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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原始陶艺

我国的制陶工艺具有上万年的历
史了，正是有了陶器的制作，才使史前
时期人们的生活得以安定下来。所以，
制陶是聚落形成的重要因素。

旧石器时代，人类一项重要的发现
就是对火的使用。火，最初是自然产生
的，它烧毁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
境，使聚落的人们流离失所。它给人
类、自然界造成巨大灾难。然而，火在
带给生灵涂炭的同时，也使人们获得了
意外的惊喜。因为火灾过后，众多的动
物没能逃离现场，而成为人类的美味佳
肴……火驱赶寒冷，烧熟了美味，同样
意外地将泥土烧结成器，这就是陶器的
来历。正是有了陶器的烧制和使用，人
类向文明社会又跨入一步。

早期的陶器制作是在编织的筐篓
容器上涂上黏泥，放在火上烘烧，筐篓
烧掉后，就剩下了反复使用的陶器了。
正是有了陶器的制作，使人类剩余的食
物、饮用水等有了储存的空间。

查海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是生活
用具，并以筒形罐居多，另外还有斜腹
罐、鼓腹罐、杯、碗、钵、尊等多种形制。
其中夹砂陶占多数，泥质陶次之。在工
艺上已不再是单一的筐篓式的烧制方
法，而是采取了泥圈套接法烧制而成，
这种工艺在查海遗址的制陶过程中普
遍使用。

查海遗址中的陶器普遍带纹饰，并
以压印的“之”字纹为主，同时还有网格
纹、斜线纹、几何纹、划纹……而且纹饰都
十分的规整。这些纹饰不是随意之举，它
是当时人类某种意识、审美情趣的体现，

是当时人类内心世界、思想观念的表达。
据传，中国陶器制作产生是远古时

期，始作者叫女娲，女娲堪称中国制陶
第一人。女娲利用泥土创造了无限的、
神奇的生命。这是来自远古时期的传
说，这一传说渗透了中国制陶工艺的久
远性，说明制陶工艺同藤条之间的紧密
联系，昭示了制陶工艺发展和完善的过
程。女娲造人正值中国社会母系氏族
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看似荒谬的传
说，让我们看到了查海人的制陶过程，
领略了上古时期人类的自身生存、发展
中的经历与艰辛。

查海遗址与中国考古泰斗

提及苏秉琦先生，中国的考古界、
史学界无人不晓。他曾任中国科学院
考古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考
古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当代著名考
古学家。然而，令更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位考古界的泰斗，曾与阜新查海遗址
有着不解之缘。

20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政治、经
济、文化较为活跃时期，对历史文化的
保护、发掘、研究工作得到空前的重
视。查海遗址正是随着文物保护、文物
普查工作的开展，走出阜新、走向全国。

1986年10月5日，中国“古文化古
城古国”座谈会在辽宁兴城召开。来自
全国各地著名的专家、学者云集一堂，
就“文化与文明”等相关课题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阜新文物部门借此次座谈
会之际，将查海遗址发现重要性提交到
座谈会上，并将大量的遗物标本带进了
座谈会的现场。此前，查海遗址并不被
考古界知晓，也从未进入到专家的视

野。然而，就是这次会议，当查海遗址
的标本，出现在考古泰斗苏秉琦先生面
前时，苏先生表现出极大的兴致.当所有
的标本查看完了，苏先生十分肯定地
说：“查海‘之’字纹是氏族发展、繁荣的
标志。”查海遗址的发现，同会议研讨内
容相吻合，为辽西地区“古国”课题的研
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991年，查海遗址已进行了第五
次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了，为了进一步发
掘、研究、繁荣阜新地区的历史文化，阜
新市委、市政府决定以查海古文化的发
现为引领，筹办阜新首届文化节。8月
20日，阜新有关部门同志会同辽宁省
相关专家，携带查海遗址出土部分文物
专程进京，再次拜访当年82岁高龄的
苏秉琦先生。

第二天上午9点，相关人员如约走
进苏先生办公室，办公室约30平方米，
靠东墙摆放着一排书架，西墙悬挂着一
幅落地式全国地图，屋子中间摆放一张
普通的办公桌。在省专家人员的引见
下，相关人员分别与先生握手落座。因
事先已做了来意的沟通，谈话很快进入
到了查海遗址内容上来。

1986年以来，苏先生对查海遗址
始终念念不忘，并在多个场合提及。此
次见面后，他首先从查海遗址的陶器

“之”字纹谈起；讲到了龙纹陶的发现；
肯定了查海遗址玉器的重要。他说：

“查海的玉器解决了（史前文化）三个问
题：一是对玉的认识；二是对玉的加工；
三是对玉的专用。”他将查海遗址出土
的玉器、龙纹陶看作中国史前考古中的
重大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同时，苏
先生以赞许的语气说到“阜新抓住查海
遗址，突出了本土文化特征，搞文化节，

这个想法好！一个城市要有个性，个性
是什么？是文化……”一晃，原定为两
个小时的会面，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因时间关系，谈话就此打住，然而，大家
的共同感受是余音未尽。应大家的恳
求，苏先生同意明日再谈。

次日上午，苏先生率先来到办公室
等候，当大家进来后，谈话即刻开始了。

苏先生无愧为当代著名考古学家，
他在谈论查海遗址之前，先讲国内外考
古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对南北方史前
文化做了大量比对，从中指出了查海遗
址在北方地区的重要。他走到了大幅
的地图前，指着查海遗址的发掘位置
说，“中国的文明起源北方先迈了一
步。怎么知道？查海七八千年的玉器
就是证明”。这次谈话又持续近两个多
小时，就在拜访即将结束之际，大家提
出请苏先生为查海遗址题词，苏先生考
虑再三，最后走到办公桌前，提笔写下

“玉龙故乡、文明发端”八个字。苏先生
说查海遗址出土了玉器、出土了龙纹
陶，这是查海遗址最为难得的发现，更
是中华民族史前文化难得的考古资料。

1996年，中国考古界的一颗巨星陨
落了，这是中国史学界、考古界的巨大
损失。作为中国当代的考古专家——
苏秉琦先生，他为“重建中国史前史、重
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史框架模
式”做出了卓越贡献。

如今，距查海遗址的发现、发掘过
去几十年了。斗转星移，岁月更迭，时
间让世界改变了许多，同时也记住了许
多。自查海遗址发掘到查海文化的确
立，不仅记录了一代考古人的辛勤付
出，更凝聚着当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
的关注与扶持。 （摘自《阜新史话》）

查海聚落 史前文明


