尿，以一吨约 7500 元的价格销售给
江苏某家制药企业，2019 年销售额就超
过了 75 万元。

尼曼的合作社目前有 40 多个成员，
木县是其中之一。作为脱贫户，他之前主
要靠放牧和种地谋生，后来加入了合作
社，目前月收入 3000 多元。木县自己也
养了两匹马，“之前卖掉一匹马驹子只能
赚 1000 多元，现在马改良之后，一匹能
挣 5000 多元。”

尼曼的致富和木县的脱贫是新疆
“天马”产业不断壮大，带动当地居民增
收的一个缩影。

2019年，昭苏全县马匹存栏10.78万
匹，马产业直接产值4.02亿元，占该县畜
牧业产值的31.3%；农牧民人均马产业
收入2460元，马产业对农村新增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12.1%。通过育马
养马，新型经济体发展、文化旅游、赛马
赛事、技能输出等措施，创造就业岗位
3000余个。

“天马”又飞腾

在昭苏，有一条“天马大道”横贯东
西，路旁随处可见有关“天马”的雕刻、指
示牌等。在天马旅游文化园赛马场内，可
以看到穿着普鲁士蓝和猩红色马术外套

的青年驾驭着“天马”，迈着轻盈优雅
的步伐进行马术表演。在天马文化博
物馆，可以买到“天马”造型的靠枕、冰
箱贴、皮革摆件等文创产品……在壮
大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作为一
个本土的文化符号，通过一系列产品
和活动，新疆“天马”正在形成更大的

品牌张力。
赛马、马术表演等活动在昭苏已

经常态化，当地也在主动对接北京、成
都、江苏、上海等地的马术俱乐部。就
在今年，天马旅游文化园成立了专门
的马术队，蒙古族的米特克勒是这里
的一名资深驯马师。曾在北京学习马
术的他，2008年作为引进人才来到昭
苏，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驯马事业。

“马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而
马术是一项力量与优雅兼具的运动，
在人与马的完美配合中可以很好地传
播马文化。”米特克勒说。

每年 7 月，“万马奔腾”的壮观场
面都会在昭苏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
演。自1993年起，这里每年都会举办
“天马国际旅游节”，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和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地的
海外马术界专业人士纷至伊犁河谷，
欣赏中国“天马”等世界名马的风姿。

此外，“中国天山论马”高峰论坛已
经连续举办十年，成为学界、产业界等探
讨马产业和马文化发展的重要平台。

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方的马产业
和马文化发展较为成熟，其中英国马
业、马文化拥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全
球马业市场上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话
语权。相比之下，中国“天马”产业和文
化的发展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

“我们要让‘天马’成为与昭苏旅
游深度融合的文化符号，引领全域旅
游示范区建设。”昭苏县委书记张
刚说。

图一：“中华祖
神”陶人（内蒙
古赤峰市敖汉
旗兴隆沟遗址
出土）。
图二：位于内
蒙古赤峰市敖
汉旗的兴隆沟
遗址。
图三：红山文
化玉猪龙（内
蒙古赤峰市敖
汉旗河西遗址
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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