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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湾出土玉器初识
——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秦安站简报

叶舒宪 1,2

（1. 陕西师范大学 人文高等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62；2.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 要：文章是第十三次玉帛之路考察对甘肃秦安大地湾博物馆出土玉器专项调研的简报。2017
年 9 月 1 日在大地湾博物馆文物库房目验 20 多件出土玉器，结合该馆专业人员撰写的首次披露的大地
湾不同年代文化层出土玉器简介文章，论述这批史前玉器对中国西部和中原玉文化发生史的重要标杆
意义，特别是其中墨绿色蛇纹石玉料所占主流地位，揭示“玄玉时代”早在 6500 年前发轫于大地湾的实
物证据，给“西玉东输”运动的早期物质原型和时空谱系带来新的认知线索；并论证史前玉笄起源于大
地湾四期文化，而不是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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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quaintance with the Jades Unearthed from Dadiwan Ruins
——The Qin'an Station Briefing of the 13th Cultural Investigation on Road of Jade and Silk

YE Shuxian1,2

(1. Higher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710062;
2.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732,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the special investigating briefing on the unearthed jades of Qin’an Dadiwan Museum
of Gansu conducted by the 13th Investigation on Road of Jade and Silk. On September 1st, 2017, after examining
more than 20 unearthed jades of the Museum, and based on the introductory papers which were written by Museum’
s professionals and firstly revealed the jades unearthed from different ages and culture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
portant benchmarking significance of these prehistoric jade artifacts on the history of jade culture in western China
and the Central Plains, revealing the physical evidence of the“Xuanyu Era”dating back to Dadiwan as early as 6,
500 years ago and bringing new clues to the early material prototypes and space-time pedigrees of the“west-to-
east jade transport”movement. And then it argues that the prehistoric Yuji (name of an ancient jade artifact) origi⁃
nated in the fourth stage of Dadiwan Culture, rather than in the Liangzhu Culture.

Keywords：Dadiwan Ruins; unearthed jade artifacts; Yangshao Culture; origins of Yuji; Xuanyu Era

一、大地湾出土玉器的学术意义

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组织的玉帛之路考察活动在 2017 年内共举行三次，其中后两次即第十二次和第
十三次考察都是围绕河西走廊西段展开的，原因是为配合玉门市的学术调研和会议。第十三次玉帛之
路文化考察，借玉门市召开的“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之机，在 8 月 26 日至 9 月
1 日之间顺利完成。这次考察在几年来的调研基础上有一种补缺的性质，分别安排了对甘肃省境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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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站点的田野考察。第一站点金塔县羊井子湾四坝文化遗址考察。这是对 6 月举行的第十二次玉帛
之路考察的后续补缺，得出的重要新认识是有关马鬃山玉矿资源最早的开发使用者为四坝文化先
民①。第二站点为敦煌三危山史前玉矿遗址的探查，这也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一次实地
调研②。在完成以上两个站点的考察之后，考察团仅有二人继续前往秦安大地湾博物馆参加第三站点
的考察活动（图 1）。

2017 年 8 月底至 9 月初前后参与第十三次考察的三个站点的考察团成员有：《丝绸之路》杂志社主
编冯玉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副教授杨骊，酒泉市
房管局干部段平，酒泉电视台经济部主任杨栋春，兰州市退休干部刘继泽，敦煌市企业家、考察向导董
杰，天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进喜，大地湾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正翠，中国甘肃网总编张正宇，副总编
亢兆宁等。笔者参与这次考察的总行程路线为：8 月 26 日北京出发搭乘 MU2412 航班飞嘉峪关-酒泉。
次日驱车去金塔县羊井子湾考察，当晚再乘火车自酒泉至玉门市。研讨会后乘火车自玉门市去敦煌
市，驱车去三危山和莫高窟考察后，自敦煌飞兰州，住宿一晚后，于 9 月 1 日晨冒雨从兰州乘高铁直抵
秦安县，调研大地湾博物馆的馆藏玉器后，再乘高铁从秦安出发，辗转天水-宝鸡，返回北京。全部行
程为一周时间，总里程约 5000 公里。

自启动玉帛之路系列考察活动以来，我们已经多次来到秦安大地湾（图 2、图 3）。2017 年内这也是
第二次来访。由于前往玉门市出席会议，就近的机场是嘉峪关机场，这样就做出顺势考察的活动设计：
会前与会后先后安排实地探访玉门东西两端的玉文化站点，即金塔县羊井子湾的四坝文化遗址玉器，
以及敦煌三危山古代玉矿，并特意在返程中安排高铁路线，去秦安县鉴识大地湾博物馆库存的出土玉
器。这样的安排下，第十三次玉帛之路考察时间紧凑，收获颇丰，取得意料之外的丰硕成果。谨在此向
天水和秦安的接待方的热心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特别是以简报向不幸在 2017 年底因病逝世的宋进
喜先生表示哀悼，用我们对大地湾玉器的初步探索性成果，告慰这位大地湾之子的在天之灵：你生于秦
安县大地湾，将毕生奉献给这片养育了 8000 年文化的黄土地，你永远是大地湾人的荣耀后裔。

9 月 1 日上午抵达秦安县，专程从天水市赶来接待我们的宋进喜先生和司机老宋，已经备车等待在
高铁站。我们一行四人在公路上奔袭两个小时，到达大地湾博物馆时，张正翠馆员已经安排好库房中
的出土玉器标本，在馆内等候多时。

大地湾博物馆藏的这批玉器是大地湾遗址出土的有明确年代分期的文物，能够成为整个西部和中
原的史前玉文化史的标尺，能够为其他地方的出土玉器提供参考和对照的标准坐标系，因而显得十分
珍贵。因为 2006 年出版的考古报告《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一书中对玉器和石器
也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在文字陈述和图片展示时皆呈现为玉石混同的状况，即把玉器也归类为石器，这
就很容易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好像大地湾遗址的五期文化层中基本没有玉器出土。如翻阅《秦安大
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的目录，就可以看出，对遗址的五个时期出土文物介绍，都只有陶
器、石器和骨、角、牙、蚌器，并没有单独标出玉器。整个目录只有最后的附录六题为“大地湾遗址玉器
鉴定报告”。这个报告选取了 19 件标本逐一鉴定其物理成分，但与全书的文物陈述和图版标注并不统
一对接，而是各说各的。除了附录的这一张表以外，全书中再无任何有关玉器的描述和标注。再如，同
书下册的图版部分，将若干出土玉器标注为石器。如彩版“第二期石器”部分，就将彩版一八之 5 玉凿
（出土编号 T109③:16）（本文图 4）标注为“B 型石锛”③；将彩版一八之 6 蛇纹石玉料标注为石料。再如彩
版“第四期石器”部分，将彩版四二之 1 大理岩坠饰标注为石坠，无误；彩版四二之 2（出土编号 T811②:
55）标注为“B 型石坠”④，有误，实际为玉坠（一说其材质为翡翠，笔者目验为绿松石）。彩版四二之 3：
出土编号 T802③:6 标注为“C 型石坠”，有误，实为标准的玉坠（图 5），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一般而言，专业考古工作者撰写的考古报告，是具有权威性的研究基础资料，被引用率很高。毋庸
讳言，对于《秦安大地湾》而言，该书缺乏对遗址出土玉石器的鉴别和区分，这是不利于研究者参考的，
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希望该书若有修订版的机会，尽量弥补上这个明显的缺陷，给中原与西部的玉
文化发生史提供宝贵的第一手编年实物资料。这正是文学人类学派积极探索中的文化大传统的第四
重证据。

张正翠馆员和一位助手将准备在案头的一盒一盒分装的出土玉器打开（图 6），让我们上手做近距
离的观摩和电光检视。这 20 多件玉器，有完整的，也有残损的，有的是她撰写的介绍文章中列举的，也

① 叶舒宪：《四坝文化玉器与马鬃山玉矿——第十三次玉帛之路考察（金塔）札记》，《丝绸之路》2018 年第 1 期。

② 叶舒宪：《玉出三危——第十三次玉帛之路考察简报》，中国甘肃网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丝绸之路》2018 年第 1 期。柴克东：《“玉帛之路”文

化考察丛书暨十三次考察成果发布会纪要》，《百色学院学报》2017 年第 6 期。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 年，彩版一八。

④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 年，彩版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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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文中没有提及的。通过她的介绍，得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信息是：大地湾出土玉器的数量，其实不
只这些。目前收藏在博物馆的这 20 几件玉器只是该遗址出土玉器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因为大地湾
出土的玉器尚未得到权威部门的检测和鉴定，又分散放置在秦安本地和兰州的甘肃考古所文物库房，
过去一直没有对外公布，也没有一个总的数量统计和性质归档，因而基本上不为外界所知。在中国知
网的论文索引中搜索“大地湾出土玉器”，竟然没有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其受冷落的情况由此可知大
概矣。

早些时候，在阅读“三十年磨一剑”的大地湾考古简报时曾认识到，这些简报在撰写时，玉石不分的
现象比较普遍，许多因为年代早而显得异常珍贵的玉器，都被安排在石器类别之中，甚至干脆被当做石
器。自 1979 年开始发掘，至 2006 年终于问世的详尽考古报告《秦安大地湾》一书，情况基本没有变化。
书中仅有委托闻广先生对 19 件玉石器采样做出成分检测报告表一张，再无对玉器的单独陈述文字。

第二个重要信息是：大地湾二期就出土有用蛇纹石玉料制成的玉器，还有一件深色蛇纹石玉料的
籽料（图 7），其最早年代在距今 6500 年的时候。这个年代里的出土玉料，就具有整个中原与西部的玉
文化萌芽的意义。这个信息将我们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考察所聚焦的仰韶文化蛇纹石玉器的起源期，从
大约 5300 年前的庙底沟期，提前到 6500 年前的大地湾遗址二期，即仰韶文化的早期。换言之，“玄玉时
代”开启的时间和地点，都要据此而重新确认。

二、仰韶文化玉笄的起源

苏秉琦先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对大地湾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区系意义做出判断，他认为“甘肃东
部泾渭流域自成体系，临近的陕西关中西部宝鸡、凤翔，宁夏的固原大致包括在内。”①这就意味着陇山
两侧的史前文化具有同质性。泾渭两河流域对华夏文明起源具有非同寻常的奠基性意义。与此相对，
西边以兰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应属另一区系。大地湾文化因为年代早，具有中原与西部史前文化发源
上的意义：在大地湾文化一期之后，才开始出现仰韶文化，如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像彩陶，小口尖
底瓶等，都是从大地湾文化起源而传播给仰韶文化的。本文要尝试论证玉笄起源于大地湾四期的仰韶
文化。而玉笄的前身则是陶笄或骨笄。早在距今 7800 年的大地湾一期文物中就有 4 件骨笄②。在大地
湾博物馆展厅中有 14 件二期文化层出土的骨笄排列在一起展出（图 8、图 9）。从一期二期，到四期，看
来这种束发器物一直耗费了两千多年时间的发展，才正式演变出玉笄，而最早的玉笄不是透闪石玉的，
而是深色蛇纹石玉的③。我们依据《山海经》的本土话语，将此种玉料称为“玄玉”。④

早年阅读彩图册《西安文物精华》一书收录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或陕西龙山文化玉器中，看到有两件
玉笄（第 29 页），一白一黑，对照感十分强烈。白的一件是仰韶文化的石英岩笄，黑的一件则墨绿色的
蛇纹石玉制成（图 10）。该书对此的说明辞是这样写的：

“笄是古人束发的用具，古代男子把发绾于头顶，用笄横贯发中，不使散乱。玉笄最早见于良渚文
化，延至明清，乃至现代兄弟民族仍在饰用。其形制一般为长椎形，商早中期即已定型化。笄杆多数呈
细长圆形椎体，上粗下细，平顶，抛光，少数笄杆顶部雕琢纹饰。古代男子在十八岁时要举行成年礼，
即开始蓄发着笄，因而称之为及笄之年。玉制的笄通常是贵族男子的发饰。”⑤

2016 年的第十次考察在大地湾博物馆参观时，只看到展出的第四期陶笄和石笄（图 11），并没有看
到玉笄。在甘肃考古所编的《秦安大地湾》第 619 页给出的“第四期石笄度量和特征表”中，也全部标注
为石笄，没有玉笄。其中出土编号为 QDF824:1 的残断笄，注明岩性为“砂岩”。这显然是疏漏和误判。
这次专程再来大地湾博物馆库房调研，终于看到这件玉笄，明显是用蛇纹石玉制成的，透光处呈现为绿
色（图 12）。据此可以把玉笄的历史开端，从南方的良渚文化，北移到甘肃的大地湾文化。大地湾四期
的年代在距今 5500~4900 年，这个年代明显要早于良渚文化。而且仰韶文化中有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
玉笄出土，足以见证这中原玉文化起源期的特有玉器种类，值得关注（图 13，图 14）。例如，在天水师赵
村第五期出土文物中著录有石笄 4 件，分别为平顶型和椭圆形笄帽型。后者有 3 件。发掘报告称：

标本 T212②:14，墨绿色。笄帽底部有一榫卯孔。大理岩。⑥

由于考古报告撰写中常有玉石不分的情况，笔者怀疑师赵村五期的这件石笄有可能是蛇纹石玉

① 苏秉琦：《大地湾会讲话》，见甘肃省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编《大地湾遗址研究文集》，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第 2 页。

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第 59 页。

③ 施俊：《论古代玉簪饰的发展演变》一文（《文物春秋》2013 年第 4 期），将骨笄的产生溯源于仰韶文化，未涉及更早的大地湾一期的骨笄。

④ 叶舒宪：《认识玄玉时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5 月 25 日。《丝绸之路》杂志 2017 年第 15 期专号《探秘玄玉时代的文脉》。

⑤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西安文物精华》，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4 年，第 29 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师赵村与西山坪》，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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笄。墨绿色，正是蛇纹石玉的突出特征（参看图 16、图 17）。究竟是不是像发掘报告所称“大理岩”呢？
检视《师赵村与西山坪》书后的图版 76:11，虽然只是黑白图片，这件笄帽的表面仍呈现清晰可见的包浆
之油润感。有朝一日若能找到其实物再做目验，才能确认其材质是否也为蛇纹石玉。毕竟，与秦安大
地湾和宝鸡福临堡等遗址相比，位于天水的师赵村遗址地理位置更接近渭河上游的武山鸳鸯玉矿。

三、大地湾与史前的玄玉起源

2005 年，笔者第一次来甘肃调研，在兰州大学赵建新教授陪同下慕名走访秦安大地湾遗址。那时
从天水到秦安还有没有公路，走的是黄土山梁间的土路，要颠簸三个小时才能到大地湾。那时也还没
有建博物馆，只有文管所的几间房子做图片性的展示。当时管理方一位叫程晓钟的专业人员接待我
们，还送了书。在发掘现场，紧邻着清水河（葫芦河的支流）畔的台地上那座的大房子（F901），让我们
感到十分震撼。从此对渭河支流葫芦河流域的史前文化留下难忘的印象。还看到苏秉琦、严文明等考
古专家都对此发表过高见。

苏秉琦指出：大地湾一期与后边的仰韶之间有缺环，但在陇东并不乏这个时期的遗存，如庆阳、宁
县材料，看来与宝鸡北首岭中层相当，区别不大。①他建议把大地湾遗址与泾渭流域看成一个文化整
体。严文明认为：大地湾的 901 号房子显然也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建筑，这不但是因为它面积大、分间
多、规格高，还在于它的前面有一些特殊的设置。那整齐排列的 12 个柱洞可能是供 12 个氏族竖立图腾
柱的，也可能是供 12 个部落各自竖立旗杆而用。柱洞前面的一排青石板则可能是各氏族部落处理牺
牲以供祭享的，甚至是处理敌方重要俘虏的场所。这样它就很像是一个部落联盟的议事会堂和神
庙。②严文明还提出，这样规格的建筑在陇东地区出现，这就是从聚落中心向城镇发展的征兆，因而是
文明起源史的生动体现。

2006 年以来，甘肃考古研究所等又组织在大地湾的新发掘工作，找出 6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遗迹，这就使得大地湾在整个西部史前遗址中更显得底蕴十足，其连续性的文化积累之深厚，罕有其
匹。③如今的大地湾博物馆入口处标注着 N 个第一：北方农业起源地，彩陶起源地，最早的地面绘画，最
早的宫殿式建筑，等等。

2016 年元月，第九次玉帛之路考察路过天水和秦安，当时在通渭县考察齐家文化遗址的发掘情况，
耽搁了一些时间，夜间赶路从叶堡上高速路，却没有时间去大地湾遗址。2016 年 6 月，第十次玉帛之路
考察时，专程安排一天去大地湾博物馆补课。但还是不能得到系统的令人满意的信息。主要原因是展
厅里的文物不能近距离观看，展出的资料也十分有限。2017 年 6 月天水伏羲公祭大典及伏羲文化论坛
给发来邀请函，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观摩一下大地湾出土的玉器，就专门为伏羲文化论坛撰写一篇《天
熊伏羲创世记》的论文，到论坛上宣读。本想借此机会完成博物馆文物的近距离接触，谁知到秦安县拜
谒女娲庙这天，大家都要跟随几辆大巴车的群体行动，如同旅行团一样，不能自己行动。就这样只能眼
睁睁看着昏暗展厅里的文物，再一次地与大地湾博物馆橱窗中的几件“玄玉”擦肩而过。那是在大地湾
遗址二期文化层出土的距今 6000 年以上的绝对珍稀品级的文物：三件玉凿，四件玉锛（图 15）。

从隔着玻璃的摄影照片看，这 7 件玉器的玉质，十分类似蛇纹石玉的特征。但是也不能轻易就得出
结论，需要做进一步详细考察。离开天水后，当月又去河西走廊的玉门市和肃北马鬃山考察，即第十二
次玉帛之路考察。行程中一再催促考察团负责外联方面的易华研究员。直到 8 月 12 日，他转发来的甘
肃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张正翠发来的出土玉器的介绍文章及图片。于是，就安排在 8 月第十三次玉
帛之路考察的机会，有针对性的再度来大地湾调研。8 月 31 日从敦煌飞兰州，9 月 1 日早乘高铁自兰州
到秦安，仅用时 1 小时多一点，再度体会到高铁时代“天堑变通途”的出行便利。这一次如愿看到大地
湾博物馆库房里的 23 件出土玉器，对困惑多时的玄玉起源的系列问题，似乎可以初步找出探索谜底的
线索。

第一，中原和西部文化中最早的玉器是什么？所用玉料又是什么？
第二，玄玉即墨绿色蛇纹石玉器的起源地在哪里？

① 苏秉琦：《大地湾会讲话》，见甘肃省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编 :《大地湾遗址研究文集》，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第 3 页。

② 严文明：《仰韶房屋遗址和聚落形态研究》，见甘肃省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编 :《大地湾遗址研究文集》，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第

8 页。

③ 张东菊、陈发虎等：《甘肃大地湾遗址距今 6 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旱作农业起源》，见甘肃省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编：《大地湾遗址研究文

集》，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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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玄玉玉器的时空传承谱系是怎样的？
第四，五千以年前的西部玉料都有哪些？
下文对这四个问题逐一做简单的讨论，最后再回到仰韶文化玉镯子的源流问题。
第一，从时间上看，无论是已经完成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灵宝西坡墓地，还是目前正在发掘之中

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虽然都有蛇纹石玉钺的出土，但都不是最早使用蛇纹石玉器的始源，而是流，
相当于玄玉流行传播过程中的二传手。始源的一传手，目前看来应属于秦安大地湾。虽然这里出土的
仅是用深色蛇纹石玉料加工成的玉质工具（图 16），凿、锛等，但是其年代却足足比仰韶文化庙底沟期
要早约一千年以上。就已有的考古发现而言，将葫芦河流域的秦安大地湾遗址视为玄玉生产和使用的
发祥地之一，并不为过。正是从六千五百年以上的渭河上游地区的玉工具，发展到五千五百年前渭河
和泾河下游地区的玉礼器。其治玉的材料不变，其功能则大变。这是一个催生中原与西部玉文化史的
千年孕育过程。

第二，从空间上看，是距离玄玉玉矿资源最近的非常古老的史前遗址大地湾，目前当选为玄玉玉器
最早使用的发祥地。武山鸳鸯玉产地靠近渭河上游的西段，秦安县位于渭河上游的东段，两地之间相
距 100 多公里而已。要问是什么样的地理纽带将最早使用的玉石种类鸳鸯玉 ,同最早使用的玉器联系
起来的？那么答案无疑是河流：渭河上游地区的重要支流葫芦河，葫芦河的支流清水河流域孕育出大
地湾文化，这是目前所知中国西部最早的史前文化发祥地，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西部和中原玉文化的
发祥地。除非日后又有新的考古发现证据，否则有关中原与西部玉文化起源的这个观点是不会轻易改
变的（图 17）。

第三，甘肃天水地区和陕西宝鸡地区发现的距今五千年以上蛇纹石玉器的源头情况，在此皆有较
合适的答案。天水西山坪第五期地层出土的马家窑文化的蛇纹石玉锛，宝鸡福临堡出土仰韶文化蛇纹
石玉饰件，其所使用的原料，原来很可能全是拜渭河水流的输送道路之赐。这就无异于找出中国境内
可能是最早启动的玉石资源输送之路，堪称“玉石之路渭河道”。800 公里的渭河流水，以及冬季的冰
冻封河，就都成为那个史前时代远距离物资交换的最有利的运输通道。

葫芦河是渭河的支流，顺着河流的方向而传播运送物资，对于没有马，没有骆驼，也没有车的史前
时代而言，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图 18）。

下面谈谈在大地湾不同底层中出土的这些玉器。总体印象是，这里只有从石器生产中催生出的早
期玉文化，尚未发展出明确的玉礼文化及其神话信仰的建构。或者说，在大地湾文化层一二三四五期
的遗址中，中国东部地区史前玉石神话信仰体系还基本上没有传播到这边来，要等大地湾文化终结后
的近一千年，即距今四千年前齐家文化崛起之际，才得以最终完成玉石神话信仰传播西部的历史使命。

在大地湾出土的 23 件玉器标本中，真玉即透闪石玉 7 件，蛇纹石玉 9 件，另外的 7 件为大理岩和石
英岩、绿松石、翡翠（考古报告说是翡翠，经笔者目验鉴别，应为绿松石）的。由此比例来看，深色蛇纹
石玉即我们说的玄玉，是大地湾出土玉器的大宗。不过数量上的大宗，未必能够代表当时用玉的主流
素材。需要再从用玉的规模上考察一下：

在这 23 件玉器和玉料标本中，尺寸在 5 厘米以上的玉器或玉料共计 10 件，除了一件是玉石原料原
石，一件玉镯是大理岩和一件玉锛是石英岩以外，其余 7 件全部都是蛇纹石的。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数据对比。看来对于大地湾先民来说，除了蛇纹石玉料比较容易得到以外，其他玉料都是较为稀有
的。这样就不难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大地湾先民时代的用料是以蛇纹石玉为大宗和主流的。这样的一
种认识，和我们玉帛之路考察团对中原与西部的“玄玉时代”起源于五千五百年前之判断，形成基本吻
合对应的格局。

第四，中原与西部地区最早用玉的玉料情况：大地湾出土的玉器之外，还有两三件是没有加工的玉
石原料，其中第二期文化出土的是蛇纹石的玉料（图 8），其第二期的年代是距今 6500—5900 年，这也应
该算是一个惊人的发现。第四期文化也出土一块玉料，已经不是蛇纹石，而是真正的软玉。从照片看，
灰色的石皮下透露出白色质地，乃不知产地的透闪石玉料。这也是很重要的发现：距今 5500 年至 4900
年间，甘肃葫芦河流域的先民已经采用透闪石玉料资源了。而与此同时或稍后的陕西关中人（陕西高
陵杨官寨先民）、河南人（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先民）都还只有蛇纹石和方解石的材料，没有真玉的
原料呢！不然的话，怎么会出现杨官寨出土的石璧和石琮（残件），作为对史前中国东部玉文化的玉礼
器组合之复制品呢？

大地湾博物馆展厅里也展出一块璧（图 19），出自遗址的四期文化。展柜指示牌上标明是“玉璧”，
此次考察目验的结果鉴定为“石璧”。原来的判断再次显示出玉石不分的尴尬局面。鉴别的理由很简
单，古玉不论是出土的还是传世的，其玉质外表一般都有明显的包浆。而石制品则毫无包浆可言。这
件大地湾石璧的年代和杨官寨出土的庙底沟文化石璧一样，属于有璧之形而无玉料的状态，那正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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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玉礼文化的始源期，玉璧的神话观念已经传播到此，只因缺少足够大件的玉料去加工，只能退而求其
次用石料加工“石璧”，这就是泾渭两河流域的两件距今 5300 年的石璧背后的潜含故事。可以比照的
石璧，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在渭河流域的同期遗址中也有零星地出现：如渭河边的陕西宝鸡福临堡遗址
第期出土一件直径 6.8 厘米的石璧；还有一件未钻孔的直径 5 厘米的半成品石璧。①此外，甘肃天水师
赵村五期地层也出土有小件石璧②，等等。将这些同期的文物联系起来看，更清楚地说明在缺乏玉石资
源供应的早期条件下，中原及西部的先民曾经按照退而求其次的方式，用石璧代替玉璧，而且数量很
少。直到大地湾五期即常山下层文化和师赵村七期即齐家文化的年代，真正标准的玉璧才得以流行③。

从玉料出土的情况看，大地湾出土的玉石原料虽然仅有区区两件，但这毕竟是整个中原与西部地
区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玉料，大地湾二期的这块蛇纹石玉籽料原石，也是迄今所知年代最久远的出土
蛇纹石玉料。两个“最”，都具有全国纪录第一的意味。

通观大地湾出土的玉器及玉料，如果套用我们新提出的“玄黄两色二元论”④的标准去审视，则可谓
“玄”和“黄”各半，平分秋色。当下国内学界对中原与西部玉文化发生晚于东部地区的现象，有很大的
困惑。如柳志青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上游流域極少玉器和率先进入青铜时代的原因》一文指出：黄河
中游流域，即陕西、河南、山西三省 ; 黄河上游流域，即甘肃、青海、宁夏以及内蒙古的托克托县河口以
西的广大地区。“从裴里岗文化、老观台文化、大地湾文化、磁山文化，到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带庙底
沟因素文化、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客省庄文化早期，在距今 8200~4100 年的是时间间隔中 ,即使在红山文
化和良渚文化玉器高度辉煌时，即使在其周边的大汶口文化、凌家滩遗址、石家河文化玉器对她先后影
响时，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先民们也极少使用玉器。该区甚少出土玉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为什么在距
今 8200~4100 年间甚少使用玉器?其实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商晚期之前。这是解不开的心结。国中有
玉 , 玉器何以几千年不进入中原? ”⑤ 经过十三次玉帛之路考察的调研采样，如今对这个疑问的解答是，
中原地区玉文化晚出主要因为缺乏有效供给的玉料资源。渭河上游的蛇纹石玉料是中原地区最早开
发使用的玉料。大地湾出土玉器表明，从二期的蛇纹石玉料，到二期至四期的蛇纹石玉料加透闪石玉
料，唯有陇山一侧的大地湾遗址在距今五千前以前能够拥有较丰富多样的玉料资源。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唯有西玉东输的伟大运动将西部优质玉矿资源源源不断地向中原输送，才能
有效开启中原玉文化的发展历程。

最后，回到仰韶文化玉镯问题。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玉料？是男性还是女性佩戴？
大地湾博物馆所展出的唯一一件“玉”镯子（H868:1）（图 20）⑥，享受着用专柜展出的独尊待遇，但是

我们除了能看出其透光性以外，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玉的。和判断石璧的经验一样，镯子表面毫无包浆
可言。如今也算真相大白，这件微黄色的镯子原来是白色大理石做成的！大地湾四期文化出土的这件
玉镯子，可以对照的是，灵宝西坡墓地 M11 出土的象牙镯子，内经 6.2 厘米，比较大，墓主人为一个成年
女性和一个 3 岁婴儿。虽属于女性墓，但墓葬级别很高，推测墓主人身份应为部落领袖或女巫。要不
然怎么会一次随葬 3 件玉钺和 1 件唯一的象牙镯子。这种待遇显然是整个灵宝西坡墓地中最显眼的一
座墓。

仰韶文化（图 21）时期的人们喜欢佩戴手镯，石质的和陶质的十分常见，玉镯子极为少见，象牙镯则
迄今只发现灵宝西坡墓地的仅此一件。第十次玉帛之路考察在漳县的晋家坪仰韶文化遗址采集到陶
镯的残件，考察团成员寇淑茜还有幸采集到的一件似玉的镯子残件，材质或与此大地湾四期的这件镯
子同类，属于能够透光的大理石，假玉也。后代美称则为“汉白玉”。这是十分迷惑人的名称。第十一
次考察的第二站，是陕西考古研究院的泾渭基地文物库房，在杨官寨出土器物中，看到有一批灰色或黑
色的陶镯残件。大地湾四期的年代是距今 5500~4900 年，基本相当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

现在看来仰韶时期戴镯子的人不只是女性，也有男性。大地湾的这一件似玉的镯子外径 7.5 厘米，
内径 6.5 厘米，这种巨大尺寸显然不符合女性的纤细手腕，或为男性所佩带的。

【责任编辑：黄 玲】

①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等编：《宝鸡福临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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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图1 大地湾在天水地区的地理位置图

图2 2011年落成开放的大地湾博物馆 图3 2016年6月第十次玉帛之路考察在大地湾博物馆合影

图4 大地湾二期出土玉凿 图5 大地湾博物馆展 图6 大地湾博物馆

（出土编号QDT109③:16），张正翠供图 出的四期出土半圆形玉坠 库房收藏的玉器

图7 大地湾博物馆展出的 图8 大地湾 图9 2016年第十次考察

二期出土玉料被标注为石料 二期出土的骨笄 武山县村民手中的骨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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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史前期的玄玉标本：西安未央区 图11 大地湾四期陶笄和石笄， 图12 大地湾博物馆

来家崖村出土龙山文化蛇纹石玉笄。摄于西安博物院 摄于大地湾博物馆 库房鉴定蛇纹石玉笄

图13 玄玉标本：大地湾四期出土蛇纹石 图14 笔者在大地湾博物馆库房 图15 大地湾博物馆

玉笄（残）大地湾博物馆。张正翠供图 鉴识仰韶文化玉笄，杨骊摄 展出的二期玉器7件

图16 大地湾出土 图17 国家博物馆藏

蛇纹石玉斧残件 史前蛇纹石玉钺——玄钺

图19 大地湾四期出土石璧 图20 大地湾四期的大理石镯子 图21 大地湾二期房址复原模型

图18 渭河的支流葫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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